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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峰山碑刻

峰山碑刻，源远流长，可考的是从秦始皇于公元前219年在峰山立下第一块纪

功碑(将在《名胜古迹》篇中作全面介绍，此不赘述)起，后人代代相袭。 从两

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直至民国，几乎各个朝代都在峰山

留有碑喝石刻。在山前山后的18处古建筑群中，碑刻比比皆是，有数百块之多。但

由于战火以及自然和人为因素，历代碑刻毁坏严重。据有关资料，峰山碑刻至少经

历了这样7次大的浩劫:

南北朝时期 : 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二十七年 ( 450年)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

(t ã 0) 亲率大军南下，登临峰山，令人将始皇刻石推倒，为毁碑之始。

金元时代:金、元之争，祸及邹峰。山上宫观庙宇，连同碑喝石刻，大多被

毁。峰阳兴国寺、 j青都观、南华观及炉丹山I谷的碑刻，几乎荡然无存。

明永乐初年:明成祖朱楝疑峰山道徒有参与为惠帝朱允;恢复辟之嫌， 加兵峰

山，不仅摧毁山上的宫观石刻，且致该山道教活动一度沉寂。

万历、天启年问:朝廷为剿灭白莲教、徐鸿儒起义，在峰山燃起战火，碑刻亦

在劫难逃。

清咸丰、同治年问:僧格林沁调集大兵会剿文贤教义军于峰山"轰斩累万，

山谷为之赤。"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碑喝自然也难以幸免。

抗日战争时期:毁于日本侵略军炮火之下的碑喝达百块之多。

十年"文革"时期:峰山所剩有数之碑刻又被毁掉近200块，峰山碑喝所剩无

几。

据有关单位实地勘察登记，峰山现在留存下来的较为清晰完整的碑刻还仅有

78块。按朝代分 : 元碑12块(白云宫2块，仙人棚5块，碧云宫 l块、两下店火车站

东l块、炉丹峪1块，东华宫2块明碑17块(玉清宫 l块、金仙庵 1块、东华宫 l

块、炉丹峪l块、南华观l块、莲池4块、仙人宫6块、白云宫2块清碑36块(白

云宫 14块、西峰3块、东华宫2块、炉丹山谷2块、南华观2块、峰阳6块、南天门3块、

真人阁2块、大通岩2块民国碑13块(南天门4块、真人阁 1块、 东宫2块、南华

- 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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