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07地理2015年2月13日 星期五 编辑：邱志强 组版：颜莉今 日 长 清 <<<<

探访历经1400年风雨的莲花洞石窟

千千年年石石窟窟造造像像曾曾被被盗盗走走佛佛头头
相关链接

小寺村四方佛

位于灵岩寺方山后的小寺村，
是北魏至唐的寺庙遗址。北魏正光

（520年-525年）初，法定禅师由西方
来到方山一带，“先建方山之阴曰神
宝（初名静默寺），后建方山之阳曰
灵岩。”神宝寺自法定禅师创建，至
唐武宗灭佛被废弃，再也没有兴起。

因此，神宝寺与灵岩寺在唐武
宗灭佛之前，应该是同步发展。其遗
址即现今的小寺村，仅留存神宝寺
的四方佛（在两户民居间的墙夹缝
中）和《大唐齐州神宝寺之碣》（1965

年移于泰安岱庙）。
四方佛，又称“四大部舟”，寓意

为四艘济世的船普度众生，四方佛
现通高130厘米，四佛大小相同，背
背相向，坐于莲之上。均袒右肩，形
体丰满写实，袈裟衣纹密集，感有薄
纱透体，是为“曹衣出水”之风尚，能
感知躯体起伏之结构，堪称雕刻手
法之绝矣。束腰上下均出叠涩层和
仰覆莲花。整个莲座造型庄严古朴，
装饰精美华丽，表现出盛唐时期的
典型艺术风貌。可惜的是，四方佛均
无佛首，不知何时毁没。

孝里镇石佛堂

石佛堂位于孝里镇北黄村北约
800米利群桥东的小山脚下，四周没
有其他建筑，只有孤零零的石佛堂
一座。

传说唐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

年）临清县的刘文槐，被抓壮丁来长
清驻守，家中有老母病危，幼子嗷嗷
待哺，军营中的他经常托梦回到家
中侍母扶幼。信佛的妻子任月颜，常
常祈祷丈夫回家，发誓如愿在丈夫
服役处建造佛堂。当佛堂营造到一
半时，朝廷有令，撤销黄崖村驻军，
挑选精兵重组，开赴甘肃重镇。刘文
槐被裁复员，与妻子一起把佛堂建
完，双双回家。

石佛堂坐北朝南，全部用石砌
成，单层单间单檐悬山式屋顶。通阔
1 . 80米，进深1 . 52米，高1 . 86米。四壁
均用厚0 . 12米的整块石板垒筑，门
楣置横梁。室内周壁皆刻佛像，每壁
三层，均作壶门式佛龛，苍劲浑厚，
不失唐代风范。

此外，长清区还有以下7处石佛
造像：

1、龙兴寺丈九佛造像，位于长
清城南陈庄；

2、圣佛洞造像，位于长清城东
南约15公里处水母山；

3、水泉峪石刻造像，位于文昌
办事处水泉峪东北的山腰；

4、土屋摩崖造像，位于归德镇
土屋村东南的石峡处；

5、四禅寺证盟功德龛造像，位
于张夏镇车箱峪四禅寺北山腰；

6、金牛洞造像，位于长清城东
北约9公里处；

7、璇玑洞造像，位于孝里镇南
黄崖村西南山山腰。

长清保存的

石佛造像

莲花洞石窟造像

距今约1400年

宋代以前，五峰山区域是
济南地区一个很重要的佛教
道场。这里遗存着一些宋代以
前的石刻造像。只是到了宋代
以后，道家落户五峰山，这里
才逐步变成一处道教圣地。

当地村民刘先生介绍说，
莲花洞石窟造像是东北西南
朝向，是依靠山崖凿刻而成
的。石窟门洞上的五个大字

“圣佛莲花洞”是明代天启年
间的。“在洞窟内正面有五尊
主造像，为一佛二菩萨两弟
子，窟内周围全崖壁雕满了小
佛像，整个造像群很是壮观。”

根据相关专家的介绍，莲
花洞洞窟内体量最大的佛像
高2 . 12米，其后凿有火焰状背
光。佛像身着袒右式袈裟，双
手相叠，头高悬髻，天庭饱满，
面部丰腴，双耳垂肩，五官清
秀。整躯造像与灵岩寺隋代的
山门建筑北门楣上的人面造
型极为相似。

大佛像南侧的观世音，躯
体上下和谐美观，赤足站在仰
覆的莲花之上。另一尊迦叶，
双手合十，面目表情凝重，一
副老成持重的形象。大佛像北
侧的大势至菩萨，那时，其头
部已经丢失，还遗留有凿刻的
痕迹。而另一尊阿难，身着袒
右式袈裟，其面部与右臂已经
丢失，是旧的残损痕迹，应该
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破坏
的。

关于莲花洞石窟造像的
雕凿年代，在历史文献中并没
有明确记载。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的《济南名胜古迹词典》
曾有记述：“洞左边东魏武定
五年（公元547年）、北齐乾明
元年（公元560年）的造像题
名……”

因此专家推测，从石窟的
布局、雕凿技法、艺术风格上

看，大佛像和南侧两尊造像应
该是先行开凿的，为同一工
期、同一工匠完成的。而北侧
的两尊是后补雕刻的，与南侧
造像不是同一个工期。整体判
断，这处石窟造像应该是南北
朝晚期的作品，距今已经1400
多年。

佛头曾被盗

27天后追回

在2012年下半年，莲花洞
石窟造像的两尊石刻佛头曾
经被盗。据了解，丢失佛头的
两尊造像已经有1400多年历
史了，十分珍贵。尽管石窟造
像已经封闭性保护15年，但是
多年来，仍然成为众多盗贼眼
中的香饽饽。

附近村民介绍，自从洞窟
大门在1997年被封堵后，其间
发生过多次游客打开洞窟石
头门的情况，但随后相关部门
都对大门重新进行了修复封
堵。因此，这些年来，洞窟里面
的石刻造像保存得还算不错，
一直没出过事。

“长清区还有文物保护
队，每天对区里的野外文物进
行巡查，但是人手有限，尤其
是晚上，更不可能蹲守在山坳
中，这就给盗窃野外文物的窃
贼提供了可乘之机。”

佛头丢失27天后，济南警
方经过连续奋战，便将遭窃的
两尊有1400多年历史的石刻
佛头文物成功追回，并抓获两
名犯罪嫌疑人。

根据公开报道，2012年，
济南历城区、长清区接连发生
盗窃佛像文物的案件，警方通
过分析了解到，两地案发时
间、位置、嫌疑人侵害目标、作
案手段特点相似，随即展开并
案侦查。济南市公安局立即抽
调精干力量成立专案组。由于
案发现场位置偏僻，少有村民
及他人踏足，案发时间难以确
定。

后来经过多方走访，专案
组民警先后赶赴山东淄博、临
沂、潍坊、济宁、菏泽、德州等
地，对60余名可疑人员开展摸
排工作，经过缜密侦查，最终
确定嫌疑人身份，并成功追回
丢失文物。

长清曾启动

四大文物保护工程

针对五峰山莲花洞佛头
被盗一案，长清区相关部门曾
经启动了四大文物保护工程，
并从人员、交通、资金等方面
着手，进一步加大辖区内重点
文物的保护力度；逐步建立重

要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监测
预警平台、安全技术防范标
准、文物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和
应对系统，建成全区文化遗产
预防性保护体系。

据了解，长清区共有106
处文物保护单位，其中4处国
家级、8处省级、13处市级重点
文保单位。长清文保队员每天
24小时不间断在辖区内的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和部分文保
级别不高但属于高风险的文
保单位进行巡查。

2013年，长清区启动齐长
城源头遗址、孝堂山郭氏墓石
祠、莲花洞石窟造像和济北王
陵四大文物保护工程。

位于长清区五峰山
迎仙峰西侧山崖中的莲
花洞石窟造像，早在1992
年，就成为了省级重点文
保单位，并被封闭性保护
了15年。为此，尽管石窟
造像名声在外，但是除了
周边村子的人，几乎很少
有游客能够一睹其风采。
近期，记者专程进行了一
次探访。

根据文物专家考证，造像为南北朝时期所建，距今约1400年。 石窟造像栩栩如生。

文/片 本报记者 陈伟

造像位于山间，曾进
行封闭性保护。

长清莲花洞石窟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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