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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山地处鲁中腹地，一向以经济富
庶、文化繁荣著称。博山自唐代开始挖掘煤
炭，宋时生产陶瓷琉璃，至迟到明代中叶，
博山已经成为全国琉璃生产销售中心。千百
年来，煤炭、陶瓷、琉璃三大产业的不断发
展，不仅奠定了博山作为鲁中重镇的地位，
也带动了饮食、手工、农林、教育等其他行
业的发展。繁荣的经济促使博山地区社会
变革加快，社会活动增多，而碑刻作为

“传之万世”的有效载体，被广泛应用于地
区各类重大社会活动中，博山也因之留下
了数目众多的碑刻。

2013 年，博山区政协启动博山境域内
碑刻的搜集整理工作，并于2014年编辑出版

《博山碑刻》一书，该书收录了349通碑刻，83
通摩崖石刻、石额、石雕等，376 幅照片，265
幅拓片，共 31万余字的碑文，大体囊括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博山碑刻的基本情
况。从该书所辑碑刻分析，博山碑刻大多
以寺庙修建记碑为主，另有不少碑刻则具
有明显的社会教化、行为规范等内容。碑
文中所蕴含的民生民本思想，对今天的地
方民生建设和良好社会风尚普及有重要的
借鉴意义。本文就该书所辑碑刻，择取社
会民生方面内容，分类叙述如下。

禁止樵采 以育山林

该类碑刻以封山育林为主要内容，体
现了当地先民保护自然、利用自然的超前
生态保护意识。其中最早的为明万历三十
年 （1602） 的《禁止采伐山木告示碑》，该
碑现存于博山凤凰山泰山行宫，石灰石
质，高 70厘米，宽 98厘米，正文楷书，字
径3厘米，碑体完整，文字清晰。时任颜神
镇（博山县前身）捕盗通判的赵存诚重修泰
山行宫，第二年修建完成。为保护泰山行宫
及周边环境，赵存诚特立《禁止采伐山木告
示碑》，提到行宫“四至中凡有树株，宜遂
生长，克行宫用。居民敢有牛羊作践、斧斤
砍伐者，庙主呈官，枷号重责，赔偿问
罪。”虽然立碑主观目的是保护庙宇财产，
客观上却保护了山林植被不被破坏。

此外，《博山碑刻》一书还收录类似刻碑
十余通，时间跨度从明万历到民国三百余
年，地理分布则遍布博山全境。这些刻碑所
载禁止乱砍滥伐树木事项，大多是为保护一
地风脉不被破坏，如现存于伊家楼村的同治
十三年（1874）《封山告示碑》即明确提到：“该
处太平山系伊等各庄风脉攸关之处，其中庶
草繁茂，嘉木葱茏，培养有年。屡经封禁，不准
樵采作践，以资荫护而壮观瞻。”现存于龙堂
村民国十九年（1930）的《护林记碑》碑文则对
保护树木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其开篇即强
调：“夫树者，经画必资，衡宇必植，莹墓必设。
经画资以识道，衡宇植以识家，莹墓设以壮观
瞻、着兴替，实先人凭之也。”而民国二十年博
山县建设局在岳阳山设立的《布告记碑》则抛
却风脉保护之说，直接点明：“岳阳山为博邑
名山，向有多树，蔚为森林。近数年来牛羊
践，樵夫斫伐，以致牛山不美，若不早为保护，
势必瞬为童秃。”因建设局负有保护森林之
责，因此布告附近村民不得到山上砍伐放
牧，说明本地对山林的生态保护意识已经深
入人心。

千百年来，博山地区居民靠山而居，依
山而存，多数村庄也都附山而建，村民和山
形成了共生共存的紧密关系。他们从朴素
的唯物主义观出发，知道山林对保护山
体、保护民生的重要作用，上述碑刻则是
他们生态保护意识的直接证明。

捐修助学 赓续文脉

博山地区历来非常重视教育，《博山碑
刻》也收录了历代捐资助学刻碑近 10通，其
中最为典型的是捐修范泉书院的相关刻碑。

乾隆五十六年（1791），金石学家武亿出
任博山县令后，对原范泉书院进行重修，恢
复了范泉书院的教育事业。半个世纪后，范
泉书院因经费紧张面临关闭。道光二十三年
（1843），博山前知县何家驹与知县邱文藻等
人倡议为范泉书院捐资，据《清道光二十三
年创建书院善人题名记碑》记载，前后有三
百多人参与了集资，捐资从几百千文到最低
一千文不等，筹集资金一万两千零四十三
千三百文。这些钱款除修理书院墙宇及相

关附属设施外，还购置土地，入股当铺
等，确保了其后续资金的延续。

同治初年，博山地区战火频仍，书院
经费也入不敷出，部分主讲人员常常缺席，
书院形同虚设。同治四年（1865），知县樊文达
从官府经费中挪出部分费用补贴范泉书院，
使其恢复教学。据《范泉书院记碑》记载，樊
文达“将库存公项京钱四百七十千六百文，
并南关地十八官亩，作价京钱一千八百吊整
捐入书院，永作膏火之资。”光绪年间，监院
李禹峰又捐款一千一百缗，以助书院膏火，
此时书院“设监院数人，山长一人，每月课士
二次……每课生员约二十余人，童生约五十
余人。”十年后，清廷罢科举，范泉书院改为
官立高等小学堂。

从乾隆年间到光绪末年一百五十余年的
时间里，范泉书院为博山文化教育做出巨大
贡献，博山的莘莘学子经范泉书院栽培而名
垂青史者甚众。现存于博山范公祠的这些记
碑则是博山历代重视教育事业的最好证明。

除修建范泉书院外，《博山碑刻》还收
录了其他地方捐修书院的刻碑。如山头窑广
村宣统三年 （1911）《真武庙改学堂记碑》、
山头东坡村民国十九年 （1930）《小学教室
记碑》等记碑，则记载了博山本地乡民就地
取材建设学堂之事。从以上记碑可以看出，
每次倡捐修建学堂时，博山先民都积极踊跃
捐款，不仅捐款人数众多，所筹资金亦极为
可观，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他们乐善好施
的公德之心。

革税安商 恩泽黎民

博山地区在明朝中叶就成为鲁中地区
有名的经济重镇。经济的繁荣富庶一方面
促进了博山工商业的发展，一方面也为不
法官员、商人大肆敛财创造了可乘之机，

“胥役地棍人等冒名抽税，扰害小民”，“蠹
棍横索，商民不安”。为此，博山本地正直
乡绅曾先后几次干预不合理税收，清肃市
场，为保护本地百姓利益、促进市场发展
起到了一定作用。

博山现存最早的有关税制改革的碑刻
是康熙十年 （1671） 的《革税记碑》。根据
碑文介绍，康熙十年，巡抚部院禁止滥设
牙行以后，本地乡宦、时任广东阳江县知
县的孙廷铎特呈文颜神镇巡检司巡检王谦
亨，建议整顿颜神地区陶瓷行业重复收税
问题，王谦亨听取了孙廷铎建议，于当年
四月十四日在税务街立碑，由此保证了博
山地区陶瓷行业的良性发展。

在博山地区有关税制的碑刻中，当属
康熙四十九年 （1710） 的《赵宦买税记碑》
影响力最大。该碑宽72厘米，高164.5厘米，
厚 20厘米。正文楷书，字径 1.5厘米。碑体完
整，文字尚清晰。该碑主要记述了康熙中后
期博山地区官商勾结“私立行款，显背司册，
取余民间，不啻数倍，以致万姓喧腾，集场几
废”。为保护博山集市正常运转，康熙四十八
年（1709）二月二十四日，赵执信、赵执璲上书
认捐秤尺等九个行业税收，并将集市设为义
集，集市内所有商贩无须再缴纳任何费用。
呈文经县、府、道层层审批，遂同意赵执信、
赵执璲捐税施集呈文，并于康熙四十八年十
月初一正式实施。后为防止有“胥役地棍人
等仍敢冒名抽税，扰害商民”，又于康熙四十
九年六月十五日勒石立碑，以垂久远。

赵氏兄弟买断九行税后，博山地方手工
业很快就进入了良性发展。硝是琉璃产业必
不可少的原料之一。长期以来，硝的生产、
销售都由官府和少数人垄断，一定程度上桎
梏了琉璃行业的发展。硝行免征税收后，可自
由买卖，博山地区琉璃行业也因之更加繁荣，
逐渐成为博山的支柱性产业。可以说，博山琉
璃行业的繁荣与赵氏兄弟买税有直接关系。

除以上三类碑刻外，《博山碑刻》一书
还辑录建桥修道、施田捐地、增筑石堰等
各类涉及民生的碑刻二十余通，时间跨度
从明天启年间到民国末年；全书收集有关
民生事项碑刻计有 60余通，占比近五分之
一。从以上碑刻可知，历史上博山地区的
乡宦士绅对社会民生都较为关注，他们通
过立碑方式规范社会秩序、维护基层安
稳、提高百姓素质，最终保障了地区的经
济社会发展。同时，碑文中所蕴含的生态
保护、人伦教化、法治宣扬等内容对今天
的社会治理仍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在山东省邹城市城前镇渠家庄村南100米苗
子岭上，屹立着一通抗日烈士纪念碑，碑呈梯形
方柱体，青石质，顶部为覆斗状，高 2米，上宽 0.4
米，下宽0.55米，碑座呈方须弥形，花岗岩石质，高
0.5米。碑阳左边刻有“中华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
立”，正中镌刻“尼山区抗日烈士纪念碑”，右下署

“彭畏三敬题”，为时任鲁南参议会参议长的彭畏
三题写；碑阴铭刻碑文 8行，计 408字，后署“尼山
区全体党政军民公立”。

彭畏三（1901-1969），今山东省滕州市人，
1923年考取北平师范大学，1927年毕业后从事教
育工作，积极参与营救和资助地下党组织的活
动，多次支持和保护进步青年学生。“七七事变”
后，投身抗日救国宣传活动。1938年 6月，彭畏三
进入鲁南山区。1939年底，受聘担任八路军115师
高级参议，成为罗荣桓同志的高级顾问。后继任
鲁南总动员委员会宣传部部长、鲁南行署教育处
副处长、鲁南参议会参议长。1944年 6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青岛市教育局局
长、山东师范学院院长、名誉院长等职。

鲁南区参议会，由鲁南区党委于 1940年 6月
组织召开400余人参加的鲁南各界抗日人民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并选举彭畏三为参议长。1943年
冬，其时尚为民主人士的彭畏三题写了尼山区抗
日烈士纪念碑碑阳碑文。

纪念碑碑阴碑文如下：
“尼山区为鲁南抗日民主根据地之屏藩，自

敌人控制津蒲线后，即向其频繁进攻。复有国民
党反动派秦启荣之流，与之配合。遂使坚持是区
之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民主政权及人民陷于两
面作战之困境。民国廿八年端阳节，八路军四支
队一部与日寇激战小山，以寡敌众，冲杀竟日，高
呼‘与小山共存亡’及‘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声振
山谷，令人泪下。迄今信女犹於是日焚香献茶以
慰忠魂，其壮烈感人，有如此者。廿九年敌伪顽匪
配合进攻，形势极恶，当时党政军民仅余十八盘
山可作抗拒依托。后经苏鲁支队驰援驱敌，终获
坚持阵地之胜利。去秋敌人加紧蚕食，我鲁南军
区主力配合尼山独立营又一鼓而下孙徐，生擒汉
奸惯匪张显荣，为尼山奠定巩固之基础。至若罗
头伏击、长座突围、奇袭深沟之敌、打进泗水南
关、收复标村、赵家村，奔袭墁山、将军堂，均以烈
士之热血头颅换得扩大与巩固尼山区之辉煌战
果。众信无先烈之牺牲便无今日之尼山区。故后
死者应照顾其家属，继承其遗志。在民族革命斗
争中发挥友爱无我之精神。尼山区故具盛世之规
模矣！然反攻胜利建国成功尚待最后之努力。爰
勒斯石以颂坚贞而励来兹。”

尼山区全体党政军民公立
碑阴碑文中记载了激战小山、坚守十八盘、

生擒汉奸张显荣等重要战斗和尼山区抗日根据
地的发展历程。

1939年 6月 13日，由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
队抽调1000余人组成的南下挺进支队，抵达邹东
一带。6月 21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挺进支队
二连 178名勇士与日伪军 2000余人在小山激战，
战士们同仇敌忾，战至最后，高呼着“与小山共存
亡！”“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与疯狂冲上来的敌人
展开了肉搏，后在主力部队策应下，部分指战员

冲出了重围。此战毙伤敌伪 200余人。
我军营教导员王志耕、司令部作战科
长王堃等 83名烈士牺牲。当地百姓感
念八路军的英勇，每年都在端午节到
小山焚香献茶，以慰忠魂。2018年，当
地建设了高 19.39米的小山战斗纪念
碑，以永久纪念这次战斗和牺牲的烈
士！小山战斗是八路军在邹东地区打
响的第一战，点燃了邹东地区的抗日烽
火，扩大了南下挺进支队的政治影响，
有力促进了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1940年，以十八盘山为中心的尼
山区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成为鲁南
抗日根据地的“西大门”。1940 年 9 月
14日，国民党滕县顽军头子申宪武探
知只有邹县县长步云亭所率县大队在
尼山区，于是勾结邹县、泗水等地数股顽军 2000
余人进犯尼山区抗日根据地。八路军 115师政委
罗荣桓接到求援后，立即命令苏鲁支队政委彭嘉
庆带领苏鲁支队一个大队前去救援，指示务必站
稳脚跟，打击敌人，然后向邹滕曲泗边区逐步扩
大革命根据地。9月15日凌晨3时许，急行军赶到
的苏鲁支队与邹县县大队里外夹击，毙伤敌百余
人，俘敌百余人，粉碎了敌顽军扼杀邹东抗日武
装的阴谋，保住了尼山区抗日根据地的种子，为
鲁南抗日根据地的扩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张显荣原是活跃在尼山地区的土匪，后于
1942 年春公开投降了日军，当上了“皇协军”司
令。司令部驻扎在泗水城南5公里的南北孙徐，所
部2000余人分驻在周围的30多个村庄。泗南广大
地区被伪化，对尼山抗日根据地威胁极大。1942年
9月4日，我115师教导第一旅第三团和尼山支队，
深入敌腹地，采取长途奔袭的掏心战术，一举攻克
了驻扎在南北孙徐张显荣司令部。南北孙徐之战，
毙伤伪军200余人，生俘伪皇协军司令张显荣以
下 500 余人，其余部随后溃散。解放了 30 多个村
庄，使泗南、邹东连成一片，震慑了敌人，鼓舞了
士气，为尼山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碑左右两侧面刻有为国捐躯的167位抗日烈
士姓名、籍贯。通体碑文楷书书写，字体雄浑苍
劲。尼山区抗日烈士纪念碑立于 1943年冬季，是
鲁南地区最早的抗日纪念碑。尼山区是鲁南抗日
根据地之一，范围以邹东山区为主，包括曲阜、滕
县、泗水、费县、平邑等县结合部，当时中共鲁南
地委、尼山行署、鲁南一军分区、邹县县委均设于
此。在立碑时期，尼山抗日根据地又迎来了反扫
荡斗争的重大胜利，抗日斗争形势出现了新的局
面。尼山军民认真总结回顾了 6年来根据地军民
浴血奋战的斗争历程，为缅怀为国捐躯的英烈，
追悼可歌可泣的英烈事迹，特勒石记功，真实生
动记载了尼山区抗日根据地在日、伪、顽等几方
势力夹击下生存发展壮大的历史，是当时斗争生
活的真实写照，更是由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领导
下的军民书写的抗战史的宝贵一手资料。纪念碑
还是二战时期留存的珍贵历史文物，对于研究中
共党史及抗日战争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历
史价值。

尼山区抗日烈士纪念碑立碑于抗战时期，是
目前发现现存较早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

日军民所立的抗日烈士纪念碑之一，它记录了当
时为尼山区抗日根据地建设牺牲的167位烈士英
灵，讴歌了尼山区军民在抗战时期的壮烈场面和
英雄事迹，彰显根据地军民抗日斗争的伟大精
神，以激励后人铭记先辈历史功绩，弘扬先辈革
命精神，对于传承抗战精神红色文化具有重要的
价值。

尼山区抗日烈士纪念碑立碑之时举行了隆
重的纪念大会，以后逢重要节日都到此碑所在地
举行祭奠活动。新中国成立后，纪念碑成为传承
革命精神的重要设施，每到清明节、“七一”建党
节、烈士纪念日等重要节点，附近机关企事业单
位、中小学校等在此举行活动。2016年始，邹城市
依托尼山区抗日纪念碑，建设了尼山区抗日纪念
馆、尼山区抗日遗址复原展示区等，成功打造尼
山区红色教育基地，先后被评为省级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省级党史教育基地、山东省红色研学基
地、山东省第三批中小学生研学基地、国家AAA
级旅游景区，尼山区抗日烈士纪念碑发挥着重要
的观瞻、教育功能，具有重要的景观价值和社会
价值。

1982年，在尼山区抗日烈士纪念碑上加盖了
六角小亭。1985年4月，被公布为济宁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2015年6月，被公布为山东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2020年 12月，入选山东省第一批革命文物
名录。2019年2月，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以纪
念碑碑体为基点，四周向外8米为保护范围，保护
范围外缘线向外延伸 5米为建设控制地带。纪念
碑现由邹城市城前镇文化旅游办公室管护，在碑
前立有山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碑和山东省
革命文物标识牌。

尼山区抗日烈士纪念碑至今已历经 80余年
风雨，为做好其保护利用工作，一是借助正在开
展的第九次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申报工作，建
议将尼山区抗日烈士纪念碑纳入国保范畴，进一
步彰显其价值，以促进保护展示工作开展。二是
加强研究阐释工作，对纪念碑的作用、价值、背后
的故事，碑文中记载的英烈、事件等进行深入挖
掘，讲好革命故事、红色故事，为文物利用工作奠
定基础。三是进一步发挥纪念碑启迪教化、立德
树人功效，积极开展教育活动，大力发展红色旅
游，以进一步保护历史文物，弘扬革命文化，传承
红色基因。

1995年 10月，山东省邹城市郭里镇卧虎山
发现一座西汉晚期石椁画像石墓，石椁内、外
壁共刻有精美的画像 20幅，其雕刻内容有神话
传说、历史故事、楼阁建筑、人物动物、乐舞
杂技等，画面均为阴线刻，线条流畅优美，造
型准确生动，比例匀称协调，具有较高的历史
艺术价值。其中，一幅伯乐相马画像石为同时
期发现数量极少的历史故事类画像石，较为罕
见。

伯乐相马画像石，为该石椁画像石墓北椁
板内侧中格画像，椁板纵0.84米，横2.79米，画
面分为左、中、右三格，左格为双阙、骑士画
像；右格为泗水取鼎、楼阙人物画像。中格为
车马出行、伯乐相马画像，格纵0.55米，横0.76
米，画面纵0.40米，横0.62米。伯乐相马图中部
刻绘一匹骏马，雄壮健硕，双耳直竖，头饰璎
珞，昂首站立，神气十足，双目炯炯有神地注
视着前方，有一种渴望被认可的企盼。左侧二
人，应为伯乐和九方皋，伯乐头戴进贤冠，躬
背弯腰，面相苍老，一手持节，一手持缰绳，
侧身站立；九方皋双手撑开马口作探视状，双
目微闭，轻轻查看，似在欣赏品评，又似在赞
叹眼前的骏马。骏马后二人头戴进贤冠，身着
长袍，侧身站立，一人执杖，一人抚剑，皆躬
身前倾，伸右手作介绍状。整个画面将英姿勃
勃、志在千里的骏马，与充满智慧、慧眼识才
的伯乐刻画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伯乐，春秋时期著名的识马、驯马能手。《庄
子·释义》载：“伯乐，姓孙名阳，善驭马。”《庄子·
马蹄》载：“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释文又引

《石氏星经》：“伯乐，天星名，主典天马。孙阳善
驭，故以为名。”《吕氏春秋·精通》：“伯乐学相马，
所见无非马者，诚乎马也。”《晋书·天文志上》载：

“传舍南河中五星曰造父，御官也。一曰司马，或
曰伯乐。”由此可知，人们把天上管理天马的星神
称为伯乐，在人间人们把善驭马的孙阳称作伯
乐。孙阳，春秋中期郜国（今山东省成武县）人，在
秦国富国强兵中，因善于相马、驭马立下汗马
功劳，深得秦穆公信赖和赏识，被封为“伯乐
将军”。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淡忘了孙
阳本来的名字，直接称呼其为伯乐。

伯乐相马的故事，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子·说
符》中详细记载了伯乐向秦穆公推荐相马奇才九

方皋的一段佳话：
秦穆公谓伯乐曰：“子之年长矣，子姓有可使

求马者乎？”伯乐对曰：“良马，可形容筋骨相也。
天下之马者，若灭若没，若亡若失。若此者绝尘弭
辙。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马，不可告以千里
之马也。臣有所与共担纆薪菜者，曰九方皋，此其
于马，非臣之下也。请见之。”穆公见之，使行求
马。三月而反。报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
曰：“何马也？”对曰：“牝而黄。”使人往取之，牡而
骊。穆公不悦，召伯乐而谓之曰：“败矣，子所使求
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马之能知也？”伯
乐喟然太息曰：“一至于此乎？是乃其所以千万臣
而无数者也。若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
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
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皋之相者，乃有贵乎
马者也。”马至，果天下之马也。

从这段记载中可知，秦穆公看到伯乐年事已
高，便询问伯乐的子姓中有没有得到伯乐相马真
传，可以派去寻求天下好马的人，伯乐回答道，好
马总是可以从它的形状和筋骨上去察看和分辨
出来的，而天下难寻的千里马好像没有什么标
准，也令人难以捉摸。他向秦穆公推荐了九方皋，
九方皋所相中的马，连马的毛色、性别都搞不清
楚，这让秦穆公很失望。伯乐长叹说，九方皋相马
不在乎马的毛色、性别，而注重马的内在品质，这
种看问题要抓住本质，不只看表面现象的境界，
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古代文献典籍中还有多处类似伯乐相马故
事的记载。《韩非子·说林下》：“伯乐教其所憎者
相千里之马，教其所爱者相驽马。千里之马时一，
其利缓；驽马日售，其利急。此《周书》所谓下言而

上用者惑也。”以伯乐相马作为例证，来说明一
定的事理。《战国策·燕策》：“伯乐乃还而视之，去
而顾之，一旦而马价十倍。”骏马待伯乐至而增
价，说明了伯乐发现和举荐骏马的权威性。《楚
辞·九章·怀沙》：“伯乐既没，骥焉程兮？”强调了
骏马对伯乐的依赖性。西汉《韩诗外传》：“使骥不
得伯乐，安得千里之足？”突出了伯乐对于发现培
养千里马的重要性。到了唐代，被尊为“唐宋八大
家”之首的杰出文学家韩愈，托物寓意，借马说
理，写出千古名篇《马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
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名句，在赞
叹伯乐识马之道重要性的同时，更让伯乐成了家
喻户晓的人物，一直延续至今。

伯乐相马画像石，目前国内发现数量较少。
该画像石生动再现了伯乐年迈即将离任时，高风
亮节、慧眼识才，推荐九方皋相马的历史事件，它
以雕刻与绘画的形式将伯乐相马、九方皋相马最
直观、最生动、最具体的形象，定格于石质载体，
留下了难得一见的画面。加之凿纹地平面阴线刻
的娴熟雕刻技法，在石面上留有密集鱼鳞状纹或
细密平行线纹，让整个布局简洁疏朗、鲜明醒目，
构图饱满均衡、细致绵密，充分展示了一种古朴
自然、豪放浑朴的气势美，使得人物形象各具形
态，活灵活现跃然石上，赋予了石块新的生命力
和活力，极具地域特色。

伯乐相马画像石的发现，反映出当时人们对
相马故事的喜爱，它折射出的认识人才、发现人
才、培养人才、重用人才的哲理，经过历代贤达颂
扬、诠释、提炼、升华和传承，对后世产生了深远
广泛的影响，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之一。

石碑里的民生意识
——博山碑刻文化蕴含的民本理念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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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舰

西汉伯乐相马画像石
郑建芳

《范泉书院记碑》拓片 《真武庙改学堂记碑》拓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