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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济南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文化积淀丰厚，是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这里是中华民族重要史前文化——龙山文化的最初发现地。
相传，大舜曾耕于历山，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任北宋齐州(济南)太守期间对此作过详实考证，济
南亦有舜祠、舜井、娥英祠等舜迹遗存。
春秋战国时期，济南是齐鲁文化的交汇之处，尚功利、求革新的齐文化和重仁义、尚伦理的鲁文化在
这里有机融合、兼收并蓄，长久地滋润了济南的地域文化、城市性格。
秦汉以来，又有伏生传《尚书》、娄敬谋国策、终军请缨出使南越、曹操相济南等重大历史人物、事
件在这里风云际会，其中伏生口授《尚书》，对于填补秦始皇焚书坑儒形成的汉初文化真空起到了重
要作用。
隋唐北宋时期，济南群星璀璨、人才辈出，名相房玄龄，名将秦琼，高僧义净，诗人崔融、员半千、
范讽等皆为一世俊杰，李白、杜甫、高适、苏轼、苏辙、曾巩等名流文士或游历或仕宦于此，诗圣杜
甫留有“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的千古佳句。
南宋以后，济南文坛更是频升巨星，李清照、辛弃疾、张养浩、边贡、李攀龙、李开先，皆为一时领
袖诗坛的大家，再加上新城(今桓台)王士稹、淄川蒲松龄(清初新城、淄川均为济南府属县)，可以说
，宋、元、明、清四代，济南文坛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令人瞩目的重要地位。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给济南留下了众多文物古迹。
长清孝堂山的东汉石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面建筑，石祠内的汉代石刻画像具有弥足珍贵的历史与
艺术价值。
建于隋大业年间的四门塔，是中国最古老的单层亭阁式石塔。
位于长清的灵岩寺，唐代曾为中国四大名寺之一，寺内40尊泥塑罗汉，被梁启超誉为“海内第一名塑
”。
此外，让济南人引以为豪的，还有甲天下的众多涌泉。
元代地理学家于钦在《齐乘》中赞曰：“济南山水甲齐鲁，泉甲天下。
盖他郡为泉一二数，此独以百计。
”众泉喷涌，形成了“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独特景观，成就了济南“泉城”美誉。
更兼泉水汇流大明湖，湖在城中，城在景中；南部屏列如黛群山，泉溪淙淙，峰壑森秀。
山、泉、湖、河、城有机融合、交相辉映，济南风光秀美如此，也就无怪古人赞叹“济南潇洒似江南
”，而“有心常做济南人”了。
    1948年9月24日，济南战役胜利结束，济南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济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古老的泉城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市委、市政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毫不动摇地抓好经济建设这
个中心的同时，始终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摆在重要位置，着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积极继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大力推进文化创新，人民群众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得到巩固，全社
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益完善，文化产业实力显著增强。
当前，济南的建设发展正站在新的起点上，进入了城市建设跨越提升、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社会事业
全面突破的关键时期。
进一步加强文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对于我们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
会主义和谐社会、增强济南文化软实力、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是幸运的，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城市同样如此。
悠久的历史文化是济南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和资源优势。
坚持依托历史、立足现实，尊重过去、面向未来，以礼敬、自豪的态度对待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挖掘
、整理和科学扬弃，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是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一
项重要内容。
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和济南出版社等部门通力合作，编辑出版了这套“济南历史文化读本”丛书，对
于进一步挖掘济南历史文化资源，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激发全市人民热爱济南、建设济南的自豪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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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心，对于更好地宣传济南、展示济南，提高济南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201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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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辛弃疾，南宋爱国词人。
辛弃疾存词600多首。
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辛词的基本思想内容。
他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豪放派词人、爱国者、军事家和政治家。
辛弃疾的始祖辛维叶，在唐曾任大理寺评事，由陇西狄道迁济南，故世为济南人。
本书是“济南历史文化读本”之《辛弃疾》，通过发掘史料，全面如实地勾勒出辛弃疾曲折的一生。
　　《济南历史文化读本：辛弃疾》既是对辛弃疾这位大英雄和大文豪的敬仰，也是山东人自身豪侠
仗义精神的一种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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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辛弃疾词集里可以比较确切地推断为在江阴写的新词是这样一首：    满江红·暮春    家住江南，又过
了、清明寒食。
花径里、一番风雨，一番狼藉。
红粉暗随流水去，园林渐觉清阴密。
算年年、落尽刺桐花，寒无力。
    庭院静，空相忆。
无说处，闲愁极。
怕流莺乳燕，得知消息。
尺素如今何处也，彩云依旧无踪迹。
谩教人、羞去上层楼，平芜碧。
    按字面理解，这首词像是描写一位少女伤春怀人之情的作品，但仔细品读，可以发现它似是通过艺
术象征的手法，寄寓作者的政治感情。
清人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说此词：“可作无题，亦不定是绮语”。
这是猜测它不一定是写男女之情，而是另有寄托。
邓广铭先生《稼轩词编年笺注(增订本)》于本篇编年说明中云：“其下之‘一番风雨，一番狼藉’，
盖即指符离之惨败而言。
”结合当时作者的心态和张浚北伐刚刚失败的时局来看，这些推断是很有道理的。
    词的上片着力铺写暮春花残粉褪的狼藉景象，政治感情已暗含其中。
首二句，交代自己由北人南，寄居江南，已过了两个春天的经历。
“又”字下得极切，光阴蹉跎而壮志未酬的悲慨已寄寓于此中。
以下风狂雨猛、百卉凋零的暮春之景，既用以暗喻当时政治、军事局势，暗指抗战“春光”已逝，同
时也为下片专门抒发自己的怨情先做一番铺垫。
“算年年”二句，更是曲折地表达了作者美好愿望一次次落空的心情。
    词的下片，借助对深闺女子怀春之情的描写，来寄寓自己政治上的孤愤。
“庭院静”者，政局万马齐喑，没有事业发展的动静可言。
“空相忆”者，在此环境中，空盼好消息而不可得。
“无说处”二句，进而倾诉自己政治上缺少知音的苦闷。
“怕流莺乳燕”二句，意思更为含蓄曲折：闺中人怕多嘴的莺燕得知心事，正应合辛弃疾这个北方“
归正人”险恶的政治处境，是他在上孝宗皇帝书中所自陈的“臣孤危一身久矣⋯⋯顾恐言未脱口而祸
不旋踵”这样一种畏祸心态的形象化展现。
南宋朝廷对这位北方壮士的忌刻之深和投降派小人的谗言之多，于此可见一斑。
闺中女子所日夜盼望的“尺素”，自然是喻指有关抗金大业的好消息。
而女子所哀伤的春去不归，显然关合作者心中所想的时机空失，理想未能实现。
词的末二句，以景结情，以女子怕登高楼只见碧野不见情人，更深一层地表达了作者对国事的失望。
由上面的分析可见，这首词的主题是抒写辛弃疾的爱国幽愤，但它与作者通常在抒发这类情感时习用
的直抒胸臆和大发牢骚的做法有所不同，采取了曲喻的笔法，风格是含蓄柔婉的。
    由上面这些词作所反映的情况可见，辛弃疾与南宋朝廷之间的关系，真是如常言所道：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为辛弃疾始料所不及的是，南宋朝廷是一个极端腐朽、极端软弱无能的卖国政权，因而他虽然满腔热
情地南归于宋，倾其全力奋斗了大半辈子，却未能实现其北伐中原、统一祖国的远大政治理想。
    以后的事实证明，辛弃疾想从南方打回山东、打回中原的梦落空了！
    这是因为：辛弃疾虽然确实是一个堪当国之栋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但不幸的是南归之后一直没有
找到大展鸿才的机会和环境。
他南归的当年夏天，老玩家宋高宗赵构做了三十五六年的偏安皇帝之后，有些厌倦了，想退位了好有
闲暇天天去西子湖玩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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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接见辛弃疾之后不久，就自称太上皇，将金銮宝殿让给了他的过继儿子赵奋，是为宋孝宗。
这位孝宗皇帝即位之初倒有一番雄心壮志，立意要用武力北伐中原，胜利后还于旧都。
第二年，赵奋听从了主战派大臣张浚的意见，起用他为枢密使，由他调遣军队北伐。
张浚是一个言大而夸的书生，将略并非其所长。
他用李显忠和邵宏渊为正负主帅，命二人统军渡淮北上。
北伐军初期获得了一些小小的进展，之后正负主帅之间及二人所统领的两支军队之间产生了矛盾，将
佐之间不能再上下相辖，士兵更因犒赏不均而失去了斗志。
及金朝大军开来，宋军在符离(在今安徽宿县)竟然不战自溃，士兵和丁夫等13万人竟全都掉臂南逃，
蹂践饥困，死亡无数，器甲资粮也全部丢弃，以致南宋政府若干年来所积储的军需物品一朝扫地无余
。
消息传回后方以后，主战派人物陆续被排斥出南宋政府，主和派、投降派的人物又在南宋朝廷里高高
地昂起了头，他们的求和、投降理论一时又甚嚣尘上了。
    在以张浚为首的主战派人物因北伐战争失败而纷纷引咎辞职、离开朝廷之后，南宋朝廷里新的当权
派决定派出谈判代表，向金人求和。
他们与敌人签订了屈辱投降的所谓“隆兴和议”。
这个卖国条约签订之时，也正是辛弃疾在江阴任签判已经期满之日。
从此，在南宋朝廷里，主和派、投降派重新当权，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南宋朝廷畏敌如虎，对
金人一直采取守势，秉国者无人再敢言战。
辛弃疾大半辈子的光阴刚好与这四十多年的抗金低潮期相终始，在那样一种低迷、压抑的政治环境中
，他的抗战主张和恢复言论自然不会被采纳，他在政治上、军事上自然不能有所作为了。
不但如此，辛弃疾作为一个从北方沦陷区南下的“归正人”，还不断受到南宋官场中人的猜疑、歧视
、排挤乃至诬陷迫害。
当权者明知他才识超人，就是不肯重用他。
在因平息内乱或安抚地方而不得不利用他的时候，又对他严加防范，频频调动他的职差，以免他在某
一岗位待的时间长了树立起威信和培植起私人的势力。
于是他只好发着“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满江红》“倦客新丰”)的牢骚，心不甘情
不愿地在宦海的底层奋力泅渡。
在南归后的头一个十年中，他就只能担任着江阴军签判、广德军通判、建康府通判、司农主簿等这样
一些“佐贰之职”。
    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辛弃疾被南宋朝廷派做建康府(今江苏南京市)添差通判(通判，官名，为州
府长官的副手，与知府、知州共理政事)。
建康是南宋在长江下游的重要战略据点，在这座城市里既设有皇帝行宫留守，也设有军马钱粮总领所
。
辛弃疾来此就任时，行宫留守是史正志，军马钱粮总领是后来当了宰相的叶衡，他们在当时都是官场
很显赫的人物。
除这两人之外，此时在建康任江南东路监司等职的，还有在士大夫中很有才名的赵彦端、韩元吉(此人
以后定居上饶，还会在稼轩的生活中出现)、严焕、丘崇等人。
在这些社会地位很高而且赫赫有名的大官员、大人物面前，辛弃疾这个小通判显得微不足道，重要事
务没他的份，只剩下两件事他适合做，而且几乎天天做：一是他身体强壮酒量大，要被经常拉去参与
大官员们的游从宴会；二是官员们都知道他会写诗填词，要他到文酒之会上去参与酬答唱和。
这两件事中，第二件对于他日后成为词坛大家是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的。
P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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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辛弃疾，南宋爱国词人。
辛弃疾存词600多首。
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战斗精神是辛词的基本思想内容。
他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豪放派词人、爱国者、军事家和政治家。
辛弃疾的始祖辛维叶，在唐曾任大理寺评事，由陇西狄道迁济南，故世为济南人。
这本《辛弃疾》全面如实地勾勒出辛弃疾曲折的一生，既表达了对辛弃疾这位大英雄和大文豪的敬仰
，也是对山东人自身豪侠仗义精神的一种传承。
本书由刘扬忠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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