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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古迹速览

嘉祥：武氏祠、青山寺

嘉祥武氏祠墓群石刻
位于嘉祥县纸坊镇五宅山
村北，为汉代祠堂和墓地，
始建于东汉桓、灵时期，全
石结构，石刻画像，内容丰
富，雕制精巧，是我国保存
完整的汉代石刻艺术珍
品。现存石阙、石狮各一
对，石碑两块，祠堂石刻构
件四组40余石，1961年公
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青山寺则位于嘉祥县
纸坊镇青山村，是祭祀西
周焦国国君的祠庙，后扩
建为佛道合一的寺庙。至
迟始建于东汉末年，经宋、
元、明、清诸朝多次重修扩
建，现存建筑基本为清代、
民国修建。寺庙依山而建，
现存建筑主要有泰山行宫
坊、三门、惠济宫殿、子母
殿、泰山行宫等建筑及58
通宋、元以后碑刻。

曲阜：鲁国故城、尼山书院

曲阜鲁国故城位于曲
阜 市 鲁 城 街 道 办 事 处 ，
1 9 6 1年公布为第一批全国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 位 ，是 西
周 至 汉 代 的 一 处 重 要 城
址 。故 城 内 遗 存 内 容 包 括
周 代 至 汉 代 的 城 垣 与 城
壕、城门遗址、大型建筑基
址、道路及排水系统遗迹、

手工作坊址、墓地等。
尼山孔庙位于曲阜市尼

山东南山麓，是在孔子出生地
起建的纪念性建筑。其最早建
于北魏，经历代重建维修，现
有殿、堂、门、亭等建筑27座81
间，分东、中、西三路，2006年
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邹城：孟庙、孟府和孟林

孟庙又称亚圣庙，位于
邹城市区，为历代祭祀孟子
之所，现存建筑多为清康熙
年间地震倾圮后重建，孟庙
平面呈长方形，占地面积约
2 . 4公顷，院落五进。

庙内保存有历代碑刻
3 1 0余块，古树名木近 3 0 0
株。孟府亦称亚圣府，位于
孟庙的西侧，院落七进，主
体 建 筑 分 布 在 中 路 ，是 国
内 保 存 较 为 完 整 、官 衙 与

内舍合一的古建筑群。
孟 林 亦 称 亚 圣 林 ，位

于 邹 城 市 区 东 北 1 2 . 5 公
里 处 的 四 基 山 西 麓 ，是 孟
子及其后裔的墓地。

1988年1月，孟庙及孟府
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
月，孟林被公布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与孟庙及孟
府合并，合并后的名称为“孟
庙、孟府和孟林”。

泗水：卞桥、泉林

卞桥位于泗水县泉林
镇卞桥村与泉林村之间的
泗河上。始建于晚唐时期，
金 大 定 二 十 一 年 ( 公 元
1181年)重修。明万历九年
(公元1581年)曾对部分栏
板、望柱进行过补配。

桥为东西走向，三孔
联拱券砌。桥面两边各有
14根望柱和13块栏板。栏
板上雕刻有人物、花卉、山

水、鸟兽等各种图案，桥身
两端各有一对石狮相向蹲
踞于须弥莲花座上。中孔
券顶刻有“卞桥镇重修石
桥自大定二十一年八月一
日至二十二年四月八日谨
记”题记。桥下绿水长流，
清波荡漾，旧为“泗水十
景”之一。2006年5月被国
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本报记者 汪泷 通讯员 刘金同

从潘家大楼的民国风貌，到博物馆的精品文物；从声
远楼的钟声，到铁塔寺(崇觉寺)千年古刹；从运河风情小
调，到太白楼吟诗对白；从竹竿巷百姓人家，到东大寺的
穆斯林风情。

在济宁城区内，有一条“文物景点一条街”，很多市民
趁春节假期外出旅游。2015年新春佳节到来之际，济宁市
文博系统向全市人民拜年的同时，也以十二分的热情，欢
迎全市人民和各地游客来济宁的诸多历史名胜古迹游
玩，度过一个“玩中有学，学中有乐”的新春假期。

兖州：

兴隆塔、天主教堂

兴隆塔位于兖州区城内东北隅市
鼓楼街道兴隆社区原兴隆寺内，因寺而
得名。始建于隋仁寿二年(公元602年)，
现存兴隆塔为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
年)所建。塔为八角十三层砖木结构楼阁
式空心砖塔，高54米，塔体为砖砌，有简
单斗栱。一至七层，塔体粗犷，内有回廊
踏步，游人可螺旋而上。

兖州天主教堂位于兖州区城西御
桥南路东，始建于1897年。1946年4月，
成为天主教中华圣言会总堂。教堂由主
教楼、修道院、藏书楼、印刷所及附属建
筑组成，共有房间300余间，由德国人设
计建造。

兖州天主教堂，是鲁西南地区天主
教的传教中心，见证了天主教在中国尤
其是鲁西南地区的发展，是中、西方建
筑艺术交流融合的见证，具有重要的历
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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