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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华山山440000年年老老石石刻刻惨惨遭遭涂涂鸦鸦
因自然风化和游客破坏导致损坏严重，亟需保护

趵突泉水位
咋老是27 . 74米
显示器坏了，正在维修

本报3月17日讯（记者 蒋龙
龙 实习生 王伟 王宫钦）
1 7日，趵突泉的水位从 1 6日的
27 . 65米升到27 . 66米。不过，有市
民反映位于趵突泉公园内的趵突
泉水位监测仪显示器上却一直显
示27 . 74米，“趵突泉的水位咋老
是27 . 74米？”济南市水利局和趵
突泉公园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水
位监测仪上的显示器坏了，目前
正在维修。

17日，趵突泉的水位为27 . 66

米，只比16日上涨了1厘米。趵突
泉的水位已经逼近红色警戒线，
保泉形势十分危急。

有市民向本报反映，“这几
天，趵突泉的水位一直在变动，为
啥趵突泉水位监测仪上的水位一
直是27 . 74米？”该市民告诉记者，
按说趵突泉的水位每天都会发生
变化，“就是每天早上和晚上的数
据也不一样啊？”

据济南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位于趵突泉公园内的水位
监测仪由水位监测装置和显示器
组成，“目前水位监测装置工作较
为正常，还能向后方实时传回数
据。每天水利局和市政府网站上
公布的数据就是水位监测装置传
回来的早上7：00的数据。”

据了解，因为这个时间点城
市用水较为稳定，“白天用水量较
大，水位不稳定，因此早上测量的
结果最为准确。”

据趵突泉景区相关工作人员
介绍，“显示器上维持27 . 74米已
经有一段时间了，确实发生了故
障。”他介绍，园林部门目前和水
利部门正在协调此事，“水位监测
仪安装公司正在制定修理方案，
将进行维修。”

趵突泉水位计发生故障，等
待维修。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石刻历史悠久，被风化模糊不清

市民马先生家住在历城区
华山镇华山风景区附近。马先
生告诉记者，华山景区曾经是
济南最有名的景点。在古时候，
不少文人到了济南，“都要去爬
华山，并且要到华山上刻字留
念。”因此华山上有不少文人的

摩崖石刻，“不少石刻为明朝嘉
靖、万历年间留存下来，有几百
年的历史。”

马先生介绍，有一块石碑
上面写到“癸巳年”，为嘉靖年
间所雕刻，“2013年便为癸巳
年，60年一个甲子，到现在已

经超过了4 8 0年。”他告诉记
者，目前发现的摩崖石刻在10
块左右，“可能还有些没有被
发现的。”

不过，马先生对现在这些
摩崖石刻的前途却倍感忧心。

“有一块为明朝袁洪愈的《游华

山漫记》，原先位于吕祖庙的后
墙，现在在山间的吕祖庙内，算
保存比较好的摩崖石刻。”不过
大部分石刻风化很严重，“字迹
都模糊不清了，而且山顶的一
处石刻被游客乱涂乱画，损坏
十分严重。”

游客乱涂乱画，石刻损坏严重

17日上午，记者来到历城
区华山脚下，看到平地突起一
峰，华山宛如利剑一把拔地而
起，十分壮观。顺着主山道向
上爬去，在马先生的指引下，
记者首先来到位于华阳宫后
院院外西侧的一处石刻前。只
见此处石刻风化较为严重，要
趴在石刻上才能看见刻字的痕

迹，稍远观望，几乎看不出这是
石刻。

顺着山道，在一处平台，记
者看到了一处“佛教居士功德
林”的石刻，石刻字迹清晰。据
马先生介绍，此处为民国时期
所书，因此字迹较为清晰。

沿着山道向上爬去，随
后看到了另外一处石刻，此

石 刻 有 几 十 字 ，并 有“ 顾 廷
珪”的人名。记者查询发现，
顾廷珪为明朝中期人士，南
方人。石刻上大部分字迹可
见，不过有些字迹已经模糊
不清了。马先生介绍，“有些
字迹前两年还能看见，这两
年已经看不清了。”

记者在吕祖庙周围还发

现了两处石刻，有的字还描着
红色，有的已经因风化看不清
楚颜色。让马先生最为可惜的
一块石刻位于华山顶部，记者
看到此处石刻还隐约能看见

“嘉靖”二字，不过其他的字不
好辨认，整个石刻上被游客乱
涂乱画十分严重，汇集了白红
黑三种颜色。

对石刻保护刻不容缓

历城区华山景区相关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去年底，历
城区进行区内旅游资源普查
时，“已经将华山景区内的情
况如实上报。”华山景区内的
石刻损坏严重主要是因为历
史悠久，自然风化严重，“很多
石刻都位于山峰向阳面，风化

尤为严重。”
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

全区旅游资源普查时，景区就
将石刻损坏的情况如实进行
了反映，并提出了相应的保护
措施。至于什么时间能采取措
施、如何保护这些石刻，该工
作人员答道，“以后肯定要进

行保护，目前还没有接到上级
部门的相关规划。”

曹燹为华山文化研究者，他
曾经在华山寻找石刻。曹燹认
为，这些石刻都是历史上珍贵的
文物，有些石刻还没有被发现，

“石刻对于了解济南的历史和文
化都十分重要，不少石刻背后的

文化还没被挖掘出来，就风化辨
识不清了，非常可惜。”

马先生认为，随着雾霾天
气的增多，对石刻的损害将急
剧加大，因此保护刻不容缓。
他建议随着华山片区的开发，
相关部门应该加大投入技术
力量和财力保护这些石刻。

历城华山为济南的
著名景区，也是著名的

“齐烟九点”之一。华山在
明代之前是济南的三大
名胜之一，不少文人骚客
更将其誉为济南第一名
胜，历朝文人墨客在华山
上留下了不少石刻。近
日，有碑刻爱好者向本报
反映，华山景区多块具有
400多年历史的石刻因自
然风化和游客乱涂乱画
而破坏严重，亟需保护，
石刻背后的文化价值也
亟需挖掘。

本报记者 蒋龙龙
实习生 王伟 王宫钦

▲位于华山山顶的一块嘉靖年间的碑刻，被
乱涂乱画和自然风化，导致损坏严重，石刻上可看
见“嘉靖”两字。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摄

位于华阳宫院墙西侧的一处石刻，因自然风
化，已经很难辨认字迹。 本报记者 蒋龙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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