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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帝王巡游可以说是整个泰
山、同时也是整部中国游览史的开篇
之作。从《诗经·鲁颂》“泰山岩岩，鲁邦
所瞻”的诗句看，早在西周时期，泰山
就已成为人们向往、瞻仰、游览的胜
地。至清嘉庆年间，《泰山种柏树记碑》
已明确地称：“泰山，天下之大观，非独
鲁所瞻也。”泰山现存石刻6000余处，一
部泰山游览史就在这数以几千计的石
刻中生动展开，后来的游客凭借“鸿爪
雪泥”，可以一窥前人游山的心迹。

帝王重臣封禅祭祀

在岱顶玉皇庙内西北角，有一块
乾隆庚寅年(1770)重镌的“古登封台”石
碑，它表明此地就是古代帝王登封泰
山祭天的地方。“封禅”是泰山特有的一
种文化现象，它是古代帝王与天地沟
通的重要典礼。有确切文字记载、有石
刻为证的帝王封禅活动始自秦始皇。

秦《泰山刻石》始刻于秦始皇二十八年
(前219)，后又加刻二世诏书，均为丞相
李斯篆书。刻石现存10个残字，为泰山
现存最早的石刻。唐玄宗于开元十四
年(725)登封泰山，次年御制御书《纪泰
山铭》，刻于岱顶大观峰石壁上。在中国
古代帝王中，乾隆到泰山的次数最多。
从乾隆十三年(1748)到五十五年(1790)，他
前后驻跸泰安10次，6次登临岱顶，8次
驻跸灵岩，凡题诗274首，至今泰山尚存
乾隆帝题诗刻石58处，灵岩尚存27处。
他之所以如此频繁地来泰山，其中一
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游山玩水。从他在
泰山的题诗我们可以看出乾隆在泰山
的游览是深入的，甚至人迹罕至的后
石坞、莲花洞也留下了他的足迹。在历
代来泰山的帝王中，乾隆可以称得上
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游客。

文人名士登临抒怀

中国历代文人在名胜古迹题刻诗
词的风尚，长盛不衰。泰山为“天下名山
第一”，更成为他们题刻的密集之处。有
关泰山的诗文石刻，大多虽非题咏者
亲笔所题，却向世人展示出了原作者
在泰山的寄托与情怀。明代《泰山志》
说：泰山圣迹，孔子称首。”孔子“登泰山
而小天下”。明人立“孔子登临处”石坊
以志之。曹植自称“我本泰山人”，他对
泰山的感情是深厚的。从汉柏院东墙
上、明万历年间镌刻的那块魏曹植题
诗碑中的诗句“晨游泰山，云雾窈窕。忽
逢二童，颜色鲜好”看，曹植眼中的泰山
俨若仙境，是他灵魂的故乡。李白、杜甫
是中国诗坛的“双子星座”。“诗仙”李白

“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人名山游”，
他于天宝元年(742年)来泰山，赋《游泰
山》6首。岱庙遥参亭立有李白《游泰山》
6首诗碑，为日本著名书法家柳田泰云

所书。“诗圣”杜甫于开元年间漫游齐
鲁，登泰山，留下了妇孺皆知的《望岳》
诗。泰山上下，书写《望岳》诗的石刻有
多处，其中吴大潋的篆书、铁保的楷书、
何人麟的草书堪称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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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界“大字鼻祖”
泰山罕见佛教遗存

到泰山游览，过斗母宫400
米左右，往东北方向行走，经过
漱玉桥，再走一段路，便到了经
石峪。著名的泰山经石峪石刻就
刻于登山盘道东侧一面积2000
平方米左右的自然石坪上。这是
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佛经摩崖
刻石之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同时也是泰山世界文化遗
产名录的重要组成部分。

泰山经石峪石刻没有落
款，因此不知道具体的作者和
确切的创作时间，但根据字体
和历史背景分析，通常认为是
北齐时代产物，距今已有1400多
年。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因印
刷术尚未发明，佛经传播主要
靠手抄，这种方法既费时费力，
又不利长期保存，故而刻佛经
于石上曾风靡一时。

众所周知，从上古以来，泰
山是中华民族的一座神山、圣
山，本身就自带仙气。因此，当时
泰山一带虽高僧云集、寺庙众
多，在泰山山阳的盘道主轴线两
侧，却没有一处佛教寺庙。唯有
经石峪石刻是个例外，这对研究
南北朝时期山东地区佛教文化
是个重要历史线索。

不过，对绝大多数人来说，
更加吸引眼球的还是经石峪的
书法价值。南北朝时期，中国的
书法正处在由隶书向楷书过渡
的阶段，因此经石峪石刻的字
体很特别，非隶非楷，而是在
楷、隶之间，偶尔还杂有一丝篆
意，显得古拙朴茂，静谧安详，
是书体进化的生动体现。

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些字大
多数三四十厘米见方，各个字大
如斗，如此规模的大字石刻，在
全国也不多见。据记载，这片文
字上方原本有一处小瀑布，后来
泉水改道，文字才暴露出来，难
怪北宋人陈国瑞见到它们时，发
出了“熟视笔画，字径尺余，非人
所能”的感慨。到了清代，碑学大
兴，刘墉、俞樾、康有为等书法大
家更是对经石峪的书法大为推
崇，尊为“大字鼻祖”、“榜书之
宗”，一时间扬名四海。

经石峪石刻是泰山一处重
要的人文景观。正如著名作家
汪曾祺在《泰山游记》里这样写
道：“泰山即使没有别的东西，
没有碧霞元君祠，没有南天门，
只有一个经石峪，也还是值得
来看看的。”

风雨侵蚀层层剥落
踩踏捶拓加剧磨损

镂于金石虽然比书于简帛

更加适合长期保存，可俗话说
“水滴石穿”，石刻并非金刚不
坏之身，历经1400多年风雨侵
蚀，泰山经石峪已是老态龙钟。

经石峪镌刻的是《金刚般
若波罗蜜经》上卷第一篇至第
十六篇内容，原本共计应有3017
字。可是经过岁月的洗礼，现在
能够辨识出来的仅剩1051字，只
相当于原作的三分之一。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泰山
经石峪摩崖刻经的“伤病”经历
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主要是光
照、雨水、气温等自然因素破坏
的结果，涉及水垢结壳、表层片
状剥落、岩体断裂和植物病害。
2010年，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泰山风景区对泰山
经石峪缓坡石坪片状剥落风化
的几何特征开展了研究，现场调
查结果表明，多层片状剥落是经
石峪石刻风化的重要形式，是造
成经文丢失的主要原因之一。这
种片状剥落层最多可达5层，而
且存在进一步发展的趋势，这对
现存经文的长期保存构成威胁。

除此之外，人为因素也不
容小觑。曾有一段时间，游人是
可以走到经石峪石坪之上的，
人来人往的踩踏会加剧自然的
风化。由于经石峪石刻特殊的
书法价值，前来拓印的历代书
法爱好者亦是趋之若鹜，在捶
拓的过程中，本就脆弱的石质
极易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正因如此，1961年，郭沫若
游泰山时写下了《访泰山经石
峪》一诗，特别提出“阅历久愈
久，摧残无代无。祗今逢解放，
庶不再模糊”的嘱托。从那之
后，泰山经石峪的保护工作一
直在积极推进。1967年，泰山风
景区在经石峪北面砌石坝一
道，改水道于刻石西侧，大大减
少了水流的冲刷。1982年，泰山
风景区又拨款在石坪周围筑石
栏，以免游人任意捶拓或践踏。

目前，人为破坏没有了，但
自然的损坏却依然严重。多年
来，泰山景区多次召集国内外
的专家进行考察、论证、会诊，
先后提出了穹顶式保护、漫水
式保护、水淹式保护等设想。

不过，石刻保护依然是一
个世界性难题。希腊古罗马时
代留下来的石刻也面临着风
化、自然损伤的局面，有些倒在
地上，当地只能让石刻保持原
样。澳大利亚、德国、法国等地
的科学家都研究出一种防止石
刻风化的药剂，可以用于石刻

表面，但是由于不经过长期的
观察很难发现化学药剂的危害
性，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拿自己
的艺术珍品做试验，因此采用
化学方式保护仍然无法推广。

三维扫描全景体检
工程手段反复论证

2017年，泰山风景区启动经
石峪保护项目，计划对经石峪开
展抢险加固工程，如此大规模、
高科技、全方位的保护工程还是
有经石峪石刻以来的第一次。

2017年11月7日至8日，冒着
严寒，北京的石刻专家来到泰
山经石峪进行现场调查。专家
们实地考察了经石峪及周围环
境，对经石峪现有保护措施及
损坏程度进行了细致勘察，提
出了包括当前保护计划和未来
保护方式、信息化数据库建设、
附属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建议。
专家们希望这次工程能留出二
次保护空间，确保可逆性，并在
提升观瞻效果的同时，保持石
刻的原真性、完整性和安全性，
帮助石刻延年益寿。

11月9日起，国文科保有限
公司入场，持续一周进行现场试
验及数据采集工作。通过材料试
验、监测数据采集、三维扫描等
现代科学手段，进一步分析病害
成因，以期寻找应对石刻物理风
化、化学风化、生物风化的最佳
办法和最合适技术，以及裂隙填
补、填色和崖体排危加固措施。

今年1月2日到4日，泰山风
景区召开了专家评审会，论证
经石峪加固工程方案。中国文
物学会材料分会副会长房立民
表示，希望在经石峪石刻修缮
中，选取耐久、防水和透气性强
的材料，所用材料在效果上一
定要达到国家规范，在工程项
目结束后，也要在保护和保养
上下功夫。其他专家也各抒己
见，为泰山经石峪把脉问诊。

最终，与会专家通过实地
考察、查看相关资料、听取汇报
后，经质询、讨论，最终形成了
专家意见，同意通过了《泰山石
刻—经石峪抢救性加固工程方
案》。下一步，泰山风景区及方
案设计方将根据专家意见修改
完善方案，并按程序上报到国
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批准后
组织实施。届时，泰山经石峪石
刻有望像四川乐山大佛那样，
迎来一次科学有效的“强筋健
骨术”，延年益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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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1400多
年历史的泰山经
石峪石刻以历史
价值和书法价值
闻名于世，然而
经过风雨洗礼，
石刻文字仅存原
有的三分之一。
为了保护好这项
人类共同的文化
遗产，泰山风景
区启动了经石峪
保护规划项目，
并计划以“强筋
健骨术”形式对
其进行抢救性加
固，帮助经石峪
石刻延年益寿、
强筋健骨。

秦《泰山刻石》如今位于岱庙内

杜甫《望岳》石刻

泰山经石峪

文字仅存原

有的1/3

【延伸阅读】

石刻写就泰山游览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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