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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是一座有着丰富历史文化遗产资
源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摩崖石刻是其
中的重要内容。福州的摩崖石刻历史悠
久、精品众多，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艺术
等价值，承载着福州城市的历史记忆，是闽
都文化的重要载体。但其中作为文物进行
保护的仅有171处，大多数摩崖石刻的管理
和保护措施较为分散，缺乏统一的标准和
规范，且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保护工作刻
不容缓。为进一步通过地方立法加强福州
市摩崖石刻保护，2024 年福州市人大常委
会将摩崖石刻保护立法列入了立法计划；
2024年10月，《福州市摩崖石刻保护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表决通过；2024年11月
28日，经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将于今年3月1
日起正式实施。2月26日，福州市政府新闻
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规定》进行了解读。

福州为摩崖石刻定制“护身符”
《福州市摩崖石刻保护规定》3月1日实施，全国首创将非文物的摩崖

石刻纳入保护范围

“让文物活起来”是新
时代文物工作的方针，而此
次《规定》也重视摩崖石刻
活化利用工作。对拓印摩
崖石刻的行为进行规范，要
求通过建设展示馆和数字
化展示平台等宣传普及摩
崖石刻文化，鼓励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开发、经营摩

崖石刻文化创意产品和旅
游项目等。

针对在摩崖石刻保护
范围内损毁、移动、破坏摩
崖石刻保护设备、设施，攀
爬、踩踏、刻划、涂污、打砸
摩崖石刻本体等违法行为，
《规定》遵循过罚相当原则，
依据有关上位法，科学合理

地设定了相应的处罚。
按照《规定》，攀爬、踩

踏摩崖石刻的，由文物行政
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刻划、
涂污、打砸核定公布为文物
的摩崖石刻的，由公安机关
给予警告，并可以处一百元
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刻
划、涂污、打砸尚未核定公

布为文物的摩崖石刻的，由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
告，并可以处五十元以上一
百元以下罚款。

上述行为构成违反治
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
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
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据了解，《规定》对摩崖
石刻进行分级保护管理：对
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的摩崖石刻实行一级保护，
依法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
控制地带；对核定公布为文
物，但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
保护单位的摩崖石刻实行

二级保护，根据实际情况，
对摩崖石刻本体以及周围
环境进行保护；对具有历
史、艺术、文化等价值，但尚
未核定公布为文物的摩崖
石刻实行三级保护，对其本
体进行保护。

《规定》要求，文物行政

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定
期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摩
崖石刻进行巡查：在巡查中
发现摩崖石刻存在开裂、风
化、渗水等情形的，应当及
时采取抢救性保护措施：对
实行一级保护的摩崖石刻，
每三个月组织巡查一次；对

实行二级保护的摩崖石刻，
每六个月组织巡查一次；对
实行三级保护的摩崖石刻，
每年组织巡查一次。

接下来，福州将开展相
关分级、巡查、保护等工作，
进一步规范摩崖石刻的保
护管理。

据介绍，《规定》共三十
三条，突出保护第一，注重
立足福州实际、彰显福州特
色，创设相应的保护制度。
该法规将非文物的摩崖石
刻纳入保护范围，这在全国
是首创。

摩崖石刻保护工作需

要政府和社会各方力量共
同参与，着眼于构建责任明
晰的保护体系，《规定》从以
下三个方面作了规定：一是
明确了各级政府负责，文
物行政主管部门监督管
理，各相关部门根据职责
配合做好摩崖石刻保护工

作的职责分工；二是规定
了摩崖石刻所在地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的保
护责任，鼓励村（居）民委
员会参与摩崖石刻保护；
三是设立了摩崖石刻保护
的志愿服务制度。

《规定》围绕全面普查、

名录保护、分级管理等重
点，积极创设符合福州实
际、具有福州特色的全面保
护管理举措。例如，规定以
幅、方为单位，对福州市现
有摩崖石刻进行全面普查
登记，制定发布保护名录，
并建立信息数据库。

明确职责分工 强化系统保护

进行分级管理 突出保护重点

鼓励活化利用 强化刚性保护

数量最多
鼓山现存摩崖石刻

653 段，涵盖北宋至当代
近千年，被称为“东南碑
林”，数量居福建之首。

单字最大
朱熹在鼓山灵源洞蹴

鳌桥下题写的“寿”字石刻
（高4.15米，宽3.05米），是
福建省最大的古代单字摩
崖石刻之一。

最大佛名石刻群
鼓山达摩洞十八景的

88佛名摩崖，由清代涌泉
寺住持道霈法师主持镌
刻，是全国罕见的佛名集
中石刻群。

面积最大的石刻
于山《南较场演武厅

铭》高3.3米、宽4.55米，共
219 字楷书，是福州市内
面积最大的摩崖石刻。

最早的宋代题刻
鼓山灵源洞的北宋庆

历六年（1046）蔡襄题名石

刻，记载其与友人同游鼓
山的情景。［编者注：相关
资料显示，福州于山鳌峰
顶 上 的 北 宋 淳 化 元 年
（990）吕文仲题名刻石，是
福州最早的宋代崖刻］

最早的唐代篆书
乌山李阳冰的《般若

台铭》篆书石刻，刻于唐大
历七年（772），是福州现存
最古老的唐代石刻。（编者
注：原刻已毁，现存石刻为
后人依据原刻拓本重刻）
题者年龄最小的题刻

鼓山更衣亭东侧的
楷书诗刻，为民国时期十
岁童潘焘所作，是福州摩
崖石刻中题者年龄最小
的作品。
最新发现的署名题刻

乌山的“海阔”“天空”
摩崖石刻（字高 2.72米），
于 2024 年 11 月确认出自
清代靖南王耿精忠之手。

（一醉）

福州摩崖石刻之

福州鼓山喝水岩、灵源洞周边石刻众多

福州鼓山灵源洞旁的“寿”字石刻

“福建精神IP”在这里被看见
2024年“感动福建”十大人物本周五晚在福州揭晓 A07

昨日，记者向DeepSeek 发问，要求根据福州市
文物部门公布的资料及近年研究成果，列出福州
摩崖石刻之“最”，DeepSeek给出的答案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