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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立体的史书
(代前言)

中煳州市平鲁区委书记黟缱

平鲁，北与内蒙长城为界，西与陕西隔黄河相

望，地理位置特殊。马跃牛耕闻换，刀枪犁锄更替，

造就了南北交融、多元相通、底蕴浓厚的平鲁历史

文化。然而，由于地理与时代的局限，以致史书记载

源无考，古难忆，唯有那些石刻与石雕，虽然历岁

月、经风蚀．损于兵争、毁于人为而残缺不垒，但由

此管窥和研究平鲁经济、文化、军政、民风，不难理

出平鲁区上千年沧桑起伏跌宕之线索，实为“平鲁

历史档案”。对作为“立体史书”之石刻进行挖掘和

整理，是平鲁文物保护的一件好事、幸亭。

《平鲁石刻图志》是区委、区政府贯彻落实党的

十七大精神，实践“富民优先、教育优先、生态优先、

环保优先”发展理念，以战略眼光兴建旅游平鲁、文

化平鲁，打造文化资源软实力，大力推动平鲁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的一粕重要曲文物书籍。这本书的编

辑出版既为我岩；整整文物资鹣氘了先河，也为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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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鲁历史提供了真实的参考资料。这部书的出版将和已出版的《平鲁文化

图志》以及印将付梓的《平鲁民俗图志》一道，成为平鲁历史文化的鲜活画

卷。从鉴古知今的角度而言，对进一步推动全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

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平鲁石刻图志》所收录与整理石碑、石幢、石匾、石器的思想内容、

艺术水准、意义内涵、规格等级、时间跨越等方面看，参与编辑的同志们确

实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付出了不少的心血。

平鲁区三晋文化研究会为振兴平鲁而上下求索，充分认识到“这是和

平鲁前贤对话，和平鲁过去的精英磋商”。所以，他们坚持“给先人以尊重，

对后人以负责”的原则，精编精校，终于使《平鲁石刻图志》即将付印。我想

平鲁所有做学问的人和对平鲁历史感兴趣的人，一定会为此振奋!希望同

志们为增强平鲁文化资源软实力，创建“和谐平鲁、文化平鲁、旅游平鲁”而

再立新课题、再出新成果。

二oo八年十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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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州市平鲁区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 ”’

巍巍的黑驼山、虎头山把你怀抱，静静的外长

城、苍头河把你缠绕。平鲁，这颗镶嵌在塞北内外长

城之闻的明珠，钟灵毓秀，人文荟萃。特殊的地理环

境，造就了历代先民骁勇强悍、勘劳朴实的民情风

俗。谱出了汉民族与少数民族长期共存、互相融合

的动人乐章，彩绘出一幅幅铁马佥戈的雄浑场面，

孕育和创造了灿烂的边塞文化。

据考古发掘证明，早在二万八千年前的IE}石器

时代晚期，峙峪人就已经能够制造石器和弓箭。到

了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下井亦有人类生存，而

楼烦族在平鲁及周边地区定居也有二千多年的历

史。

追寻历史的遗存，形制繁多的石刻石雕散布境

内．它是我区历史文化资源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历

代文人墨客笔合春秋著文章，经能工巧匠挥凿向

石，刻画了一个个鲜活的英雄，记载了一桩桩感人

的事件，忠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建置、战史，山JlI道

／



-_-一，‘"¨‘E鼍⋯⋯5⋯～。，嚣，一 毒1 片言

w‘日口__¨·-__·--·●—_。毛一觥⋯一；r
路、民风民俗及宗教信仰。菅中窥豹，观赏每一件石刻石雕，你都会听到胡

笳铁马的啸声，你都会领略到石刻艺术的博大，你都会品味到黄土风韵的

精深。鸟龙洞、天门山上的摩崖造字，结构平稳，字形流利，浑厚自然，均为

不可多得的珍贵的石刻书法。

平鲁石刻编纂的基础工作，从2007年8月开始，整整用了一年的时

间，区委、区政府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给予大力支持。其闻，区三晋文化研

究会、文体局、文管所的诸同志，披星戴月，翻山越岭，从200多个村中觅碑

刻180多通，对所有石刻均作了原文抄录、拍照、拓片、勘误、断句，然后按

照规定式样，完成了本书的整理工作。搜碑拓碑的过程，也是对历史文化拯

救的过程，其意义不言而喻。

在对石刻进行编辑过程中，我们深感如能将其独立成卷，辅以图片，则

事半功倍。于是．精心编辑了这本《平鲁石刻图志》，它的出版，填补了平鲁

历史文化研究的一项空白。鉴古知今，启迪后人。彰显底蕴，薪火绵延。

由于时间和业务水平的限制，本书难免有遗漏和错误之处，敬请专家

学者和广大读者给予补充和指正。

二oo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石刻简述

范和平

石刻艺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商周

时期，就形成了一套等级分明的陵寝制度，其中

陵墓石刺是重要的组成都分。《札记·檀弓)记载

周时就有“公室视丰碑”。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

始皇二十八年(前21 9)出巡到泰山。刻写了举世

著名的泰山石刻，石碑高达三丈。

东汉以后，石刻类碑碣渐多。建安十二年

(207)，曹操驻马秦皇岛．写下了《观沧海》诗篇，

刻于碣石。当时把长方形的刻石叫“碑”，把圆首

形或形在方圆之问．上小下大的刻石叫“碣”，把

在山崖石壁上镌刻的文字叫“摩崖造字”。在唐

代，“碑”与“碣”的用法有区别，诗人自居易《立

碑》诗日“无人立碑碣，唯有邑人知”．诗人杜甫

《赠蜀僧阈丘师兄》诗日“青荧雪岭东，碑碣旧制

存”。即当时五品官以上的用碑，五品官以下的用

碣。到后世，碑碣名称往往混用。

平常多见的碑刻，有的碑首是二龙残珠．呈



方形，周遗刘蔓革绞．中闻有孔或无孔，喊翊凿如球，碑身裁字，崖予矗厦

(传说龙王的九子之一，园力大而驮碑)。另一种是圊头连身碑，砗头剡花纹

及碑名，碑身刻字。下有棒头，插干棒孔方石或石桌。一般有龙、螭(古代传

说中的一种动物，蛟克之属)碑首的碑为诰封、功德、官宦所用，其它是纪

事、文告、诗文、墓志。

碑文写法一般是前序后颂，序为散文。颂为韵文，也有全是韵文或全为

散文。历代著名碑文如韩惫所撰<柳子犀塞志钻)、陆龟蘩<野庙碑)、范仲淹

‘岳阳楼记)、张淬《五人墓碑记>等。

广义的石刻．是指以岩石为原料，经过能工巧匠运用雕刻技法在石质

材科上创造出具有实在体积的各类艺术品。大致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用岩石制成的各种工具。如原始社会所使用的石刀、石斧和至

今尚在使用的石碾、石磨、石槽等。

第二类：用岩石加工制成的建筑材料。如石柱、石础和石坊、石亭、石

桌、石灯等构件。

第三类：用岩石雕成的艺术品。如石狮、石翁仲、石雕像、汉画像石(绘

刻于祠堂、墓室上的纹饰和图画)等。

第四类：镌刻文字的石刻。如碑、碣、柱等。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著名的石窟有大同云冈石窟，开凿于北魏，有大小

石佛5．1万尊；洛阳龙门石窟，开凿干北魏，有大小石佛lo万余尊；甘肃麦

积山石窟，开凿于十六国时的后秦，现存石佛7200余尊。石佛最大的是四

川I乐山大佛，开凿于唐开元元年(71 3)，高71米，肩宽28米。最大的卧佛是

云南保山卧佛，重9．5吨。出名的还有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河北邯郸响堂

山石窟、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山东济南千佛山石窟、四川广元千佛崖石

窟、杭州飞来峰石窟等。全国著名的碑林有陕西西安碑林、山东曲阜碑林、

河北赞皇山嶂石岩碑林等。全国著名的摩崖造字有云南石林造字、海南三

亚造字；造画有宁夏贺兰山游牧民族造画。全国著名的石雕有唐太宗墓前

的“昭陵六骏”、乾陵的石像、巩义宋陵八棱柱华表等。全国著名的石坊有歙

县棠越牌坊群、澳门大三巴牌坊等。全国著名的石刻书法艺术有绍兴兰亭

集序碑，为王羲之行书；有陕西岐州发现的十个石鼓，每鼓分刻一首歌颂帝



王狩糟的西言诗，为大肇体；有江西青玉块龙潭四壁历代文人石刻，以柬代

米芾手书“青玉映”、“第一山”为珍品。

在收集整理平鲁石刘的过程中，从那些风格迥异、生动多姿的艺术品

里，不难看出平鲁虽地处塞北一隅．但先章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不可小觑，

如清康熙年问总兵刘诏墓碑，上有二龙戏珠碑首，下有龟跌碑座。前有石刻

动物神道，立有气势雄浑的石牌坊，均是不可多得的存世石刻珍品。

乌龙洞山、天门山的摩崖造字(在山崖石壁上镑刻文字)铁画银钩、笔

锋剐劲，神气生动．堪称书法糟品。

阻堡村的八棱经幢。虽经沧桑自然磨损，字迹不清，但“大辽郝阳县”字

样足以证明那个年代平鲁的建置归属。

凤凰城中杨润雨的石券大门，门柱石刻楹联彰显了旧时主人的处世、

治家之道，读罢令人退想不已。

本区李林烈士陵园的纪念碑文．用词筒捷，慷慨激昂，不失为一篇纪录

先烈，鼓舞后人，催人奋进的佳作。

天门山及花圪砣古道坡修路碑言词精练，叙事完整，读来朗朗上口．令

人对捐资修道先人的高风亮节肃然起敬。

北固山石狮、柱础、上马石、石鼓雕刻精细，造型生动，不失为民俗上

品。

石刻记载了历史，为后人留下了觅史求证的线索。人类的发展进步离

不开历史，相信本书的出版将起到借古鉴今，传承文明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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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便于查阅，石刻名称接其原题目或碑额全称，若无，依据内容拟

电。

二、收录时限。起于北魏，止于2008年。

三、一通或一件为一条目。简介内容依次为石碑名称、刻立时闻、石质、

眵制、规格、现状、撰文、书丹和存放地点。

四、石刻分类依历史纪年先后．按祠庙、纪事、墓志、文告、石器分卷排

列，如无准确时间则放于本朝代石刻最后。凡是收集到的佚碑，以佚碑断句

史刊出。

五、石刻中有漫漶不清的地方，均以“口”代之。

六、石刻存碑原文均使用简体字。对少数不好理解的语句，以注解方式

扣以说明。

七、本书共收录碑刻183通，其中北魏1通、辽l通，金3通，元4通、

明52通，清107通，民国4通，建国以后ll通，佚碑23通，收录碑照、拓片

暇等140余幅，石器类照片70多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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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二清赢庆十八年《黎公折色¨|阴路官兵租碎t已》

_二二清嘉从二十三年《修路碑记》 ⋯⋯⋯

_二四清嘉庆一十一年《唐鄂同公尉迟敬德故里》．

■五清道光一f+九年《重竖横杆碑记》⋯⋯⋯⋯

一六清光绪二十八年《呜龙洞飞渡桥石匾》 ⋯一

∥

∞∞帖舯∞¨挖B坫埔”坶舢”巧”砷如弛



村陀罗尼经lD⋯⋯⋯⋯⋯⋯⋯⋯⋯⋯⋯⋯⋯⋯⋯⋯⋯⋯⋯⋯

所陀罗尼经幢)⋯⋯⋯⋯⋯⋯⋯⋯⋯⋯⋯⋯⋯⋯⋯⋯⋯⋯⋯⋯

F《武成将军李国屏墓碑>⋯⋯⋯⋯⋯⋯⋯⋯⋯⋯⋯⋯⋯⋯⋯一

F《大明昭勇将军刘氏先茔碑》⋯．⋯⋯⋯⋯⋯⋯⋯⋯⋯⋯⋯⋯

一年《文林郎盂公墓表)⋯⋯⋯⋯⋯⋯⋯⋯⋯⋯⋯⋯⋯⋯⋯

F《圣佛崖衙州府同知孟周墓碑》⋯⋯⋯⋯⋯⋯⋯⋯⋯⋯⋯⋯一

：年《明分守大同西路右参将都指挥佥事定国将军刘公墓表》⋯

三年《敕赠待进光禄大夫上柱国都督李忠墓碑》⋯⋯⋯⋯⋯

一年《凤凰城都指挥金事张钦墓碑》⋯⋯⋯⋯⋯⋯⋯⋯

一三年《奉周将军刘公墓碑》⋯⋯⋯⋯⋯⋯⋯⋯⋯⋯

F《凤凰城都督同知刘汉墓碑》⋯ ⋯⋯⋯⋯⋯⋯

F《刘行五墓碑》⋯⋯⋯⋯⋯⋯⋯⋯⋯⋯⋯⋯⋯⋯．

：年《安远将军刘公第碑》 ⋯ ⋯⋯ ⋯⋯

L年《刘琪墓碑》⋯⋯⋯⋯⋯⋯ ⋯⋯⋯⋯⋯”

四年《刘蝣擎禁碑》⋯⋯⋯⋯⋯⋯⋯⋯⋯⋯⋯ ⋯

一一年《镇国将军郭冼甚碑》 ⋯ ⋯⋯⋯ ⋯．

一_：年《范氏墓碑》 ⋯ ⋯⋯⋯⋯⋯⋯

三年《镇国将年刘公墓碑》⋯ ⋯⋯

一一年《郭公墓碑》
⋯ ⋯⋯⋯⋯⋯⋯ ⋯．

‘五年《明故武节将军刘公墓碑》 ⋯⋯ ⋯⋯ ⋯

，，’



清乾I蠹二十六年(高日新墓碑)⋯⋯⋯⋯⋯⋯⋯⋯⋯⋯～

清乾隆三十七年《陈来相墓碑’⋯⋯⋯⋯⋯⋯⋯⋯⋯⋯．．

清乾隆四十三年《处士杜旺墓碑》⋯⋯⋯⋯⋯⋯⋯⋯⋯”

清乾隆四卜三年《太学生杜常宇墓碑》⋯⋯-⋯⋯⋯⋯⋯

清乾隆四十三年《戎安民墓碑》⋯⋯⋯⋯⋯⋯⋯．-

清乾降四f‘三年《杜存谦墓碑》⋯⋯⋯⋯⋯ ⋯⋯

清乾隆五十二年《乡饮耆宾郝凰仪墓碑》⋯．

清乾隆五十七年《李永盛夫妇之墓碑》⋯⋯

清乾隆兀十七年《国学生支必蛟墓碑》⋯⋯

清乾降五十七年《同学生支舞蛟墓碑》⋯⋯

清乾隆五十八年《庠生是选德墓碑》⋯

清嘉J土九年《庠乍吴文德箍碑》 ⋯ ．

清熹庆十叫年《{三永成墓碑》⋯⋯⋯⋯

清嘉庆-二f’二年《乡饮耆宾吴骥箍碑》⋯

清嘉庆一十五年《永青杜公墓》⋯⋯
．．

清道光卜L年《清击武校尉刘珍墓碑》 ⋯

清道光-二十九年《吴母李太君墓碑》⋯

清道光元年《庠生吴崇德墓碑》⋯⋯ ⋯

清逆光九年《f忉勋墓碑》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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