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铁桶位于天贶殿台基下拐角处。

1956年，天贶殿维修时铁桶在天贶殿大露台上。

岱庙天贶殿前的一对铁
桶，也称铁帑、吉祥缸、太
平缸、门海，高 1.15 米，口
径 1.785 米，外表均通体浮雕
龙、凤、狮子、虎、麒麟等祥瑞
图案和花卉纹饰，上部铸有
铭文。从铭文可知，这两只
铁桶是莱芜监于北宋建中靖
国元年（1101 年）铸造。宋徽
宗在位期间，以奉符香会会
首李谅为代表的三十一人共
同筹钱，由莱芜监铜务冶李
冕铸造，耗资计一百七十贯
文 ， 以 求 泰 山 神 的 俯 察 照
料，庇佑天贶殿免遭火灾。

这对铁桶自北宋铸造后
一直到清末，起着一定的灭
火功能。据史料记载，岱庙
在 金 大 定 十 八 年 （1178
年）、明宣宗宣德三年 （1428
年）、明嘉靖二十六年 （1547
年 ） 和 清 康 熙 四 十 二
年 （1703 年） 均有发生火灾
的记录。作为我国现存较早
用 于 蓄 水 防 火 的 金 属 文
物，铁桶的容量有限，出现
火灾，救火能力是远远不够
的，但它也在默默地尽职尽
责，见证着历史沧桑。

从现存老照片来看，清
末至 20 世纪 20 年代，铁桶
位置在天贶殿露台下庭院地
面 上 ， 发 挥 着 其 防 火 功
能。从 1907 年的照片中可以
看到，铁桶放置在天贶殿露
台南扶桑石广场西侧，距离
天贶殿较远，推测是以天贶
殿主院落的防火为主。20 世
纪 20 年代，随着近代消防设
备 的 使 用 ， 铁 桶 的 防 火
功 能 被 替 代 ， 位 置 向 北 移
动，放置于天贶殿大露台下
的地面拐角处，逐渐接近天
贶殿建筑本体。

20 世纪 30 年代后，铁桶
已放置于天贶殿露台上，文
物展示功能愈加突出。20 世
纪 30 年代，不少珍贵文物于
天贶殿内外集中展示，这一
对铁桶也被移置于天贶殿露
台中部，供游客观瞻。20 世
纪 90 年代初，两只铁桶分别
被放置于天贶殿露台的东北
和西北角，直到今天。2021
年，相关部门为铁桶增设了
护 栏 ， 设 置 说 明 牌 ， 加 以
保护。

现今，天贶殿铁桶已不再
储水，它在漫长历史中留存下
来，作为国家一级文物展现在
世人面前，成为人们了解历
史、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

老照片征集

老照片是一个时代的切片，它将
时光定格，将历史凝固。透过它，我们
得以触摸岁月的年轮，追溯往昔的峥
嵘 ，领 悟 时 代 的 变 迁 ，在 回 忆 中 寻
找、发现、感悟人生的真谛。《泰山晚
报》现面向广大市民征集“老照片”主
题摄影作品。如果您手中拥有定格难忘
瞬间的老照片，我们热切期待您的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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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黑白彩色不限，尺寸大小不限。

2. 照片拍摄内容限定为泰安真实
场 景 ； 每 张 照 片 附 相 应 的 文 字 说
明 （注明照片拍摄时间、地点、主
题、背景等，同时标注照片是原件还
是翻拍件），文末请注明拍摄者或收藏
者的姓名、电话等。

3. 投送作品须为原创独立作品或
对该作品拥有版权，不存在知识产权
的任何争议，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
权利，凡因作品著作权引起的名誉和经
济纠纷，概由投稿人承担相应责任。

4. 本报对图片享有共享版权，即
可 进 行 使 用 、 改 编 、 传 播 、 复 制
等，并有权在望岳客户端、最泰安
App 及 《泰山晚报》 相关官方媒介上
进行展示及使用。

凡进行投稿的，即视为接受上述
规定。

投稿邮箱：tswblzp@126.com （标
题标注“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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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防火神器”到国家一级文物
——岱庙天贶殿宋代铁桶的历史变迁

1942年，铁桶在天贶殿大露台上。

1907年，铁桶位于天贶殿前扶桑石广场西侧地面。 20世纪80年代，铁桶在天贶殿大露台上。

1910年，铁桶位于天贶殿大露台须弥座台基外侧拐角处。

20世纪30年代，铁桶移至天贶殿大露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