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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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联匾额颇为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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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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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第一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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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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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山摩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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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镜于横石险壁之上。刻于静寄

山庄遗址岩壁上的"萝屏" 二字 ， 字径 4.45 米，健劲雍容，与"入胜"、 "逍遥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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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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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山槌联匾额千余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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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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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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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坚持实事求是的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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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漫混不清、无从考证的摩崖石刻未录入本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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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碑 11

第二节幢 /80

第二章摩崖石刻

第一节题字 /85

第二节诗文 /161

第三节题记 /258

第三章雕像

第一节线刻雕像 1277

第二节浮雕雕像 1287

第三节雕塑/304

第四章匾额及植联

第一节人胜小区/312

第二节天成寺小区 /317

第三节东甘涧和盘谷寺小区/326

第四节万松寺小区 /331

第五节云罩寺小区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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