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庆祝第47个“国际博物馆日”，市文化和旅游局围绕
“博物馆，可持续性与美好生活”主题，精心策划50余场次主
题活动。5月16日上午，启动中小博物馆三年提升行动，举
行全市中小博物馆三年提升行动（第一批）签约仪式。

（通讯员 王凤奇）

济宁市文化和旅游局
启动中小博物馆三年提升行动

5月12日，金乡县文化和旅游局联合金乡县影视美育博
物馆开展文物故事主题演讲活动。

活动分为低、中、高三个组别，学生们准备充分，以少年
之声讲述文物本身及其背后的故事，倾诉爱护文物之心。学
生们的精彩表现深深感染着每一位观众，赢得了阵阵掌声。

此次演讲活动不仅提升了学生们的演讲技能，更让学生
们感受到了文物的独特魅力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

（通讯员 徐方 李姝颖）

金乡县
开展文物故事主题演讲活动

5月14日，汶上县博物馆邀请“孙氏泥塑”非遗传承人孙
连军进馆教学生制作泥塑，传授实用的泥塑技巧。在孙老师
的指导下，学生们掌握了制作泥塑的多种技法，创作出一件
件精美的泥塑成品。 （通讯员于静）

汶上县
非遗传承人在博物馆教学生“捏泥巴”

为传承篆刻艺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5月13日，由
兖州书法家协会、兖州博物馆联合举办的“镌刻匠心 气韵章
华”篆刻公益大讲堂阶段性成果展示活动在兖州区博物馆学
术报告厅举行，书法篆刻家王大中先生现场点评展示作品，
带领公众体验篆刻艺术的魅力。 （通讯员 赵雯）

兖州区
开展“镌刻匠心 气韵章华”篆刻公益大讲堂

5月17日，曲阜尼石春秋博物馆奎文学校分馆揭牌成立。
该馆根植传统，展教结合，馆舍兼设古文字书写课堂，让砚台从
博物馆进入校园，从橱窗摆上课桌，恢复与重建铺纸研墨的文化
生活方式，让古老的砚文化得以“活态传承”。（通讯员 崔峰）

曲阜市
尼石春秋博物馆奎文学校分馆揭牌成立

5月18日，邹城博物馆结合汉画像石馆藏文物元素，借
鉴画像石中展现的古代雅集场景，推出邹鲁礼乐、经典诵读、
非遗古琴、香道等活动展演。市民朋友可在19点至21点进
入邹城博物馆一楼、二楼参观游览，这也是济宁县市博物馆
首次实行夜间开放。 （通讯员 李莉）

邹城市
开启“美从物中来”夜游雅集

5月16日，济宁市博物馆联盟高质量发展学术报告会在
济宁市博物馆（文化中心馆）举行。会后，与会领导嘉宾参观
了市博物馆《翰墨丹青——馆藏书画修复成果展》。据悉，5
月18日上午，市博物馆邀请专家在该馆开展文物鉴定公益活
动。当天下午，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徐琳在该馆开展《中国
古代玉器鉴赏》讲座。 （通讯员 刘卓群）

济宁市博物馆
举办济宁市博物馆联盟高质量发展学术报告会

武氏墓群石刻博物馆馆长：朱卫华

嘉祥武氏墓群石刻

汉魏碑刻陈列馆所藏
汉碑为全国之冠，这些碑
刻展示了精美的书法，记
载了历史大事，每一块都
十分珍贵。今天给大家介
绍的是非常重要的一通
东汉墓碑，碑名全称“汉
故豫州从事孔褒碑”。
此碑碑体十分高大，高

270厘米，圆首，有晕，有穿，
有碑额。碑隶书，左侧有“嘉庆元年二月钱塘黄易
来此”题记，正文现存14行，满行30字，隐约可见
百余字。

该碑于清雍正三年（1725年）出土于曲阜周公
庙附近，由于埋在土中受到雨水的侵蚀，文字剥落
较为严重。

墓碑的主人孔褒，为孔子二十世孙，泰山都尉
孔宙的长子，建安七子之首孔融的哥哥。此碑文称
颂孔褒德行，赞其临难慕义，背后呈现的是东汉后
期党锢之祸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后汉书记载，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宦官侯
览家在防东（菏泽单县东北），贪婪腐败，大肆抢掠
官民财物，他的家属残暴百姓，无法无天。督邮张
俭上书揭露侯览及其母亲的罪恶，请朝廷处死他
们，张俭也与侯览结下了仇怨。事后张俭被侯览和
同乡小人朱并诬为钩党之人，被朝廷通缉，四处流

亡，慌乱中投奔好友孔褒，恰逢孔褒外出，弟弟孔融
在家。当时孔融年16岁，因仰慕张俭便留他在家
居住，张俭得以保全性命。后此事泄露，朝庭追究，
依汉律窝藏要犯当斩，孔褒、孔融争着领罪受罚，郡
县官吏不敢决断，问孔氏兄弟的母亲，他们的母亲
回答自己是一家之长，由她担当罪责（“家事任长，
妾当其辜。”），时称“一门争死”。最终，汉灵帝刘宏
下诏书命处死孔褒。在面临生死抉择时，孔褒和家
人表现出无愧先祖的凛然大义！

孔褒墓碑为鲁相陈逸所立，他的父亲太傅陈蕃
也是因反对宦官腐败团体被杀。孔褒碑堪称汉碑
中之煌煌巨制，饱受岁月沧桑，它背后的故事，向人
们展示着有识之士与腐败作斗争的血雨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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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方与县故栖霞寺讲堂佛钟经碑，于唐仪凤
四年（公元679年）刻立，俗称唐碑。所记方与县即今
天的鱼台县，公元762年，方与县因境内遗有鲁隐公
观鱼台而改称“鱼台县”，此名沿用至今。这块碑通
体高218厘米，宽87.5厘米，厚28.8厘米。龙纹碑
首，纹饰丰富。碑额浮雕佛龛供一佛二菩萨，顶部及
两侧浮雕相对缠绕的六龙，集中展现了当时精湛的
雕刻技法。碑文由登仕郎朱怀隐撰文，宣德郎骑都
尉徐伯兴书，太原王客师镌刻。碑文大意为张师旷
修建讲堂，阎文褒等人造像铸钟并镌刻心经，方与县

令宋元凤等人又进行了添造。碑文书法为八分书，
隶法遒美，冲淡雅致，体现了唐代隶书碑刻多样的风
格，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

此碑原立于鱼台李阁镇栖霞堌堆遗址之上，
1984年清华大学教授带领学生在此进行考古实习，
确认栖霞堌堆遗址不仅是一处完整的新石器时代遗
址，还是一处汉墓群，具有珍贵的考古价值。人们一
直在此栖居、流连，到了唐代，这里建成了一座寺庙，
名栖霞寺，此处有名的“栖霞返照”曾列为鱼台县十
大古景之一。

5月12日，嘉祥县新录用公务员示范培训暨政德教育培
训班到武氏墓群石刻博物馆参观学习。 （通讯员 谢珊珊）

嘉祥县
政德教育培训班学习武氏墓群石刻

5·18国际博物馆日

让文物“活”起来 博物馆长讲宝藏
孔孟之乡，这片古老的土地不仅有孔孟足迹可寻，而且有许多风物留存。文物不会说话，却承载着不为人知的故事，它不知时光，却守护着时

光。我们努力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今天4位
博物馆长带您走进博物馆讲述宝藏背后的故事……

济宁汉画甲天下，嘉祥汉画冠济宁。嘉祥
武氏墓群石刻，也称武梁祠、武氏祠，它是我国
东汉时期武氏家族墓地上的一组较为完整而有
代表性的石刻建筑画像群体，是国务院1961年
3月 4日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武氏墓群石刻其画像题材之广泛、思想之
深邃、雕刻之精美，位居全国首位。

武氏墓群石刻采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减地
平面线刻雕刻技法，代表了汉代石雕艺术的最
高水平。画像石的内容主要体现了神话传说、

历史故事、现实生活三大类，生动形象地反
映了汉代及以前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诸多方面的状况。武氏祠的学术价值和
历史意义举世公认。对于武氏祠的发现
著录与研究始至宋代，可以说是汉画研究
学术王冠上的明珠。

武氏祠的阙室里面，保存了3个中
国之最：一对石狮子，是目前中国历史
上有文献记载的、雕刻成型且有确切纪年的最
早的石狮子；两块汉碑，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

的汉碑；还有一个是目前保存在中华大地上最
为完整的一组石质结构的字母双阙。

孟子故里——邹城素有“孔孟桑梓之邦，文化发祥之
地”的美誉，可谓人杰地灵。今天将带您了解来自邹城博物
馆的一件镇馆之宝……

这块石碑是莱子侯刻石，长79厘米，宽56厘米，厚52
厘米，为天然长方形青灰色层岩，上书“始建国天凤三年二
月十三日，莱子侯为支人为封，使储子良等用百余人，后子
孙勿坏败。”刻石共刻有35字，是从古隶到典型汉隶的过渡
性书体。

这块石头的故事要从那年的二月十三日说起。莱子国
一贵族为族人分封土地，并派族人储子良为特使，召集了一
百多人举办了大型的封田祭祀活动，并请人刻碑立石，告诫
子孙珍惜封地勿坏败。这块石碑的重要价值在于上面的书
体。我们知道，汉字自秦始皇时统一为小篆，东汉时规范为

隶书，始天凤三年为公元16年，此时隶书尚处朴
质阶段，字形、笔画略存篆书意味，所以这块刻石
正好处于从秦朝小篆向东汉隶书过渡的时期，其
字体苍劲有力，体现了当时最高的书法水平，是为
数不多的汉代刻石。

莱子侯这块寂寥的石头在沧海桑田的变换中，在期待
着一个约会，她整整等待了1739年，历经了一千多年风雨
初心未变。

时光转瞬来到清嘉庆22年（公元1757年），滕邹一带
的地方名绅颜逢甲和友人一起游卧虎山，他们“偶然”一瞥
发现了这块石头，我们真要感谢颜逢甲和他的朋友们当年
的卧虎山之行。不知他们当时有怎样的欣喜，又是如何劳
神费力地把刻石收存，我们只知道他们在碑石右侧刻录了

跋文，记述了他们的这次“偶然”
发现。后来石刻又被孟子第七十
代孙孟广均珍藏于孟府内，留在
了邹城这片土地上。2002年，这块珍贵的汉
碑穿过千年的历史长廊，落户邹城博物馆。

当代大家郭沫若先生曾在20世纪60年代致函邹城文
物部门，称莱子侯刻石“世所罕见，金石研究必从解读此石
开篇”，将莱子侯刻石推崇至极高地位。20世纪60年代莱
子侯刻石即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成为邹城博物馆的镇馆
之宝。

武氏祠3幅具有代表性的石刻画像

①这是武氏祠的西壁画像，这个画面第一层是西王母，第二层就是传说中的古代帝王图。
②这幅画叫荆轲刺秦，讲了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这幅画的第一层讲了管中射小白的故事，画面的第

二层就是荆轲刺秦王的故事。
③这幅画像叫做水陆攻战图，表现的是汉代的水上和陆地上的一种立体战争场面。

①

③②

曲阜市汉魏碑刻陈列馆馆长：沈涛

汉故豫州从事孔褒碑

邹城博物馆馆长：孟醒

汉莱子侯刻石

鱼台县博物馆副馆长：石雪梅

大唐方与县故栖霞寺讲堂佛钟经碑

■本报记者 张芳 本报通讯员 王凤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