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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近300岁古塔

竟被上网叫卖
14日晚，一条朋友转来的

QQ信息让德州收藏爱好者唐
先生兴奋不已。他的朋友在一
个名为“盛世收藏”的网站论坛
内发现一座石塔被公开叫卖，
照片显示这座石塔造型精美，
制作考究，目前存于曲阜孔子
商贸城中的一家石雕馆内。

“这不是高唐的水月庵石
塔吗？”对石塔情有独钟的唐先
生曾于2006年12月去高唐参观
过那里的水月庵石塔。拿出当
时拍的照片一比对，唐先生发
现，二者的造型、水锈、缺损面
竟完全一致。

唐先生知道，水月庵石塔是
清代乾隆年间所立，距今已270

余年。古塔被列为聊城市重点保
护文物，不过在2007年被盗。

被盗的石塔找到了！15日
一早，唐先生拨通了聊城市文
物局的电话。

15日中午，在山东省文物
局督察执法处的办公室内，记
者见到了唐先生。据介绍，水月
庵石塔是2007年3月丢失的，此
后当地文保部门辗转河北、山
东多地寻找，不过一无所获。

“经过比对，网上叫卖的古
塔很可能就是5年前丢失的水
月庵石塔。”省文物局工作人员
说，省文物局要求高唐、曲阜两
地文物部门配合公安机关，尽
快将被盗文物追回。

文保人员假扮买家

石雕馆开价15万
15日下午，记者和唐先生

一起驱车赶往曲阜。当日傍晚7
点，记者一行找到孔子商贸城，
转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在一家
名为“九州石雕馆”的店门前见
到了3 . 6米高的石塔。为了不打
草惊蛇，记者一行在确认位置
后离开。16日上午8点多，记者
再次来到商贸城，看到石塔依
旧矗立在那里，悬着的心暂时
放了下来。

16日上午，高唐县公安局
和文物局的工作人员也赶到了

曲阜，并与曲阜市公安局、文物
局进行了对接和协商。之后，两
地公安民警穿便衣对周围情况
进行了排查，然后由高唐文物
部门的两名工作人员进行了实
地探访。

当日下午2点多，两名工作
人员扮成买家走进这家石雕
馆。“15万，你可以看看，好东
西！”店员开价说。在讨价还价
中，工作人员再次确认，这座石
塔就是5年前丢失的市级重点
保护文物水月庵石塔。

16日下午4点多，高唐、曲阜
两地公安、文物部门决定联手对
孔子商贸城内的这家商户进行
突击检查。

“以控制文物，保证文物安
全为主。”高唐县刑警大队一中

队中队长孙吉申说。下午5点15

分，两辆警车载6名便衣民警来
到孔子商贸城内的九州石雕
馆。下车后，民警第一时间对放
置于店外的石塔进行了控制。
遗憾的是，店主并不在店里，民
警多次给其打电话，却始终无
法接通。

高唐县文广新局和文管所
的工作人员拿出原来的石塔拓
片，比照实物进行了查看。“没
错，就是它！”

“摆在这儿三四年了，我们
也不知道这是文物。”据一名熟
悉店主的人介绍，这座石塔是
几年前石雕馆店主花两万六买
来的。

公安部门表示，他们将对
涉嫌买卖文物的店主继续进行
审查，以确定石塔是如何被盗
并进入市场的。

“今天晚上就运回高唐。”
在民警办完扣押手续后，高唐
县文物部门的工作人员找来吊
车，将高3 . 6米的石塔进行搬
运，争取让它早日回到故乡。

在高唐县固河镇岳堂村，村
里人都称石塔为和尚塔。石塔原
本立在村东南的田里，丢失多年
后，原来的安放点已种上玉米，没
了石塔存在过的痕迹，就连当年
高唐县政府为石塔立的文物保护
碑也已不见踪迹。

“和尚塔可以说是镇村之
宝，小时候经常和小伙伴去地里
围着塔玩。”今年已经46岁的贾
长友说。

据悉，石塔历史久远，有记

载称石塔建于清代，上记康熙、
雍正、乾隆等年在高唐县水月
庵、白衣庵等处修行僧人的事
迹。石塔第五级的石刻对此也有
明确的记载：庄示寂曾师祖昙瑞
位翁塔，清乾隆四年岁次已末十
月十五日立。

据村里的老人说，相传白衣
庵是尼姑修行的地方，后来山门
倒塌，换成道士在此居住。白衣庵
的茔地也由道士耕种，建有白衣
堂，其前大殿于解放初期被拆除，

后大殿及院落于1962年春被拆除。
至此，就只剩了一座孤零零的石
塔矗立在田里了。

高唐县文物部门介绍，水月
庵石塔充分体现了佛教传入中
国后对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促
进作用，对研究古代佛教在高唐
地区的流传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据介绍，该石塔是聊城市重点保
护文物，“丢失前，我们正在申请
省级重点保护文物。”

本报记者 刘铭 吴金彪

石塔完璧归赵

店主面临公安审查

5年前，聊城高唐县的市级重点保护文物水月庵古石塔
一夜之间不知所踪，5年后却突然在网上被公开叫卖，实物
所在地指向曲阜市一古玩市场。

为了追回被盗古塔，15日、16日两天，记者跟随高唐、曲
阜两地文物、公安部门对古塔进行了“全程追踪”，最终于16
日下午将古塔“解救”。

5年前高唐清代石塔被盗
5年后网友发现踪迹并举报
两地公安、文物部门携手行动

解救
古塔

本报记者 吴金彪

格相关链接

石塔建于乾隆年间，是“镇村之宝”

据村民贾长友回忆，5年
前的初春，一个倒卖古董的南
方商人到村里看了看石塔，又
是拍照又是拓字，第二天又有
两个人到村里看石塔。此后不
到一个星期，石塔就神秘失踪
了。

“那晚刮着大风，天很冷，
打更的人在距离石塔百米的
桥头巡逻，突然听到‘咣当’一
声，当时也没多想，谁想到第
二天就发现塔不见了！”村民
岳同河说。

据岳同河描述，石塔通高
约3 . 6米，共分9层，每一层由一
块青石雕刻而成，中间用一根
粗铁棍穿起来，各层的形状、图
案都不同，有鼓状、方块状、八
角状，塔顶为葫芦状，表面图案
有花草、人物、动物等。

“石塔丢失前，常有考古专

家、古董收藏家开着小车来村
里看塔，拓下塔面上的文字回
去研究，还有人一连好几天住
在村里。”贾长友说。

石塔丢失后，高唐警方在
现场发现了车轮印迹，并猜测
盗塔之人将塔拆成九块，用地
排车分批运走。“当时轧倒了一

大片麦子。”岳同河说。
据了解，1989年春，禹城县

贾楼村村民曾把石塔顶层(宝葫
芦顶)掀落，被岳堂村村民复原
后，1993年又被掀下来。“曾经被
盗过一次，不过没有得逞。”村
民说。 本报记者 刘铭
实习生 胡文娟

格盗宝还原

盗塔人将石塔拆成九块运走

16日下午，工作人员对石塔进行确认。 本报记者 吴金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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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保人员调来吊车将石塔
运走。本报记者 吴金彪 摄


	A0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