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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由由主恫区政协编黎的《由主恫金石》一书，即将付梓，这的确是一件值得可喜可贺的

盛事。

瞠恫区位于陕甘宁交会处，是中华民族在黄河上游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早在二三十

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就活动在这片土地上。三千多年前，周人的先祖在泾河流域创造了

先进的农耕文化，开启了农业文明的曙光。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主恫区这片沃土历经

千百年东西文化碰撞和多民族文化的融合，熔铸了独具特色的由主恫文化，在中国西部的

历史长廊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皑恫是西部战略要地。前秦将登、十六国时期的赫连定曾在此屯兵扼守，雄视中原;

北宋韩琦、范仲淹坐镇渭州i 据险设伏，抗击西夏十万大军;南宋吴听、吴玲等名将率军

疾驰防城，挥师由主恫督战;唐代刘昌、段秀实联手筑坛布阵，抵御吐蕃;明代朱元璋为

拓疆囡土，分封韩王就藩平凉，伟人毛泽东运筹帷怪，横扫盘踞陇东的蒋家王朝重兵，

揭开了由主啊历史新篇章。

幢恫是钟灵毓秀之地。泾河之水孕育了一大批光照千古的忠贞烈士、旷世奇才，为

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以发展畜牧受秦始皇"封爵"褒奖的先秦鸟氏保，以

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而被万世敬仰的东汉皇甫规夫妻，以善八分书而闻名于世、各受曹

操推崇的三国梁告鸟，以惊世骇俗之文采而名扬天下、被誉为明"嘉靖八才子"之一的赵

时春等等，他们和千百万侠肝义胆的华夏英烈，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幢恫是中国道源圣地。道教名山峰恫山，不仅以"有北方山势之雄，又兼南方山色

之秀"声播四海，名扬九州，而且以至道所在而为名 f山高道所垂青，以乘龙之迹而为帝

王将相所羡慕。人文初祖轩较黄帝亲诣由主恫山，向广成子请教修身治国之道;秦皇汉武，

先后登 l陆出主啊，后世帝王也无不欣然慕之。他们或御驾亲临，或赐田宅，或赐御紫，或

赐匾额，或勒碑铭。著名道士张三丰归隐由主恫，皇帝两次下诏召见，他都避而不见。由主

恫山也吸引了文人墨客、社会贤达 司马迁、左宗棠、林则徐、谭嗣同、冯玉祥、张学

良、于右任等纷至沓来，留下了大量的吟咏题铭。今人所立的毛泽东书林则徐诗碎、胡

耀邦喧恫山题名碑，更为由主恫山增添了无限的风采和神韵。

幢恫是文物古迹富藏 o 由主恫曾经流淌过先民精神之血脉的古老河床，蕴藏着厚重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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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工

自空恫区首部金石专著《瞠恫金石}，历时三载，数易其稿，通过专家评审，即将出

版，区政协新平主席嘱我作序，我自觉义不容辞，欣然为之。

由主恫区历史悠久，文化成蕴深厚，境内存有大量的不同时期的金石。一些苦贵金石

或因兵焚或因灾害或因人毁不复存在 这真乃千古之憾事。令人欣喜的是区政协以"存

史资政"为己任，不遗余力地担负起保护和传承由主恫金石文化的重任，充分利用政协

"智力密集，人才芸萃"的优势，在短期内编篓了《由主恫金石》。这本书的编篆出版，不

仅抢救保护了一批有价值的文物，而且建立了一套移贵的金石资料档案，有力地推动了

全区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同时，对帮助人们深入了解和亲身体验古代文明的魅

力，充分展示我区悠久灿烂文明，增强全区人民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激励全区人

民:疑心聚力建设小康由主恫和谐皑啊，必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该书将由主恫区境内收藏的商周以来金石囊括其中，可谓资料翔实，结构合理，内容

丰富，特色鲜明，图文并茂，精彩纷呈，它是我们了解喧恫、研究出主恫、解读由主恫历史

文化的一本百科全书，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鉴赏价值。该书收录的金石，既有商周

时期的钟鼎彝器，又有秦汉之际的铜灯陶瓦;既有帝王将相的圣旨印拓，又有隐士高僧

的刻石士在铭;既有皇亲贵青的碑喝墓志，又有山野村夫的画像冥器;既有名臣武将的马

背满石，又有文人墨客的摩崖诗刻。这些金石太多是先民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幢恫

文明的物化成果，是由主恫悠久历史的稀世鉴证，是不可再生的挚贵资源，对之进行保护

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我国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体现中华民族

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整个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全人类文明的瑰宝。保护文化遗产，

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是连接民族情感的纽带，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

创造性，促进入类共同发展的前提。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因此，我们要抢抓甘肃大力实施华夏文明传承

创新区建设的机遇，紧紧围绕由主恫山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切实做好文化资源的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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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有一种东西可让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绝 那便是金石。何谓金石金"

乃钟鼎彝器之属石"乃碑喝墓志之属。广义而言，竹筒、甲骨、玉器、砖瓦、封泥、

兵符等器物，均属企石学范畴。滥筋于宋代的金石学，在林林总总的中国传统文化中，

以它的独有艺术门类和对事物的表达、概括和升华，形成了中国特有的金石文化。然而，

时至今日，金石文化依然魅力无穷，关键是其自身的价值使然。

首先，金石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早在秦汉时期，人们已对金石器皿上的文字有所

关注。{国语》中就有引用商代衰亡时期的铭文，西汉《礼记》中引用了孔惺的鼎铭。

魏晋至隋唐时期，人们主动地征引各地的碑刻文献。那道元在《水经注》中，援引汉碎

近百种，魏碎约二十种。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也征引了寺庙之中的碎石。颜之推根

据出土铁权的铭文校正了《秦始皇本纪》中的"隐林"当为"隐状"之误。在金石学兴

起的宋代，鼎盛的清代，研究收藏金石已成风尚，金石著述可谓汗牛充栋。进入二十世

纪，学者们纷纷将先泰、秦汉考古文献资料应用于《史记》研究，推测出《史记》当时

的形态和内容，论证出《史记》的编撰过程，解开了一个个千百年来悬而来决的历史谜

团。尤其上世纪中叶以来，金石史料成为地方志编篆中不可或缺的文献。金石史料，炙

手可热， 1可以至此?金石家陆和九说欲考历代种族之区别，疆城之开拓，社会之习

尚，文化之变迁，宗教之流传，均宜取资金石以为佐证。"换而言之，金石有"证史之

误，补史之缺，续史之无，纠史之错"的作用，是其他文献资料无可比拟的。

其次，金石具有极高的书法价值。金石对书法产生过深远影响。从现在遗存和出土

的金石器物上的铭文来看，真草隶篆无所不备，堪称人类书法艺术的宝库。这些企石器

物上的书法，以丰富的艺术形态和多样的艺术风格，为我们构建了一部千年的书法史。

更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清中叶以来，碑版实物的大批出土和金石文字学、考古学的兴起，

使独领风骚千年的帖学走向衰落，碎学这个崭新的艺术门类悄然崛起，让人们找到了新

的创作源泉。碑派书风那朴茂雄强的风骨 给帖派的纤媚油滑注入了新的血液。在这划

时代的书法锺变中，涌现出了像邓石如、伊秉绞、赵之谦、张裕钊、康有为、李瑞清、

0
0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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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曾农髦、吴昌硕、于右任等前无古人的一代大师群，是他们把书法推向了极致，影响至

今。

另外，金石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O 金石文献的文辞之精妙奇伟，历来备受人们推崇 O

金松岑《文学上之美术观》写道: "碑文有辞，皆为韵语 0" {周秦金石文选绪言》曰:

"读金石文字者，不啻为太史氏亲炙弟子，不犹愈于读《史~ {汉》乎?"纵观古今名碑，

其上铭文，不是出自翰林学士之手，就是出自鸿学大儒之手;不是出自文人墨客之手，

就是出自社会名流之手 O 中国文学史上就有两个写墓碑的大师 一个是汉代的蔡邑 一

个是唐代的韩愈 O 蔡邑曾对卢子干、马日碑说: "吾为天下碑文多矣 O"也正因如此，使

碑刻蕴藏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历史价值 O 无怪乎，凡是天下名胜景点的名碑，无不成为

人们争拓膜拜的"圣物"。

天下金石，同为至宝，峰山同金石，概莫能外 O 唯其如此，我们编篡了《峰山同金石头

这本书所收录的金石，仅制作拓片，费时一年多，耗纸近千张 O 也正因这样，才使得这

些深藏千年的金石，撩去古老而神秘的面纱，走出尘封的馆所和偏僻的庙宇，公开亮相

于世人面前 O 毋庸置疑，其对普及金石知识，抢救文化遗产，弘扬传统文化，传承华夏

文明，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此书得以出版 既是全体编篡人员辛勤劳动的结果 也是有关领导、单位、专家大

力支持的结果 O 在此我谨向所有为此书编集工作做出贡献的人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

心的感谢!

是为序。

注明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7: /~"合
2014 年 6 月



凡例

一、本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求历史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

二、凡是峰恫区境内所藏金石及境外所藏与峻恫区有关者均属收录之列。

三、上限上溯古籍所记载之发端，下限至二十一世纪初。

四、金石按年代顺序编排。具体年月不详者归入同年代之后。

五、古金类名称按照现行规范录入。贞石类凡有碑名者均行照录，缺碑名者编者按碑文

内容拟定。

六、收录金石均附简介、图片、铭文等内容。简介内容以金石名称、年代、质地、形制、

尺寸、出土地、观藏地等为主，地名均用现名，文字用简体。图片以拓片为主，无拓片者采

用照片;铭文力求保持原貌，对一些生僻字、异体字等一般均行照录。

七、碑文比较完整的均加标点，残缺严重者可不加。

八、纪年采用年号后加公元，原缺纪年者由编者考订增补。

九、铭文行尾转折处用 "J" 表示，浸溃、过甚缺字用"口"代替，残缺数不清者以上缺、

下缺注于括弧内。所缺文字，有资料可依据者，考订后补入"口"内。录文中省略内容在括

弧内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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