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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浩，女，1970 年出生，浙江宁波人。1991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系机

械设计与制造专业，后进入复旦大学文博系进行为期两年的文物与博物馆专

业脱产进修，2010 年获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项目管理硕士学位。现为宁波市

文物保护管理所（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科技保护中心副主

任（主持工作）。主要从事古建筑和出土、出水文物的研究和科技保护。

　　从事专业工作 17 年以来，发表的相关论文有《浅析上海博物馆青铜器

陈列馆的光照、色彩与陈列》、《保国寺古法保存探源》、《宁波明代民居建筑

鉴析》、《宁波象山港古铁锚化学成分及腐蚀机理分析》、《“海上丝绸之路”的

文化遗产 —— 上林湖越窑青瓷》、《宁波出土白瓷的研究》、《宁波出土磁州窑

（系）瓷器的研究》等，并和林士民先生合著《中国越窑瓷》上、下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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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所（考古研究所）林浩同志寄来《东钱湖石作艺术》一书的

书稿，邀请我写一篇序，因工作关系曾在宁波东钱湖四周有过多次考察，对石作文化

有所了解，故欣然接受。

宁波东钱湖四周的石作物相当丰富，这批石作物是我国两宋时期浙江乃至中国石

作艺术发展的代表，特别是南宋墓前石刻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宋代这一艺术领域的空

白。

林浩同志的《东钱湖石作艺术》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这是研究东钱湖石作文化的一部专著。宁波东钱湖石作物中关于南宋史

氏墓前石刻的研究，过去虽也出版过，但是多以介绍性为主。《东钱湖石作艺术》一书，

可以说是文物部门的专业人员从文物研究的角度，结合文献资料第一次较全面地对

东钱湖四周石作物的遗存进行研究的一部专著。

通过对南宋史氏墓前石刻、史氏开凿的石窟、两宋时代的塔、石坊建筑、民居的

石窗、抱鼓石等研究，人们看到了浙东东钱湖四周自两宋以来，石作物不仅有省、市、

区级文物保护单位，还有许多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些石作文化内容丰富多彩，对

进一步深化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内涵的研究，创造了条件，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第二，对石作文化研究具有一定的深度。《东钱湖石作艺术》一书，是以文物遗

存为基础，根据文献、考古资料，以年代为顺序，进行排比论述。例如对于南宋史氏

墓前石刻的分期，是具有相当研究深度的，因为只有正确的分期，才能判别不同时期

石刻的特点。又如墓前石刻的制作工匠问题，作者从石刻遗存着手进行科学的对比，

大胆分期，也有一定的说服力。再如南宋享亭复原问题，作者收集了大量东钱湖史氏

墓前残存的遗留构件，依据建筑形制进行整合，使享亭建筑得以复原，是难能可贵的。

对北宋塔的探索，是通过对北宋石塔全方位的论证描述，显示了选址的合理，结构的

科学，装饰的简朴，石刻佛像之精湛。在石牌坊的研究中，不但借鉴了前辈学者的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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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而且对于鉴定标准方法进行总结，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在宋代石刻装饰纹样及其分类研究中，不但能够探其源，而且对各种纹样进行实物对

比，使读者看了一目了然。史氏墓前石椅的恢复与史氏墓前御碑（赑屃）的研究，是

在继承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石作遗存进行探索的 …… 在上述石作文化研究

中，以实物遗存为出发点，这表明作者对东钱湖石作物的观察、调查、研究是极其用心

的。这些成果的取得，反映了作者在石作文化研究领域中迈出了一大步，上了一个新

台阶。作为老一辈文物工作者，我们感到很欣慰。

第三，为石作文化研究、宣传开了一个好头。目前浙江省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中，

属于石作范围的如唐安国寺、法隆寺、保国寺的经幢，飞来峰造像，东钱湖石刻等 20

余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则有 40 余处。这些石作物充分反映了浙江的石作文化有着

悠久的历史。各地政府对上述石作文化遗存，都有了精心的保护。但在民间尚有一

大批石作物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对这些地域性的石作文化的研究也还不够。为了

更好地保护这部分的文化遗产，应当重视对它们的研究与宣传，在研究的基础上，为

保护、利用提供科学的依据。

《东钱湖石作艺术》一书，不仅对东钱湖区域的石作作了详细的研究，还与国外

石作文化的保护作了详尽的对比、探索与考证，成果是显著的。这不仅为今后东钱湖

周边的文物保护规划与开发利用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也为石作文化的研究、宣传

开了一个好头。只有深刻了解保护对象所具有的历史、艺术、科学的“三性”，才能了

解它们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与地位。

林浩同志是一位年轻的学者，能连续十多年坚持对石作文化进行研究，并取得

丰硕的成果，是值得鼓励的。在学术领域中研究是无止境的，希望她能再接再厉更上

一层楼。相信《东钱湖石作艺术》一书的出版，将进一步推动石作文化的研究，同时

对年轻一代学者的成长表示祝贺。

2012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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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宁波是石作文化兴旺发达的地区之一，早在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

先民们已用石料制作了生产工具石刀、石斧、石锛等，尤其是石锛的创制，使浙东成为

东亚、东南亚以至南亚地区石锛的发源地；春秋战国时代，浙东石构建筑土墩石室墓

葬，在建筑史上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唐代的经幢建筑与四大金

刚石刻更是珍贵的石作遗存；北宋石构高层建筑二灵塔，也算为全国不多见的石作遗

产；南宋时期，明州（宁波）的石作文化相当兴盛。石作文化东传日本，目前日本世界

文化遗产东大寺内尚保存南宋时明州匠师陈和卿、尹行末制作的石狮子以及其他石

刻造像，这是历史交融的见证，对日本石作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目

前保存的南宋时代石作文化的精华以鄞州区东钱湖南宋史氏墓前石刻为典型代表。

十多年前，林浩同志常利用双休日驱车约我们去东钱湖参观、考察石刻，当时鄞

州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正在搜集零星石作构件与石刻，准备筹建石刻博物馆。此后屠

仲光先生又经常陪同我们深入到山坳丛林寻找被遗弃多年的墓前石刻、石窟造像与

各类石作物。在实地考察中，她总是认真地做笔录、量尺寸、拍照片、拓拓片，就是这

样一点一滴地学习、积累 ……

东钱湖的许多石刻、建筑，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曾发生过移位或被挪作他用，使

原来石作物的组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在公园内的文臣、武将与羊、虎、马都已

不是原来的组合，为了真实地反映历史，保持它们的原真性，不管在炎热的夏天，还是

严冬腊月，林浩同志都根据掌握的资料，一件一件地寻找，一件一件地确认。我觉得

要坚持文物的原真性，这一点十分重要，作为学者这是最基本的素质，否则就会误导

后学者。例如有的石牌坊建筑，从表面上看很完整，其实细细推敲，就会发现不是浙

东风格，而且其中的很多构件是经过后人加工的。作为一个研究者，对所研究对象的

原真性的把握是首要的，因为它保留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作为一个文物干部，对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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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工作范围内的保护对象，一定要熟悉并研究它，一定要“专”。只有立足本职，才可

以为做好保护工作提供条件，而且通过研究，还能深刻地理解被保护对象的文化内

涵，反过来又可指导我们的工作。

林浩同志经过十多年对东钱湖石作文化的研究、探索，终于在2006年发表了《浙

江宁波东钱湖南宋墓前石刻研究》、《东钱湖南宋史氏墓前石刻的作者研究》（被评为

“第五届浙东文化论坛”优秀论文）等，第一次详尽地对东钱湖南宋史氏墓前石刻进

行了分期研究，引起了国内外石作文化研究专家、学者的关注，日本石作文化研究者

还曾专程来宁波与她进行交流。

林浩同志的研究从对东钱湖南宋史氏墓前石刻探究，逐步扩大到整个东钱湖的

石作文化研究，除墓前石刻外，还包括东钱湖石构建筑物和东钱湖石作装饰的鉴定鉴

赏等方面，也就是由单项研究发展到集群性文物的溯源探究。在研究时，相信只有认

真读书、联系实际、吸取精华去其糟粕，使自己的认识不断深化，才有可能使自己的研

究工作不断得到升华。

在石作文化领域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的学者的努力，他们在实践中

成长，也看到了文物考古战线年轻一代之希望。我相信只要脚踏实地工作、学习、研

究，在不久的将来他们都会脱颖而出，成为文物战线上的一支生力军。

是为序。

                

                   

                         2012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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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地处我国大陆海岸线中部，依山濒海，三江贯流，特殊的地理环境为地域文

化的蕴蓄提供了基础，发达的水上交通为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

在长达 7000 年的历史长河中，宁波不仅涵育了卓尔不群的地域文化，而且始终

积极地将这些先进文化传播、辐射至海外，石作文化就是其中的一朵奇葩。典型的代

表就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钱湖石刻群，庙沟后、横省石牌坊和二灵塔等。

宁波市鄞州区东钱湖四周的石作，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始就已引起各级政

府的重视，笔者自从帮助东钱湖地区做“四有”档案开始，亦渐渐进入了探索的角色。

早在十多年前，笔者怀着对东钱湖石刻浓厚的兴趣，曾对这批石作物中的部分载体，

如二灵塔和史氏墓前石刻进行过剖析、分期，以期找出它们在每个历史时期的特征，

从而便于判断载体年代等。在历次申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等工作中，笔者均亲临第一线进行实地调研，撰写申报文本。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以

来，由于工作安排恰又负责该地区普查的辅导工作，与普查队员们一起，冒酷暑战严

寒，深入山村丛林进行调查记录。此次普查经历加上原先对石作物研究的一些积累，

使笔者对东钱湖四周石作文化的形成、发展以及它们在每个历史时期对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的影响、作用有了更进一步地了解，也萌生出著作此书的意愿。

石作，旧指石工作坊或石工，石工即采石或加工石料以及切割、雕刻或修整石头

的工人的总称。按照古代的传统，石作行业分成大石作和花石作，大石作匠人成为

大石匠，花石作匠人称为花石匠。 大石作包括古建筑中常用的石构件，如须弥座及

勾栏、柱顶石及山墙石作、夹杆石等，还包括华表、经幢、阙、塔、门、窗等等的石结构建

筑；石雕制品或石活的局部雕刻即由花石作来完成。东钱湖南宋墓前石刻群、石牌坊

建筑、二灵石塔、石窟遗存等就是东钱湖石作文化中的精品，受到国家及省市（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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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文物保护部门的保护。

石作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是以石作物为具体载体来探究某个历史时期的

某项石作主题，包括它的创作思想、时代特征、艺术构思、制作工艺及历史价值等。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陆续有考古、宋史、雕塑、美术、工艺美术等领域的专家

对东钱湖石刻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特别是南宋史氏墓前石刻，以其庞大的气势和重要

的人文价值，作为我国南宋时期规模最大、数量最多、雕刻艺术最精湛的墓前石刻遗

存，从石刻群的规模，以及艺术质量，都填补了我国南宋时期美术史、文物考古史、雕

刻艺术史领域的空白。而另一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庙沟后、横省石牌坊作为我国目前

已知的年代最早的石牌坊，因其仿木构形制、典型的南方建筑做法及反映出的木构建

筑与石构建筑之间的一种过渡关系，在建筑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随着宁波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中、日、韩三国文化交流渐趋频繁，例如日本东

京大学设立的“东亚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形成 —— 以宁波为焦点开创跨学科

研究”专项课题，就是明确以宁波为中心开展的。来宁波考察东钱湖石作文化的日

本学者络绎不绝，他们对于南宋时期明州著名的匠师陈和卿、尹行末帮助日本重建东

大寺和他们的作品（日本东大寺石狮子等石作遗存）都做了深入的研究，笔者与他们

交流后在受到启发的同时也获得了日本学者关于石作研究的最新信息。

本书旨在以宁波东钱湖石作物为例，对石作文化进行追溯与探究。在吸取前辈

经验的同时，再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和体会。现将各章内容介绍如下：

第一章  历史遗踪

本章主要介绍东钱湖的自然与人文背景，并概括石作物分布的情况。一千多年

来，东钱湖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名人乡贤，其中最著名的是“史氏”。史氏一门三丞相

（史浩、史弥远、史嵩之）、四世两封王（史浩、史弥远）的显赫家世在南宋期间是独一

无二的，且“满朝文武，半出史门”，史氏在南宋朝廷为官者达 200 余人，贯穿了整个南

宋一代，可以说，一部完整的史氏家族史，也是南宋史的部分缩影。史氏墓葬的营造，

显示了中国堪舆学的“宗脉”与“地相天和”的伦理。

这批分布在东钱湖周边的石作文化遗产，为美术史、雕塑史、建筑史等添上了浓

重的一笔。如今的东钱湖不仅是国内外专家学者研究我国南宋石刻文化的重地，而

且已成为“国际湖泊休闲示范基地”和国内大型湖泊生态保护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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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石刻造像

石刻造像在石作行业里属于花石作，笔者将本章的研究重点放在对南宋史氏墓

前石刻造像全方位的探索上，主要从石刻造像的分期、特点、造型艺术、历史演变、纹

样装饰和墓前石刻的作者追溯等方面进行研究，按墓前石作制作的年代、分期的历史

特点来探索它们的“神韵”及创作的艺术风格、技艺、造像形态的历史演变。

关于南宋史氏墓前石刻造像，以往均以粗线条进行宏观研究，为了更深入地研

究，笔者对现存的实物遗存多次进行实地考察，并通过大量资料的考证、核实，开拓性

地研究了南宋时石刻造像的发展历史。

通过纹样装饰对比研究，可以推断不同纹样在不同时期的状况。对这些纹样进

行释义分类，可以使读者了解到北宋《营造法式》中提出的 11 种纹样，在东钱湖石

刻制品中都有体现。吉祥图案在石刻中到处可见，如云纹、水波纹、宝相花、卷草纹、

动物瑞兽纹、人物纹、山石树木纹以及几何纹等。这些纹样的历史渊源，如缠枝纹一

类，最早可追溯到南北朝；宝相花一类，在唐代开始盛行；海兽纹之类，源于西汉，是从

海外传入我国的，盛于中唐，延续至宋，现大量出现在马的装饰上。上述各式纹样不

仅历史渊源深厚，而且流传广泛，到南宋时得到进一步发展。

关于东钱湖史氏墓前石刻的作者，笔者将南宋时期明州与日本文化交流的石作

文化与日本现存的石作作品及文献记载进行对比，认为史氏墓前石刻第一期的作者

应为陈和卿、伊行末的前辈，第二期的作者是以陈和卿、伊行末为代表的著名石作雕

刻家，第三期的作者是陈和卿、伊行末的晚辈。

对史氏墓前御碑（赑屃）、史浩建造的石窟等石作物进行介绍与论述，对未来这

方面的石作研究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元明时的墓前石刻雕像数量骤减，但仍各有特色，元代以袁桷、王应麟、史守之

墓前的石刻造像为代表，明代以余永麟、余有丁、金忠家族墓前的石刻造像为代表，分

别进行了剖析探索。

第三章  石构建筑

石构建筑在石作行业里属于大石作，包括古建筑中常用的石构件。笔者通过对

现存石塔、石享亭、石牌坊、石椅、石窗、抱鼓石等的分析，探讨了石构建筑的基本形

制，为木构建筑的研究提供了实物例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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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北宋二灵塔的研究，首次提出了石塔结构与结构艺术特点，选址符合堪舆学，

使这座浙江省内唯一的仿木结构密檐塔成为当今中国研究石结构塔的一份极为宝贵

的文化遗产。

别具一格的南宋石享亭，本可列入墓前石刻造像艺术类，由于现存遗物几乎都

是残件，散落在墓前草间，艺术价值稍打折扣。

笔者在调查测绘的基础上，对于建筑的屋面（包括戗角、脊兽、筒瓦、滴水、山面

等）檐下的斗栱结构、进深面宽及门窗的设置尺寸规格等进行分析，进行定位复原，

可基本再现当时流行的南宋建筑的真实面目及精湛的制作工艺，从另一个侧面也反

映出南宋时期浙东明州建筑业的繁荣程度。

由于石制牌坊体量较大，数量较多，在建筑史研究及文物保护方面都占据着重

要地位，故将东钱湖宋元明石牌坊单独列章节，将它们的结构、特点互相比较，从中了

解这一地域石制牌坊的发展规律。通过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横省村、庙沟后两

座石坊，南宋的省元坊，横街上林寺坊及明嘉靖十六年、十七年的纪年牌坊等的具体

描述，归纳出各自的时代特征，为鉴定提供标准器。

关于石椅的研究，主要对过去石椅结构的报道推断不周的情况给予纠正，并且

阐明了隐蔽部分的结构，使人们对宋代石椅的真正面貌得以了解，以期进一步推动对

宋椅的研究。

民间石窗艺术研究是根据两次全国文物普查和平时积累的资料，对现存实物进

行分类与特色探索。石窗作为建筑物构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融实用性与艺术性

为一体，不但有艺术特性还有艺术共性。从这批石窗画面设计、表现内容、制作技法

等可以得知，在众多的石窗中很少有写实的画面、完整的现实形象，大都是通过石作

物匠师精心大胆地取舍进行装饰与制作，不但为建筑物增添了通风、采光的实用性，

更增加了它的艺术性。建筑大师贝聿铭早就指出，中国的“窗子是艺术”，说明窗子在

建筑中的重要地位。

笔者还对抱鼓石遗存进行了探索。抱鼓石有镇邪与吉祥如意之意。这类石作物，

在北京四合院门前装饰相当盛行，在长江以南的富豪门庭、大宅院、寺院庙庵、贵族坟

庄前等都有这类抱鼓石作装饰。

宁波地区的抱鼓石，北宋时已经出现，在南宋已相当盛行，这类石作物每一个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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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石鼓造型、须弥座式样、门槛与门轴宝瓶的雕刻及抱鼓面上的雕琢和须弥座束腰

中的雕刻，都有不同的纹样与特点。元明时期的抱鼓石，从鼓的造型、须弥座的制作

线条和门枕后的门轴宝瓶等看，继承了南宋抱鼓石的某些元素，但由于时代不同，鼓

的形态、线条刻划、纹样的出现与南宋的大不相同。

第四章  石作装饰

本章主要通过对石刻作品装饰的介绍，为读者提供各种具体形象的石刻作品。

例如多姿多彩的石狮子、寺庙殿宇前的石狮子、私宅园林前的守护狮、桥梁上的装饰

狮和以狮子为题材的各种石狮子。牌坊柱头雕琢，内容以仙鹤、莲花、祥云、花卉等为

主，元素极为丰富。

装饰性的石雕作品，主要有建筑构件上的装饰、院落建筑中的石雕装饰以及墓

地牌坊装饰等。特别引人注目的石雕作品，有人物故事、戏曲故事、神话传说、民间生

活及吉祥类的山水花鸟。这些作品有相当高的水准，十分惹人喜爱，这是民族文化遗

产的组成部分，是值得人们关注、鉴赏和保护的。

全书采取以石作物遗存为中心，以文献考古资料为佐证的立论方法，用了较大

篇幅对石刻造像艺术和石构建筑文化，包括人物、动物等石作物和石塔、石牌坊及建

筑小品等进行了研究，其中大量涉及历史、地域文化史、美术史、雕塑史、家具史及建

筑学 ( 史 ) 的知识，由于笔者学识浅薄，虽已吸取前辈的研究成果，但在提炼运用中，

仍不免会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海涵，并期待中外专家、学者进一步关注宁波东钱湖

石作文化的研究，使其在文化艺术百花园中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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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钱湖远景

第一节　东钱湖的历史

东钱湖位于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东南部，距宁波市区 15 千米，东经 121° 42′，

北纬 29° 49′，因其湖承钱埭水，故号钱湖，又名万金湖（乾道《四明图经》）。唐时

因 县未徙时，县治在 山，而湖在县治之西，曾称之为西湖（《唐书·地理志》、光

绪《鄞县志》）。宋时又称东湖，因县治已移至三江口，湖便在其东南，故名之。 湖之

东南两面背依青山，西北则毗邻平原，东西宽 6.5 千米、南北长 8.5 千米，环湖周长约

45 千米，水域面积近 20 平方千米，是浙江省最大的淡水湖。

　　东钱湖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像一颗熠熠生辉的珍珠镶嵌在宁波平原的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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