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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年|哥孟德 《盘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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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山罗 j卫国雕像



曲
主司

盘山历史悠久，金石众多，不胜读赏。为传承发展盘山文化，促进旅游事业，使欲游

而未游盘山者，能捷赏盘山金石之美:使己游而未及细览者，能久享盘山之魅力:使研究

盘山文化的学者，亦可案头轻取，特编辑本志。

盘山金石文化发端于商、周，发展于汉、唐，成熟于明、清，其众多作品中，碑喝石

刻极为考究，摩崖题字更为悦目，雕塑造像甚为珍异，槌联匾额颇为赏心。

盘山碑喝主要集中在佛教寺院之中。辽统和五年 (987)立于千像寺的盘山千像拈唐

寺创建讲堂碑，通体汉白玉，蜡曲双龙戏珠碑头，楷、行、草三体兼融并用，开碑文书写

之先河，被誉为"京东第-碑"。天成寺清乾隆帝御制游盘山记碑，其选材之精良、图案

之华贵、书法之秀俊、文体i寺体之豪放堪称盘山碑喝之首。古中盘康熙御制诗碑，明代重

修李靖庵碑，傅光宅、孙应元的诗碑等均为国之瑰宝。

盘山摩崖题字神秘又质朴地点缀于崇山峻岭之间，大多以游记、诗词、述怀等形式表

达游者的陶醉之情和赞美之情。不仅记载了历代帝王将相来盘山的行踪，也简明地记录了

各时期文人墨客、佛道方士的心灵对白，从中可考证出盘山沧桑的历史文脉。清乾隆皇帝

一生 32 次巡幸盘山，留下的 1702 首赞美盘山的诗作，大量镑于横石险壁之上。刻于静寄

山庄遗址岩壁上的"萝屏"二宇，宇径 4.4伍5 米，健劲雍容，与"入胜

方广"等 140 余处摩崖题刻相映生辉。

盘山雕塑造像初现在汉，有石雕、砖雕，后点缀有木雕、铜雕等，石雕有浮雕和线雕

之分。万佛殿元代的"西方三圣"石雕细腻流畅，千像寺造像群最具规格，定光佛舍利塔、

太平禅师塔塔身石雕及砖雕丰富精美，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研究价值。

盘山植联匾额千余件，在历史的长河中虽多有失落。但在抢救复古和当代创作中仍有

"云峰法界"、 "清净妙音"、 "亘古名山

和"等众多精雕之作，有的以气取势，有的以书取胜。在方寸之中壮千寻之峻，点墨之间

洪万象之尊，给人以奇妙无穷的雅兴。

本书共分五章，内插照片和拓片 567 张。编辑人员历经三年努力访核，以力争精准，

但因能力有限，生比漏难免，敬请识者不吝指正。

本志编辑中得到各级领导、众多单位和专家的大力支持帮助，此致衷心感谢。



凡例

一、本书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所收金石资料及碑铭、诗文、摩崖石刻、雕像、匾额、

植联等拓(图)片，均维持原貌，力求做到思想性、资料性、实用性相统一。

二、书中所收碑铭文字和拓(图)片，上自可追溯的年代，下至 2012 年。碑〈铭)文

及诗文内的历史纪年保留，夹注公元纪年。

三、各章以铭文类型来划分，每章节里的内容原则上先以类型划分，后以区域划分，

便于查阅和研究。

四、采用简体字，少数生僻字依原文。所用计量单位，全部使用国家现行法定计量单位。

五、书中所列碑铭及摩崖诗文拓(图)片，个别与《盘山志》不符之处，以实物为准。

部分碑铭文字以《辽文存》为准。

六、有些碑铭、题刻中，未能考证出来的个别阙字和辨认不清的字以"口"代之，缺

行或缺段则以省略号"……"表示。

七、本书全部文字和拓(图)片，仅是盘山金石中具有历史文化研究价值的一部分，

一些漫溜不清、无从考证的摩崖石刻未录入本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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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正门服务区 /370

附:今已无存的匾额和幢联一览表 /377

第五章金器铭文

青铜鼎 /379

青铜直/380

云罩寺铜钟 /381

万松寺大雄宝殿铁钟 /382

万松寺千佛殿铁钟 /383

上方寺铜钟 /384

天成寺铜钟 /385

万佛寺铁钟/386

法藏寺铁钟 /387

盘山地标/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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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山树碑立幢始于唐 1 众多碑幢石刻为书法家、令石

学家所推崇和著录。 干百年来的风雨剌蚀和入为破坏，使这

些碑幢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但流传干世的 35 件古碑幢不乏

精品。 其间以辽代盘山千像陆唐寺创建讲堂碑和清康熙帝、

乾隆帝留下的御碑等堪称极品，肘研究盘山文化和盘山历史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一节碑

'盘山干像柑唐寺创建讲堂碑

位于千像寺(又名枯唐寺)遗址，被誉为"京

东第一碑"。辽统和五年( 987 )立，通体汉白玉，

高 330 厘米，宽 96 厘米，厚 26 厘米。四蠕碑头，

额锈"盘山千像枯唐寺创建讲堂碑" 。 到少1-1 军事

判官文林郎试秘书省校书郎李仲宣撰文，释德麟

书，潘延素、李绪刻石。碑文兼用楷、行、草三

种字体，开创三休碑文书写先河。碑保存完整。

德、麟(生卒不详) ，辽燕京悯忠寺僧人，号

法信大师，景宗耶律贤赐予紫衣。

盘山干像袖唐寺创建i井堂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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