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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地区位于山东省中部，现辖三市(泰安、莱芜、新

泰〉六县(宁阳、 HB城、平阴、东平、泪水、汶上〉。它

西枕黄河、北依泰山、南有大汶河贯穿东西，总面积为-万

零八百四十三平方公里。 向西汉武帝置泰山郡(除辖今泰安

地区外，还包括长清县和 :fifI京市、临沂地区的部分地方， 共

二十四县 ) 始，基木1:奠定了现行政区划的历史基础。泰安地

区山地、丘陵、平原面积各占二分之一γ 因而这里既山脉重

重，又平原辽阔。特别是这里河流纵横、 -土地肥沃、气候适

宜的优越的自然条件， 至使这个地区古人类起源毕，经济、

文化发展快，成为我国较先进入文明、开拓历史悠久的地区

之一。在周代，本地域正好处于齐、二鲁两国之间，有居中，扼

要的地位，以至从秦汉开始，这里一直是控制今山东地区的

关键地带，在政治经济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我们

不能不说:泰安地区是灿烂的中国历史文化遗迹比较丰富集

中的地方。本地区现有文物保护单位四百一十八处，其中国

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处;省级宽点文物保护单位十六处，

居山东省各地、市的第三位。

泰安地区历史文化的调查、研究工作p 在旧社会几乎是

一个空白，真正的文物考古事业的兴起和发展则开始于新中

罔成立后。党和国家非常关心木地文物古迹的保护。早在解



放初就设立了泰山文物保管委员会，后又专设了泰山管理

处;一九七0年，地区成立了泰山管理委员会，除管JlJ!泰山

外，还兼管全地区文物事业:一九七八年根据 1二级指示，成

立了全国第)个地区级文物管理机向一一泰安地民文物管理

局九八二年三月泰安地区文物管理局撤销，设立泰安市

文物管理局。全区文物管理工作由地区文化局承担。在文物保

护和管理方面，由于各级党、政领导的支持及党和国家文物

政策、法令的指引，取得了显著成绩。→九五七年全区各县

进行了第一次文物普查工作;一九七三年对第一次文物普查

工作进行了复查，从而重新审定推荐了第-批省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九七八年完成了十八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的"四有工作(包括章邱、长清两县) ;一九七九年各县开

展了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审查、公布工作;一九八0年

至→九八二年，各县市完成了地上地下文物的全面、细致的

普查工作。在文物考古的研究上也取得良好的进展，这主要

衷现在→九五八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平阴县洪

范公社于家林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发掘:一九六0年，中

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东平县朱家桥商代遗址进行了发

掘;一九六二年，山东省博物馆，清理了肥城县老城公桂小

王庄商周基:一九五九年，山东省博物馆和济南市博物馆，

发现、发掘了宁阳堡头、泰安大汶口新石器时代遗址，从而

创举性的宣告了我国又一新的文化类型的诞生。随后又在}

九七四年、一九七七年、一九七八年进行了多次科学发掘，

加深了对闻名中外的大汶口文化的研究;→九六六年，新泰

县刘杜公社发现了中石器时代的人类牙齿，首先揭开 r山东

地区早期人类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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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个地域历史的悠久必然带
来文化遗迹的丰富;而丰富多彩的文化遗迹，肯定是对一个

地域历史的最好的说明，泰安地区历史文物的状况也毫无例

外的证明了这一点。

首先在史前期，全区六县三市都发现大量古生物化石，尤

其泰安、莱芜、肥城等地三叶虫化石的储量之多，说明本地

远古时代自然条件的优越程度，这是后来的古人类生息、繁

衍的先决条件，新泰县刘杜公社"智人牙齿"的发现便是

个不可忽视的佐证。虽然它只是-颗距今五万年左右的少年

女性牙齿，但总可以算得上反映这一地区古人类起源早的初

兆。到了新石器时代，古人类在这一地区发展可以说到了相

当繁盛的阶段 距今五千年左右的大汶口文化，添补了中国

原始社会文化发展的序列，成为整个中国历史发展必不可少

的重要环节，受到中外科学界的重视。大汶口文化不仅以高

度发展的生产水平成为这-时期， . 尤其是黄淮地区"典型文

化"的代表，而且也是其诞生地一→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集中

反映。 据初步调查，属于大汶口文化以k龙山文化的新石器

时代遗址遍布全区各县、市，其中以宁阳县城南公社古城

村、宁阳县葛石公社宫庄村、 东平县水河公社沈铺、平阴县

安城公社北安故城、肥城县老城公社老城北坛、汶上县城关

北坛村、泪水县泉林公社小黄沟村和天齐庙、 『 以及金庄公社

尹束城为代表的重要遗址有五十多处。

历史发展到商周奴隶社会时代，本地区仍然是政治、经

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商代是中国奴隶制社会高度发展

的时期，其疆域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史书记载，正式建

立肖王朝的汤p 其十四世祖"相土"就曾在现泰安一带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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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可以推测;泰U

渐向西发展到河南一带。文物

带发现了属于早商文化的山

方的姬民族统治者，没有1

. ....-族的发洋地， 也 然后逐

我们恰恰就在满庄一

‘。西周时代，

才东方的发展，促使这里的

经济p 文化继续升平。现在的泰安地区，当时主要属鲁国，

还有郎、 ， 肥子、铸、遂、牟、须句J宿、障等小国。解放以

来，本地相继发现许多反映商用时代政治、经济、 文化盛况

的遗址、墓葬等，主要有泰安市道部公社龙门口、宁阳县合

山公社黄西呆、 宁阳县葛石公社河洼、 肥城县孙伯公社揭子

城4 东平县花蓝庄公社沟坝、平阴县玫瑰公社斗鸡台，横跨

泰安莱芜市的齐鲁长城等八十二处

秦汉时期，现在的泰安地区包括两个政治、经济、文化

的中心; ‘ →是元盐为中心的东平国; 0 二是以奉高(今泰安)

为中心的泰山郡。这时坝，以久负盛名的"汶阳田" 为代表

的农业和以莱芜为中心的冶快业共同号1致了这一地区经济的

繁荣，从而促使商业、手王业的大发展，所以这里城自比邻，

汉墓成群.迄今为止γ 发现秦汉时期的故城址、墓葬、 . j!

址计五十九处， 主要有东平故城、宁阳东庄公社邸邑故城、

宁阳南驿公社铝平故城、宁阳tm城故械、新泰县楼德的紫

城、新泰县羊拮城、泰安市邱店公社的博城故城、 - 莱芜市三

里公社的赢城故域:宁;阳县东述公社藩茂衬汉墓、东平县水

河公社北桥基群、肥城县石横公社北大留和桃园公社晒书城

县寨里公社宜山冶铁遗址、莱芜县苗山

址等.

兴盛发

斗，虽然经过?百多年来的灾祸兵裂，仍有反映这}段历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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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艺术的建筑、雕塑和石刻幸存了下来，其主要代表如，东

平县须城公社白佛山石窟造像，平阴县玫瑰公社翠屏山多佛

宝塔、平阴县洪范公社天池山造像、泰安市苏庄石佛像、新

泰县天宝公社后寺庄映佛崖和光华寺 e般若波罗密金刚径'

摩崖刻石、莱芜县口镇公社德镇经

在隋唐以后的一段很长的历史中，瓷器制造业在这一地

区蓬勃发展起来。根据现有材料看，以宁阳县华丰公社古磁

窑址为代表的古瓷窑遗址就有十四处之多。

泰安地区在古代，十直是文人诗客、科学名人、官宦仕

臣比较济聚的地方。初步调查所知，现尚有东平县水河公社

梁氏基群，东平县宋代孙复、元代韩熙、明代王宪墓九平阴

县宋代京则，金代王去非、 元代李之绍墓，泰安市明代肖大

亨墓、a 莱芜县唐代社如晦墓安全保存着。

真正反映古代劳动人民丰富知慧和创造才能的古代建

筑，在泰安地区范围内还有~定数量。如宁阳县合山公社涧奉

元代颜庙、东平县彭集公社明代代村坝‘平阴县东阿公社明

代永济桥和平阴文庙古建群，莱芜县高庄公社凤凰山凤岩石

室等十七处。

泰安地区铁路交通发达距离济南城较近，其地理位置

重要，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二， 革命运动兴起早， ~革命

烈火燃烧快.因此，丁许多有影响的战事在这望与产生，二J这里的

入民曾为抗日战争、 电!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采朽的贡献，成

为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根据地。如徊保山革命遗址、! 莱芜战

役这址;;iiE:城陆房战斗遗址等革命纪念地有个八处之多，至

于一些小型的遗迹、遗物就更是数不胜数ø

"五岳独宗"的泰山，自古为历代帝王封禅朝拜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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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诗容、名人圣贤登iJ自喻追-Z处 i 店、释、道各种教派

之区;义是历且上班动人民前起反抗反动统治斗争之地，

因而各个))j旦时剧的文掬古迹，非市集中，非前丰菌，

子闪烁着祖国优秀民族文化光辉的历史博驹馆的赞誉.这里

保存有岱庙、 王母池、关帝庙、红 fl 臼二万仙楼、斗母

壶天阁、南天门、碧霞祠、 玉皇宫、普IR寺、灵应宫等不同

时代、不同特点的民族形式的建筑群二十多处;这里矗立有

秦李斯小篆石刻p 汉衡方、汉张迁、背孙夫人二届双束、

神宝寺、宋‘ 金、元、 E 叨、清等碑刻二百余块;还有北齐经

石峪 "金冈刚0 经" J 唐玄宗 "纪习泰泰零乏m山山铭

→千多块自然石刻' 参差锚错A落 ， 洒满登山沿路， 可谓市外各

山之冠。同时，泰山还保存有西汉亦眉军起义天胜寨导反E

历代农民革命的遗址、遗迹多处i 近现代革命志士仁人、

族英雄纪念地多处L

总之，泰安地区历史悠久，政治、经济、 文化诸方面，

在ι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j 都具有二足地位，这里不仅地立地

F名胜古迹丰富， ì. 而且世代流散击民间的文物藏品也相当

务。解放以来，全区各县、市都是尽力做好收集工作，如·元

、登记了大宗流散文物

物考古研克、

彻、执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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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费员会令

第十一号

《中华人民共布国文辑探妒法)) ，己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五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1982

年 11月 19 日通过，现予公布施行。

婪员长叶剑英

1982年 11另 19 日

7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卢-八二年十一月十\日常

五弱全国人民代表夫会常务委虽合

第二十五次会t交通过〉

第…章恶 WJ 

!萃…条 为了加强国家对文物的保护，有精于开摆科学

研究工作，继承我国先秀的历史文生遗产，进行爱前主义和

革命传鳞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特制定本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翻墙内，下列具有历史、艺

术、科学价疆的支物，受国束保护s

(一〉具有历史、艺术、科学费值的吉文化遗址、古藕

棒、古董案筑、有窟寺和石刻z

(二〉与重犬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

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费锚的建筑物、遗址、

纪念物3

(= )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策术品:

〈囚)嚣薯的革命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

价倍的乎穰、市18商书资料等;

(五〉反接JJj史主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

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

文物鉴定的栋楼和办法自困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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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报国务院批准。

具有科学价锚的市警椎动物化石租古人类生苟同文物一

样爱国家的保护。

第三条 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全国文物工作。

地方各数人民政府保护本行政旺域内的文物。各省、自

揭臣、直赣市郭文物较多的自常州、县、自靖县、市可础设

立文物保护管理机前，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工作。

→葫机关、姐织和个人都有保护罔家文物的义务。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因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选存

的…切文物，腐于i萄家所有。

古文化遗址、古墓挥、有窟寺属于隐家所有.剧家指定

保护前纪念建统辑、古建统、辛辛辛ru等，陈国家另有巍宠的在

外，藕于国家所有。

国家机关、部队、全民踌有制企业、事业组辑牧藏的文

物，属于国家所有。

第五条 溺于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的纪念建筑物、古建

筑和传贵文物，其所有权受尽j家法律的保护。文物的所有者

必额遵守困家有关保护管黯文物的规定。

第六条 文物保护管理经费分别列入中央军口地芹的射政

霞算。

第二章文辑保护单位

第七条 革命遗址嗨纪念建筑物、宫文化潘址、古慕

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等文物，应当报据官妇的历史、

艺术、科学价值，分别确定为不前额射的文物保护单位。

县、自拾县、市魏文场保护单位，自县、在治县、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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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核定公布p 并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备案。

省、自治区、直辖市级文物保护单位F 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并报国务院备案。

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在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中 F 选择具

有重大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或者直接指定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量报国务院核定公

布。

第八条 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

意义的城市安出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会向城乡建设环境保

护部门报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

第九条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

市人民政府和县、自治县、市人民政府划定必要的保护范

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区别情况分路设景专

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

围和记录档案，由省、自治区、直辖南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报

国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制定城乡建设规闲时p 事先要由

城乡规划部门会同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商定对本行政区域内各

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措施3 纳入规 ~tlo

第十一条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

设工程。女旦有特殊需要p 必须经原公布的人民政府租上→级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近

行其他建设工程，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

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同意。

第十二条 根据保护文物的实际需要，经省、自治区、

在辖市人民政府批准p 可以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周围划出→定



的建设控制地带。在这个地带内修建新建筑和构筑物，不得

破坏文物保护单位的环境风貌。其设计方案须征得文化行政

管理部门同意后，报城乡规划部门批准.

第十二条 建设单位在选行选址和工程设计的时候步战

建设工程涉及文物保护单位的s 应当事先会同省、自治区、

直辖市威者县、自治县、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确远保护措

施，列入设计任务书。

因建设工程特别需要而必须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迁移或

者拆除的，应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步经该级人民政府和

仨)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迁

移或者拆除，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报国务院决

定。迁移、拆除所需费用和劳动力由建设单位列入投资计划

和劳动计划。

第十四条 核运为文物保护单位的革命遗址、纪念建筑

物、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等〈包括建筑物的附属

物) ，在选行修缮、保养、迁移的时候，必须遵守不改变文

物原状的原则。

第十五条 核寇为文畅保护单位的属于留家所有的纪念

建筑物或者古建筑F 除可以建立博物馆、保管所或者蔚为参

观游览场所外s 如果必须作其他用途，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

位的级别步由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报原公布的人民政府批

准会全国重点文物法护单位如果必须作其他用途，应经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同意，并报国务院批准。这些单位

以及专设的博物馆等机梅，都必须严格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

的原则，负责保护建筑物及附属文物的安全步不得损毁、改

建、添迫或者拆除。使用纪念建筑物F 古建筑的单位，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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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建筑物的保养和维修。

第旦章考古发据

第十六条 …切等古发掘工作，都必须履行报批乎载。

地下埋藏的文翰，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不得私自发掘。部土

的文物除根据需薯交给科学研究部门研究的棋外，由当地文

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保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

占.为了保证文物安金、进衍科学研究如充分发挥文物的作

蹄，省、自治搓、直辖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必要时可到

报纽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调用本行政区域内

的出土文物z 剧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经国务院挠准，可以词

用金属的重要出土文物。

第十七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机梅、帮古研究

扭持朝南等非校等，为了科学研究进行考古发掘，必细提出

发搪计划，报国家文化行政赞理部门合同中国社会持学院审

查，经翻家文化行政赞理部门批准后，始得进行发掘。

搏要对全回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的母古发摇，由国家

文花行政管理部门会问中闹社会科学院审核菇，报商务睦批

准.

第十八条 在进行大型基本建设项目的时候，建设单位

要事先会阔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在工程范

罔内有可摇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党物的润毒或者酷探工作。

调查、勘探中发现文物，应当共同商定娃耀嘉浩。 j握有嚣主要

发现，南省、自市区、直辖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及时援国家

文化行政臂理部门处理.

在进行藩本建设工程或者按业生产中，任何单位或者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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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发现文物，应立黯报悔当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端宿重要

皮现，迦地文f主持政管理部门必统及对报请上摆文化传辑管

理部门处理，

第十九条 需粟配合建设工程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应

由省、自治E豆、直辅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在勘探工作的基础

上提出发据计剧，报国率文住行政管理部门会碍中国社会斟

学捷审查，由国家文化持政管理部门批准.确部童装设工期紧

迫或有自然破坏的企险，对市文化遗址、古墓葬急儒逝行捻

数的， îïf曲省、自治应、直辖市文化行黯管理部门姐毒疫力辑

进行发掘工作，并同时补办批准乎鳞.

第二十条凡国进行基本建设和生产路设带要文鞠勘

探、考古发锚的，脐带提费和劳动力由建设单位列入投资计

划租劳动计划，威者披上提计划部门解决.

第二十一条 非经盟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援国务院悴剁

诗巧，任何外国人或者外国朋体不得在中华人民共和剧撞内

进行带宙调辑和发摇.

捕四章嚣黯文精, 

第二十二条 全民所有的博辛勤锤、图书馆和其结单位对

收藏的文辑，必须区分文物等辍，设置藏品档案，建立严格

的管理制度，并向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登记.

地方各城文化行教管理部门，脂分别建立本行政区域内

的结藏文物档战z 部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建立国靠一级文

物戴品档案。

第二十三条 全民所有的搏物馆、图书馆和挺能单位的

文物蜡晶禁止出卖。这些单位进行文辑藏品的调搓、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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