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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国志

山东古代石刻文物十分丰富。这些古代石刻
艺术品无不透露出丰厚的齐鲁文化的底蕴。不仅
对于山东地区古代文字、书法、绘画、雕塑、历史、
考古等方面的研究，是难得的珍贵资料，同时也
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

山东古代石刻文物历史悠久，上溯先秦，下
至明清，遍布齐鲁各地，不仅数量多，种类全，而
且以源远流长、品味高著称于世，在全国占有重
要地位。从种类区分看，山东地区现存秦汉碑刻
60多种，秦泰山刻石、琅琊刻石历经劫难，保存至
今，是不可多得的稀世珍品。汉代碑刻既有雍容
华贵的庙堂艺术极品，也有率意纯真的民间书
体。汉代画像石中，嘉祥武氏祠、长清孝堂山石祠
早已蜚声海内外，建国后又发掘了沂南北寨、安
丘董家庄等大型画像石墓。北朝佛教摩崖刻经，
雄逸高古，气势宏伟，后世尊为“大字鼻祖”、“榜
书之宗”。云峰刻石或鸿篇巨制，庄严肃穆；或信
手挥洒，轻松活泼。以青州龙兴寺为代表的佛教
造像以其独到的地方特色引起世人瞩目。历代墓
志亦不乏精品，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
值。山东古代石刻前后延续达2200多年。有的为
帝王亲制，有的出自重臣或名流之手，大都文辞
优美，书体高雅，制作精巧，基本体现了民族文化
发展的历史面貌。石刻所记事件，大都能与历史
记载相印证或补史之缺，而且都与山东古代社会
的兴衰变迁有关。从其艺术构思看，有的点题意
境，有的借景寓情，可谓意境契合，构思巧妙；从
艺术风格看，有的顺石势而飞舞，有的随山势而
奔腾，有的洒脱飘逸，有的端庄严肃，真可谓百花
齐放，洋洋大观。从雕刻技法探究，有阴线刻、凹
面线刻、减地平面线刻、浅浮雕、高浮雕、透雕等
刻法，构图方式灵活；就其书体而论，真、草、隶、
篆，各体具备，欧、柳、颜、赵，应有尽有，构成了一
部生动的书法艺术发展史。可以这样讲，山东的
古代石刻以其雄气而霸天下，以其奇美而惊世
界，堪称“气魄、宏伟、深沉”。

最古老的文字石刻

碑是我国历史上珍贵的礼俗文化产物，它自
秦汉出现后，绵延使用两千多年。作为一种文字
载体，它所蕴含的大量有关政治、经济、文化、艺
术、宗教、礼制、地理等方面的信息，历来为史学

家们探史、证史的第一手资料。依据内容，碑可以
分为神道碑、功德碑、记事碑、典籍碑、造像碑、题
名碑、宗教碑、地图碑、书画碑等，每一类都有其
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山东是秦汉碑刻遗存最多的
地区，其数量约占全国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左右，
故有全国汉碑半山东之说。包括早年出土的30多
种，新近出土的30多种，见于著录、原件已佚的60
多种。这一碑一石都是历史的醒目标记。

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文物的秦二世刻
石，堪称稀世珍宝。始皇刻石早已不存，仅存二世
刻石残石，它被称作年代最久、价值最高的文字
石刻。此石珍贵，不仅它系秦二世胡亥诏书，而且
是丞相李斯篆书并镌刻而成。原立于泰山顶玉女
池秦始皇刻石之旁，后移至岱庙东御座内。刻石
原文222字，现仅存十字。秦刻石是秦始皇“书同
文”后使用的秦篆的标准字体。又因为它是为皇
帝记功而书，且由皇帝视临目睹，书法水平也要
特别高超，刻石代表了秦篆的最高水平。秦二世
刻石也因此被称为小篆之祖师。

最精美的汉画像石

汉代画像石是汉代地下墓室、墓地祠堂、木
阙和庙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汉代人
以石为地，以刀代笔，描绘出汉代现实生活、丧葬
习俗和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被誉为“汉代历史
的画卷”。

山东是汉画像石的发祥地，起源最早，遗存
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题材最广泛，雕刻技法最
成熟、艺术水平最高。是研究汉代政治、经济、军
事、思想、文化、艺术以及典章制度、社会风俗等
的重要史料，被誉为“形象化的汉代百科全书”。
同时，它又以其质朴深沉的民族本土意识成为世

界古代艺术宝库中的一朵奇葩,为世界各国艺术
界、历史考古学界专家所青睐。著名的孝堂山祠
堂、嘉祥武氏祠、沂南北寨汉墓等画像石，通过不
同的展示手法，斧凿间犹觉汉风扑面，描画中赞
叹艺术的生命不息。

最宏大的书法宝库

晚清学者指出，北朝书法有三大宝库：一曰
龙门造像，一曰云峰刻石，一曰邹县（今邹城）四
山刻经。三宝有两处在山东境内，足见山东古代
石刻艺术作品地位之高。

分布在莱州市的云峰山、大基山，平度市的
天柱山和青州市的玲珑山上的云峰群刻，共有北
魏北齐作品45种，内容体裁丰富多样，书风篆势
分韵草情毕具，是中国书法史上难得的珍品。主
持书写和镌刻这些刻石的郑道昭，被奉尊为北朝
书圣，与王羲之并驾齐躯。

镌刻于北齐北周时期，分布在济南千佛山黄
石崖，平阴书院东山、天池山、大寨山、云翠山、二
鼓山，东平司里山、银山、洪顶山，宁阳凤凰山，汶
上水牛山，新泰徂徕山，泰山经石峪，邹城峄山、
阳山、尖山、铁山、葛山、岗山，滕州陶山等20余座
山上的北朝摩崖刻经，内容丰富，体裁多样，书风
亦隶亦楷，特点鲜明突出，被康有为称为“大字鼻
祖，榜书之宗”。且又衬之以山林峭壁、流水钟声，
作品不仅与大自然结合在一起，还与佛教义理融
为一体，其场面之博大，气势之恢宏，堪称我国书
法史上一绝。

最奇特的佛教造像

佛教自东汉初年从古印度正式传入中国

后，山东就成为佛教的重要活动区域，是中国
最早出现佛教图像的地方之一。山东佛教的快
速传播归功于一位著名的僧人——— 朗公。公元
351年，朗公在济南近郊建立了山东现存最早的
一座寺院，即现在历城区柳埠神通寺。此后，
山东的寺院和佛教得到了迅猛发展，逐渐形成
以济南、临淄、青州等地为主体的佛教信仰中
心，同时创造了具有山东特色的佛教造像艺
术。特别是1996年我省青州市龙兴寺佛教窖藏
坑的发掘，大量造型精美、妆饰华丽的北朝造
像重见天日，为全国其他地区所罕见，引起了
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瞩目，被学界称为“青州模
式”，成为世界宗教考古、艺术史学界关注的
又一热点。

艺术价值极高的北朝隋唐墓志

墓志是我国丧葬习俗的独特产物与重要内
容。秦以来，它经历了漫长的蕴育、起源、完
形、发展、定制等复杂的过程。留下的大量作
品，在习俗上可以看作是逝者带入另一世界的
“介绍信”，从文物上讲，它则是人们珍藏在
地下的一份文献档案。它所包含的各种信息，
是其它对象所难以相比的。山东是我国墓志出
土丰富的地区之一，尤其是北朝隋唐期间的名
门望族墓志，旧存的有“刁遵”、“鞠彦
云”、“李谋”、“李璧”等墓志，建国后出
土的德州高氏家族墓地、临淄崔氏家族墓地、
泰山羊氏家族墓地、济南房氏家族墓地的墓
志，均以其资料的系统完整、形制的多样丰
富、书艺的高妙精绝而著称，具有极高的历史
和艺术价值。

雄气霸天下 奇美惊世界
——— 谈山东古代石刻艺术

□许鑫 报道
本报北京讯 2月27日，第二届尼山论坛筹备

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许嘉璐、邢贲思、牟钟鉴
等知名学者，以及中央及国家有关部委、尼山论坛
主承办单位和指导支持单位有关负责人参加了座
谈会。

尼山论坛组委会秘书处就首届尼山论坛的广
泛影响及第二届尼山论坛的筹备进展情况作了介
绍。

据介绍，第二届尼山论坛要继续突出民间性、
学术性、国际性的论坛特色，坚持高层次、小规模、
大影响的办会思路，加强各有关部门的组织协调，
齐心协力，各司其职，把论坛筹备工作做实做细，
确保本届论坛取得圆满成功。

据悉，4月16日，尼山论坛组委会将赴巴黎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举办巴黎尼山论坛。第二
届尼山论坛也将于5月21日即“联合国世界文明对
话日”十周年纪念日，在孔子诞生地山东尼山举
办。

第二届尼山论坛

筹备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

□许鑫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定陶大型汉墓保护方案专家论

证会日前在济南召开。与会的国内考古、文物保
护、建筑、力学等相关领域专家对方案进行了讨论
研究，一致认为必须对黄肠题凑木材进行科学保
护，并就如何做好相关保护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
议。

定陶大墓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规模最大、
规格最高、保存最完整的汉代大型黄肠题凑墓，具
有重要的科研和保护利用价值。省文物局负责人
表示，今后省文物局将在国家文物局的支持下，继
续扎实有序地推进定陶大墓的保护利用工作。各
有关单位要尽快落实专家意见，在现有保护措施
的基础上，抓紧编制临时保护方案并经论证后实
施。尽快组织专业机构开展有关黄肠题凑本体和
外部环境等方面专项研究和监测工作，取得支撑
黄肠题凑保护的技术参数和资料，为召开专家论
证会确定最终保护方法提供充分依据。并希望当
地政府建立起切实有效的安全保卫制度，落实保
护机构建设、人员编制和经费问题，制订相关保护
工作条例和规章制度，为做好墓葬长期保护和展
示工作奠定法律基础。

专家论证定陶大型汉墓

保护方案

□ 许鑫

“今年6月，国家文物局将依据保护管理的工
作状况，确定我省最终列入大运河申遗范围的遗
产点和河道。根据这一时间安排和我省大运河申
遗工作的整体部署，省文物局积极协调、全力推
进，以抓好申遗点、段的规划和项目实施为重点，
督促大运河沿线5市按照《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点段工作要求》，加强遗产点本体保护
和环境整治，落实保护区划划定、展示标识系统
建设、管理机构与机制建设、保护管理专项办法
制定、监测中心和档案中心建设等工作。”省文物
局局长谢治秀介绍说，为确保大运河申遗的总体
进程，我省列入申遗预备名单的遗产点的保护工
作已经全面展开，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工程已启动
实施并初见成效。

流动的历史 文明的瑰宝

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流程最长的一条
人工运河，与长城并称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两项古
代工程的奇迹。

大运河的雏形是始建于春秋末期(公元前
486年)吴王夫差修建的邗沟。隋炀帝时期，开凿
了以洛阳为中心，南通杭州，北通北京，全长2700
余公里的“之”字形隋唐大运河。元建都大都后，
改造了隋、唐时期已渐淹没的通济，永济渠在南
北向加以取直，大运河从山东济宁向北开汇通河
至临清，才形成了保留至今的贯通南北、全长
1747公里的“一”字形京杭大运河。

申遗所指的“大运河”，涵盖了中国2500多年
来不断开凿和修缮的这两条著名运河，全长约
3200公里，沟通5大水系，涉及8个省(直辖市)35个
地市。丰富的文化遗产如珍珠般散落大运河两
岸，105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交相辉映，以其
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被誉为“古代文化长廊”、”
古代科技库”、“名胜博物馆”、“民俗陈列室”，其
历史遗存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等方面的绝好实物资料，是中国悠久历史文明的
最好见证。历经千百年的发展演变，大运河为我
国经济发展、国家统一、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作
出了重要贡献，至今仍在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和人民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006年，58位政协委员联合向全国政协十届
四次会议提交了一份提案，呼吁从战略高度启动
对京杭大运河的抢救性保护工作，并适时申报世
界遗产项目。“大运河显示了我国古代水利航运
工程技术领先于世界的卓越成就，留下了丰富的
历史文化遗存，孕育了一座座璀璨明珠般的名城
古镇，积淀了深厚悠久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我国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领域的庞大信息。大
运河与长城同是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象征。保护
好大运河，对于传承人类文明，促进社会和谐发

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2006年，国务院将京杭大运河整体公布为第

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于2009年全面启
动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

加强保护 打造亮点

大运河山东段主河道全长约570公里，流经
枣庄、济宁、泰安、聊城、德州5个地市。大运河山
东段的畅通，使运河沿线的德州、临清、东昌、张
秋(今阳谷)、济宁、台儿庄成为历史上交通转输
和贸易的重镇，积淀了深厚的运河文化，留下了
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在整个大运河申遗中具有
无可替代的重要性。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
遗工作，省政府分管领导多次听取汇报，调度有
关工作。省文物局组成了专门的运河保护、考古
调查与发掘，以及规划协调工作班子，组织召开
多次协调会议，推进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大
运河沿线五个市都成立了相应的工作领导小组，
其中济宁市由市长任领导小组组长。

“在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中，省文
物局统筹协调，集中力量突破难点、打造亮
点，以点带面，起到了良好示范带动作用，不
仅各项基础工作扎实有效，还涌现出南旺分水
枢纽考古遗址公园、台儿庄古城等一批亮点工
程。”谢治秀说。

据了解，目前我省大运河申遗整体工作进展
良好，《大运河遗产山东段保护规划(2012-2030)》
已于去年底编制完成，沿线5市全部公布了市级
规划。全省共有5段河道、61个遗产点入选申遗预
备名单，规划和保护方案编制、论证及报批工作
接近尾声，文物本体保护和环境整治工作全面启
动。

■ 链接

大运河沿线五市
枣庄
大运河枣庄段，文物古迹众多，遍及运河两

岸，尤其是台儿庄城内的3公里运河古道，是目前
全国保存最为完好的一段古运河之一。当地政府
和文物管理部门积极配合国家、省里做好大运河
申遗工作，将运河保护申遗工作写入政府工作报
告；成立市运河文化征集办公室，系统征集、保
护、管理、研究运河物质文化遗产，深入研究利用
古运河文化资源；加强了对修缮运河古建筑、古
民居的管理，保持了枣庄古运河的原貌；实施台
儿庄古城保护工程，打造“江北水乡·运河古城”。

济宁
济宁是大运河的重要枢纽，明清时期管理全

国运河水利的最高管理机构——— 运河提督衙门
便设在济宁，因此济宁又被称为“运河之都”。为
配合大运河申遗工作，济宁先后投入巨资实施了

城区大运河的综合治理、南阳古镇保护和维修、
金口坝复堤加固和环境整治，以及南旺分水龙王
庙古建筑群、济宁东大寺、微山仲子庙和太白楼
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维修保护工程，组织开展
了大运河遗产点、闸、坝修缮设计方案的编制工
作，有效保护了运河沿岸的整体风貌。尤其是作
为“运河水脊”、破解运河入京难题的南旺分水枢
纽，其考古遗址公园被列入国家首批立项名单，
各项建设工作已初见成效，成为大运河申遗工作
的一个突出亮点。

泰安
大运河泰安段全长60华里，有“运河水柜”之

称的东平湖是大运河山东段的最大水源地。配合
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泰安组织编制了戴庙
闸、安山闸、堽城坝保护维修方案，对戴村坝、堽
城坝等重要遗产点初步划定了保护范围和建设
控制地带，逐步启动遗产点保护维修工程。疏浚
东平段汶河，对汶河南岸河堤进行了加固维修，
恢复大清河、东平湖自然生态。

聊城
聊城是大运河上著名的九大商埠之一，兴盛

的漕运为其带来了400年的繁荣。结合大运河申
遗工作，聊城着力打造“江北水城”，对城区河道
进行了保护和整修，营造出“城中有湖，湖中有

城，城湖河一体”的独特风貌。先后对运河沿线的
部分重要文物建筑如阳谷阿城海会寺、聊城山陕
会馆、临清运河钞关、鳌头矶、清真寺、舍利塔等
进行了保护修缮，开展大小码头本体保护设计、
土闸、梁乡闸、辛闸、周家店船闸的保护方案和临
清钞关、戴湾闸、二闸，以及运河阳谷段保护规划
编制工作。建设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加大运河
文物收集、展示和宣传力度。

德州
仓储、漕运是大运河作为南北经济大动脉的

主要表现。明清两代，德州既是漕运的储存站又
是转运站，德州段运河成为南北水运的咽喉要
地，年货运量、周转量、吞吐量都占运河各港口之
首。目前运河周边一带的许多仓栈、货场、铁路转
运线等依然使用，是大运河历史“四仓”(德州、临
清、徐州、淮安)中唯一保留完整并仍在发挥作用
的仓。为保护大运河文化遗存，当地政府出资回
购了涉及城区运河相关的土地交易项目，使码
头、铁路及成片区的仓储建筑得以完整保护。编
制完成《德州市主城区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明确
划定了运河德州段的保护“红线”，详细阐述了运
河仓栈、民俗风情、苏禄城建设，并提出了打造

“天下第一仓”的概念和将运河德州段作为申遗
的主要节点。

三千里行程 两千年兴废
“申遗”大运河的前世今生

□记者 王红军
通讯员 马光波 刘强 报道
本报讯 2月21日，家住青州北城社区的唐德

顺携带着他收藏的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山东大
学毕业证书，向青州市满族小学的学生们进行展
示和讲解。这张距今107年的毕业证，经专家鉴定
为山东大学第一届毕业生的毕业证书。

“这张毕业证的所有者是我祖父唐文瀚，当时
袁世凯给光绪皇帝上折子提议在山东建一所高等
学校，第一期在全省招生330名学生，青州北城属
于八旗驻防城，有10个名额，我的祖父通过努力考
了第九名，到了学校参加复试，考了第二名，顺利
进入山东高等学堂。”唐德顺说，山东大学的前身
就是山东高等学堂。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培平看了这
张毕业证的照片后，确认此‘执照’应是山东大学
第一届毕业生毕业证书。”唐德顺告诉记者，其祖
父唐文瀚，是青州满族镶蓝旗人，字凤池，1884年
出生，21岁时被山东高等学堂录取，1966年去世。

这张泛黄的毕业证书上，清晰地印有“执照”
两字，文中用字都是繁体字，“钦命，头品顶戴署理
山东巡抚部院提督军门杨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提督山东学正载为……学生文瀚现年21岁系山东
省青州府驻防(县州)童生应备斋毕业考试得平均
分数七十四分二，取列优等……注册外相应照章
填注执照发给本生，存执须至执照者，右照给文瀚
收执。”

此外，唐德顺还提供了祖父唐文瀚取得的光
绪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的毕业凭照和宣统元年颁
发的山东高等学堂修业文凭，上面清晰地记录了
当时大学生除了开设有数理化、文学、英语外，还
开设有人文道德、地址及矿物、经学大义、兵学、体
操、德语等。

“这份毕业证做工精美，还有满汉两文的印
章，非常有文物价值，对研究清末教育发展非常重
要。”青州市历史文化名人研究会会长刘序勤说。

百年前毕业证见证清末教育
青州一市民家中收藏山东大学

第一届毕业生毕业证书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南讯 十艺节筹委会日前开始向社会

广泛征集各类活动项目举办方案，鼓励更多的机
关事业单位、社会公司和高等院校，利用自己的资
源参与到十艺节的筹办活动中，以丰富筹办十艺
节的社会活动内容。据介绍，十艺节省筹委会将从
中择优筛选活动项目，纳入到十艺节筹备工作系
列活动中。

活动项目征集内容要求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十艺节筹办工作进度和
重要节点，紧扣“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宗旨，
形式上演艺、赛事、论坛、展览、展示等均可。

活动项目现正在征集中，有兴趣的读者可以
将自己的方案通过邮寄或者电子邮件报送到十艺
节省筹委会，并请注明活动名称、形式、内容、时
间、地点、具体实施办法等。方案一经采纳，十艺节
省筹委会将为项目搭建平台，经批准可对承办单
位予以冠名权。

活动项目报送地址：济南市经十路16787号翰
林大酒店421房间十艺节省筹委会宣传活动部

邮编：250014
电话：0531-81695992 0531-81695997(传真)
邮箱：syjsd2013@163 .com

十艺节社会活动征集好点子

▲在大运河上行驶的船队。

▲沂南北寨村汉墓壁画乐舞百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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