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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全媒体记者 焦红红 整理

崂山因其山海奇观，自古以来，慕
名而来的游者络绎不绝，其中不乏文人
墨客，游览之余，每留佳作，逐渐形成了
闻名全球的摩崖石刻。现撷取有代表性
石刻，以飨读者。

崂山石刻·它年龄最大

在崂山沙子口街道姜哥庄社区北
面的烟台顶，烽火台清晰可见，山顶有
崂山地区最古老的石刻——— 晋太安二
年(公元303年)的两处石刻，书刻较工
整，粗犷中可见汉隶之余韵。“勃海朱泰
武，晋太安二年岁在癸亥，平原羌公
烈。”分三列，高50厘米，宽42厘米，字径
3 . 5厘米不等。“高阳刘，初孙，魏世渊，
晋太安二年。”分四列，高49厘米，宽26
厘米，字径3 .5厘米不等。

崂山石刻·它最早成篇

孙昙记事刻石是崂山最古老的成
篇刻石，也是研究崂山历史的重要史
料。刻石共两块，东石上有线刻带佛光
莲座的菩萨像，字为“敕孙昙采仙药山

房”，为唐代僧人孙昙来崂山为玄宗采
长生药之遗迹。西石之东侧刻有一篇文
字，因年久风化，字迹多已不可辨认。据
清代资料记载，此摩崖共69字，当时尚
可辨识37字。其文为：“大唐天宝二年三
月初六日孙昙远行至元山海于见仙药
因为使山房郡之以俟来命”。

崂山石刻·这里最多

从元代以来，华楼景区就成为到崂
山旅游的达官文士必到之处，元代尚书
王思诚、明嘉靖二年进士蓝田、明代山东
提学陈沂、明代山东提学邹善、全真教华
山派道士云岩子刘志坚等都有真迹刻石
在此。此处摩崖石刻荟萃，是古诗、题词刻
石保存数量最多的地方，共有30多处。

崂山石刻·“寿”字荟萃

仰口上苑山两万平方米的石壁
上镌刻着40余个“寿”字，最大的高
20余米，宽16米。“寿”字包括欧、柳、
颜、赵四大古体以及现代书法家沈
鹏、启功、武中奇、刘炳森、韩绍玉、黄
苗子等书体。远远望去，群寿辉映，气
势磅礴。这座山峰因石壁上刻满大大

小小的“寿”字而被称为“寿字峰”。最
大的“寿”字被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
沈鹏欣然命笔“天下第一寿”，堪称
“华夏寿字之最”，寓意为“高寿、长
寿、大寿、万寿”。

崂山石刻·它最独特

崂山史学家蓝水曾作诗“茶涧得名
信不虚，考盘往返忆当初；德人亦解爱
奇秀，留有摩崖斗大书。”其中，“斗大
书”即指崂山茶涧参场下面巨石拥揽的
清潭边巨石上刻的德文：“1898、1912
PRINZENBAD”，翻译为“1898、1912
王子沐浴之处”。这个亲王，是当时德国
皇帝威廉二世的弟弟。

深山石刻存千年，延续故事把名传

[ 民间艺术家 ]找寻崂山仲夏之美

□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虹程 整理

芒种已过，仲夏已至，但炎暑酷热
还在路上。草木欣然，花香明媚，天朗气
清。此时的崂山，艳丽多彩与明媚清新
共存，动静相宜。微露暑气的一抹清凉、
林谷山涧中的碧波、竹青山艾绿一点
红，都是独属于崂山的美，美得清新典
雅，美得波澜壮阔……为此，本栏目特
推出摄影作品征集活动，来“找寻崂山
仲夏之美”。“找寻崂山仲夏之美”摄影
作品像素在1-2M，可以是最可人的美
景，也可以是独特的民俗、物产、风土人
情等主题。本栏目将择优刊登来稿，优
秀者将获得一定稿费和精神奖励。
投稿邮箱：wenrunlaoshan@

126 .com
电话：18353247959

六成95后劳动者爱读电子书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人们已
经从PC互联网步入移动互联网的时
代，智能移动终端的普及让人们的生
活方式发生了很多改变，比如，阅读方
式。
从纸质书籍的文雅到电子阅读

的轻便，有移动互联网加持的电子
阅读以其“更快更便捷”的特点深受
年轻人的喜欢，同时也对年轻人的
阅读方式和阅读习惯形成了潜移默
化的影响。
综合58同城、赶集网、中华英才

网等平台数据发现，六成95后劳动
者表示喜欢看电子书，有近半数的
95后劳动者每年的阅读书目在10本
以上，一方面是希望通过长时间电
子阅读来充实自己，通过读书不断
提升自己，满足自己对世界探索的
欲望，另一方面选择喜欢的书籍释放
工作压力，愉悦自己的身心，调整好心
态开始新的工作。

赵非

荷塘夏日

□于宝鸿 王秀海 任景瑞

夏日荷塘多胜景，
千擎万朵满清溪。
出淤不染含芳馥，
珠耀旭光映丽姿

那罗延窟

□乔绪涛

上人行敏动灵猴，洞窟悬空轻去留。
破壁洪荒唯石龛，立身苍莽已清秋。
一池月出天波水，半夜潮生望海楼。
若得诸端皆了了，三山任我放扁舟。

乔绪涛：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山东省楹联
艺术家协会副秘书长

太清宫丘处机石刻。

[ 崂山文物 ] 明道观

明道观位于崂山东麓招风岭前海
拔700米处，是崂山海拔最高的宫观之
一，始建于唐代，后历代均曾重修。庙宇
分东西两院，东院三间殿堂奉祀玉皇，
西院殿堂三间奉祀三清。共有房舍32
间，占地面积13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

380平方米，山门外的峭壁上有清宣统
二年（1910年）镌刻的“明道观”三字。
1939年该观被日军烧毁，后逐步修复，
1956年青岛市政府曾拨款修缮。
据《崂山地名志》记载，唐天宝二年

（公元743年），唐玄宗遣道士孙昙在此

搭建山房采药炼丹，观南岩壁上有刻石
记载其事，并由线刻菩萨像和“敕孙昙
采仙药山房”等字样的石刻。1982年，
明道观被列为市级文保单位，2007年
被公布为省级文保单位，2013年5月被
公布为国家级文保单位。

《画屏》 王松慧 摄

《荷塘夏日》 谢作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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