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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国县和亭山县

故国古城所在地

兴国寺在叶亭山村是有其
历史渊源的，此为卫国县和亭山
县时期的一个政治、文化中心。
南北朝时期，章丘大部属于卫国
县管辖。卫国县初为刘宋时设置
的侨置县，隋开皇间更名为亭山
县。从元嘉五年析东平陵县南部
而设，到隋开皇六年更名，卫国
县共计存续了156年。西晋永嘉
之后，中国北方进入了历时130

多年的十六国乱世纷争，少数民
族入主中原，王朝交替频繁，州
郡屡经变迁，行政区划混乱。章
丘地区先后属后赵、冉魏、前燕、
前秦、后燕、南燕等国。延至东晋
安帝义熙五年(409年)，刘裕率师
北伐，南燕亡。五胡十六国乱世
终结，进入南北朝时期。东晋元
熙二年(420年)，刘裕迫晋恭帝司
马德文禅位，即皇帝位，国号宋，
史称“刘宋”。刘宋政权大量设置
侨郡、侨县，安置中州地方流民
入籍。孝武帝元嘉五年(428年)割
平陵县南部地区侨置顿丘郡，统
辖顿丘、卫国、肥阳和阴安四县。
其间，废土鼓、肥乡入卫国县。两
县并入后，疆域面积空前辽阔，
已经不再是简单意义上的侨置
县了。对此，清代道光《济南府
志》记载：“北齐又以土鼓、肥乡
入之，不等于侨立之郡县矣。”隋
一统天下后，为统一区划名称，
正本清源，青齐一带侨置郡县亦
相继被裁撤和省并。卫国县是作
为最后一个被撤并的侨县。隋开
皇六年(586年)，改卫国县为亭山
县。因位于亭山脚下，故以地名
命名为亭山县，此为亭山县之
始。《元和郡县志》载：“县东南有
亭山，因以为名。”同时，其它侨
置县如顿丘、蠡吾、东魏、安阳等
此前也被撤并。由于顿丘县临近
亭山，疑似也入亭山县，只是尚
未有史料佐证。开皇十六年(596

年)，隋又改高唐县为章丘县，章
丘之名自此始，但比亭山晚了10

年。此时的亭山县在全国亦属上
等县，不论疆域规模和经济状况
都与周边县不相上下，甚至不下
于同时并存的章丘。《元和郡县
志》载：“亭山县，上(即上县)，西
北至州九十里。本汉平陵县地，
宋于此置卫国县，属顿丘郡。隋
开皇六年改为亭山县，属齐州。”
从齐郡十县的分布情况看，亭山
县西临历城，东北接章丘，东部
与淄川交汇，南部以长城岭为界
连泰安，北部靠临济。也就是说，
时亭山县所辖范围涵盖了原卫
国、土鼓、肥乡、顿丘四县的地
域，相当于现在的章丘南部、西
部以及历城东部的广大地区，可
见隋代的亭山县在整个齐州，即
使在全国也是一个疆域面积较
大的上等县。根据《元和郡县志》

“县东南有亭山，因以为名”的记
载，亭山县治应该在现亭山的西
北方几里。现在曹范镇北部有邢
亭山、叶亭山、郝亭山三个自然
村，亭山县治的位置大体应该在
此三村及偏北一带。兴国寺所在
的位置当在亭山城边缘。从隋开
皇六年(586年)改卫国县为亭山
县，到元和十五年亭山入章丘，
亭山县存续了234年。兴国寺的
营建及兴盛当在这一时期。考古
史料也证明，该寺及寺东地下文
化遗存为隋唐时期，大殿内的石
佛为隋唐风格，柱础是唐代中晚
期的。至于大殿，由于历代进行
过重修，遗留的结构比较繁杂。
斗拱的用材和布局为宋代风格，
整体是宋元时期，而四根石柱可
以确定是宋代的。

唐宋建筑风格，

先有石佛后建寺院

考古史料证明，该寺及寺东
地下文化遗存为隋唐时期，大殿

内的石佛造像带有隋唐石雕色
彩，年代可推测隋唐时期。大雄
宝殿的斗拱及梁架结构为唐宋
之间建筑样式，柱础是唐代中晚
期的。由于历代进行过重修，遗留
的结构材料比较繁杂。东西配殿
及山门建筑为明、清时代遗物。在
天王殿前墙上镶嵌的清顺治六年
石碑记载：“此寺建于元……”字
样。西配殿北侧有残碑一块，上书

《重修天王殿记》：“……其寺创建
以来，至今有数百年……大明正
德十四年九月吉旦立石”。明正
德、天启、清嘉庆年间均重修过，
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明正德十
四年九月进行的。那时皇家为了
基业之永固，于是“倡佛日盛，挥
法轮常转，是故运心兴玉勒石。”
根据以上遗迹考证可推测，该寺
最早建筑年代或可早至唐宋，历
代皆有重修。

现存建筑有山门、东西配
殿、大雄宝殿、天王殿、灶王殿等
建筑。整体院落东西约36米，南
北约46米，总面积约1656平方米。
前为山门，山门两侧各一旁门。
山门面阔三间，单檐硬山顶，上
施黑瓦，中间砌拱形门洞，门额
石匾有“兴国寺天启七年 ( 1627

年)夏重修”字样。经专家推测，现
山门应为最初的二山门。

主殿为大雄宝殿，坐北朝
南，筑于高近一米的基台上，台
四隅原各有一尊石雕卧兽，形态
生动，镂雕精细，可惜多年前西
北角石兽遭破坏，已不存。大殿
面阔五间，进深四间，抬梁式木
构架，斗拱为五铺作双下昂，单
檐歇山顶。殿内立柱12根，有8根
为木质，4根沙石岩质，一石柱上
刻有“嘉庆十六年岁次辛未三月
三日吉旦立柱”字样，又有“济南
府章丘县醴泉乡神泉里张玮”等
字，可考证为重修及信众捐献的
史实。殿内正中有青石释迦牟尼
佛像一尊，系一整块石头刻制而

成，高约5 . 3米，按唐代营造尺计
算，约为1丈7 . 7尺，即民间俗称

“丈八佛”。造像头饰螺髻，面部
丰腴，法相庄严，展现了高超的
雕刻技艺。据考证，石佛原为金
水涂身，左右计有菩萨12尊，佛
后石匾书“慈航普度”四字，殿内
富丽堂皇。由于历史久远，现只
剩石佛一尊，遍经风霜浩劫，依
旧静坐此间，俯视众生。

主殿东西两侧为配殿，东配
殿为“天王殿”，西配殿为“灶王
殿”。两殿各3间，均为砖、石、木
结构，硬山顶，顶覆黑瓦，建筑规
整。兴国寺大雄宝殿与“天王殿”
及“灶王殿”的搭配在国内佛教
建筑中较为罕见，堪为显著地方
特色。

兴国寺为章丘市现存可考
的建筑年代最早的木构建筑，而
且也是济南地区现存最早的木
结构建筑；大雄宝殿石刻释迦牟
尼石佛造像是济南市甚至全省
现存体量最大的一尊室内佛教
造像。兴国寺的营造也很独特，
通过寺内佛造像风格及寺内年
代最早的建筑推断，石佛像年代
应早于寺院，也就是说先有石佛
后有寺。民间传说，隋唐时期，天
上飞来一巨石，当地人以为神
石，遂在地上部分雕刻佛像，后
来相传为刘典倡修大雄宝殿，那
么刘典是什么时代人却无史料
可查。

由于年久失修，兴国寺多年
来面临坍塌危险。在济南市文物
局的支持下，章丘市积极争取济
南市政府的专项资金，2010年开
始对兴国寺进行全面修缮，坚持

“修旧如旧”的原则,对大殿、东西
配殿、山门及东西旁门破损的墙
体、屋顶、大殿内须弥座、斗拱等
都进行了整修。2012年4月竣工，
整个古建筑群已恢复原貌。

(作者为章丘市政协文史委
主任、市文联副主席)

章丘兴国寺———

济济南南最最早早的的木木结结构构建建筑筑寺寺院院

E07绣江亭2014年12月23日 星期二 编辑：邱志强 美编：晓莉 组版：刘燕今 日 章 丘 <<<<

▲济南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

▲兴国寺

章丘最有名的寺院当数兴国
寺。兴国寺位于章丘市曹范镇叶
亭山村东，寺院坐北朝南，布局完
整，规模宏大。建筑风格有唐宋遗
韵，石佛像还要早一些，是济南市
甚至山东省现存体量最大的一尊
室内佛教造像。

▲石佛像

▲大殿内斗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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