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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景区灵岩管理区地处济
南市长清区万德街道办事处，管
理区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坚守在林
间，像保护自己的眼睛般守护着
738 公顷的林区生态环境。屹立
在山林间的这些石屋，见证了他
们的坚守，凝聚着老一辈泰山林
场人的心血与智慧，承载着泰山
植树造林的历史记忆，体现了一
代代泰山护林工人百折不挠、矢
志不渝、艰苦奋斗的精神。

历 史 上 的 泰 山 森 林 极 其 茂
盛，唐代诗人杜甫 《望岳》 中
的 “ 岱 宗 夫 如 何 ， 齐 鲁 青 未
了 ”， 便 是 有 力 证 明 。 清 代 末
年，受战乱、灾荒等外部环境的
影响，泰山的森林植被遭受了严
重破坏，至新中国成立，泰山的
森林覆盖率已不足 2%，整个泰
山几乎成了一座荒岭秃山，满目
疮痍。为了恢复泰山的生态环
境，党和政府加大了对泰山的保
护力度，发起了一场前无古人的
植树造林“战役”，使泰山进入
了一个全面绿化的新阶段。

当时，灵岩林场的第一代林
场 人 积 极 投 身 植 树 造 林 “ 战
役”，无论春夏秋冬，不分男女
老少，大家不讲报酬，无私奉
献，力争用最短的时间让泰山再
现四季常青。由于山高路远，往
来不便，第一代林场人便在山中
搭 建 石 屋 ， 以 此 作 为 “ 庇 护
所”，吃住都在山中。石屋大多
就地取材，屋顶用干草覆盖，墙
壁由块石、片石、泥土堆叠垒砌
而成。这种以草为顶、以石为墙
的石屋虽然简陋，却大大节约了
林场人上山下山的时间，提高了

植树造林的效率。
有 了 石 屋 这 个 “ 庇 护

所”，灵岩林场的第一代林场人
便在山中扎下根来，每天天还没
亮，他们就起床涉涧越险，躬身
植树，一直忙到天黑才收工。若
是遇到无法攀缘的险要处，他们
就用绳索吊植幼苗，或将树种子
塞进泥球里抛掷上去。70 多年
来，在一辈辈林场人的辛苦耕耘
下，树种、树苗在山脊上生根发
芽 。 如 今 的 泰 山 已 是 冠 盖 如
伞、树木参天，树种丰富、林相
多彩，成为长江以北人工绿化最
好的大山之一，森林覆盖率已达
95.8% ， 植 被 覆 盖 率 已 达
97% ， 再 现 了 泰 山 “ 齐 鲁 青 未
了”的壮美景象。

泰山绿化能在短时间内取得
成绩，离不开泰山林场人的无私
付出。他们秉承着对泰山的无限
热爱，不计名利、无私奉献，默
默 创 造 了 泰 山 绿 化 的 伟 大 奇
迹。斗转星移，时过境迁，现在
灵岩管理区一线护林工人的工
作 、 生 活 条 件 ， 有 了 极 大 改
善，山中的十余处石屋早已退出
了历史舞台。但新一代的护林工
人入职后，仍会被前辈带到石屋
前，在此聆听石屋故事，学习老
一辈泰山林场人扎根林区、排除
万难的奋斗精神。

透过眼前久经沧桑的石屋和
石屋上方遮天蔽日的浓荫，我们
仿佛能看见当年老一辈泰山林场
人披着蓑衣在雨中挖坑植树的艰
辛场景。新一代的泰山护林人一
定会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守护好
泰山的绿水青山。

灵岩石屋见证泰山绿化奇迹
最泰安全媒体记者 李岩 通讯员 马建

清嘉庆十八年 （1813 年） 农
历四月十五日，山东巡抚率一众
官员在济南城外专门搭建的彩棚
里恭候内务府钦差恭送御赐香供
到来。农历四月十八日是泰山碧
霞元君的诞辰，自乾隆二十四
年 （1759 年） 起 ， 每 年 这 一 时
节，皇帝都要遣派官员到泰山进
香，为民祈福。最初奉旨来泰山
进香的，都是御前侍卫或乾清门
侍卫，常有骚扰地方之事。嘉庆
六年 （1801 年） 起，由内务府派
员将御赐香供送至济南，然后由
山东巡抚或巡按代行祭礼。

良辰吉时已近，不远处的官
道上尘土飞扬，朝廷钦赐的御香
供到了！一时间鼓乐齐鸣，众官
员恭迎钦差，进行隆重的接香仪
式。钦差将当年的香供一一点
交：藏香二十支、瓷五供养五
件、琉璃珠幡一对、螭虎幡杆一
对。钦差还特别交代，这些供器
都是为泰山进香专门制作的。

四月十六日，巡抚从济南启
程，恭奉着钦颁的香供，赶赴泰
山；十七日抵达泰安府，当日登
山，斋戒沐浴；十八日寅时至碧

霞祠，敬陈御香，陈设供器，举
行隆重的祭拜仪式。仪式结束
后，未燃尽的御香被参与祭礼的
官员分抢，号称“抢福”，御赐
供器则交付给碧霞祠道士妥善
保管。

斗转星移，距这次泰山进香
活 动 后 的 186 年 ， 也 就 是 公 元
1999 年，泰安市博物馆的工作人
员 精 心 对 馆 藏 文 物 进 行 养 护
时，忽然听到一声惊呼：“快来
看！”原来，工作人员发现嘉庆十
八年御赐的这组瓷五供养，也就
是我们如今所称的珊瑚釉描金五
供，两件花觚的年款为“大清庆
嘉年制”，而香罐、香炉上的年款
则为“大清嘉庆年制”，这太奇妙
了！这组器物由皇帝下旨，经工
匠人夫、司事人员、督陶官等多
重把关后，选送至宫廷，再由宫
廷作为祭品供奉给碧霞元君。没
想到重重把关下，竟然出现了年
款错误，简直不可思议！

现 在 看 来 ， 错 款 瓷 器 的 出
现，或许从侧面体现了从清代嘉
庆开始，皇权政治的颓败以及社
会经济和文化的衰落。

错款珊瑚釉描金五供
□陶莉

泰安市博物馆藏珊瑚釉描金
五供，分别为香炉一件、花觚两
件、香罐两件。五供均内施天蓝
釉，外施珊瑚釉、金线描绘纹
饰，雍容的珊瑚红与富贵的金色

纹饰相互衬托，将供器点缀得华贵、典雅。相传，此组器物为清嘉庆皇
帝御赐，那嘉庆皇帝为何要把这么精美的器物送到泰山呢？

在泰山景区灵岩管理区，几名工作人员正在山林里开展日常护林防火工作。“前面就是石屋了！”顺着工
作人员手指的方向，一座久经沧桑的石屋出现在众人眼前。这座石屋下方上圆，呈圆锥式结构，屋顶由薄片
石叠压而成，看似简单，实则精巧。石屋为何建在此处？它有什么作用？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泰安市博物馆藏珊瑚釉描金五供。 通讯员供图

泰山景区灵岩管理区内的两处石屋。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