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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尧山在临朐东
北，山不高，没有奇峰兀
石；山前的山旺村不大，与周围
的村庄谐和在一起，并无特别之处。有
谁知，这里却埋藏了堪称世界之最的山旺
化石。
  围绕着山旺化石的发现和被人们逐步认识，其
间发生的故事是颇耐人寻味的。
  《临朐续志》有这样一段话：“尧山东麓有巨
涧，涧边露出矿物，其质非石非土，平整洁白，层
层成片，揭视之，内有黑色花纹，虫者、鱼者、鸟
者、兽者、山水人物、花卉者不一，其俗名万卷
书，唯干则碎裂，不能久存。”
  从这段文字看，时人并不知道山旺化石的意
义，其之所以被记载，完全是在于它的怪异。“非
石非土”，不知为何物，俗名倒是不俗——— “万卷
书”。
  就这样，“万卷书”在临朐民间流传了若干
年，在不被理解的情况下，载入了县志不甚显著的
位置，若当时的修史者稍微懈怠，“万卷书”就会
被忽略不计了。然而，流俗者终归会随时而去，虽
说能红红火火于一时；而非俗者的意义，一旦被理
解便可久远了。
  1935年，北京的杨中健教授访问齐鲁大学，无
意间看到山旺化石，听说了“万卷书”，亦如普鲁
斯特在敲遍千万扇门后，不经意间推开了“人生瞬
间”的那一扇，便为阐释“万卷书”艰辛地探寻起
来。就在这年的春天，杨教授辗转到了临朐尧山脚
下的山旺村，从此“万卷书”开始了它那被人类真
正阅读的时光。
  1936年，杨教授发表了关于山旺地层古生物的
第一篇论文，翻开“万卷书”的第一页。山旺化石
从此引入大学课本，这里也就成了中国中新世经典
的地层剖面。
  1937年杨教授禁不住认知激情的驱使，又一次
来到山旺，观察地质，采集化石。这一次他发现了
“哺乳动物”的化石，很快发表了关于中新世哺乳
动物群的论文，在世界上引起轰动。国内外的一些
专家学者纷至沓来，一篇篇关于“万卷书”的文章
发表了，山旺化石的意义得到多角度的阐释。
  遗憾的是，日本侵华战争使山旺化石的开发研
究被迫搁置起来。这一搁就是十多年，直到1955年
人们才开始了新的探掘。
  1959年啮齿类化石出土，又接着发现了野猪的
化石。那野猪体形略小，可那两颗尖锐的獠牙颇
长，还泛着白光，似乎要将那远古的隐秘照亮。
  1977年，一只鸟化石“飞”了出来。这只鸟大
如鸡，喙短而粗，头侧视，颈微曲，两翅翼然，姿
态翩翩，像是还在过去的时空里振翅飞翔。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定名为山旺山东鸟，被誉为
“中国第一鸟”。
  山旺化石的魅力，吸引着专家学者，1978年中
国古生物学会在山旺召开了第一次学术研讨会，
1980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了山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短短几年，有关山旺化石的五十多篇论文相继在国
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万卷书”的风采被充分地
展现出来。
  人们在这“万卷书”里爬罗剔抉，已梳理出化
石一万多件，12个门类，400多个属种。植物化石有
地上长的，水中生的；动物化石有天上飞的，水里
游的，地上走的和爬的，还有水陆两栖生活的。

    鱼化石最多，有的游戏在水草里，呈
现着成群贯游的姿态；两栖类中，那个正

处在变态中的青蛙化石，四肢已经生
出，尾巴却还没有脱掉。那条蜿

蜒爬行的蛇，窈窕、舒缓、
优美，举世仅见，如果

把 它 的 生 、 它 的

死，还有石化、
出 土 ， 演 绎 成 一 个 故
事，是比《白蛇传》还要凄美
的。无角犀牛的化石，是一个庞然大
物，神态安详地立在那里，而鹿、熊、野
猪、蝙蝠和老鼠的化石，有的做奔跑状，有的做嬉
戏状，有的做争斗状，也有的做挣扎状，都逼真地
显现出远古时的生存之秘。
  山旺化石还可称之为艺术，它的精美也是令人
叹为观止的。那蜻蜓、蜜蜂的翼翅，蚊子、蚂蚁的
触须，皆栩栩如生，看上去似乎还有着弹性。一只
蜜蜂留下了它那忙碌的倩影。那一撮兽毛化石宛若
刚刚采下，似乎还有浮动的感觉。那蝙蝠的肉翼，
鱼的尾鳍，容易飘散的花粉，还有那浮游的水草，
都清晰而富有动感。
  “万卷书”向世人展示了自己丰富的内涵，它
被称为“古生物化石宝库”，是“世界之最，国之
瑰宝”“天下奇观”。
  从保存的化石推测，一千八百万年前的山旺，
温暖而湿润，生长着茂密的森林。在那苍茫青翠
里，掩映着一个宁静、澄碧的湖泊——— 圆形火山
湖。湖岸上是繁茂的草、鲜艳的花，蜂儿、蝶儿忙
在花间，山旺山东鸟、杨氏秀丽鸟在树上鸣啭，柄
杯鹿、三角原古鹿在树下散步，无角犀牛在湖里戏
水，鱼儿在水里悠闲地游着，嵌齿象伸长了鼻子卷
起树上的嫩叶，惊得山旺硅藻鼠窜进了洞里。太阳
从尧山落下去，湖边传来一片蛙声，老鳖、乌龟爬
上岸来，关照着自己的卵。特大的蝙蝠飞来飞去，
吞噬着一群群的蚊虫。树林那边不时传来犬熊、豺
熊、古貘的吼叫，是要到这湖边饮水了。它们与自
然相亲，谐和在一起，神秘而又恬淡。
  这圆形的火山湖，既无入口，也无出口，看似
静得出奇，内部却在发生着质变。湖水里那大量的
二氧化硅，使硅藻猛长了起来。时间越久，硅藻沉
积越多。来湖边饮水的、栖息的，还有那些生活在
水里的动物，不断地陷进硅藻里，与空气隔绝了。
日积月累，年复一年，形成厚厚的硅藻沉积岩层。
一千多万年前的那次火山爆发，形成的玄武岩，
如黑色的保护神，把这硅藻沉积岩保护了起来。
特殊 的条件和环境，造就了这大量的古生物
化石。
  宇宙万物的变化从未消停，沧海桑田又似乎
在一瞬间。这些化石似乎不甘于长眠地下，随着
地壳的变化，它们又来到地表，呈现在人世间。然
而，它们看到的已不是生前的世界，那时的物种已
有三分之二消失了。
  之所以说是推测，这一切的一切，也许都发生
在瞬间。无论是天空的还是水里的，无论是高山的
还是平原的，无论是森林中的还是草丛中的……所
有的，被大自然那神秘而巨大的力量终结在一个平
面上。
  如今的山旺，是一个小小的盆地，高起的山岭
上是葱茏的树木，低洼处一汪碧水静在那里。莺燕
娇啼，蜂蝶翩跹，这曾经天翻地覆的地方，似乎没
有发生过什么，一切都是正常的，平静的，结束
着，开始着，富有诗意地生活着。
  眼下，这“万卷书”正在翻开新的一页。人们
在这里建成一个公园——— 山东山旺国家地质公园。
小小盆地的西侧，剥去了土石，理出了硅藻土剖
面，这剖面厚二十多米，硅藻土有千页万页，如一
本不见边际、既大而厚的书。
  这书，不明页码，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哪页
都是一个开始，哪页也都是一个结束，那风化翻卷
处，就如被岁月翻旧了的书页。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潍坊市作家协会、

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王庆德写于2005年1月

万卷书
——— 山旺化石侧记

┬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郭超

  临朐县山旺镇，一片美丽静谧的土地。在
这里，可以触摸一眼万年的沧桑巨变，也可以
回归自然淳朴的乡村生活。
　　在山旺镇，必须打卡的就是山东山旺国家
地质公园。公园位于临朐县城东约22公里处，
面积约13平方公里，以闻名世界的山旺古生物
化石及反映其形成环境的火山地貌为特色。
　　来山旺，登尧山，成了许多背包客的共
识。尧山以尧帝的名字而命名。石鼎、山门、
石阶、楼阁等，古色古香的建筑散发着厚重的
历史气息。站在山顶的如云阁上，可以俯瞰大
半个镇子，蓝天白云下，果园层叠，好一幅乡
村美景。
　　初夏时节，山旺大樱桃到了采摘期。一颗
颗肉厚、果甜的大樱桃，挑动着食客的味蕾。
在这里，你可以品尝到几十种大樱桃，还可以
享受采摘的乐趣。此外，油桃、甜瓜等也是该
镇特色水果。

来山旺 感受生命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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