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曲阜石碑石刻资源保护利用调查与研究
——

以孔庙孔府孔林为例

孟 坡

提 要 ： 曲阜现存西 汉 以 来历代石 碑石刻 ６０００ 余通 （ 块 ） ， 碑刻 内容大 多 围 绕尊孔 崇儒 的 主 题展开 ， 是

传统文化 的 重 要载体之一 ， 也是重要 的文 化艺 术 宝库 。 由 于 历 时久远 ， 数量众 多
， 受 自 然环境和人为 因 素 影 响 ，

碑刻保护 的任务十 分艰 巨 。 开展碑刻 资源 的 利 用研究 ， 让碑刻 文物 活起来 ， 是 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 面 临的 重
要课题 。 由于各方 面 的 原 因 ，

曲阜石 碑石刻 的保护和利 用 ，

一

直没有得到 与其价值对等 的 应 有的 重视 。 作者
在深入调查研究和分析 的基础上 ， 探索提 出 曲 阜石碑石刻保护利 用 的方 法途径和措施建议 ， 为地 方政府和 文

物管理部 门提供借鉴参考 ， 共 同推动 曲阜石碑石 刻资源 的 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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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
， 国务院公布的首批 ２４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

是黄帝生地 、 周汉鲁都 、 ？Ｌ子故里 ， 悠久的历史 、 灿烂

的文化为此地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 ， 其中 自汉至民国

两千余年的＿余件石碑石刻是曲阜重要的文化遗产

之
一

， 是书法艺术的殿堂 ， 碑刻艺术的宝库 。 １９９３ 年曲

阜孔庙孔林孔府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本中指出 ：

“

１０００

多件？又画像石 、 孔子圣迹图 、
石仪 、 龙柱等反映了石刻

艺术的变化和发展 ；
５０００ 多块西汉以来的历代赚嘅是

中国书法艺术的瑰宝 ，
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政治 、 思想 、

经济 、 文化 、 艺术的宝贵资料 。

” 丨

为保护传承好这一人

类瑰宝 ， 历朝历代对之珍爱呵护有加 ， 尤其 ２０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 ， 曲阜文物管理部门采取迁移保护 、 室内保存、

围设护栏 、
加固维修等手段 ，

不断加强对石碑石刻的保

护 。 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 ， 受保护条件 、 环境的影响和

资金 、 技术手段的制约 ， 曲阜石碑石刻保护利用的任务

十分艰巨 ’
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依然众多 。 如何在

“

不改

变文物原状
”

和真实性修娜则下 ， 加强曲軸妬刻

Ｍ户研究
，
明确曲阜石碑石刻保护的重点 、 方向和措施 ，

实施开展曲阜石碑石刻保护修复和研究工程 ， 尽可能延

缓石碑石刻的风化进程 ； 如何加强曲阜石碑石刻和相关

历史文献簡的齡酿利用 ， 深度阐释曲顧师刻

文物的历史文化内涵 ，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 真正让文物

说话 ，
讲好中国故事 ，服务于社会主义核心价麵体系

建设
，
是当前和今后

一

＾时期曲阜石碑石刻文化遗产资

源偁户利用破 —

。

一

、 曲阜石碑石刻资源情况概述

据统计 ， 曲阜境内现存历代石碑 ５０００余块 ， 历

西汉 、东汉 、曹魏 、北魏
、
东魏 、

北齐
、隋 、唐 、宋 、金 、元 、

明 、 清至民 国
，
贯穿整个中 国碑刻史 。 其 中汉碑数

量居全国首位
，
驰名中外堪称国之瑰宝 。 根据碑石

上的内容 ， 曲阜石碑主要有墓碑 、 记事碑 、 祭祀碑 、

拜谒碑 、 墓表碑
、
题记碑 、 题名碑 、 御制碑 、 赋诗碑 、

铭记碑 、 宗谱碑 、
图碑等

，
种类达 ２３ 种之多 。 现存

历代石刻 １０００余块 ， 以墓葬石刻为主 ，
主要有画像石 、

墓挡 、 供案 、 香炉 、 石柱 、 石坊 、 望柱 、 翁仲 、 石兽 、

石刻圣迹图等
，

３０余个种类 。 其中汉画像石 、 孔庙

大成殿明清雕龙石柱 、 明石刻圣迹图等是石刻艺术

的杰出代表 （孔庙孔林孔府主要碑刻石刻见下表 ） 。

曲阜石碑石刻主要存在于孔庙
、 孔林和孔府 。 孔

庙内除石柱 、 陛石等作为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外 ， 其

他如祭祀碑 、 记事碑 、 题名碑 、 画像石等集中存放于

十三碑亭 、 东西斋宿 、 圣迹殿 、
神庖汉画像石馆等区

域和孔庙后原孔府西仓处建设的汉魏碑刻陈列馆。 孔

林石碑石刻除神道碑亭外 ， 绝大多数散落于孔林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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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庙 孔府孔林主要碑刻石 刻统计表

类

别
名称 数量 位置 时代 突出特点 备注

孔庙碑刻 １ ０４４ 孔庙
唐仪凤二年至民国

（
６７７？ １ ９３６

年 ）

历代帝王谒庙 、 修庙碑刻 ，
反映了历代王朝对儒家

思想的推崇态度 ，
文人学士谒庙诗歌 ，

具有很高的

文学价值

碑

１ ３ １ 汉魏碑刻陈列馆
西汉至民国 （ 公元前

１ ４９
－

１ ９３６
年

）

西汉碑刻 ６ 块
，
东汉 １ ８ 块。 北陛石 、

五凤刻石属

于中国最早的石刻文字 。 乙瑛碑 、 礼器碑、 孔宙碑 、

史展碑是汉代隶书的代表 ，
张猛龙碑是魏体的代表

１ ９９８ 年从孔

庙 、 孔府 、 孔
林移入 （ 数量

上重复 ＞

刻
玉虹楼法帖
刻石

５８４ 孔庙两庑 清代
孔子六十九代孙孔继涑收集历代名 家精品临摹刻成。

有正 、 草 、 行、 隶 、 篆各体

孔林碑刻 ４０００ 多 孔林
宋 、 金 、 元、 明 、 清 、

民国

中国最大的碑林 。 既有墓碑 ， 也有帝王将相 、 文人

学士的谒林碑和修林记事碑

１ ９４９ 年后不在

统计之列

孔府碑刻 ７２ 孔府 元 、 明 、 清
碑刻 内容反映了孔府与皇家 、 官员的关系以及孔府

历史

汉画像石刻 ９０ 孔庙神庖 西汉至东汉
汉代墓室中 出土 ，

有神话传说 、 历史故事 、 狩猎 、

车马 出行 、 杂技歌舞等社会生产生活场景

孔子像刻石 ８ 孔庙圣迹殿
晋 、 唐画像 ，

宋
、
明 、

清刻石
唐吴道子画孔子行教像 ，

历来均作为 孔子标准形象

圣迹图石刻 １ ２０ 孔庙圣迹殿 明万历二＋年 （
１５９２年 ）

章草刻石 ，
图文并茂 ， 择要介绍孔子一行行迹 ，

我

国现存最早的连环画

石

刻 雕花石柱 ７４

孔庙大成殿 、 大
成门 、 崇圣殿 、

启圣殿

明 、 清
花纹内容丰富 ， 龙 、 凤及牡丹、 西番莲 、 石榴 、 菊

花等花卉 ， 雕刻技法减地平及高浮雕

龙陛 ８

孔庙泮水桥、 圣

时门 、 大成门 、

大成殿

明 、 清 浮雕云龙图案 ， 明清石雕艺术精品

石仪 １ ５５ 孔庙、 孔林 汉 、 宋 、 明 、 清
汉代石人三尊

，
宋代石人二尊 、 石兽 四只

，
明代石

仪八组 ， 清代石仪十组

注 ： 依据 国家 文物局 １ ９９３ 年 曲 阜孔庙孔林孔府 申报世界 文 化遗产 文本 （ 中文版 ）
整理 。

以墓碑 、 墓表碑 、 翁仲 、
石兽 、 石坊等为主 。 散落于

孔庙 、
孔府 、 孔林院内的石碑石刻 ， 主要暴露于室外 ，

部分陈列于门下或镶嵌于室内外墙壁上 。 颜庙 、 周公

庙 、 寿丘 、 少昊陵 、 尼山孔庙及书院 、 梁公林 、 孟母林 、

洙泗书院 、 颜林、 九龙山 、 九仙山 、
石门山等文物保

护单位内也保存有较大数量的石碑石刻。

曲阜石碑石刻之所以资源丰富 、 经久不衰 ， 与历

代尊崇儒学 、崇尚教化等风尚直接相关 ，
曲阜堪称

“

儒

家石刻文献博物馆
”

， 骆承烈先生称曲阜碑文是
“

石

头上的儒家文献
”

。 儒家思想是曲阜碑刻的底色和基

调
， 在历代中国 ，

统治者提倡和推行儒家思想 ， 整个

社会的价值观念都带有鲜明的儒家特色 。 曲阜石碑石

刻作为人类特有的历史 、 文化和艺术资源 ， 它与中华

文明发展息息相关 ，
也是全人类共有的宝贵财富 。 这

些历史悠久的石碑石刻珍品 ， 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

信息 ， 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 ，
也是研究我 国古代

文字沿革 、 书法艺术 、 建筑艺术和时代政治 、 经济 、

文化发展水平及孔庙 、 孔林建筑史的宝贵资料
’
在中

国石碑石刻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

二 、 曲阜石碑石刻资源保护利用现

状及存在的问题

（

一

） 保护情况

曲阜石碑石刻资源丰富 ， 绝大多数得到了较好的

保护 ， 如石坊 、 石柱 、 陛石等普遍增设围栏 ， 避免了

人为倚靠 、 抚摸 、 踩踏或撞击 。 陈列于室内供观众观

瞻的 ， 增设围栏保护 ， 使石碑石刻与观众相对隔离。

嵌于墙上 、 放于门下避免了 日晒雨淋 。 目前 ， 处于野

外的石碑石刻除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

保用视野 Ｉ０２３



或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附属部分 、 或古墓葬前石碑现

仍原址保存外 ， 对于散落于野外或发掘出的珍贵石碑

石刻 ，
及时迁移安全处异地妥善存放。 但是 ， 因曲阜

石碑石刻数量大 ， 受保存条件 、 资金 、 手段等制约 ，

绝大多数散落于室外 ， 饱受酸雨 、 鸟粪侵蚀 、 日 晒雨

淋 、冰冻雪盖鎌害 ， 同时由于跨度时间长 、历时久远 ，

长期受 自然环境应力作用和物理 、 化学 、 微生物风化

影响 ，
石碑石刻表面粉化剥落 、 浅表性裂隙等风化现

象严重 ， 部分石碑石刻 由于地震 、 战争 、 保护不当等

历史原Ｈ
Ｉ造成断裂 ， 缺失 ， 碑文模糊等现紐存在。

曲阜石碑石刻保护经历了 由被动保护到主动保

护 、 自 然保护到科技保护的不断探索 。 据史料记载 ，

历史上不乏主动保护的实例 ， 将汉魏等年代久远的石

碑石刻或发掘的墓志碑 、 记事碑等大量石碑石刻迁移

至孔庙内集中保存 。 例如 ：
五凤刻石 ， 我国著名西汉

石刻之
一

，
金明昌二年 （ １ １９ １ 年 ）

， 开州刺史高德裔

监修孔子庙 ’
工匠在鲁灵光殿遗址西南三十步曰太子

钓鱼池的地方挖池取石 ， 发现此石 ， 当即移存孔庙 ，

１９７８ 年由同文门下移人东庑 ，
１９９８ 年移入汉魏碑刻陈

列馆 。 又如上谷府卿坟坛刻石 、 祝其卿坟坛刻石 ， 为

我国较早发现的西汉石刻文字 ， 该二石原在孔林孔子

和子思墓前 ， 清雍正十年 （ １ ７３２ 年 ） 两石同时移入孔

庙同文门下予以保存 ，
１ ９７８ 年 由 同文门下移人东庑 ，

１９９８ 年移存汉魏碑刻陈列馆 。 安汉里汉画像石
，

１ ９７７

年出土于曲阜城东韩家铺八宝山汉墓 ， 当时移入孔庙

弘道门下 ，
１９７８年移人西庑 ，

２０００ 年移人孔庙神庖汉

画像石馆 。 徐家村汉画像石藏堂题记
’
１９６９ 年出土于

曲阜防山镇徐家村 ， 当即收藏孔庙 ，

１９７９ 年展出于孔

庙西庑 ，

２０００年移人孔庙神庖汉画像石馆
２

。

新中 国成立后 ， 曲阜石碑石刻保护经历 了五次

规模比较大的保护过程 ：
１９７ ８ 年对散落在孔庙 、 孔

府院内或门下的室外石碑迁移孔庙东西庑进行室内

集中保护 ， 如著名 的乙瑛碑 、 史晨碑 、 礼器碑 、 孔

宙碑 、 张猛龙碑等均为此次移入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开展了较大规模的石碑石刻维修 ， 重点对
“

文革
”

期间遭受破坏的断裂石碑石刻进行了黏接归位 、 锚

固 、水泥修补 ， 部分进行了石碑扶正 、
地基平整处理

，

开展了墙体支护和集中展示等工作 ， 尽管只是简单

的修补和加固 ，
但是较好地保证了碑刻陈列

，
避免

了随地堆砌 、 翻动等带来的二次损坏 。 但是
，
由于

受当时技术 、 条件的限制 ， 在修补锚固中大量使用

了水泥 、 钢筋或铁板等材料 ， 影响 了碑刻的整体美

观 ， 甚至锈迹侵蚀碑刻造成新的病害 。 １ ９９８ 年 ， 经

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 ，
曲阜文物管理部门在孔庙后

原孔府西仓建设汉魏碑刻陈列馆 ， 将原存孔庙东西

庑石碑和散落于孔庙 、 孔林的汉魏碑刻和部分重点

石碑移人馆内进行集 中保存和陈列 ， 此次共移人碑

刻 １ ３ １ 块 、 石雕 ６ 尊 ， 有墓碑 、 墓志铭 、 记事碑 、

石经幢
、 造像碑 、 题名碑等六种类型 ， 汇集了 曲阜

碑刻的精华部分 。 １ ９９ ９ 年 ， 将原存孔庙东西庑画像

石刻和散落于孔庙的部分石刻移人孔庙神庖 ， 辟为

汉画像石馆进行集 中保存和陈列 ， 现存放曲阜及其

周边地区 出 土的汉代画像石刻共 ９０ 块 ， 如安汉里

汉画像石
、 徐家村汉画像石藏堂题记等石刻就是此

次移入 。 两馆的新辟 ， 避免 了室外存放所带来的 日

晒雨淋侵蚀 ， 有效延缓了碑刻风化 ， 较好地保护了

汉魏碑刻和汉画像石刻 ， 同时方便了游客集 中观瞻
，

得到国家文物局 的充分肯定 。 ２０ １ ２ 年
，
曲阜市文物

局委托中 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共同编制孔庙石碑保护

方案 ， 启动孔庙石碑石刻保护修复工程 ，
２０ １６ 年 ３

月
一

期项 目通过山东省文物局专家验收
３

。 该工程 ，

大量采取现代科技手段和做法 ， 进行了大胆创新和

尝试 ，
开启 了孔庙碑刻科技保护的大门

，
为下一步

孔庙碑刻保护工程的全面展开积累了经验
４

。

（
二

） 著 录情况

曲阜石碑因书写华美而受到历代文人雅士的关

注和推崇 ， 欧 阳修 、 洪适 、 赵明诚 、 钱大昕等金石

学家将它们收人著作 ，
不吝赞美

，
翁方纲 、 阮元 、

黄易等更是到曲阜亲临考察 、 研究 、 著录 ， 并留下

题跋 。 历代金石学典籍与地方志书曾对碑文有所著

录或评论 ， 如北宋欧阳修 《集古录 》 《六一题跋 》 、

赵明诚 《金石录 》、 南宋胡适 《隶释 》 《隶续 》 、 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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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方纲 《两汉金石记 》、 牛连震 《金石图说 》 、 阮元

《山左金石志 》 和孔传 《孔氏祖庭广记 》 、 孔毓圻 《幸

鲁盛典 》 、 孔尚任 《阙里志 》 、 孔继汾 《阙里文献考 》、

孔昭薰 《 曲阜林庙碑 目 》 、 孔祥霖 《 曲阜碑碣考 》 等 。

当代对曲阜石碑石刻研究 ， 多是著录介绍 ，
如济宁

市政协文史委编著的 《孔孟之乡石刻碑文选 》、 包备

五 《齐鲁碑刻 》
、
孟继新 《孔府孔庙碑文楹联集萃 》

、

宫衍兴 《济宁全汉碑 》 、 朱福平与胡涛 《 曲阜汉魏碑

刻 》、 孔德平 《 曲阜汉魏碑刻 》 等书 。 胳承烈 《石头

上的儒家文献
——

曲阜碑文录 》
一

书 ， 收录历代碑

刻 １０２５通
，除著录全文 ，

还标明碑刻形制与所处位置 ，

且有简单按语 。 杨朝明主编 《 曲阜石刻文献辑录 》 （第

一

、
二辑 ） 选取较为重要的碑文进行著录 ， 在考证 、

辨析碑文的基础上 ， 进行简单诠释和论说 。

（ 三 ） 研究情况

近年来 ， 曲阜石碑石刻研究与传世文献 、 儒学

史研究相联系 ， 较受学者追捧 。 张九龙 《曲阜孔庙

元代碑刻研究 》 对曲阜孔庙中 的元代碑刻进行 了概

述 ， 并总结 、 分析其中所反映的元代尊孔崇儒的特

点
；
陈金海 《 曲阜汉碑视野下的经学与社会 》 将曲

阜汉代碑刻与传世文献相联系 ， 发掘 了其中所反映

的儒家经学在汉代发展的
一些特点 以及汉代社会的

一些情况
；
还有孟凡港 《从曲阜石碑看历史上的尊

孔活动 》 、
张艳青 《 曲阜汉碑研究 》 、 武师文 《 曲阜

汉魏碑刻 》 、 孙育臣 《从曲阜石刻文献看明代尊孔

崇儒 》 、 吴云 《 曲阜石碑视域下的清代文化选择 》 、

刘海宇 《 山东汉代石碑研究 》 等 。

（ 四 ） 存在 的 问题

在保护管理工作中 ： 石碑石刻资源与古建筑 、

古树名木 、
馆藏文物和明清孔府档案共同构成 曲阜

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 目前曲阜文物管理体制

和部门设置中
，
石碑石刻保护管理还没有一个像三

孔古建工程管理处 （
三孔古建筑修缮队 ） 、 古树名

木保护科 、 孔府文物档案馆等
一样的专职部门和 队

伍
，
汉魏碑刻 陈列馆也仅仅负责陈列 馆 内部事务 ，

没有领导或指导全市石碑石刻保护管理利用工作职

能
； 由 于跨度时间长 、 材质不一 ， 受保护条件的限制 ，

绝大多数的石刻石碑仍保存于室外 ， 室外露天石碑

石刻风化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
新的保护

技术研究和应用方面探索创新起步晚 ，
近年才开始

有所进展 ， 但进度缓慢 ，
经验总结和成果推广不够 。

在利用研究工作中 ： 石碑石刻保护存在的问题 ，

也为资源的利用带来了影响 ，
目前曲阜石碑石刻档案

资料库还没有完全建立
，
相关课题研究和资源利用的

途径 、 方法单
一

， 重石碑轻石刻 、 重著录轻考证 、 重

文献轻辨析等现象普遍存在 ；
碑文与相关文献资料的

综合研究不够 ， 由于受历史原因或所处条件的局限 ，

历史上的
一些著作和资料对曲阜石碑的记载 、 描述以

及所录碑文多有遗误 ， 与石碑原文有许多出人 ，
甚至

误录误引 ＇ 面 目全非 ，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学术研究上

的混乱 ；
石碑石刻资源 的文化 、 艺术价值发掘应用不

够
， 多彳顷向于陈旧的简单介绍 ，

观众参与保护和利用

的途径缺乏 、 积极性不高 。 让文物说话 ，
讲中国故事

的探索乏力 ，
还没有实质性破题等。

三 、 曲阜石碑石刻资源保护利用途

径和方法

（

一

） 加强石碑石刻文 物本体保护

目前 ， 曲阜石碑石刻保存形式主要有四种 ：

一

种是被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或不可移动文物 ，
如景

灵宫碑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姓氏源流

序碑 、
九龙山摩崖造像石刻被公布为山 东省文物保

护单位 ， 修治洙河碑被公布为济宁市文物保护单位 ，

西庄石佛像 、 重修全真观石碑 、 张氏祖茔碑 、 宫 氏

祖茔碑 、 凤 阳 慈母碑 、 品重 乡邦碑 、 毕家村告示

碑 、 急公好义碑 、 中元疃赵 氏支派碑 、 河口 古桥石

碑等被公布 为曲阜市文物保护单位
５

 ；
—种为文物

保护单位或不可移动文物的附属文物 ， 如孔府 、 孔

林 、 梁公林大门外石狮 ， 作为古建筑组成部分的栏

杆 、 石柱 、 龙陛等
；

一种是作为可移动文物 由博物

馆 、 文管所集 中收藏 ， 如集中于孔庙神庖汉画像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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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 、 汉魏碑刻陈列馆 、
孔庙圣迹殿内以及孔庙 、孔林 、

孔府门下或墙上镶嵌的石碑石刻等 ；
还有

一

种为古

墓葬前石碑或林地 内石仪
，
如孔林 、孟母林 、 梁公林 、

颜林等林地内石碑石刻 ，
仍原址保存 。

以上保存形式中
，
属于前二种形式的石碑石刻 ，

重点是做好文物保护单位
“

四有
”

工作 ， 明确石碑石

刻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
石碑石刻附近增加安全

警示标识 ， 因地制宜增设保护围栏 、 增加电子监控等

保护设施。 加强 日常巡护看管
，
开展石碑石刻病害监

测和分析 ， 发现文物安全隐患及时采取措施 。 在修缮

古建筑时 ， 采用软质毡垫予以围护 ， 或搭设框架 、 木

板遮盖等措施 ， 避免人为损坏或施工磕碰。 后两种形

式的石碑石刻保护 ， 是石碑石亥 ｌ

ｊ保护工作的重点 ，
也

是难点 ，
要着力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保护 ：

（ １
） 加大对田野石碑石刻文物的安全保护。 曲阜

石碑石刻除集中存放于曲阜三孔等文物保护单位内以

外 ， 还有大量的石碑石刻广泛存在于田野之中 ， 有些

石碑石刻虽然不从属于孔庙 、 孔林 、 孔府 ， 但是由于

曲阜地域的特殊性和与历代尊崇儒学 、 崇尚教化等直

接相关 ，
与孔庙 、 孔林 、 孔府石碑石刻有较强的关联

性 ， 理应
一

并纳人孔庙 、 孔林 、 孔府石碑石刻保护范

围予以保护 。

一

是要借鉴历史上的成功做法 ， 对适宜

迁移 、 集中保管的迁移至文物保护单位内集中妥善保

存
， 在迁移中要避免就近迁移至村委院内或农户家中

存放
， 这不利于今后的保护管理和利用 。

二是对因避

免破坏其整体性或属地性而不适宜迁移集中保管的 ，

要进行就地保护 。 比如对孔林内望柱 、 石人 、 石兽等

石仪
，
要开展定期病害监测 、 分析工作 ， 及时修剪附

近树枝 、 清理攀爬植物 、 扶正加固等 ， 同时要加强安

全巡护和监控 ， 做好人防 、 技防 、 物防工作 。 三是对

野外石碑石刻要明确属地乡镇政府 、 村居保护管理主

体责任 ，
地方政府 、 乡镇 、 村居等责任单位要逐级签

订 《文物安全 目标责任书 》 落实责任 ， 文物部 门加强

督导检查 ，
落实监督管理责任 ， 发现问题及时协调处理 。

（ ２） 加强文物保护单位内室外石碑石刻文物的

安全保护 。 据现状调查和病害分析 ， 室外存放是造

成石碑文字模糊不清甚至片状剥落 、 风化严重的主

要原因 ， 浅表性裂隙 、 粉化和片状剥落成为完全暴

露在室外石碑的主要病害
６

。 为此 ， 对于孔庙东西

斋宿及东斋宿后室外集中存放的石碑石刻 ， 要尽可

能地迁移到室 内 、 门下 、 廊下妥善保存
；
对孔庙 明

成化碑 、 明弘治碑等历史上曾有碑亭保护的要争取

逐步恢复建设碑亭 ； 在孔庙 内适当位置规划建设碑

廊 ， 移人室外碑刻集 中存放展出 ， 尽可能避免室外

堆放遭受风雨侵蚀 ； 对无法予以室 内集中保护的室

外石碑 、 石坊 、
陛石等

，
要采取围栏保护和喷洒表

面加固剂等传统保护方法 ， 积极借鉴采用冷裱膜装

裱技术等新方法予以保护
７

。 同时要加强管理看护
，

严禁机动和非机动车辆在石碑石刻集中存放区域穿

行 ， 严禁游客刻画 、 涂污 、 攀爬和踩踏陛石等行为 。

（ ３）切实加强对馆藏石碑石刻文物的保护与研究。

随着曲阜孔子博物馆的建设和当今石碑石刻保护技术

手段的不断更新 ， 对集中存放的汉魏碑刻 、 汉画像石

等珍贵石碑石刻 ， 适时从汉魏碑刻陈列馆和孔庙神庖

汉画像石馆迁移至孔子博物馆 ， 开辟特色展厅予以重

点保护陈列 。 对原汉魏碑刻陈列馆腾出的室内空间 ，

将孔庙 、 孔府室外保存的石碑石刻人室保存 。 要加强

室内石碑石刻的病害监测和病害分析
，
不断改进室内

保护手段 ， 提升科技化保护水平 ， 充分考虑曲阜石碑

石刻材质 、 当地气候 、所处环境 、病害变化等诸多因素 ，

加强针对性研究 ，
避免保护性损坏 。

（ ４） 扎实开展曲阜石碑石刻资源保护修复工程。

据孔庙石碑石刻保护修复工程一期石碑病害分析 ，

孔庙石碑现存的主要病害达 ２２ 种之多 ，
主要存在

的病害类型有拓片涂覆 、 浅表性裂隙 、 表面粉化 、

片状剥落和残缺等
８

。 所以
，
科学分类 、

建立健全

曲阜石碑石刻病害档案刻不容缓 。 要开展石碑石刻

风化 、 裂缝治理和病害防治等专项科学研究 ， 完善

提升石碑石刻保护修复工艺
，
建立规范的方案制定 、

施工操作 、
工程监督 、 验收归档等程序 ； 扎实做好

资料留取 、 表面清理 、 表面脱盐处理 、 修补 、 空鼓

灌浆处理 、 风化石材加固处理 、 石碑表面防水处理

０２６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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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基础性保护工作 ， 全面扎实开展曲阜石碑石刻 资

源保护修复工程 ， 尽可能延缓石碑石刻风化进程 。

（ ５ ） 加强宣传教育 ， 增强社会大众共同保护石

碑石刻的 自觉性 。 注重宣传教育 ，
不断提高广大游

客 、 观众的文物保护意识 ，
尤其对石碑石刻保护重

要性的认识 ， 景点 内增设温馨提示 ， 提醒游客文明

参观
， 避免刻画 、 涂污 、 张贴 、 攀爬 、 损坏文物或

者文物保护设施等行为 。 创新开展碑文解读 、 碑拓

体验
、
文字演变等碑刻利用科普活动 ， 不断丰富活

动 内容
，
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感 、 获得感和认

同感
，
激发人们保护石碑石刻的 自觉性 。 如近年来 ，

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与高校联手 ， 先后成为曲阜师

范大学书法学院教学实践基地 、 渤海大学艺术与传

媒学院教学实践基地 ，
不断加强馆校合作 、 开展书

法理论研究与创作 ， 已取得显著效果 。 江苏常熟石

碑博物馆开设拓碑技艺展示体验中心 ， 让石碑文物

和拓碑技艺变活
９

，
也深受社会喜爱 。

（ ６ ） 严格拓印手续报批 ， 创新拓印过程中的监管

手段 。 据现状调查和病害分析 ， 拓片涂覆类病害是室

内石碑的主要病害 ， 为此 ， 要加强石碑石刻传拓技法

研究 ， 因地制宜采用蝉翼拓 、 乌金拓 、 朱砂拓等传拓

技法 ，
大胆尝试

“

碑帖拓片平刷上纸法
”

等新技法 ＇

减小传拓过程中对文物本体的伤害 。 认真贯彻执行国

家 《文物复制拓印管理办法 》， 避免文物系统内部
“

拓

印文物不报批潜规则
”１ １

、 市 民或游客私 自拓印石碑

石刻
１ ２

等现象的存在。 加强拓印过程中的监管 ， 避免

拓印过程求量不求质 、 操作不规范等损坏碑刻的现象 。

要运用好国家下放的馆藏
一级文物的复制 、 拓印行政

许可
，
努力在

“

未依法区分等级的文物不得复制 、拓印
”

和田野石碑石刻文物保护中找到平衡点 ’ 实现保护和

利用的最大公约数 。

（
７

） 改变 以往重视
“

重要石碑石刻
”

、 忽视
“
一

般石碑石刻
”

的旧观念。 从史料价值来看 ， 所有的碑

都重要 ， 碑上的所有内容都重要 ， 所以不存在什么
“

重

要石碑
”

和
“

石碑上的重要 内容
”

。 因为每一块碑都

有可能告诉我们
一

个故事 ，

一段人生 ’ 甚至是一个社

会 。 石碑资料具有双重性 ， 既反映区域社会和民间生

活
，
也反映国家或地方性制度 。 １９９８ 年新辟汉碑碑刻

陈列馆时 ， 受保存场地 、 环境等条件所限 ， 就仅将原

存孔庙东西两庑和散落于孔庙 、 孔林的汉魏碑刻和部

分
“

重点碑刻
”

移人馆内进行集中保存和陈列 ，
而无

法将散落在孔庙等室外的大量碑刻移人 ， 对其也没有

采取进一步的保护措施和手段 。 随着今后碑刻保存 、

陈列条件的不断改善 ， 要摒弃汉代石碑价值高 ， 才值

得花大力予以保护和研究等错误观念 ， 要切实重视数

量巨大的野外 、 室外石碑石刻的保护和管理 。

在落实以上具体保护管理措施的同时 ， 要加强顶

层设计 ，
不断增强 曲阜石碑石刻文物保护的法制化 、

规范化 、 制度化水平 。

一是启动曲阜石碑石刻保护专

项立法工作 ， 研究制订 《曲阜市石碑石刻保护条例 》

或 《 曲阜市石碑石刻保护管理办法》， 为石碑石刻保

护提供法律 、 制度保障。 同时 ， 严厉打击各类损坏石

碑石刻或破坏保护设施的行为 。 二是编制 《 曲阜石碑

石刻保护规划 》 ， 并将其作为石碑石刻保护的重要依

据 。 依据保护规划 ， 针对性地开展石碑石刻保护修复

工程。 三是成立曲阜碑刻文物保护科 ， 专职负责全市

石碑石刻保护管理利用工作 ， 负责碑刻病害 日常监测 、

分析和碑刻保护利用研究工作 ， 开展碑刻知识宣传普

及教育和碑刻展示体验活动 ，
指导各主体责任单位共

同做好碑刻保护管理工作 。

（
二

） 加 强 曲阜石碑石刻 资源的 利 用研 究

（
１
） 建立曲阜石碑石刻资料库 ， 实现资源共享 。

一

是充分利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和全国首次可移动

文物普查成果 ， 全面调查 、 核实曲阜石碑石刻资源情

况
， 对各个存藏单位和野外石碑石刻做全面细致的摸

底调查
，
包括石碑石刻的 内容 、 存藏地 、 保护程度 、

散佚情况等 ， 分类建立曲阜石碑石刻资源档案。 例如 ，

曲阜石碑石刻存量上 ，
目前就有＿ 多件 、

７ １ ００ 多

件和 １＿余件等不同的说法。 二是全面搜集和整理

石碑石刻资料 ， 重视石碑石刻拓片存档 、 整理出版工

作 ， 真正做到方便大众查阅 、
展览和研究 ，

为研究工

作服务。 例如对现存石碑 、 石刻适宜拓印的 ， 要建立

保用视野 Ｉ０２７



健全拓片档案和图像电子档案 ， 对因风化等原因造成

的碑文文字不可辨或存疑的 ，
要借助著录文献核对碑

文
，
加 以校对、 考证和辨识。

（
２

） 建设开通曲阜石碑石刻数字博物馆 。 利用三

维成像等现代科技手段 ，
开展曲阜石碑石刻保护利用

数字化工作 ， 建立曲阜石碑石刻数字博物馆。 例如
，

乙琪碑是
“

八分隶书
”

的典型石碑 、 张猛龙碑是
“

魏

碑的登峰造极者
”

等 ， 对这些能够突出反映汉字书法

发展和书体演变的北陛石 、
五凤刻石、 乙琪碑 、礼器碑 、

孔宙碑 、 史晨碑 、 张猛龙碑等石碑 ，
通过现代信息技

术创新记录 、 处理和展示石碑文字的新方法 ＇ 开通

网上参观 、 资料查阅等便捷渠道 ， 为书法教学 、
书法

艺术欣赏 、 艺术研究和历史研究等工作服务 。

（ ３） 实施曲阜石碑石刻抢救性著录与研究工程 。

将 曲阜石碑石刻资源研究利用工作 ， 纳人国 家和省

市古籍文献资料研究重要 内容之
一

，
组织专家学者

开展抢救性著录与研究工作 。
一是加强石碑石刻文

字 、 图像资料的整理 ，
辨析 、 阐释 、 释疑 ，

纠正原

有著录错误 ，
回归其

“

原始性
”

和
“

真实性
”

。 碑

刻所保留的第
一

手资料可信度高 ， 为全面整体地解

读历史提供了更完整的证据链 ， 是正史文献的有效

补充。 古今著录碑文时 ， 不乏错字 、 漏字 ， 甚至个

别衍文 ， 与原碑有违 ，
也缺少校勘 ，

比如 《 宣圣林

神 门记 》 碑 ， 孔 尚任 《 阙里志 》 、 孔继汾 《 阙里文

献考 》 等在著录时 ，将
“

崇建
一

门
”

误作
“

建重门
”

，

后诸多文献引用之 ， 由此造成孔林大林门与宣圣林

门 （ 现孔林二林门 ） 是元至顺二年 （ １ ３３ １） 建重门

所致的错误 。
二是加强对碑文价值的深入挖掘和探

讨研究 。 既要有碑文细部问题的立论研究 ，
也要有

石碑记载信息 的深入探讨 ，
还要有石碑石刻资料与

历史文献史料的对比研究分析甚至跨学科研究 。 著

名史学家傅衣凌先生生前就主张 ， 社会经济史的研

究不能只从书本 出发 ，
而要注意石碑等民间材料 ＇

史学工作者都应当重视石碑这
一宝贵的 民间资料 ，

走出 图书馆 ， 到田野中去汲取新鲜材料。

（
４ ） 创新碑刻文化遗产到文化生产的创造性转

化 ， 让碑刻文物活起来 。 发掘 曲阜石碑石刻资源书

法 、 艺术和历史价值 ， 创新展示利用的技术和手段 ，

开展文字演变数字化教学 、 画像石艺术演变 、 祭孔

礼乐研究 、 拓碑技艺展示体验等创新性展示体验活

动 。 针对不同体验群体遴选 出撰文 、 书法 、 镌刻等

方面颇具特色的石碑 ，
开展书法 、 镌刻 、 拓碑等技

艺展示体验活动 ，
彰显文物保护和旅游项 目 开发的

完美契合 ，
使原本

“

冷冰冰
”

的石碑升温 ， 让石碑

文物和拓碑技艺变活 ， 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技艺体验

活动 向市民和游客传授国学知识、 传播中华美德 ，

让市民和游客在技艺的体验娱乐中得到教育 ， 得到

心灵的感悟 ， 从而服务于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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