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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城中事

散散落落民民间间古古石石刻刻住住进进博博物物馆馆
泰山石刻博物馆省庄亮相，由几位收藏爱好者建起

省庄镇圣元
村新建起一家民
间博物馆，名叫

“泰山石刻博物
馆”。几位爱好者
收藏和保护散落
在民间的石刻，并
放在博物馆供石
刻艺术爱好者研
究交流。近日，该
博物馆主展厅内
百余件汉代画像
石刻提前亮相，其
他展厅预计明年5
月能全部对市民
免费开放。

民间石刻安新家

汇集上百汉代石画像

这座泰山石刻博物馆在省庄镇
圣元村，今年3月泰安市民政局向其
颁发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证书上标明业务范围是“泰安市石刻
文化艺术开发、挖掘、保护、研究、交
流、展示”，是一家在省市文物部门备
案的民间非营利性博物馆。

博物馆占地约5000平米，苏馆长
是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泰安市政协
委员。新建的院落门前有欧阳中石题
写的“泰山石刻博物馆”几个大字，主
展厅主要陈列汉代画像石刻以及其
他古代牌坊、石刻、造像。

除了汉代石刻，博物馆里还有
一些明代石刻。一块长三米多的石
条上刻着鲤鱼跳龙门的图案，图案

上一条鲤鱼露着头，一条跳过龙门
的鲤鱼露着尾巴。苏馆长说，这块石
刻与老县衙一些文献上对考科举场
地记载相印证，很可能是老县衙的
旧物。

现在主展厅已经陈列完毕，可
供收藏爱好者参观。其他展厅还在
筹备中，预计明年5月1日正式开馆。

哪里拆房子挖河道

他就去哪儿找石刻

苏馆长搞收藏近20年，建博物
馆的想法正式源于对收藏的兴趣。
平时和圈内朋友聊天时，经常听说
泰山周围新出土的碑刻和画像石遭
到破坏或者遗失。“虽然有些石刻的
价值不足以进官办博物馆，可在我
看来它们也是泰山文化的一部分，
必须整理和保护。”苏馆长说，他有

一定经济实力，就开始投入精力收
集和保护散落民间的石刻。

一开始他也摸不清规律，只是
打听到哪里有人拆老房子，就赶过
去看看。如果有拆下的老石条上有
花纹，就花钱买回来。后来得知大汶
河清理河道，经常出土汉代画像石，
就开始关注清理河道的工程，到现
在已收集到上百块之多。

谁家有古石刻

可放博物馆展出

苏馆长认为，这些石刻在泰安
地区出土，反映的是泰安当时生活
风貌，是泰山文化的一部分。有很多
专家学者来看过后，认为这些石刻
对研究当事人的信仰、泰安地区野
生生物和民俗服饰都有价值。

苏馆长说，如果市民家里有收

藏的石刻，因为搬家等原因保护不
了，官办博物馆又不愿意收藏的，就
可以委托到他的民间博物馆里收藏
展出。这样既能让古物妥善保护和
传承下去，还能把泰山文化更好地
展示和发扬。

发起人之一苏洪涛说，他们经
常邀请故宫博物院的专家来指导，
确实有些古物需要特殊温度和干湿
环境才能保护的，他们会尽全力购
置设备保护这些古董。

在一块反映战争场面的石
刻，第一排的人物是步兵，在两两
对打，一对用长矛互相刺杀，一对
拿刀斧对砍，还有一个一剑刺中
敌人，对方倒地不起。第二排是两
个骑兵追杀一个步兵，步兵并不
害怕，用长矛刺向马肚子。第三排
五个人物，第一个已经阵亡，后面
有两个骑兵一前一后都在拉弓搭
箭互相对射。第四排有四个战俘，
手在背后锁着，后面一个人拿鞭
子驱赶。

虽然整块石刻只有一平方米
多，但却把一个完整的战争场景
生动地呈现出来。每一个砍杀动
作，人在马背上颠簸的感觉，战俘
不服气的，都活灵活现。

链接

一平米石刻

描绘一场战争

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鲤鱼跳龙门石刻的内涵。

文/片 本报记者 邢志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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