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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然而为经济发展而破

坏文物的事件时有发生，这无不为国人所痛心，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

文物保护越来越受到政府和人民的重视。然而，对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

地区而言，要保护好那些留存下来的文物，也存在诸多困难，其中最突

出的就是维护资金不足的问题。因此，除了国家立法保护外，如何摸索

出一条通过文化生态开发利用，来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的路子，是解

决这些地区文物保护经费不足，更好地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传播、

教育的重要途径。在此，我们想通过对桂林摩崖石刻文化生态发展研究

的案例，以寻找经济欠发达地区文物保护、开发、研究、传播、教育的

有效途径。

桂林摩崖石刻，上起南朝，下至清代，现存摩崖碑碣近两千件，其

中以宋、清两朝数量最多，各约五百件。桂林石刻分布在桂林市区及近

郊的二十余座山岩上，可以说诸山无一处无石刻，最多的一山有 300 件

桂林摩崖石刻文化生态
发展构想

桂林旅游

高等专科学校

文／许华新

▼

摘要：本文以桂林摩崖石刻文化生态发展为案例，通过多渠道文化

传播、文化生态开发和以文养文的途径，充分发挥文物的社会教育功能，

同时又能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以贴补文物保护和研究。本案例旨在探索

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文物保护、开发、利用、研究的新路子，以期能

对这些地区的文物保护和研究提供有现实意义的新方法和新途径。

关键词：摩崖石刻  文化生态  文物保护
明《诰封一品夫人吕母行状》与封建伦理中女性形象的构建 094
文／廖煜

石刻资料采集手段概述 112
文／邓志强

宋石曼卿《饯叶道卿题名》简述 131
文／吴文燕

清代以来灵川护林碑研究 100
文／鲍刚

宋代方信孺桂林题刻浅析 121
文／汤静

版图 138

桂林石刻研究综述 085
文／刘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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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然而为经济发展而破

坏文物的事件时有发生，这无不为国人所痛心，值得庆幸的是，近年来

文物保护越来越受到政府和人民的重视。然而，对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

地区而言，要保护好那些留存下来的文物，也存在诸多困难，其中最突

出的就是维护资金不足的问题。因此，除了国家立法保护外，如何摸索

出一条通过文化生态开发利用，来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的路子，是解

决这些地区文物保护经费不足，更好地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传播、

教育的重要途径。在此，我们想通过对桂林摩崖石刻文化生态发展研究

的案例，以寻找经济欠发达地区文物保护、开发、研究、传播、教育的

有效途径。

桂林摩崖石刻，上起南朝，下至清代，现存摩崖碑碣近两千件，其

中以宋、清两朝数量最多，各约五百件。桂林石刻分布在桂林市区及近

郊的二十余座山岩上，可以说诸山无一处无石刻，最多的一山有 300 件

桂林摩崖石刻文化生态
发展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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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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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以桂林摩崖石刻文化生态发展为案例，通过多渠道文化

传播、文化生态开发和以文养文的途径，充分发挥文物的社会教育功能，

同时又能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以贴补文物保护和研究。本案例旨在探索

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文物保护、开发、利用、研究的新路子，以期能

对这些地区的文物保护和研究提供有现实意义的新方法和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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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多。较为集中的有龙隐岩（龙隐洞）、七星岩、普陀山、叠彩山、伏

波山（还珠洞）、独秀峰、象鼻山、南溪山、隐山、虞山等处。龙隐岩、

龙隐洞是桂林摩崖石刻最集中的地方，上世纪 60 年代在这里建成“桂

海碑林”，向世人系统地宣传桂林摩崖石刻的发展历史和文化内涵。桂

海碑林博物馆位于月牙山南麓，由龙隐岩和龙隐洞两处的 220 余件摩崖

石刻和新建碑阁中数十件石刻组成，还收藏了市内外拓本上千件。这些

石刻和拓本，较集中地反映了桂林千余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历

程，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和文学价值，历来都被学术界所看重，享有“北

有西安碑林，南有桂海碑林”美誉。

桂林石刻的内容，涉及隋唐至晚清一千七百多年的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和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其形式，有名胜题字、骚客题名、文人题

记及诗词歌赋对联铭文、佛家造像刻经、庙堂书院碑记、各种事件刻记

及诰封、告示、禁约、墓志、地券等等。由唐朝至宋朝，桂林摩崖刻石

风气开始兴起并迅速盛行，到元、明、清时期，摩崖刻石的风气不仅延

续下来，而且依然盛行，已经成为文人墨客游览桂林山水不可或缺的文

化行为，这些珍贵的石刻，也为桂林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文献史料。桂林

摩崖石刻今已成为世间非常珍贵的文化瑰宝，并以其厚重的人文内涵和

珍贵的文化价值在桂林旅游事业的繁荣发展中、在中华历史文化的弘扬

复兴中更加获得世人的珍视。

长期以来，桂林的文管工作者对桂林摩崖石刻做了大量的整理、研

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由于桂林的经济发展在全国处于中等水

平，对石刻研究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对石刻的研究、传播、开发、

利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也给现在的文物工作者留下很大的研究空间。

鉴于此，探索出一条对石刻保护性研究、开发利用的文化生态发展道路，

对石刻的深入研究和有效保护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桂林摩崖石刻的文化生态发展，主要是指在对石刻进行有效保护、

深入研究的前提下，合理地开发、利用石刻文物资源，进行广泛的社会

教育和多渠道合理创收，达到以文养文，保护、研究、开发一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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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多。较为集中的有龙隐岩（龙隐洞）、七星岩、普陀山、叠彩山、伏

波山（还珠洞）、独秀峰、象鼻山、南溪山、隐山、虞山等处。龙隐岩、

龙隐洞是桂林摩崖石刻最集中的地方，上世纪 60 年代在这里建成“桂

海碑林”，向世人系统地宣传桂林摩崖石刻的发展历史和文化内涵。桂

海碑林博物馆位于月牙山南麓，由龙隐岩和龙隐洞两处的 220 余件摩崖

石刻和新建碑阁中数十件石刻组成，还收藏了市内外拓本上千件。这些

石刻和拓本，较集中地反映了桂林千余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历

程，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和文学价值，历来都被学术界所看重，享有“北

有西安碑林，南有桂海碑林”美誉。

桂林石刻的内容，涉及隋唐至晚清一千七百多年的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和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其形式，有名胜题字、骚客题名、文人题

记及诗词歌赋对联铭文、佛家造像刻经、庙堂书院碑记、各种事件刻记

及诰封、告示、禁约、墓志、地券等等。由唐朝至宋朝，桂林摩崖刻石

风气开始兴起并迅速盛行，到元、明、清时期，摩崖刻石的风气不仅延

续下来，而且依然盛行，已经成为文人墨客游览桂林山水不可或缺的文

化行为，这些珍贵的石刻，也为桂林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文献史料。桂林

摩崖石刻今已成为世间非常珍贵的文化瑰宝，并以其厚重的人文内涵和

珍贵的文化价值在桂林旅游事业的繁荣发展中、在中华历史文化的弘扬

复兴中更加获得世人的珍视。

长期以来，桂林的文管工作者对桂林摩崖石刻做了大量的整理、研

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由于桂林的经济发展在全国处于中等水

平，对石刻研究的投入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对石刻的研究、传播、开发、

利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也给现在的文物工作者留下很大的研究空间。

鉴于此，探索出一条对石刻保护性研究、开发利用的文化生态发展道路，

对石刻的深入研究和有效保护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桂林摩崖石刻的文化生态发展，主要是指在对石刻进行有效保护、

深入研究的前提下，合理地开发、利用石刻文物资源，进行广泛的社会

教育和多渠道合理创收，达到以文养文，保护、研究、开发一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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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这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这种模式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

方面同时展开：社会效益方面，主要通过文物的教育功能来传播历史文

化精神，唤醒民众的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意识；经济效益方面，则通过

对文物资源开发利用进行多渠道合理创收，以贴补石刻保护和研究的经

费，解决文物保护、研究经费不足的问题。两个方面的最终目的都是文

物保护和研究，既为文物保护、研究赢得民意又解决研究经费的困难。

对这种模式的设计和运营方案，我们做如下构想：

建立国民历史文化教育基地，普及、提高全民的文物保护意识。对

石刻进行保护的同时，又对石刻进行开发、利用，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它

的社会效益，主要是对它的了解、认识、普及、教育功能。首先，我们

可以在碑刻集中且景色宜人的景点（如：桂海碑林、独秀峰、叠彩山、

伏波山、南溪山等）建立国民历史文化教育基地，配以专业的导读讲解员，

面向市民和各类学生，让更多的人了解石刻所记载、传达的历史事件、

文化思想、奇闻趣事、艺术魅力等，使市民得到传统教育的同时，石刻

的历史文化价值也得到广泛的认同和传播，进而增强市民的文物保护意

识和参与文物研究的兴趣，有利于文物的保护和研究。这些教育基地的

选择主要在市区或在市区的周边景区，这样方便市民参观，能发挥良好

的教育效果。在基地建设过程中，为了节省开支，我们可以以招聘义务

讲解员和保洁志愿者的形式进行，通过培训，使基地成为退休职工发挥

余热和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场所，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传播传统美德，

传递正能量，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

建立艺术教育基地，带动石刻艺术价值的挖掘、利用、研究。艺术

价值是桂林摩崖石刻的另一重要价值，为了进一步挖掘、研究、利用石

刻的艺术价值，在这些石刻集中地建立艺术教育基地，与艺术院校的师

生合作，进行资源共享、共同研究，以带动石刻艺术价值的多渠道利用、

传播，并进一步挖掘石刻的艺术价值，拓宽研究领域。一方面，艺术院

校师生可以利用石刻艺术的资源进行艺术创作，增强其文化底蕴，激发

其创作灵感，以创作出更好的艺术作品。另一方面，通过艺术家的再创造，

赋予传统石刻新的图像阐释、新的文化含义和时代精神，也使石刻艺术

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同时，由于艺术院校师生的参与，还能壮大石刻艺

术研究队伍，有利于对石刻艺术进行深入的、跨领域的、多角度的研究，

这无疑是桂林摩崖石刻文化生态发展的重要途径。另外，艺术教育基地

的建设不仅面向大专院校的专业学生，也是中小学生进行艺术教育实践

的场所，让广大中小学生领略古代石刻的艺术魅力，鲜活地感受传统文

化精神，教育效果不言而喻。

发展考古文化旅游，以解决石刻保护和研究的部分经费，并带动石

刻文化的传播。桂林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每年有数百万的游客到此

地旅游，他们除了被这里美甲天下的山水吸引，还被这里的历史文化深

深的吸引。在游客中，不乏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兴趣的，针对这部分游客，

我们可以专门设计一条以石刻遗迹为主线的文化古迹旅游线路，配以专

业的导游，带领他们考察、游览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迹。石刻考古文

化游可以立足于游客，设置石刻遗址参观考察、讲座与研讨、拓片制作

体验、个性化衍生品制作等多个项目，让游客充分了解、体验石刻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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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这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这种模式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

方面同时展开：社会效益方面，主要通过文物的教育功能来传播历史文

化精神，唤醒民众的文物保护和文化传承意识；经济效益方面，则通过

对文物资源开发利用进行多渠道合理创收，以贴补石刻保护和研究的经

费，解决文物保护、研究经费不足的问题。两个方面的最终目的都是文

物保护和研究，既为文物保护、研究赢得民意又解决研究经费的困难。

对这种模式的设计和运营方案，我们做如下构想：

建立国民历史文化教育基地，普及、提高全民的文物保护意识。对

石刻进行保护的同时，又对石刻进行开发、利用，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它

的社会效益，主要是对它的了解、认识、普及、教育功能。首先，我们

可以在碑刻集中且景色宜人的景点（如：桂海碑林、独秀峰、叠彩山、

伏波山、南溪山等）建立国民历史文化教育基地，配以专业的导读讲解员，

面向市民和各类学生，让更多的人了解石刻所记载、传达的历史事件、

文化思想、奇闻趣事、艺术魅力等，使市民得到传统教育的同时，石刻

的历史文化价值也得到广泛的认同和传播，进而增强市民的文物保护意

识和参与文物研究的兴趣，有利于文物的保护和研究。这些教育基地的

选择主要在市区或在市区的周边景区，这样方便市民参观，能发挥良好

的教育效果。在基地建设过程中，为了节省开支，我们可以以招聘义务

讲解员和保洁志愿者的形式进行，通过培训，使基地成为退休职工发挥

余热和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场所，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传播传统美德，

传递正能量，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

建立艺术教育基地，带动石刻艺术价值的挖掘、利用、研究。艺术

价值是桂林摩崖石刻的另一重要价值，为了进一步挖掘、研究、利用石

刻的艺术价值，在这些石刻集中地建立艺术教育基地，与艺术院校的师

生合作，进行资源共享、共同研究，以带动石刻艺术价值的多渠道利用、

传播，并进一步挖掘石刻的艺术价值，拓宽研究领域。一方面，艺术院

校师生可以利用石刻艺术的资源进行艺术创作，增强其文化底蕴，激发

其创作灵感，以创作出更好的艺术作品。另一方面，通过艺术家的再创造，

赋予传统石刻新的图像阐释、新的文化含义和时代精神，也使石刻艺术

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同时，由于艺术院校师生的参与，还能壮大石刻艺

术研究队伍，有利于对石刻艺术进行深入的、跨领域的、多角度的研究，

这无疑是桂林摩崖石刻文化生态发展的重要途径。另外，艺术教育基地

的建设不仅面向大专院校的专业学生，也是中小学生进行艺术教育实践

的场所，让广大中小学生领略古代石刻的艺术魅力，鲜活地感受传统文

化精神，教育效果不言而喻。

发展考古文化旅游，以解决石刻保护和研究的部分经费，并带动石

刻文化的传播。桂林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每年有数百万的游客到此

地旅游，他们除了被这里美甲天下的山水吸引，还被这里的历史文化深

深的吸引。在游客中，不乏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兴趣的，针对这部分游客，

我们可以专门设计一条以石刻遗迹为主线的文化古迹旅游线路，配以专

业的导游，带领他们考察、游览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迹。石刻考古文

化游可以立足于游客，设置石刻遗址参观考察、讲座与研讨、拓片制作

体验、个性化衍生品制作等多个项目，让游客充分了解、体验石刻艺术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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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底蕴和艺术魅力。石刻考古文化旅游一方面能通过门票收入增加

石刻保护和研究的经费；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旅游讲解来传播石刻文化和

石刻保护的有关知识，对石刻保护和研究是多有补益的。

建立石刻衍生品生产和销售渠道，以解决石刻保护和研究的部分经

费，并带动石刻文化的传播。艺术衍生品的产销已成为当代艺术市场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石刻艺术的开发、利用，衍生品产销可以成为重

要渠道。石刻衍生品的开发形式有很多，如：1、仿真碑刻、仿真拓片等

直接还原碑刻的产品。2、以碑刻图像为基础的加工产品，如：文化衫、

纺织品、小饰品、日用品等。3、以石刻图像为元素，经过现代设计、

生产的产品，可以涉及：石雕木雕、小饰品、家居、日用、室内及户外

景观等众多门类。

石刻衍生品的生产，设计主要选择内容上喜闻乐见，形象美观大方

的，有市场潜力的石刻。从当前市场看，大多数的石刻衍生品都停留在

石刻纪念品和只经过简单的图形移接的装饰、日用品上，而经过现代设

计的衍生品为其中的弱项，有待进一步的开发推广。由于经过现代设计

的产品更有现代气息，也更具审美性和趣味性，从而更贴近现代人的生

活，是接通传统精神和当代精神的桥梁，应该成为以后衍生品开发的主

要方向。这类衍生品的开发、设计可以通过与企业、艺术院校合作的形

式来完成，石刻景区提供素材，院校师生负责研发和设计，企业负责生

产和销售等。

衍生品的销售可以以石刻景点为核心多渠道进行。在石刻所在地销

售石刻衍生品无疑是最佳场所，游客和市民在参观完石刻遗迹之后，带

走自己喜欢的石刻纪念品或与石刻相关的艺术衍生品是顺理成章的事。

此外，对石刻艺术而言，利用对外承接景观雕刻工程，把石刻艺术融于

现代景观建设，也是赚取文物保护经费，传播石刻艺术价值的重要途径。

再者，利用电子商务、网络销售的形式，也是当今石刻衍生品销售的重

要渠道。

建设桂林石刻文化交流网，推动石刻文化传播、交流与研究。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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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底蕴和艺术魅力。石刻考古文化旅游一方面能通过门票收入增加

石刻保护和研究的经费；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旅游讲解来传播石刻文化和

石刻保护的有关知识，对石刻保护和研究是多有补益的。

建立石刻衍生品生产和销售渠道，以解决石刻保护和研究的部分经

费，并带动石刻文化的传播。艺术衍生品的产销已成为当代艺术市场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石刻艺术的开发、利用，衍生品产销可以成为重

要渠道。石刻衍生品的开发形式有很多，如：1、仿真碑刻、仿真拓片等

直接还原碑刻的产品。2、以碑刻图像为基础的加工产品，如：文化衫、

纺织品、小饰品、日用品等。3、以石刻图像为元素，经过现代设计、

生产的产品，可以涉及：石雕木雕、小饰品、家居、日用、室内及户外

景观等众多门类。

石刻衍生品的生产，设计主要选择内容上喜闻乐见，形象美观大方

的，有市场潜力的石刻。从当前市场看，大多数的石刻衍生品都停留在

石刻纪念品和只经过简单的图形移接的装饰、日用品上，而经过现代设

计的衍生品为其中的弱项，有待进一步的开发推广。由于经过现代设计

的产品更有现代气息，也更具审美性和趣味性，从而更贴近现代人的生

活，是接通传统精神和当代精神的桥梁，应该成为以后衍生品开发的主

要方向。这类衍生品的开发、设计可以通过与企业、艺术院校合作的形

式来完成，石刻景区提供素材，院校师生负责研发和设计，企业负责生

产和销售等。

衍生品的销售可以以石刻景点为核心多渠道进行。在石刻所在地销

售石刻衍生品无疑是最佳场所，游客和市民在参观完石刻遗迹之后，带

走自己喜欢的石刻纪念品或与石刻相关的艺术衍生品是顺理成章的事。

此外，对石刻艺术而言，利用对外承接景观雕刻工程，把石刻艺术融于

现代景观建设，也是赚取文物保护经费，传播石刻艺术价值的重要途径。

再者，利用电子商务、网络销售的形式，也是当今石刻衍生品销售的重

要渠道。

建设桂林石刻文化交流网，推动石刻文化传播、交流与研究。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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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今资讯传播的重要途径，由于其具有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获取

信息便捷等特点，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通过建

设桂林石刻文化的专门网站，展示、传播桂林石刻文化的魅力，让更多

的人了解并参与到石刻保护、研究的行列中，使之获得更广泛的群众基

础。网站的功能是比较广泛的，除了介绍桂林石刻遗迹和研究成果外，

还可以普及石刻文化知识，宣传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进行学术交流等，

可以把网站建成石刻文化研究、保护、开发、传播、交流等全方位的信

息平台。石刻文化交流网的建成，通过网络推广，可以快速提高桂林摩

崖石刻的知名度，更好地传播石刻文化知识和文物保护知识，唤醒民众

的文物保护意识，并能广泛调动研究资源，为石刻保护和研究带来更广

泛的理论和人力、物力支持。

桂林摩崖石刻文化生态发展研究对欠发达地区文物保护、研究的现

实意义。我国的很多珍贵文物分布在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在这些

文物中，除了国家重点保护的大型文物遗址外，许多中小型的文物遗址

由于缺乏经费和人们保护意识淡薄而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在这些地区，

博物馆设施简陋，户外遗址的保护措施更是捉襟见肘，正面临着人为和

自然力的破坏，因此，对这些文物的发掘、整理、保护、研究迫在眉睫。

对这些文物的保护、研究一方面需要经费，同时也需要唤醒人们热爱文

物，保护文物的意识。鉴于此，如何探索出一条通过对文物的开发、开放，

推广、普及来增强人们对文物的了解和热爱，唤醒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

并以文养文、以文保文的新路子，对这一地区的文物保护和开发、研究、

利用，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以上对桂林摩崖石刻文化生态发展的构想，期望成为我国欠发达地

区文物保护、开发、利用的新路子，为探索我国文物保护和研究的新模

式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桂林地区留存有丰富的摩崖石刻，其文物价值弥足珍贵。桂林摩崖

石刻始于东晋，兴于唐、盛于宋、低于元、繁荣于明清。从唐至清，石

刻延绵不断，延续时间长久，形制巨大，收集历代众多名人佳作，全国

罕见，尤其以宋代摩崖石刻的数量和质量为国内首屈一指。

据不完全统计，桂林的古代摩崖石刻近 3000 件，是中国摩崖石刻

最密集的城市。桂林摩崖石刻的代表首推“桂海碑林”， 素有“北有西

安碑林，南有桂海碑林”之称，可见其在中国碑刻界的地位与影响。桂

林摩崖石刻以唐宋为盛，在市区及其附近的石山上，到处可见唐宋以来

风雅之士的勒石题词，所以，中国碑刻界在归纳全国的古代碑刻时，得

出“汉碑看山东，唐碑看西安，宋碑看桂林”的结论。2001 年，以“桂

海碑林”为主体的桂林摩崖石刻被国家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形式上看，桂林摩崖石刻有题名、题记、诗词、曲赋、铭文、佛经、

诰封、告示、禁约、地券、对联、榜书以及捐资列名等。其内容，涉及

中国一千七百多年历史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和民族关系等

各个方面，是研究当时社会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又由于这些石刻作品

透过桂林摩崖石刻遗迹
看传统书法的精神

桂林旅游

高等专科学校

文／许华新

▼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桂林摩崖石刻书法艺术的整理、研究，梳理

出传统书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生命连接，归纳出传统书法的核心精

神，指出传统书法精神是人的精神的生命外现，指出其对当代书法精神

的有着纠错与滋补作用，是当代书法发展的生命之源。

关键词：桂林  摩崖石刻  书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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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今资讯传播的重要途径，由于其具有覆盖面广、传播速度快、获取

信息便捷等特点，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通过建

设桂林石刻文化的专门网站，展示、传播桂林石刻文化的魅力，让更多

的人了解并参与到石刻保护、研究的行列中，使之获得更广泛的群众基

础。网站的功能是比较广泛的，除了介绍桂林石刻遗迹和研究成果外，

还可以普及石刻文化知识，宣传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进行学术交流等，

可以把网站建成石刻文化研究、保护、开发、传播、交流等全方位的信

息平台。石刻文化交流网的建成，通过网络推广，可以快速提高桂林摩

崖石刻的知名度，更好地传播石刻文化知识和文物保护知识，唤醒民众

的文物保护意识，并能广泛调动研究资源，为石刻保护和研究带来更广

泛的理论和人力、物力支持。

桂林摩崖石刻文化生态发展研究对欠发达地区文物保护、研究的现

实意义。我国的很多珍贵文物分布在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在这些

文物中，除了国家重点保护的大型文物遗址外，许多中小型的文物遗址

由于缺乏经费和人们保护意识淡薄而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在这些地区，

博物馆设施简陋，户外遗址的保护措施更是捉襟见肘，正面临着人为和

自然力的破坏，因此，对这些文物的发掘、整理、保护、研究迫在眉睫。

对这些文物的保护、研究一方面需要经费，同时也需要唤醒人们热爱文

物，保护文物的意识。鉴于此，如何探索出一条通过对文物的开发、开放，

推广、普及来增强人们对文物的了解和热爱，唤醒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

并以文养文、以文保文的新路子，对这一地区的文物保护和开发、研究、

利用，是极具现实意义的。

以上对桂林摩崖石刻文化生态发展的构想，期望成为我国欠发达地

区文物保护、开发、利用的新路子，为探索我国文物保护和研究的新模

式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桂林地区留存有丰富的摩崖石刻，其文物价值弥足珍贵。桂林摩崖

石刻始于东晋，兴于唐、盛于宋、低于元、繁荣于明清。从唐至清，石

刻延绵不断，延续时间长久，形制巨大，收集历代众多名人佳作，全国

罕见，尤其以宋代摩崖石刻的数量和质量为国内首屈一指。

据不完全统计，桂林的古代摩崖石刻近 3000 件，是中国摩崖石刻

最密集的城市。桂林摩崖石刻的代表首推“桂海碑林”， 素有“北有西

安碑林，南有桂海碑林”之称，可见其在中国碑刻界的地位与影响。桂

林摩崖石刻以唐宋为盛，在市区及其附近的石山上，到处可见唐宋以来

风雅之士的勒石题词，所以，中国碑刻界在归纳全国的古代碑刻时，得

出“汉碑看山东，唐碑看西安，宋碑看桂林”的结论。2001 年，以“桂

海碑林”为主体的桂林摩崖石刻被国家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形式上看，桂林摩崖石刻有题名、题记、诗词、曲赋、铭文、佛经、

诰封、告示、禁约、地券、对联、榜书以及捐资列名等。其内容，涉及

中国一千七百多年历史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和民族关系等

各个方面，是研究当时社会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又由于这些石刻作品

透过桂林摩崖石刻遗迹
看传统书法的精神

桂林旅游

高等专科学校

文／许华新

▼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对桂林摩崖石刻书法艺术的整理、研究，梳理

出传统书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生命连接，归纳出传统书法的核心精

神，指出传统书法精神是人的精神的生命外现，指出其对当代书法精神

的有着纠错与滋补作用，是当代书法发展的生命之源。

关键词：桂林  摩崖石刻  书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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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分布于风景如画的摩崖石壁之上，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故古代

文人对其有“游山如读史”之感慨。

桂林摩崖石刻在文学形式上以诗词、游记为主，大多是历代文人墨

客的即兴消遣之作，即时、随性，寄情山水，抒情达意，每有神来之笔。

这些文学作品又被即时地用书法记录下来，并刻于摩崖之上，把当时游

玩、雅集的情景与状态凝固下来，给后人展现了一幅幅生动活泼的生活

场面。更为可贵的是，这些石刻与书法、文学的形式与内容相得益彰，

演绎着轻松、和谐的文化精神。

综观桂林摩崖石刻作品，笔者归纳出其主要的艺术特色：一、原创性。

这些作品从文学到书法，都是作者亲身体验而创作的，所以作品生动活

泼，激情洋溢，内容与形式相得益彰。二、即兴、抒情性。大多作品都

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即兴抒情之作。三、笔记式与随机性。就像写

日记一样，大多作品都是随手拈来，轻松随意，真切感人。四、主体性。

以人为本，艺术为人生服务，人不为艺术所累。五、纪实、记事性。一

些石刻记录当时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些艺术特点始终贯穿着中国文化精

神，同时也是中国传统书法精神之所在。在传统文化精神不断缺失的当

代书坛，我们重提这些传统书法的精神，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书法发展到当代，由于各种传媒的挑战，其社会影响力被大大削减，

书法本身的一些功能，如“成教化，助人伦”等社会功能也逐渐被削弱，

但书法艺术在一定范围内还得以传承和发展，且受到当代人的喜爱。

在当代语境下，当代书法的表现形式和审美趣味呈现出多元的状态，

虽然传统书法在当代还继续延续，而民间书法、流行书风、抽象性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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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分布于风景如画的摩崖石壁之上，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故古代

文人对其有“游山如读史”之感慨。

桂林摩崖石刻在文学形式上以诗词、游记为主，大多是历代文人墨

客的即兴消遣之作，即时、随性，寄情山水，抒情达意，每有神来之笔。

这些文学作品又被即时地用书法记录下来，并刻于摩崖之上，把当时游

玩、雅集的情景与状态凝固下来，给后人展现了一幅幅生动活泼的生活

场面。更为可贵的是，这些石刻与书法、文学的形式与内容相得益彰，

演绎着轻松、和谐的文化精神。

综观桂林摩崖石刻作品，笔者归纳出其主要的艺术特色：一、原创性。

这些作品从文学到书法，都是作者亲身体验而创作的，所以作品生动活

泼，激情洋溢，内容与形式相得益彰。二、即兴、抒情性。大多作品都

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即兴抒情之作。三、笔记式与随机性。就像写

日记一样，大多作品都是随手拈来，轻松随意，真切感人。四、主体性。

以人为本，艺术为人生服务，人不为艺术所累。五、纪实、记事性。一

些石刻记录当时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些艺术特点始终贯穿着中国文化精

神，同时也是中国传统书法精神之所在。在传统文化精神不断缺失的当

代书坛，我们重提这些传统书法的精神，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书法发展到当代，由于各种传媒的挑战，其社会影响力被大大削减，

书法本身的一些功能，如“成教化，助人伦”等社会功能也逐渐被削弱，

但书法艺术在一定范围内还得以传承和发展，且受到当代人的喜爱。

在当代语境下，当代书法的表现形式和审美趣味呈现出多元的状态，

虽然传统书法在当代还继续延续，而民间书法、流行书风、抽象性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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