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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洪泽湖大堤石工图案遗存的调查与研究 

淮安市博物馆 

【内容提要】洪泽湖大堤蕴藏着大量的石刻遗存，其中石工图案占有较大比例，具有浓郁的民俗文化与水文化特

征，是我国18世纪石雕艺术的优秀作品。石工图案大致分为器物、庆词颂语、植物与动物、人物、山水日月、屋宇

建筑六类题材，大部分图案运用寓意的构图形式来表达主题思想，基本采用浅浮雕技法。制作年代主要是清代乾隆

时期，历史背景与清口枢纽治水相关，是中国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洪泽湖大堤；清代；石工图案；艺术价值 

【中图分类号】K877.4；K871.6        【文献标识码】A 

一、概况 

洪泽湖位于江苏省北部淮安市与宿迁市交界地区，是淮河流域最大的湖泊型水库，蓄水面积达2405平方公里。洪泽湖的存

在全依赖于湖东岸的洪泽湖大堤。洪泽湖大堤史称高家堰，是在东汉捍淮堰的基础上增修的关键堤防。南宋至元，黄河侵泗入

淮，淮河尾闾行洪受阻。明清两朝为“蓄全淮之力专出清口”，实行“蓄清、刷黄、济运”之策，大修高家堰，洪泽湖因大堤

不断加高，形成了浩瀚的人工“ 悬湖”。明万历八年（1580年），潘季驯开始修筑石工堤，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靳辅全

面整修、加固高家堰，直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洪泽湖因大堤石工才全部告竣。大堤总长60.1 公里，北起淮阴县码头镇

仲工村，南至盱眙县马庄乡张庄，贯穿洪泽县全境。鸟瞰百里古堰，蜿蜒曲折，雄伟壮观，犹如“水上长城”。2006年5月，洪

泽湖大堤作为汉至清代建筑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6月又被纳入中国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洪泽湖大堤石工建筑上蕴藏有大量的古代石刻遗存，洪泽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录的大堤石刻文物点有169 处［1］。这些

石刻主要分为工程记录、吉祥图案、庆词颂语、御制碑四类，另有少数的标志符号等。2014 年11 月15 日至2015 年1月8日，

淮安市博物馆为开展“淮安地区古旧石刻的调查与研究”，再次组织考古人员沿洪泽湖大堤进行实地调查。此次调查北起淮阴

区高堰村，南至洪泽县三河闸，途经赵集、西顺河、高良涧、东双沟、三河、蒋坝等六个乡镇，全线勘查约55公里，采集石刻

文物资料100余处，其中涉及图案石刻的57处（表一）。这些图案类石刻占居大堤石刻总数的1/3。石质选料大部分为石灰岩，

也有少量玄武岩与花岗岩，所见的石刻基本上都镶嵌在大堤石工墙顶层，均作丁放。图案尺寸规格不一，因石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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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图案分类 

洪泽湖大堤石工图案根据题材内容与构图形式大致可以分为六类：Ⅰ类为器物类；Ⅱ类为庆词颂语类；Ⅲ类为植物与动物

类；Ⅳ类为人物类；Ⅴ类为山水日月类；Ⅵ类为屋宇建筑类。在一些图案中也包含着两种类别的组合。现将各类图案中的代表

之作分述于后。 

Ⅰ类，器物图案类。共计13幅。 

所刻器物种类有戟、笙、瓶、几案、钱币、银锭、云帚、毛笔、旌旗、如意、绸带、马鞍、花篮、磬、暗八仙、官印、书

画等。 

例图1，必定升级图（编号008）。画面居中刻一橄榄瓶与三戟组合，底座呈葫芦状。右侧为毛笔与银锭组合，左侧饰双钱

纹，两侧器物均有绸带缠绕（彩插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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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图2，必定如意图（编号009）。上刻一如意，下刻一银锭与一支毛笔，上下器物都系有绸带（图一）。 

 

例图3，平安如意·连升三级图（编号024）。左边刻一长颈瓶，瓶口插三戟与一如意头灵芝，下置圆形底座。右边刻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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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形几案，案面置有竹笙和莲瓶，另饰钱币一枚（彩插七：2）。 

 

例图4，平升三级·吉庆安澜图（编号034）。画面分上、下两格。上格右侧刻一大花瓶，瓶口内插三戟，另有一磬悬挂，

瓶底置三足几座。左侧下方刻一副马鞍置在木架上，上方刻一只系有绸带的花篮，顶部饰有两朵祥云。下格中间刻一银锭，右

下方刻毛笔与云帚组合，左下方刻一柄如意，四件器物皆有绸带缠绕（彩插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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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图5，吉庆安澜图（编号045）。主体画面为瓶、戟组合，戟叉上悬挂一磬，系有绸带。右上方刻一款印章，画堂四角饰

有缠枝叶纹（彩插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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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类，庆词颂语图案类。共计25幅。 

此类为文字题刻与器物图案的组合。所刻吉庆词语有“金堤永固”、“普庆安澜”、“万古安澜”、“永固平稳”、“平

成永固”、“风平浪静”、“永庆安澜”、“永固安澜”、“国泰民安”、“湖平工稳”、“一统万年”、“普颂安澜”、“安

澜底定”、“永保安澜”、“风恬浪静”等，其中以“金堤永固”常见。 

例图6，“普庆安澜”图（编号003）：图面竖分三格。上格横刻楷书“普庆安澜”四字；中格右上方刻一蛟龙腾云，左上

方刻一龙珠纹。下方一雄狮作前伏回首状，左侧旗杆上悬一绣球。下格刻有如意、元宝、画轴、绸带等物（彩插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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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图7，“金堤永固”图（编号014）。石面居中剔出竖式题榜，上刻“金堤永固”楷书四字，双线描勾；边框图案饰如意，

蝙蝠、双菱、莲子、三戟等，并用绸带上下连结（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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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图8，“普庆安澜”图（编号021）。画面分上下两层。上层横刻“普庆安澜”楷体四字。下层图案分为二组，上组并列

三瓶：左起一瓶内插莲花、莲叶；中间一瓶插三戟；右边一瓶内置云帚与画轴。下组画面模糊，仅见一鹿一猴图像，似为“封

侯图”（彩插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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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图9，“平成永固”图（编号026）。石面上端剔出题榜，横刻“平成永固”楷书四字；下方有宝瓶与三戟、毛笔与银锭、

双钱纹、竹笙与托盘等四组图案，四面边框饰回形纹与暗八仙纹（彩插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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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图10，“永庆安澜”图（编号035）。石面正中剔出竖式题榜，上刻“永庆安澜”楷书四字，题榜下有仰莲座；右侧刻一

置几架的花瓶，瓶中插带缨三戟；左侧下方刻一竹笙，上方刻一如意花卉（彩插八：5）。 



 

 12 

 

例图11，“安澜底定”图（编号053）。画面上方剔出横额，内刻“安澜底定”四字，楷书；题榜四沿饰回形纹；下方正中

刻瓶、戟组合，底承几座；两侧刻假山石；右上方为兰草、灵芝，左上方刻一系绸带的竹笙；四边框通饰变形龙纹（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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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图12，“永保安澜”图（编号054）。画面部分残缺。中央竖刻“永保安澜”四字，楷书，四周饰暗八仙图案衬托（彩插

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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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类，植物与动物图案类。共计13幅。 

所刻的植物图像有莲、树（松、枫、柿树等）、兰草、灵芝、葫芦、菱角、柿蒂等。所刻的动物图像有猴、鹿、黄雀、凤

凰、鹌鹑、蜂、蝙蝠、仙鹤、鱼、马、龙、狮子等。 

例图13，封侯图（编号002）。主体画面刻一株虬曲的松树，树下山石崎岖。树干右侧上下有大小二猴争相攀爬；左上方枝

叉有一蜂巢（彩插八：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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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图14，连升三级图（编号006）。右半侧刻水面上露出莲花、荷叶、莲子三株；左半侧刻瓶、戟组合，瓶底置三足几案（图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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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图 15，封侯图（编号 029）。画面居中刻一弯曲的枫树，右侧一鹿昂首上望，左侧一猴正在举足攀爬。上方树梢悬挂一

蜂窝，其上有一只黄雀盘旋。树下山石嶙峋。石刻顶端横刻“金堤永固”楷书四字（彩插八：2）。 

 

例图16，安澜图（编号031）。画面下方刻两只鹌鹑相立于山石之间，上方刻一组兰花。右角竖刻隶书二字，首字模糊，下

字似为“安”字（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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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图17，柿蒂纹图（编号040）。石面居中刻两朵硕大的柿蒂纹，背向连结，上下绸带对称呈圆弧状（图六）。 

 

例图18，封侯图（编号047）。画面上半部一株弯曲的枫树，枝干上悬挂一官印。左下方有一只猴坐在山石上，前肢握捧正

在击打蜂巢，蜂巢上下有两只蜜蜂飞舞（图七）。 

 

例图19，平升三级·事事如意图（编号049）。画面偏左刻一株结满硕果的柿树，树下右侧有一鹿一鹤回首张望，最右侧为

瓶、戟组合；树左侧刻一双耳花瓶置在几架上，瓶口有一束如意蕙草（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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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图20，连升三级图（编号052）。画面由三组横向的正方形图案构成。右侧一组刻水波上盛开九株莲纹，分莲叶、莲花、

莲子图像。中间一组刻长竹笙置在腰鼓形器座上，上方刻一如意，下方两侧为假山石。左侧一组刻三支戟插放兵器架中（图九）。 

 

Ⅳ类，人物图案类。共计3幅。 

所刻人物图案有天官、财神、人物故事等。 

例图21，福禄进爵图（编号016）。画面右起刻一株枫树，枝头悬挂一方官印。树下站立天官一人，头戴官帽，身着朝服，

左手持一笏板。身前有一小鹿回望，其间饰一株灵芝。左上方半轮红日升出云间，祥云下一只蝙蝠飞舞（彩插八：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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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图22，如日中天·连升三级图（编号041）。画面顶部垂挂半轮红日，中心刻一“日”字，红日下衬托三朵祥云。右下方

刻竹笙与如意；左侧刻有一财神脚踩祥云，双手捧着花瓶，瓶内插有三戟（彩插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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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图23，人物故事图（编号048）。画面破损严重。可识右上方刻一座城楼，下方一卒牵马行走，马后站一举旗小吏；右上

方为一老者，手持节鞭探望。此图似为“空城计”历史故事（图一O）。 

 

Ⅴ类，山水日月图案类。共计5幅。 

所刻的图像有山峦、河海、日、月、祥云、假山石、龙珠、阴阳太极等。 

例图24，日月同辉图（编号001）。画面正上方刻一轮红日，日中錾有“日”字铭文，祥云烘托。其下右侧有一玉兔蹲卧在

云端回望；左侧有一颗龙珠在天空转动。下方图案为瓶、戟、莲、笙、几案组合，两边祥云缭绕（图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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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图 25，云龙山海图（编号 005）。画面底部刻山海图；一蛟龙浮水仰望；右上方另有一蛟龙腾空俯视，上下祥云朵朵。

图案下方题榜内四字磨损（彩插八：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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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图26，鱼化龙图（编号046）。画面底部刻滚滚波涛，一条鲤鱼首尾翘出，口吐长须，其上云彩朵朵，云间一蛟龙翻腾（图

一二）。 

 

Ⅵ类，屋宇建筑类。共计3幅。所刻建筑图案有庙宇、旗杆、城楼、房柱等。 

例图27，旗杆庙宇图（编号007）。画面左起刻一旗杆，下有柱础，顶端有方罩，上立一大雁，旗杆上斜挂一面“太极图”

旌旗。右下方刻一间庙宇，葫芦形顶饰，其上一只仙鹤展翅鸣啼。旗杆与屋宇间站立一匹装置鞍具的马（图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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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图案寓意解读 

此次所登录的57 幅石雕作品都属于吉祥类图案，它们是在洪泽湖大堤特定的地理环境里产生的特有水利文化现象。洪泽湖

大堤修砌的百里石工墙为防洪抗浪型水工设施，是明清两朝钦命的国家级水利工程，关系到漕运、民生安危。因此，期盼洪泽

湖大堤石工的坚固平安是朝廷与百姓共同的心愿，这种祝愿的核心思想就是“金堤永固”和“普庆安澜”。围绕着这些庆词颂

语，工匠们在石工堤上镌刻出各种吉祥图案，以表达建造者对工程告竣的喜悦，同时也抒发出他们对幸福未来的畅想。概括这

些题材思想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工程质量的祝愿；二是对工程竣工的称颂；三是对工程营造者的祈福；四是对神灵

的膜拜。 

大部分图案运用寓意的构图形式来表达主题思想，通常采用器物与动、植物名称的同声谐音加以解读。如同戟（级、吉）、

笙（升、生）、瓶（平）、几案（级、安）、钱（前）、银锭（赢、定）、笔（必）、鞍（安）、篮（澜）、磬（庆）、莲（连）、

荷（和、合）、松（颂）、枫（封）、柿（事）、兰草（澜）、猴（侯）、鹿（禄）、雀（爵）、马（马上）、蜂（封）、鹌

鹑（安）等。掌握了这些同声谐音的比喻，也就容易理解图案所表达的意思了。例如Ⅰ类例图1，毛笔与银锭、瓶与三戟、绸带

与双钱的组合，寓意着“必定升级”、“福到眼前”。例图4 上格图，瓶与三戟、磬及马鞍与花篮组合，寓意着“平升三级”、

“吉庆安澜”。Ⅲ类例图13，树上蜂巢与二猴的组合寓意着“大小封侯”的意思。例图18为一蜂巢、一猴、一官印组合，寓意

就是“挂印封侯”。例图15 不但有蜂巢与猴，还有雀、鹿图像，寓意为“封爵封禄又封侯”。例图16为鹌鹑与兰草组合，寓意

着“安澜”。例图20为莲、笙、三戟分格组合，寓意“连升三级”更为显见。在洪泽湖大堤图案石刻中有关“平升三级”、“连

升三级”的题材最多，其中寓意不仅是祝愿官升三级的意思，更重要的还是寓意着治水的胜利。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大禹

擒获淮涡水怪巫支祁就使用戟这种兵器［2］。 

除了上述运用同声谐音的构图形式外，还有一些图案直接表达了它的本身含义。例图17 所刻的“双柿蒂纹”，在中国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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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和器物纹样中常见。《酉阳杂俎》记述：“木中根固，柿为最。俗谓之柿盘。”此图寓意着建筑的坚实与牢固，刻在大堤

上有四平八稳之意。图案中所见的太极、云帚、暗八仙、寺观庙宇等纹样，都是中国传统的道教文化，出现在大堤石刻中赋有

降妖伏魔的寓意，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另有日、月、祥云、龙珠诸纹饰，都是民间喜闻乐见的吉祥图像。《通雅》

中有“龙珠在颌”的说法，龙珠民间视为宝珠，可避水火。在Ⅳ类人物图像中多含有吉祥喜庆的色彩，这些“天官赐福”、“封

官加爵”的题材，也算是对建造者的褒奖与恭维。还有例图26为“鱼化龙”题材，寓意着“鲤鱼跳龙门”的典故。例图23似为

“空城计”历史故事，这一题材的巧妙运用，寓意着大堤石工“ 固若金汤”，含有“任他兵马万千重，吾自岿然不动”的比喻。 

四、图案艺术赏析 

洪泽湖大堤石工是皇上钦命的国家重点工程，其石工雕塑也是非同一般的民间建筑艺术。据贺云翱先生对大堤石工记事考

证，标明参与大堤石工墙施工官员及石刻工匠的姓氏就有数十人［3］。这些招募于民间的能工巧匠与画师都不会是等闲之辈。他

们创作的石刻作品不但画得好，而且刻得也好，即使在玄武岩这类粗劣的石面上也能雕刻出精细的图案，显示出他们精湛的手

工技能。 

从雕刻技法看，所登录的57幅作品基本采用浅浮雕，剔除空白，使物像凸显出来。多数物像的边缘都雕琢得比较圆润，凹

凸相间具有一定的层次感。也有一些物像画面比较低平，阴刻线条比较粗犷。图像以外的空白都剔除得平整干净，这可以从拓

片墨迹得以印证。 

从构图形式上看，每块图案石刻都留有边框，宽窄不一。一般Ⅱ类图案的边框较宽，边框上都附加装饰性纹样，常见有连

环“回”字纹、变形蟠螭纹、缠枝花卉纹、绸带与暗八仙等。而其他五类图案的边框均为素面，边框较窄，使画面更加饱满充

盈。边框里的画堂及字堂，其边缘四角多用柿蒂纹装饰，俗称“如意头”。Ⅰ类的构图常采用左右对称或上下对称。Ⅱ类构图

多将凹凸的字堂居中，亦有少数的上下结构。其余四类随画意而定。从绘画的艺术风格来看，Ⅰ、Ⅲ类画面图像比较简洁、凝

练，寓意性强。Ⅱ类的画面喜庆色彩浓厚，特别是运用装饰性边框来烘托题榜上的庆词颂语，做到图文并茂，相得益彰。另外

三类画面灵动、飘逸，气势磅礴，富有神奇色彩。 

在57 幅图案中，不乏一些精美之作。例图24为“日月同辉图”，整个画面都雕得极其精致，物像和谐统一。将地面上的瓶、

戟与天空的日、月、龙珠以缭绕的祥云瑞气点缀，给人以飞黄腾达的感觉。所见的三幅“封侯图”虽然同属于一类题材，但在

画面的创意上各有千秋。例图13 注重表现古松的苍劲虬曲；例图15侧重表现雀、鹿、猴三只动物探看的姿态；例图18偏重表现

猴子棒打蜂巢的专注神情。黄雀的爪子、猴子的眼睛、蜜蜂的翅膀与条纹等细微之处都刻画得惟妙惟肖，起到了画龙点睛的艺

术效果。例图26所刻的波涛与鲤鱼图样仅占画面的底层，而大量的空间用来展示祥云中腾飞的蛟龙，形象地描绘出“鱼变龙”

这一神化故事。例图16“安澜图”，是目前洪泽湖大堤发现的唯一一幅具有文人画风格的作品。画面简洁明了，两只鹌鹑徜徉

在兰草丛中，整个图像栩栩如生，刀工娴熟，犹如毛笔描绘在石面上一般，给人以恬静祥和的艺术享受，同时又能体现出“淮

水安澜”的画面意境。 

五、图案年代考证 

洪泽湖大堤石工墙自明万历八年（1580年）兴建，至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俾滨湖大堤全段石工”完竣，历时202年
［4］。从明代石工结构分析，石工墙后未见有设置砖衬（柜）的记载［5］，而清代修筑的石工墙后加砖柜，使条石与砖柜搭接［6］。

我们所调查发现的石工图案都是镶嵌在有砖柜记录的石堤上，这就可以证明上述图案雕刻的年代不会超过清代。再沿康熙十六

年（1677年）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历史空间探索，很难确定康熙、雍正时期有没有石工图案的记录。此次调查登录最早

的铭刻资料可以追溯到乾隆六十年（1795年），此纪年石刻发现于西顺河侯二门工段，位于例图13“封侯图”北侧，上刻“乾

隆乙卯三月立”字样。另有一块署名“泗州知州郭承修工叁百丈北界”题刻，位于高良涧工段。此记录石刻的年代应属乾隆时

期。据《泗州考古录》记载：“顺治中泗州陷于淮，寄治盱眙。雍正三年升泗州为直隶州。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裁凤阳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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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县称泗州新治，改名泗虹州。”［7］说明公元1777年后，泗州已从盱眙第一山对岸汴水入淮口迁治虹城（今安徽泗县境），而

泗州知州郭承修石工的年代应早于乾隆四十二年。再者乾隆皇帝第六次南巡在高堰工段刊立的《阅接筑高堰堤工成什》御诗碑［8］，

首句写到“砖工不若石工坚，改筑曾教庚子年”。庚子年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参阅这些铭文资料，笔者认为此次登录

的洪泽湖大堤石工图案可以上溯到乾隆时期。乾隆皇帝在位60年，自乾隆十六年（1751年）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曾先后

六次南巡，每次南巡必历高家堰险工险段视察、组织指导抢险施工。通过30多年治理，关系黄、淮、运安危的洪泽湖大堤的建

设日臻完善，使北起武家墩、南至蒋坝镇石工尾、长“一万七千五百丈”（约合50公里）的临湖面都筑起了石工墙［9］。从图案

的喜庆气氛与吉庆用语看，倘若洪泽湖大堤石工未能全线告竣，石工墙上不会装点戏龙舞狮、丹凤朝阳、挂印封侯、连升三级、

日月同辉等喜庆画面，也不会铭刻“普庆安澜”、“万古安澜”、“安澜底定”、“金堤永固”、“一统万年”等庆词颂语。

纵观洪泽湖百里古堰（包括龟山石工堤码头），从目前调查发现的石工图案，其题材内容与表现形式完全一致，艺术风格也十

分相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符合乾隆盛世的帝国气韵和风采。多数人认为洪泽湖大堤石工图案的下限界定在道光时期，

因为伴随着这批图案遗存左右还发现不少道光年间的记事铭刻，时间最晚的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笔者认为这些记事题

刻与石工图案的年代不能相提并论。因为石工图案是在建造中设定的，而记事铭刻可以在工程完竣后补刻到工墙上。众所周知，

道光以后的石工已属于维修与加固工程，记事题刻多记录某某官署与某某责任人承修的工段和时间。再从历史背景看，道光时

期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内忧外患的历史阶段，大堤石工上再全面补饰一些吉庆图案与颂语是不现实的。为此，我们认为此次调

查的洪泽湖大堤石工图案遗存的制作年代主要是乾隆时期。 

六、存在问题及保护意见 

从此次调查的情况看，洪泽湖大堤石工图案主要分布在淮阴区高堰村至洪泽县蒋坝镇石工堤范围内，其中以侯二门至高良

涧地段最为密集，且在原有直立式条石墙体上。从高良涧至蒋坝25公里石工堤，因新中国成立后历经四次较大规模的加固维修，

原有面貌已经改观，形成斜砌条石护坡，原来石工图案的位置被移动。 

自2006 年洪泽湖大堤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大堤石刻遗存保护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就目前保存现状

看，大堤石刻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石刻因各种自然因素风化严重，残损加剧，不少石刻出现断裂；二是人为因素，如工程建设

与生产建设的毁坏；三是随着洪泽湖大堤旅游开发和经济建设，不少精美石刻引人注目，存在安全隐患；四是仍有大量石刻散

落民间（历史上就存在盗用石工墙条石另作他用的行为）。在洪泽湖大堤上四处可见因工程改造而拆卸的石工墙条石，其中应

保存有一批石刻文物。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认为可以采取如下措施。第一，要加强对洪泽湖大堤石质文物的保护，采用必要的科技手段。2014 年11

—12 月，南京博物院与洪泽县文物局联合对大堤近200件石刻进行石质粘接加固，进行防风化及防腐蚀等科技保护，起到了很

好的维护作用。第二，要加强对大堤石刻资料的收集，建立科学系统的文物档案。近年来，洪泽湖博物馆组织业务力量，全面

开展大堤石刻遗存的调查登录工作，编辑《洪泽湖大堤石刻遗存》一书，还聘请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运用硅胶翻模技术，复制

石工图案与铭文，筹办了《古堰石韵——洪泽湖大堤石刻遗存展》。我们认为省、市文博单位也应该积极参与这项课题研究，

联合社会各界从多方位进行学术交流。第三，要加强对大堤石刻保护经费的投入，打破文物部门和水利部门行政管理的局限，

相互协作，共同做好大堤石刻文物的保护工作，持续开展对散落石刻的搜集工作。第四，要加强对大堤石刻保护的宣教工作，

让各级单位与当地居民关爱文物，增强对世界遗产的保护意识，严厉打击盗取石刻的违法行为。因大堤石刻面广量大，分散在

偏僻野外难以看护管理。我们建议为预防一些珍贵石刻被窃取或毁坏，可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将重点石刻集中到博物馆收藏，

这也有利于文物历史与艺术价值的展示。 

（此次调查得到了洪泽湖博物馆工作人员大力支持，在百里古堰上他们引领我们找到一处处石刻点。在研究过程中，裴安

年先生不吝赐教，提供了许多文物资料，江苏省三河闸管理所退休干部朱兴华先生在病榻上给我们介绍大堤历史情况。对上述

同志的帮助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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