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崂山诗刻书法艺术融入高校书法教育的路径探索
刘怡辰

（青岛城市学院 山东青岛 266106）

摘要：崂山诗刻中的书法艺术融合崂山的自然风景形成了独特的人文景观，对于研究本土的书法艺术颇有价值。高校书法教育
历久弥新，随着书写与交流方式的变化，书法教育在教学体系与课程开发与利用方面临诸多挑战。文章通过将崂山诗刻的书法艺术
融入到青岛本土高校书法教学的课堂课题的探索，既可以对崂山摩崖石刻的书法艺术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又可以建立一个以新的
视觉、新的理念的地方特色书法教学模式，从而促进高校书法教学水平的提升，尤其是对艺术设计、美术学学生的基础书法教育具
有重要意义。文章从崂山诗刻书法艺术的价值出发，将崂山石刻书法艺术融入高校书法书法通识教育的可行性及路径分析的探索，
为书法艺术的传承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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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崂山诗刻书法艺术的研究价值
崂山摩崖石刻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诗刻与题刻。题刻为镌刻

的题词，除此之外还有题记、题名、题匾、碑记、图案和界石等，

但以题词为多。诗刻主要为镌刻的题诗，内容多与崂山景色，当时

作者的境遇以及对古人的追思相关。本文主要是从崂山诗刻的书法

艺术，崂山诗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元代以前的崂山

摩崖石刻，其次是全面繁荣时期崂山摩崖石刻，其中也包括三个阶

段：碑学盛行的明清崂山摩崖石刻；碑帖并行的民国摩崖石刻；书

风多元，古今相融的现代摩崖石刻。第三阶段是近现代和当代的崂

山诗刻。这些诗刻作为文物本体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其与周边

环境构成的景观意境以及书法篆刻艺术对高校书法教育具有重要

意义，也是高校本地课程资源的重要源泉。

以太平宫景区狮子峰为例，该景点位于崂山仰口景区内的太平

宫东北，因峰顶巨石背山面海，像一只威猛凶悍的张口雄狮傲视沧

海群山而得名。整个山峰奇石林立，登峰之处有一巨石翘起，与峰

下巨石恰成狮子口。古往今来，游人从下面穿过石洞，则可攀援而

上，直至登上狮子的背部。上部平台开阔，峭壁边缘设置了围栏，

有石凳供人休憩，看山观海有农家，因此峰顶观日出被誉为“狮峰

宾日”景观。峰顶面南题刻草书“狮子峰”三字，字径 3 米，为已

故山东省政协副主席余修书，1982 年秋镌刻。太平宫后的石崮上还

刻有游狮子峰诗，共 4 行 56 字，字径约 6、7 厘米，为清代山东巡

抚崔应阶所作，诗为:“枕上初闻晓寺钟，起来月色尚溶溶。拿舟未

探鲛人室，拄杖即登狮子峰。碧浪已浮沧海日，白云犹锁万山松。

耽游千里谁言老，选胜搜奇兴颇浓”。明代即墨县兰章之子蓝田，

曾有诗登狮子峰：“高峰危坐临沧海，暮雨萧骚冷似秋。潮落潮生

天地老，月圆月缺古今愁。金丹负我何时就，碧海娱人可暂留。谁

识远游轻举意，请从渔子买扁舟。”此诗刻位于狮子峰前胸，为著

名书法家、山东大学教授蒋维嵩先生的草书。该诗刻所处位置虽四

时景象不同，风景有所不同，时而云雾缭绕，时而行云流水，因此

该草书中的字字飞动，圆转之妙，宛若有神，却又毫不逾矩。结字、

书体、书风、诗韵与景致浑然天成。

太平宫是宋太祖赵匡胤为华盖真人刘若拙建立的道场，因落成

于太平兴国年间，初名“太平兴国院”，后改名太平宫。宋初建立

太平宫时种植两棵赤松，今与巨石交相掩映。最初建宫之时，赤松

状如华盖，故而又称双松迎客。另一巨石上刻有即墨文人杨泽的《上

苑》 诗：“上苑盘松阵，半山宫殿森。嶙峋深石洞，烂漫叠花簪。

峭壁文苔篆，巉岩曲鸟吟。仙人桥下水，声响戛鸣琴。”杨泽是明

代即墨仙灵，成华四年戊子（1468）岁贡，曾任武邑知县。在上太

平宫的山道石磴旁，于旧石刻“疑是幻境”同石刻有此诗，青岛书

法家杜颂琴书，1981 年上石。千年的山石之景、四时变化，古人的

情怀，今人的书风，可谓重要的史料，也可作为地方课程资源重要

部分。

二、崂山摩崖诗刻地方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高校课程资源是指在课程设置、实施与评价等全过程中一切有

利于课程目标实现的人力、物力，以及自然资源因素的综合，包括

学校、家庭和社会中所有助于提高学生能力、素质和水平的各种教

育教学资源。高校地方课程资源的开发要注重吸纳地方文化知识，

既要让知识与文化得以有效的继承与传播，也要考虑课程具有良好

的适应性。

国家在基础教育中强调建立国家、地方和学校的三层课程管理

制度，形成开发和共享课程资源的机制。对于高校而言，没有课程

资源的支持，高校教育也将缺乏特色。在高校课程中书法教育既可

以作为通识课程，也可以作为艺术设计、美术学等学科的必修课或

选修课课程。不同地区，不同高校的书法教育具有差异性，依托当

地的文化资源，高校课程改革在本质上意味着课程资源的开发和重

组。崂山摩崖诗刻文化既包含了从元代直至近现代石刻本体所承载

的历史内容，也承载了书法艺术的光辉。崂山摩崖石刻的书法艺术

作为青岛本地高校课程资源开发和利用发展的内容，着重其开发利

用的价值和策略，可以设计成三种类型的课程：例如崂山摩崖石刻

书法艺术专题讲座系列课程、崂山摩崖石刻书法选修课程、崂山摩

崖石刻活动课程等。

目前，许多大学借助地方资源开展摩崖石刻书法方面的研究，

泰山文化专题教育活动是泰山学院新生入学教育的一部分，旨在通

过讲座、报告、座谈、实践调研等形式，对学生进行泰山文化的宣

传和教育，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有一个新的认识，进而实现文化

育人的目的，并组织开展了泰山讲坛、泰山诗词大会等活动。山东

师范大学等高校利用其地理的优势对泰山石刻书法进行了全面系

统的研究，广西艺术学院为代表的广西高校充分利用桂林摩崖石刻

的本土资源将摩崖石刻引进教学课堂。无论是讲座、学术研讨、论

坛，以各种形式出现在高等教育的体系中，既改变了传统书法教育

的模式，也改变了传统石刻艺术只用于历史研究、旅游观赏的瓶颈，

最大限度地挖掘其书法艺术的价值，改变地方高等书法教育的传统

模式。

三、崂山诗刻书法艺术在高校教育中的探索
崂山摩崖诗刻作为高校课堂学习、临摹的内容，诗刻文字内容

本身传达的是语言之美，结合书体、书风与结字的变化，能够反映

出当时诗人的情怀，书法家气度，更能彰显美育的作用。通过大量

的崂山摩崖石刻的知识与书法课堂教学相结合，使得书法或美术专

业的同学在书法和刻石的理论和技法上都得到较高的提升。

1.进行研究导向型教与学

研究导向型教与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在教学过程中以已有知识体系为载体，让学生参与科研课题

的研究。引导学生结合自身专业，例如设计类专业可以从崂山诗刻

的景观意境出发，每一个诗刻的周边富含多层次、多元化的景观意

境，它在整个周边环境中的个体意境作用，是它与周边环境共生的

产生的。学生在了解崂山诗刻的过程中，可以探究诗歌、书法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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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行动将为人们的生活增添一些欢乐，并使 Gopher 镇有朝一日成为
一个美丽而神奇的小镇。

3、争取家庭中的平等地位
传统上，妇女在男权社会中被认为是从属的。婚后，她们的自

卑表现在女性天生就被限制在家庭的圈子里。新女性通常思想先
进，具有强烈的男女平等意识。卡罗尔意识到传统婚姻对女性的压
抑作用，她选择婚姻作为她的改变的目标之一。当卡罗尔在圣保罗
工作的时候，她曾经对她的图书管理员同事们断言，“当她结婚的
时候，她将会有一笔零用钱，她会变得有条理、时髦”(刘易斯 81)。
但是，她的丈夫威尔从来没有想过给她零用钱，这有时使卡罗尔缺
钱，感到尴尬。一想到自己总是得向他讨钱买东西，她就感到局促
不安，有时还会生气。一次因为她急着要 10 磅糖，她冲到威尔的
办公室，在那里，她出乎意料地看到戴尔太太正在向她的丈夫戴
夫·戴尔要钱，其他男人，包括威尔，在一旁饶有兴趣地听着。

卡罗尔告诉威尔，她的处境和戴尔太太一样，并展示了她对城
镇中男性统治的抗议:“我现在谦恭地请求你给我钱买你吃的饭。从
今以后也要记住它。下次，我不会再求你了。我会饿死的。你明白
吗？我不能继续做一个奴隶”(刘易斯 83)。与镇上的妻子们不同，
卡罗尔有着自己的观点，她有勇气挑战关于妻子身份的主流文化观
念。从那以后他就记得定期给她钱，直到一年后，威尔同意为卡罗
尔开立一个每月固定金额或百分比的支票账户。

毫无疑问，卡罗尔对威尔说的话是独立和平等的宣言。卡罗尔
想要的是建立在夫妻平等基础上的婚姻。独立的卡罗尔已经成为新
女性的化身。她不同意男人应该对女人颐指气使的观点，并强烈反
对城镇对女人的刻板印象，比如“依赖女人的妻子”。相反，她要
求自己的权利和独立。小镇决定了女性必须是温顺和谦卑的，但是
卡罗尔，在小镇上确立了新女性的角色：女性必须有自己的信仰，

因此，她们必须坚持自己的身份，这样她们才能自由地过独立的生
活。

五. 总结
新女性不受维多利亚时代规范的束缚，有更大的自由追求理

想。他们拒绝了前几代人的旧方式，主张新的、现代的追求。《大
街》记录了卡罗尔作为一个女人、妻子和母亲的经历。卡罗尔在主
街的发展有三个不同的阶段。卡罗尔婚前的经历是她女性主义思想
的萌芽阶段。卡罗尔有抱负和决心把她所学到的付诸实践，为社会
服务。作为一名新女性，卡萝尔敢于挑战城里死板的礼仪，坚持与
丈夫平等的身份，追求自由，而不拘谨于社会习俗。她在社会活动
中渴望自我成就，在家庭中渴望自我认同，这都体现了新女性的特
征。在某种程度上，卡罗尔作为一个新女性为自己的幸福而奋斗的
勇气值得钦佩。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街》是一部女性主义作品，
它充分展示了卡罗尔作为一个新女性，如何在社会中实现自我，在
家庭中寻求自我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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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环境所构成的景观意境。以北九水诗刻为例，北九水山路途中的
“自柳树台游靛缸湾蔚竹庵诗”刻石由中国诗人郁达夫所写：“柳
台石屋接澄潭，云雾深藏蔚竹庵。十里清溪千尺瀑，果然风景似江
南。”1981 年夏黄苗子书。此处风景秀美，诗刻为行书，周边可见
怪石嶙峋，云雾之间竹庵若隐若现，溪水甘冽从石缝中徐徐流淌，
夏秋之际景致不输江南。组织学生进行实地参观考察，置于山水之
中，既能对诗刻的景观意境有所体会，也可启发学学生研究诗刻书
法所传递出来的艺术价值，应用于设计创作之中。

2.丰富书法课程的形式
以崂山摩崖诗刻为依托，可以在青岛本土高校开设书法艺术的

公共选修课程。临摹拓印崂山摩崖诗刻的内容，课程内容趣味性强，
本地学生便于实地的参观与考察。以北九水景区为例，清代高凤翰
有诗：“峭壁千寻立，鹰窼识旧名。石花披锦烂，雪窦射云明。古
鹤盘松下，仙葩匝地生。何当荷长铲，岩下劇黄精。”本诗镌于北
九水鹰窼河中高大石崮上，通幅高四米。下署名：清高凤翰题鹰窼
涧。辛酉年七月钱君陶书，字体为汉竹简字。这组诗刻，字体飘逸
生动，笔法趣味性强，令人浮想联翩。可组织学生在北九水进行参
观临摹，本地的课程资源的优势就在于知识根植于文化土壤之中，
便于提取和理解，对于学生进行书体和篆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3.摩崖诗刻数字化保护
法国政府为保护和展示拉斯科洞窟的全貌，2017 年拉斯科四展

馆的建成并开放，这是一座集数字展示、复制洞窟和现场体验互动
为一体的一个以拉斯科洞窟文化为主题的现代化博物馆，它的建成
代表未来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新方向。文物数字化保护与大学合作
在目前国内已经比较普遍，云冈石窟研究院从 2003 年开始启动高
浮雕、异构体石雕文物的数字化保护工作，并于 2015 年与浙江大
学、武汉大学、北京建筑大学等共同成立“数字云冈联合实验室”。
云冈石窟第 3 窟的三维数字化高保真采集与处理，由云冈石窟研究
院数字化研究室联合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数字化保护团

队实施。2017 年，崂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也启动了“拓印崂山”工
程，投入 40 余万元对景区内 90 余处石刻进行拓片。 2018 年 1 月，
崂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向青岛市博物馆移交了 90 余幅“拓印崂山”
作品。这是一个契机，青岛高校可建立相关研究实验室，对摩崖诗
刻进行研究的同时，开始数字化保护。

四、结语
崂山地区拥有众多的文化遗产资源，从过去的研究成果来看，

我国现有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大多依托于文物保护体系，过度强调
文化遗产本体的价值，崂山摩崖石刻本身作为文物具有历史文化方
面的意义，但是书法艺术则是这些石刻的内涵所在，它承载着石刻
所处时代的历史、文化、艺术的内容，其本身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具有重要的价值。崂山摩崖石刻作为中国传统摩崖石刻的杰出代
表，拥有种类丰富、数量可观的文化遗产资源。崂山作为自然美景
和人文景观有机融合的载体，是其文化遗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崂山摩崖石刻的保护工作过文物本体关注度不够，既忽视了
书法艺术与其环境的关系，也忽视了文物保护、书法艺术传承与高
校书法教育的链接。本课题通过对崂山摩崖石刻的调查研究，总结
出具有研究价值的石刻，并对其年代分布、书风、书体类型、记录
内容、空间分布等特征进行价值评估和研究，总结出崂山摩崖石刻
具有悠久的历史价值、丰富的文化价值和独特的景观价值，并结合
其书法艺术的特色进行分析，逐步融入高校书法教育的路径探索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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