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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勰 在《文 心 雕 龙》中 曾 写

道：“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东

汉以来，书法皆备，篆、隶、楷、行，

琳琅满目、异彩纷呈。尤其是以

汉碑为代表的隶书，在东汉时期

达到顶峰（书法界有“汉隶唐楷”

之称），影响后世 1000 多年，其艺

术成就至今尚无人超越。习隶书

者必习汉隶。

隶书结体扁平、工整、精巧。

到东汉时，撇、捺 等 点 划 美 化 为

向上挑起，轻重顿挫富有变化，

风格也趋多样化，极具艺术欣赏

价值。《乙瑛碑》雄 健 中 和，笔 法

精 熟 ，开 魏 晋 隶 书 之 先 河；《石

门 颂》结 体 洒 落 自 然 ，意 趣 横

生 ，素 有“ 隶 中 草 书 ”之 称 ；《孔

宙 碑》端 庄 严 谨 ；《史 晨 碑》工

整细腻；《曹全碑》秀丽华美；而

《礼器碑》书风细劲雄健，端严而

俊逸，方整秀丽兼而有之，一向

被 认 为 是 汉 碑 中 的 经 典 之 作 。

清代王澍在《虚舟题跋》一文中

写道：“隶法以汉为极，每碑各出

一奇，莫有同者。而此碑尤为奇

绝，瘦劲如铁，变化若龙，一字一

奇，不可端倪。”

汉隶的出现，使中国文字结

束了延续近 3000 年的“古文字”

时代而进入到“今文字”时代；同

时也使中国的书法艺术进入了

一个新的境 界 ，从 此 书 法 成 为

一 门 独 立 的 艺 术 。 汉 隶 总 体

风 格 方 整 ，流 丽 奇 古 ，一 改 以

往 总 体 纵 向 取 势 为 横 向 取

势 ，为 中 国 书 法 形 体 开 拓 了

纵 横 取 势 的 自 由 空 间 。

山 东 省 汉 代 碑 刻 多 集 中

于曲阜、济宁、泰安等地，现存数

量 居 全 国 第 一 。 究 其 原 因 ，一

是 山 东 地 处 黄 河 下 游 ，农 业 技

术 相 对 比 较 发 达 ，社 会 经 济状

况良好，这为汉碑的兴盛奠定了

坚实的物质基础；二是山东为孔

孟之乡，文化教育比 较 发 达 ，文

人志士甚多，这也利于汉碑的书

写与篆刻。由此也 充 分 证 明 ，

山 东 文 化 不 仅 历 史 悠 久 ，而且

光辉灿烂。

研究山东文化，汉碑是不可

忽略的重要领域，其意义绝不只

拘泥于书法方面。汉碑作为一种

文字载体，传递了大量的社会、历

史、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信

息。通过这些信息，人们可以走

近历史、展望未来，这也为山东

构建经济文化强省提供了重要

条件。

（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

闻传播学院教授、山东省老教授

协会书画研究院副院长 ）

古代石刻：齐鲁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
本报驻山东记者 孟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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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古代石刻艺术
在学术界享有盛誉

“山 东 是 文 物 大 省 ，又 是 中

华 文 化 的 重 要 发 源 地 之 一 。 石

刻 资 源 非 常 丰 富 ，在中国古代石

刻宝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国内

外学术界享有盛誉，尤其是汉代的

石刻，保存量与丰富的内容都居全

国之首；南北朝的佛教造像、刻经

也 有 巨 大 影 响。”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考 古 研 究 所 研 究 员 赵 超 在 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山东馆，

山的厚重，水的灵动，孔子的热情

好客，“一山一水一圣人”给世界

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

人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山东馆里随

处可见的石刻艺术，甚至地板上，

都有石刻元素的存在。古代石刻

艺术也是我省一张亮丽的名片。”

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馆长管国

志如是说。

据管国志介绍，山东的古代

石刻根据形制可分为碑碣、画像

石、摩崖、墓志、造像五大类。

秦汉碑刻数量全国第一。目

前，仅存的秦二世刻石均出自山

东：一是泰山刻石，残存 10 字，今

藏岱庙；二是琅琊刻石，残存 40

字，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汉

代碑刻多集中在曲阜、济宁、泰安

等地，现存数量占全国总量的 60%

以上，故有“天下汉碑半山东”的

说法。60 多件秦汉碑刻中，有多

件是国家一级文物，其中最有代

表 性 的 有 乙 瑛 碑、礼 器 碑、张 迁

碑、史晨碑等。

汉画像石内容、题材居全国

之首。据了解，我国汉画像石主

要分布在 4 个区域：一是河南南

阳，二是四川、重庆，三是陕北、晋

西北，四是山东、苏北、皖北、豫

东。“ 而 山 东 是 汉 画 像 石 的 发 祥

地，起源最早，遗存数量最多。迄

今 为 止 ，已 发 现 的 汉 画 像 石 有

4500 余块。”管国志说，山东的汉

代画像石建筑中有 3 处已被列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北 朝 摩 崖 大 字 刻 石 国 内 独

有。北朝摩崖刻石主要分布在山

东，其中两处最为著名：一处是跨

莱 州、平 度、青 州 三 市 以 及 云 峰

山、天柱山、大基山、玲珑山的云

峰刻石；另一处是集中在鲁中南

山区的摩崖刻经，包括泰山经石

峪、新泰徂徕山、邹城铁山等 21 座

山 上 的 佛 经 刻 字 。 其 场 面 之 宏

大、气势之宏伟，堪称中国书法史

上一绝。

北朝隋唐墓志历史、艺术价

值极高。据了解，山东墓志形制

的 发 展，经 历 了 千 余 年 的 历 史。

这 一 过 程 ，大 致 可 分 为 两 个 阶

段：一是自汉末经南北朝至隋灭

亡，是 多 种 形 制 并 存 的 阶 段；二

是 自 唐 代 开 始 ，经 宋 、元 至 明 、

清，是单一形制（即方形）墓志存

在的阶段。管国志告诉记者，山

东遗存的历代墓志不乏精品，旧

存“ 刁 遵 ”“ 鞠 彦 云 ”“ 李 谋 ”“ 李

璧 ”等 墓 志 在 全 国 有 很 高 的 声

誉。新中国成立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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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地出土的墓志，均有极高的历

史和艺术价值。

佛教造像蜚声海内外。山东

地区的佛教造像主要有济南千佛

崖、青州云门山、驼山和东平司里

山等地的摩崖造像和各地出土的

单体造像。尤其以青州龙兴寺出

土的佛教造像最为集中，数量多、

种 类 全、延 续 时 间 长、艺 术 水 平

高，被学界称为“青州模式”，是世

界宗教考古、艺术史学界关注的

一大热点。

加强石刻艺术保护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当今文化建设中，弘扬传统

文化、了解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

与历史知识都离不开古代石刻材

料。石刻又是重要的历史实证，

集 历 史 艺 术 、文 化 风 俗 等 于 一

身，值得好好研究与珍视。“山东

应该对石刻资源加大宣传、加大

投 入，多 出 一 些 著 作 图 册，经 常

举 办 学 术 会 议 、学 术 普 及 讲 座

等，让全社会都来关注与保护石

刻。”赵超表示。

据了解，以 1981 年山东省石

刻艺术博物馆组建为标志，山东

省的古代石刻文物调查研究工作

进展快速。经过近 30 年的不懈

努力，已基本摸清了山东唐代以

前碑刻、汉画像石、墓志等 的 出

土 与 保 存 情 况 ，制 作 石 刻 拓 片

近 4000 幅 ；举 办 了 近 10 次 与 石

刻 艺 术 相 关的国际国内学术研讨

会，出版各类学术著作近 30 部，发

表论文 100 余篇；在北京、上海、天

津、重庆等城市举办山东古代石刻

拓片精品展 20 余次；与德国海德

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研究所合作，对

山东北朝摩崖刻经进行调查并取

得了阶 段 性 成 果 ；《山 东 石 刻 分

类 全 集》资 料 整 理 和 编 辑 出 版

的 前 期 准 备 工 作 已 如 期 完 成 ，

即 将 出 版 发 行。

管国志说，山东古代石刻遗

存是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是山

东 文 化 的 一 个 特 产 。 石 刻 既 是

文物，又是艺术品，具有丰富、独

特及可开发利用等诸多优势，理

应成为富有齐鲁特色、体现中国

气派的知名文化品牌。

他认为，在信息时代网络应

用已基本普及的情况下，应启动

数字化工程，在山东省文物局的

统一指挥下，联手各市、县，将山

东 地 区 的 每 一 通 碑 刻 的 年 代 、

现 状 、收 藏 地 点 、内 容 提 要 ，通

过 科 技 手 段 制 作 展 示 ，建 立 山

东 古 代 石 刻 艺 术 信 息 资 源 库 ，

全 方 位 介 绍 和 展 示 山 东 古 代 石

刻 艺 术 的 整 体 风 貌 。 同 时 ，把

丰 富 的 古 代 石 刻 资 源 转 化 为 受

大 众 喜 欢 的 文 化 产 品 ，促 进 石

刻 艺 术 品 的 消 费 。“ 比 如 ，书 法

绘 画 碑 帖 的 临 摹 、石 刻 艺 术 礼

品 的 开 发 、石 刻 历 史 文 化 典 故

的 动 漫 制 作 、石 刻 拓 片 精 品 专

题 展 等 ，促 进 石 刻 文 化 艺 术 的

大 众 化，使 之 走 进 社 会，服 务 社

会。”管国志表示。

多年来，山东古代石刻艺术

一 直 受 到 国 际 学 术 界 和 艺 术 爱

好者的广泛关注，每年都有大批

的 国 内 外 观 众 前 来 参 观 考 察 。

“这也为山东省古代石刻艺术走

出山东、走出国门提供了可能与

空间。”管国志表示，山东省石刻

艺 术 博 物 馆 将 借“ 文 化 强 省”之

东 风，进 一 步 加 强 与 国 内 同 行、

院校、书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等

机构的合作，并利用与国外学术

交流等形式，主动走出去，扩大石

刻文化艺术的感召力，弘扬中华

传统文化。

33 月月 99 日日，，来自孔子故来自孔子故里的古老石刻艺术里的古老石刻艺术““中国山东汉代画像石拓片精品展中国山东汉代画像石拓片精品展””在德国柏林中国文化中心开幕在德国柏林中国文化中心开幕。。应观众要求应观众要求，，展览延期半个月展览延期半个月，，至至 44 月月 1515 日日

闭展闭展。。包括长清孝堂山石祠包括长清孝堂山石祠、、嘉祥武氏祠嘉祥武氏祠、、沂南北寨村墓在内的沂南北寨村墓在内的 3838 幅汉代画像石拓片精品向观众展现了山东古代石刻艺术的巨大魅力幅汉代画像石拓片精品向观众展现了山东古代石刻艺术的巨大魅力。。

德国海德堡学术院院士雷德侯教授表示德国海德堡学术院院士雷德侯教授表示，，这是他第一次在德国品赏中国古代汉画像石拓片这是他第一次在德国品赏中国古代汉画像石拓片，，印象深刻印象深刻，，他期望中德两国之间的文物交流活动能够进一他期望中德两国之间的文物交流活动能够进一

步加强步加强，，以便让世人更深度地了解中国以便让世人更深度地了解中国、、了解山东了解山东。。

在中国书法史上，气势恢宏

的北朝摩崖刻石，特别是大字刻

石，主要分布在山东。其中两处

最为著名，一 处 是 云 峰 刻 石，另

一处是北朝佛教摩崖刻经。

被 清 人 称 为 北 朝 书 法 三 大

宝库之一的云峰刻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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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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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皆具，是中国书法史上难得的

珍品。

关 于 云 峰 刻 石 的 书 法 艺 术

成 就 及 其 地 位，诸 家 多 有 评 述。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曰：“ 魏碑

大 种 有 三，一 曰 龙 门 造 像，一 曰

云峰石刻，一曰冈山、尖山、铁山

摩崖，皆数十种同一体者。龙门

为方笔之极轨，云峰为圆笔之极

轨。二种争盟，可谓极盛。”叶昌

炽称“ 北书以《郑文公上、下碑》

为第一”“余谓郑道昭，书中之圣

也”。主持书写和镌刻这些刻石

的郑道昭，更被祝嘉奉为北朝书

圣，与王羲之并尊。

从镌刻形式上看，云峰刻石

有三个特点。第一，跨越时间虽

短，但 数 量 多，且 比 较 集 中 。 它

们虽然分布在 4 个山上，但 45 种

刻石以一个统一的整体出现，小

中 见 大，个 中 有 群 。 第 二，题 刻

内容丰富、体裁多样。有题 名 、

游 记 、铭 告 、诗、铭、颂 德 碑 等。

有 字 径 仅 5 厘 米 的 小 字 ，也 有

字 径 45 厘 米 的 大 字 榜 书 ；有 四

五 个 字 的 简 单 题 名 ，也 有 字 逾

千 言 的 鸿 篇 巨 制 。 第 三 ，因 是

摩 崖，四 山 又 都 是 当 地 名 山，题

刻 与 自 然 环 境 相 得 益 彰 ，有 一

种 山 林 气 、苍 茫 感 ，是 庙 堂 森

严 、明 窗 净 几 下 的 作 品 无 法 相

比的。

北朝摩崖刻经，分布在泰山

经 石 峪 ，新 泰 徂 徕 山 ，邹 城 铁

山 、岗 山 、葛 山 、尖 山 、峄 山 ，汶

上 水 牛 山 等 21 座 山 上 ，其 场 面

之 博 大 、气 势 之 雄 伟 ，堪 称 我

国 书 法 史 上 一 绝 。 摩 崖 刻 经 作

为 北 朝 特 定 环 境 中 的 产 物 ，不

论 在 隶 书 的 推 陈 出 新 上 ，在 大

字 榜 书 气 势 的 探 索 上 ，还 是 在

“ 玄 ”“ 儒 ”审 美 情 趣 的 追 求 上 ，

都取得了 很 高 的 成就。

一 是 艺 术 水 平 高 。 隶 书 是

其基本体式，但是其书写过程中

加 了 篆 书、楷 书 的 笔 法，三 者 融

合 得 自 然 巧 妙，不 显 山 不 露 水，

不做大幅度夸张对比，但求笔画

朴 实，浑 圆 简 约，为 书 史 上 旧 字

体的开掘，提供了成功的典范。

二 是 规 模 大 ，如 泰 山 经 石

峪 占 地 2 亩 多 ，刻 经 字 大 如 斗 ，

历 来 被 称 为“ 大 字 鼻 祖 ”“ 榜 书

之宗”。

更 重 要 的 是 其 超 群 的 审 美

品 格 。 佛 教 刻 经 作 品 在 我 国 书

法 美 学 史 上 呈 现 出 独 特 的 审 美

内涵，无不透露着魏晋以来佛教

空 性 思 想 和 玄 学 文 化 影 响 的 简

约玄澹、超然绝俗的风骨。再衬

之 以 山 林 峭 壁，梵 呗 钟 声，作 品

不仅与大自然融在一起，更与佛

教 义 理 化 为 一 体 。 铁 山《石 颂》

中“精跨羲诞，妙越英繇”的赞语

实不为过。

（作 者 为 山 东 省 书 法 家 协

会 副 主 席 、中 国 书 法 家 协 会 学

术委员）

山 林 书 作 称 雄 古 今
——山东北朝摩崖刻石赏析

赖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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