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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镇五圣庙
发现第五处岩画
□记者 吕鹏

“白岩山又发现一处岩画。”近日，舟山镇

端岩村白岩下自然村村民应广浩向记者爆

料，他在白岩山五圣庙上的一块岩石中，发现

了大大小小十余个图案。

这是在该镇发现的第五处岩画，与发现第

一处岩画的滴水岩直线距离仅1000米。此次

发现的岩画与之前的会有什么不同？近日，记

者来到当地，与应广浩一起再探岩画究竟。

从小听闻岩石上存有奇怪图案

应广浩发现这处岩画并非偶然，“白岩山

上存在奇怪图案”，这样的传言一直在村里流

传。“我也听说过这个传闻，但那时我还小，没

太在意。”让应广浩没想到的是，在几十年后，

他亲自证实了这个传闻。

起因是前段时间，舟山镇白岩山历史文化

研究院正式成立，爱好地方文史的应广浩是该

研究院理事长。当天，应广浩碰到了同乡应同

福。应同福的一句话勾起了他的回忆：“我小

时候和一群小伙伴爬上了五圣庙上方的一块

岩石，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图案。后来，专家们

在滴水岩、清塘山等地发现的岩画，跟我看到

的图案很相似。”

这句话无疑勾起了应广浩的兴趣。当

天，他和应同福等人带着工具，一起上山寻

找。清理干净岩石杂草后，带着远古气息的

岩画再次显露在众人面前。

五圣庙与岩画

值得注意的是，与岩画上下相隔的五圣

庙同样藏有玄机。岩画所在地，通常是古人

用于祭拜之地，而庙宇同样是先人用于祭拜

的场所，两者之间是否有一定的渊源？

我们找到了该村年长的老人，据他们回忆，

五圣庙的历史非常久远，而具体的年份、何人建

造，已经不得而知了。“依稀记得五圣庙供奉着

金、赵、马、芦和周五个姓氏的大王，简称五圣大

王。以前，五圣庙成为先民求雨之地。每逢干

旱，先民就会抬出坐着龙王的台阁，伴着锣鼓

声，沿着五圣庙周边游走。同时，大家还要将五

圣大王从庙内‘请’出来，放至庙前的空地上临

时搭的一个茅草铺内，直至天暗雨下。但求雨

和岩画没多大关系。”

五圣庙是农耕文化的产物，而五圣大王也

很可能指代的是远古时期居住在这里的人。

因为这五圣在当地已难以找到后裔，所以也就

无从考证了。

我们来到五圣庙前。应广浩在这稍作停顿，

抬头指着五圣庙上的一块大岩石，说：“岩画就在

那上面。”

这块岩石远望并无特色，左侧紧挨着一处

岩宕。几下攀爬，我们登上了岩画所在的岩

石。这块岩石高五六米，岩顶表面略显平坦，

但风化严重。经仔细辨认，几个形状明显的

“四齿耙”和“田字形”出现在我们面前。

除此之外，这块岩石四周，还分布着不少

形状模糊的岩画。其中，有一处像山势河流

一样的刻痕。“我看这个刻痕，像是鹰的图

案。你看这是鹰嘴，这两块是翅膀，这处是羽

毛。”应广浩说着自己的猜想。

跟其他几处岩画不同，这些岩画朝向西

边，面对的是一片广袤的田野。它究竟代表

什么，来自哪个朝代？这些问题还有待专家

考证。

□记者 高婷婷

今年12月4日是第7个国家宪

法日，同时也是第 3 个“宪法宣传

周”的开端。2 日，市司法局联合江

南街道园周村在园周映湖边举办了

一场特殊的普法宣传活动。

时近岁末，天寒地冷，映湖书

社内却是一番热火朝天的景象。

宣纸铺开，只见书法家们现场挥毫

泼墨，笔走游龙，尽情挥洒，一个个

形态各异的“法”字便跃然纸上。

笔锋转折间，各具韵味，各有千秋，

令观者叹服。

参与活动的 6 位著名书法家宋

涛、沈金加、夏一鹏、吴新如、杨西湖、

郭超英，均是西泠印社社员，在书法

界并称“西泠六子”，声名远播。他们

这次应邀来到我市，以书“法”形式，

把法治文化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助

推园周法治宣传工作建设。

西泠印社理事宋涛放下笔，仔

细端详刚完成的作品，露出满意的

笑容。“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园周。实

地走过、看过以后，更惊讶于这里的

人们对法治文化的重视。”他感慨

地说，无论是一路走来看到的普法

宣传标语，还是以此为专题建设的

公园“法苑”，都让他耳目一新。

同时，宋涛表示，能在国家宪法

日即将到来之际，用自己擅长的书

法为乡村法治建设添砖加瓦，这是

他们作为书法家的幸事。

除了现场书“法”外，“西泠六

子”还创作了多副法治主题的书法

作品，内容涵盖既有关于法治文化

的古今经典、诗词联赋，也有普法

宣传的名言警句等。据园周村党

支部书记周双政介绍，这些作品今

后将刻在“法苑”的石碑上，供村民

欣赏；六幅“法”字也将精心装裱后

在村中展览。

记者了解到，园周村正在积极

争创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经过多

年普法累积以及一系列法治讲座、

展览的举办，营造了浓厚的乡村法

治建设氛围。这次请名家现场创

作，意在以书法作品为载体，充分发

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作用，进一步

增强广大村民的学法、普法、用法意

识，巩固本土法治建设成果。

“西泠六子”园周书“法”宣法
丹青墨笔携手乡村法治建设

夏一鹏 祖籍浙江永

康，中国书法家协会

会员、国家教育部学

位中心评审专家、西

泠印社社员。

杨西湖 中国书法家

协会中国书法名城

（之乡）联谊会副秘

书长、中国书法家协

会楷书委员会委员、

西泠印社社员。

宋 涛 西 泠 印 社 理

事、浙江省文史馆研

究员、中国书法家协

会会员，杭州书法院

院长。

吴新如 西泠印社社

员、中国书法家协会

会员，浙江省书法家

协会第 3 届、4 届、5

届、6届理事。

郭超英 西泠印社理

事，社刊《西泠艺丛》

名誉副主编、编审，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

员。

沈金加 西泠印社社

员、浙江省文史馆馆

员、中国书法家协会

会员。

““西泠六子西泠六子””现场创作现场创作

““西泠六子西泠六子””在映湖书社前合影在映湖书社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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