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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区文物资源志》序

泰山区因泰山而得名。历史上管理泰山地区的古城大都在今天泰山

区区域内。如春秋时的博邑、秦代博阳县、汉代博阳郡和唐朝乾封元年

(公元666年)设立的乾封县城址都在今泰城东南15公里的旧县村。现在

的泰城建设始于唐末在此设立的岱岳镇，五代时并建寨墙，置有岱岳镇

使及岱岳镇都虞侯等官以掌镇事，今泰安城区的雏形由此而始。宋代建

立后，宋太祖下诏将乾封县城由旧县迁至岱岳镇，今泰安城区首次成为

泰山地区的行政中心。宋真宗封禅泰山时，将县名改为奉符，并在县城

西南另筑新城，其城址即为今市区南郊的旧镇村。北宋末年，泰山沦陷

于金，金朝所属刘齐政权在奉符县境新设立泰安军(军是当时地方行政

区划名称，与府州同级)，泰安之名从此启用。根据后人的诠释，泰安之

名取自《周易》“履而泰，然后安”之语，寓意泰山安则天下皆安、“国

泰民安”。刘齐被废后，泰安军为金所辖。金世宗将军治由新城迁回岱岳

镇旧城，改置为州。元明沿袭州置，清代升州为府，州、府治所均在今

之泰安城区内。

泰山和泰城是历代帝王行封禅大典之地，因此这里遍布历代帝王的

足迹。历代文人墨客也在泰安泰山留下许多诗词歌赋，这些都是中华文

化的瑰宝。

几千年以来，历代帝王的封禅祭祀活动以及民间的泰山信仰活动，

造就了泰山泰安独特的文化现象：这就是以奈河为界，蒿里山——岱庙

周围——山顶的所谓“地狱一人间闹市一天堂之域”的“三重空间”祭

祀序列。

泰安建城至今已历千年，是山东省泰安市人民政府、泰山区人民政

府所在地，2007年泰城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因为历史原因泰山区文物资源极为丰富，但是，由于过去长期以来

一些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都归泰山管委

会管理，造成对泰山以外区域内的文物管理和保护不力。之前泰山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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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管理的文物没有一处省级以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只有12处市级和区

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也缺少专门的文物管理人才。这与我们拥有的历史

文化名城的地位很不相符。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给泰山区文物管理工作

带来了转机。开展第三次文物普查，是国务院做出的重要决策，是在新

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条件下，确保国家历史文化遗产安全的重

要举措，是国情国力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物保护的重要基础性工

作。由于这项工作的技术含量高，结合我区的实际情况，当时根据文体

局同志的建议，决定聘请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的专家组成泰山区文物普

查队来完成这次普查工作。2008年6月，泰山区人民政府与泰山学院签

订了委托协议。之后泰山学院派出泰山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蒋铁生教授负

责这项工作，并从相关部门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成普查队。此项合作开

辟了第三次文物普查政府与高校合作的先河，得到了山东省文物局和中

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办公室的充分肯定。

历经两年多的田野调查，文物普查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共登记古

遗址13处、古建筑21处、石窟寺及石刻12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

建筑44处，其他类2处，合计普查登记泰山区不可移动文物共92处，其

中除12处是复查文物以外，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数量达到80处。2010

年5月泰山区文物普查田野调查阶段结束并通过山东省文物局组织的专

家验收，评定为“优秀”等级。此次文物普查中有很多重大发现引人注

目，许多媒体争相报道。如新发现的杨家庄七圣堂“观音经变壁画”、省

庄镇明清清真寺古建筑群、四种不同形制的石敢当人物造像、冯玉祥泰

山武-iJtl／l,学第五分校旧址、东颜张村光明社灌溉渠等的发现都在国内引

起强烈反响，其中杨家庄七圣堂、省庄镇明清清真寺古建筑群和泰山武

训小学第五分校旧址等已经由泰山区人民政府分别申报了国家和山东省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次文物普查对原有文物的重新认定也同样成就斐

然，如对泰安火车站小楼的重新认定：“泰安府站钟楼”是现存津浦路上

保存最完整、最早的站房，是中国近代交通史的历史见证。日前这个文

物已经由泰山区人民政府申报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又如，普查专

家认定原市级文物翠英中学和美以美会西洋楼以及登云街教堂是同一教

会组织的建筑，建议以“美以美会古建筑群”联合申报山东省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此次由蒋铁生教授编著的《泰山区文物资源志》，是我区文物普查的

一项科研成果，该书按照国家不可移动文物分类法编写，除用文字和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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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介绍泰山区不可移动文物以外，还附有专家对每项文物的保护现状、

文物价值分析、相关史料考证、考察报告、新闻报道、人文环境、文物

保护以及对以现有文物为依托开展文化旅游的思考和建议等，凝聚了专

家们的考察成果和学术成果，是一部泰山区文物资源的百科全书。粗阅

书稿我认为该书出版有下列意义：

一、存史价值和资政价值：可以使我们全面掌握泰山区不可移动文

物的基本情况及其保护现状，为科学制定文物保护政策和规划提供依据。

同时为文物的标准化和动态化管理创造条件。

二、文物知识普及价值：阅读此书可以提高干部尤其是从事与文物保

护相关人员的文物认识水平，促进文物保护机构和队伍建设，提高文物

保护的科技含量，管理水平。进一步增强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在可持

续发展战略的指导下，使文化遗产保护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格

局中发挥更大作用。

三、对泰山区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意义：如今泰山区文化产业和

文化旅游正如火如茶地展开，《泰山区文物资源志》的出版为我们的文化

创意产业和文化旅游新线路的开辟提供了基础性的资料，这些文物资源

是价值不可估量的无形资产，是我们进行文化产业创意和开展更大规模

文化旅游的灵感之源。祝贺《泰山区文物资源志》的出版，祝愿蒋铁生

教授在泰山研究方面不断有新的收获!

是为序!

宋洪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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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者序

几年前我就想编一本《泰山区文物资源志》，填补一项在泰山文化应

用研究方面的空白，但这个设想迟迟没有能实现，直到全国第三次文物

普查使我实现了这个愿望。

从2007年开始的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是建国以来我国进行的最大

规模的文物普查，是为了摸清文物家底，完善文物信息，提高我国文化

软实力的国家战略行动。这次文物普查学术性强，科技含量高，除了传

统的田野调查外，还要对原来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按照普查标准新发

现的各类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卫星定位和文物数据库以及文字档案和电

子档案的建设，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泰山区人民政府根据泰山

区实际情况，将这次文物普查的任务委托泰山学院泰山研究院来完成，

并于2008年7月签署委托书，开创了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地方政府与高

校合作的先河，得到泰安市、山东省和国家第三次文物普查办公室各级

领导的充分肯定。有了这个平台，才使我们掌握了泰山区全部文物资源

的资料。对于历史学和文物考古学来说，史料和田野调查的信息犹如炊

饭之粟米，烹饪之调料，有了这些条件，才使本书编写成为可能。

《泰山区文物资源志》，集中介绍了泰山区不可移动文物的绝大部分

内容，除了介绍这些文物的主要特征、保护现状、文物价值外，还增加

了文物的历史考证、相关资料搜集、新发现文物的考察报告和宣传报道

等内容，尤其是增加了不可移动文物的周边环境研究、相关文物资源与

旅游产品开发的可行性研究等，这实际上已经涉及到文化产业开发和文

化旅游开发的内容。

《泰山区文物资源志》按照新的文物分类法编写，分别涉及古遗址、

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其他类不可移

动文物等五大项，因为此次文物普查没有发现古墓葬，因此，此项内容

阙如，实属遗憾。其实原来泰山周边是有不少古墓葬存在的，但都已经

彻底被破坏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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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区的行政区划本来包括泰山，区域内大部分国家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和不少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都在泰山之上。由于泰山管理委

员会单设，大部分山上的文物和部分山下的文物(如岱庙、灵隐宫等)

也都由泰山管理部门负责管理。在此次文物普查开始以前，泰山区只有

13处(还包括此次文物普查中，上级文物部门同意拆分的2处)市鳜和

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泰山区文物普查队通过三年多的拉网式普查，

共登记和复查不可移动文物92处，后来经过山东省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

办公室审定为85处，最后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办公室审

定而最终列入国家数据库的不可移动文物为80处。其中新发现不可移动

文物67处。(这些列入国家数据库的不可移动文物，我们正按照要求制

作档案)因为被裁掉的12处不可移动文物，仍然存在重要文物信息和旅

游开发价值，因此本书仍然是按照92处的规模编写的。另外新的文物分

类有些地方存在交叉，比如一个古遗址，上面既有坍塌的部分，同时还

存在尚未坍塌的古建筑，这种情况下我们既可以将其列入古遗址，也可

以列入古建筑，特此说明。

这次文物普查的成果极其丰富，除了新发现的67处列入国家文物数

据库的不可移动文物外，我们对原有不可移动文物的重新认识，也是提

升泰山区所管辖文物价值的主要举措。如泰安站站房，原来是以“泰安

火车站小楼”为名颁布的泰安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主要是对该文物

的实际价值认识不足。此次普查中，我们通过对史料的挖掘和整理，认

定该建筑是中国交通史的重要见证，是津浦铁路线上最大最古老的站房，

并以“泰安府站钟楼”为名申报了山东省第六次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第七次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同时我们还将一些不可移动文

物申报山东省和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省庄镇明清清真寺古建筑

群”“翠英中学古建筑群”等。在不远的将来，泰山区有望实现山东省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零突破。

盘点泰山区的文物资源，我们总结泰山区第三次文物普查有十大重

大发现，即：①杨家庄七圣堂壁画；②省庄镇明清清真寺群；③琵琶湾

姜氏石楼；④冯玉祥读书楼；⑤冯玉祥泰山武训小学第五分校旧址；⑥

四个不同年代、不同造型的泰山石敢当石刻造像；⑦滦州起义革命烈士

纪念堂；⑧东颜张光明社灌渠和石刻；⑨岱麓书院遗址；⑩登云街2号

基督教教堂。这些重大发现先后被各级报纸报道并被各大网站转载。以

这十大发现为代表的泰山区不可移动文物，将为泰山区的文化旅游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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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创意产业提供不竭的源泉和动力。

2011年12月28日，泰安市文物事业管理局组织专家评审出泰安市

第三次文物普查十大发现，“泰山区省庄明清清真寺古建筑群”和“泰山

区泰山石敢当造像群”丽项入选，涉及到芝田村清真寺、岗上村清真寺、

东孙庄村清真寺、岳庄村清真寺、二十里埠清真寺、杨家庄七圣堂、西

羊楼南村石敢当造像、中旧县村石敢当造像等八处不可移动文物，占全

部登记文物的10％。人选数量位居泰安市各县市区之冠。这也是对我们

普查工作的充分肯定。

为了使读者更直观地看到我们的考察成果，我们给每个不可移动文

物都配了照片，从而使这本书具有了泰山区旅游指南的作用。

以齐鲁晚报记者为代表的新闻界朋友，对泰山区全国第三次文物普

查给予极大关注，他们多次跟踪报道了泰山区的重大文物发现，这些新

闻报道除了有广而告之的作用，也有一定的存史价值，因此书中也收入

部分重要的新闻稿。

对于一些重要文物的历史背景和人物我们尽可能地进行了考证，以

便读者对各个文物点有比较详细的了解。

2012年是我大学毕业从事高等教育30年纪念，我们同学相约在泰山

聚会，谨以此书献给“历史一代人”——吉林大学历史系1978级的77

位同学。

蒋铁生

2012年春节序于泰山天外村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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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蒿里山神祠遗址

蒿里山神桐遗址位于山东省泰安f打泰山艇财源街道办事处灵山大街

蒿里Ih J。，泰⋯火车站东南50t)米处(；PS坐标：北纬36。10’54 9”，东

经1l 7。06’26 5”，海拔高程：197 1]／．足全国第三次文物普矗新发现文物。

【与地面积约为1000平方米，现存犬殿遗址1处、残碑2通、建筑椅件4

件，遗址有1米多厚文化堆积层．各个时期的建筑构件散见于遗址各处。

蒿里山，叉名高里山、英雄I¨'汉代以前称作“高里山”，为占代帝王的

禅地之所，此处曾山上唐朱弹地玉牒《汉书》中多处记载汉武帝“亲禅

高里”，到魏晋时期改称为“篙里”，并在此建筑规模宏大的神祠，义名

“森箩殿”原规模臣大，后多次毁灭。元代翰林集贤学i像世降在重修
泰山《蒿里山神祠记》中，叙述了蒿蟹山阴曹地府的历史，遗存一碑刻，

立于元代至元二十年(公兀1284年)，碑高3 5米，宽1 02米，厚

0 29术，有徐世隆撰文，徐如嘉书，扬随撰额。碑文书2 J行，行46字．

蒿咀山神捌遗址建筑社J件

字径3厘米．

】972年移植岱

庙内。此神柯

历代最修．到

1928年北伐军

进驻泰安时，

彻底拆毁。其

为古代著名宗

教建筑遗址．

具有重大文物

保护价值。

保护现

状：由于长期

战乱及生产生



活活动，该

神祠现已经

废弃，仅留

遗址和残碑

及少量建筑

构件．

文物价

值：蒿里山

是古代帝上

惮地之处，

蒿罩山神祠

是泰I¨j重

宅间祭祀序

古遗址003

蒿堆山神桐遗址文化堆积联

列的组成部分、从议代)F始“泰山治电”之说就在华夏盛行，泰山是中

国人的灵魂归宿．而苘里就是管理天下魂魄之地．古代流传的蒿里曲就

是为亡人魂魄送行的挽歌二也町以说这里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古代

碑刻和文学作品巾记录或表现蒿里山治鬼的【史料很多。

文物史料：

蒿里山神祠：叉名森罗殷。位于蒿里山和社首山之间，创建年代无

考晋代陆机《泰山吟》有“梁父亦有馆，蒿里亦有祠幽岑延万鬼，

神屠集百灵。”之诗句，可见其历史之悠久。据记载，森罗殷内设立有七

十五司jt-2_曾对案之神傅，营造出争人毛骨悚然的妖魔鬼蜮。唐宋时期，

该祠香火不绝金代祠毁于战火、元代泰山著名道士张志纯，号天倪子，

泰安上保人(令属肥城)，道名志伟．元惠宗为其更名为“志纯”，赐号

“崇真保德大师”，授与紫服张志纯任泰山东岳庙主持、东平路道教督

提点时，提议重修蒿里山神祠，但他生前未完成，嗣后，玄门掌教宗师

管领诸路道教洞明真人郝志诫继续修茸。

现存于岱庙院中的《重修蒿里山神祠纪碑》立于元代至元二十一年

(公元1284年)，是有关蒿里山神祠的重要史料，现摘于后：“《蒿里》

者．古乏挽章之名，出于田横门人，感而成歌、汪车延年分为二曲：《薤

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后人以为，／kf-t,精魂归于蒿

里，其山有神主之 因立七十五司，以为追速收捕，出八死生之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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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张华《博物志》、陆机《泰山吟》皆云：人死其魂拘于蒿里．白乐天诗

日：‘东岳前后魂，北邙新旧骨。’樊殿直《修庙记》亦言：‘人生受命

于蒿里，其卒归于社首。今东岳山有地肝，府各有官，官各有局，皆可

以追死注生，冥冥之中，岂无所宰而然耶：’其祠距泰岳庙西南五里许，

建于社首山之左，自唐至宋，香火不绝望之者，入则肃然，近则威然，

出则怖然。若有追之者，岂非世人如见真鬼神而然欤!”

——蒋铁生：《泰山中路的历史文化积淀与开发价值》《泰安师专学

报》2001年1期

保护与开发建议：

l建议开发为遗址公园；

2建议将遗址定为泰安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围绕泰安市开发“三重空间”历史x化轴线，把蒿里山的天化旅

游打造成泰安市的文化精品。

普矗队采集的li．建筑构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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