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拓峄山碑
《峄山碑》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东巡时所刻，是秦刻石中最早的一块，

内容是歌颂秦始皇统一天下，废分封，立郡县的功绩。原石已不在，相传魏武帝曹操

登山时令人推倒。现在的摹本比较有名的是“长安本”。此为明拓宋郑文宝摹刻长安

本。

峄山又名东山，与泰山南北对峙，孟子所称“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

的东山即指峄山。原石已不在，相传魏武帝曹操登山时令人推倒。现在的摹本比较有

名的是“长安本”。宋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郑文宝根据五代南唐徐铉的拓本重

刻于长安，碑阴有郑文宝题记。现存西安碑林。

玆据王昶《金石萃编》录其全文如下，原文无标点：

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威动四极，武义直方。戎臣奉诏，经时

不久，灭六暴强。廿有六年，上荐高号，孝道显明。既献泰成，乃降专惠，寴（车巛）

远方。登于绎山，群臣从者，咸思攸长。追念乱世，分土建邦，以开争理。功战日作，

流血于野。自泰古始，世无万数，陀及五帝，莫能禁止。乃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

复起，（火甾）害灭除。黔首康定，利泽长久。群臣诵略，刻此乐石，以著经纪。

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

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

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

李斯（约公元前284年—公元前208年），李氏，名斯，字通古。战国末期楚国上蔡（今

河南上蔡）人。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

郑文宝（953～1013）字仲贤，一字伯玉，汀洲宁化（今属福建）人，郑彦华子。太平

兴国八年进士，师事徐铉，仕南唐为校书郎，历官陕西转运使、兵部员外郎。善篆书，

工琴，以诗名世，风格清丽柔婉，所作多警句，为欧阳修、司马光所称赏。著有《江

表志》、《南唐近事》等。

注：一，“攸”字中竖作二笔，应为长安本，“盛德”之“德”字右下“心”字仍可

见。应是明拓。二，末有淳化四年(993)郑文宝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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