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本卷收入《泰安市徂徠山汶河景區傳統文化景觀建設論證報告》、《「水滸故里」學術考察

論證報告》和《羅貫中紀念館布展文本》三種，各為受有關方面委託對當地傳統文化景觀的考

察報告或設計大綱。這些文本的撰作基於實地田野考察和文獻的考證，是著眼傳統、時尚與未

來需要結合之思考酌量的結果，目的是幫助地方傳統文化景觀建設做到有根有據，有理有節，

真善美新，整體互補，使有限的經濟投入，能產出當地傳統文化可能最大化的景觀效果，有功

當代，澤被後人。其中《羅貫中紀念館布展文本》早已付之應用，收效尚好；另外兩種則備為

有關方面工作的參考，從而都成為了相關該地文化建設的資料。故輯為本卷，以便留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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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收入拙撰《泰安市徂徠山汶河景區傳統文化景觀建設論證報告》、

《「水滸故里」學術考察論證報告》（與王平教授合撰）和《羅貫中紀念館布

展文本》三種，各為受有關方面委託對當地傳統文化景觀的考察報告或設計

大綱。這些文本的撰作基於實地和文獻的考證，是著眼傳統、時尚與未來需

要結合之考量的結果，目的是幫助地方傳統文化景觀建設做到有根有據，有

理有節，真善美新，整體互補，使有限的經濟投入，能產出當地傳統文化可

能最大化的景觀效果，有功當代，澤被後人。雖本人曾為此夙興夜寐，孜孜

以求，各篇在期待的方向目標上都有所進取，但也深感此事與純粹做學問不

同，乃理論、眼界與經驗、能力的綜合體現，故各篇雖都經過了評審結項，

但當時以至今天仍都有望道未至之憾。好在從各地實際利用看，都程度不同

地起到了良好作用，既可稍慰我的不安，也啟示我想到這些文本除有綜合一

地一方面歷史的資料因而有地方史的價值之外，還應該是該地當代文化建設

留給後人的一份資料。故因此編輯文集之機會集合為一卷，以留住一份歷史，

並作為我涉獵魯西南地方史和圖為家鄉文化建設奉獻的一點紀念。 

（二〇一八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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