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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采石遗迹的开发及其环境驱动因子研究 

颜丽美，王学烨，吕惠进，叶玮，杨秋彬，吴江洁，刘超凡 

(浙江师范大学地理环境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摘 要】采石遗迹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采石实践活动过程中所留下的痕迹，它见证着环境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

浙江作为石材大省，自古开采以来，曾经历了多次兴盛和衰退，至今已发现多处采石遗迹遍布在全省各地，而整个

兴衰过程又与浙江特有的自然地理要素和人类活动的综合作用密不可分。因此，结合浙江省地质地貌、交通、水系

及历史地理背景，探讨了各自然地理要素及人类活动与采石活动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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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的文明曙光伴随着石质工具的制作与使用而展开，而揭开这曙光的首要一步便是采石。采石活动作为一种人类认

识与改造自然地理环境的模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经历着重大的变化，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浙江省“七山一水两分田”

的地理环境特征，造就了采石业发达、采石遗迹遍布的景观，大多数采石遗迹也在近年被开发为各类旅游景观，继续发挥其对

经济社会的贡献价值。浙江省的采石活动与其地理环境、地质地貌、水文、气候等诸多要素存在密切联系。通过对浙江省采石

遗迹及其环境驱动因子的探究，可以发现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探寻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模式。 

1 浙江采石遗迹概况 

1.1浙江地理环境 

浙江省位于中国东南沿海，陆域面积 10.18万 km
2
，海域面积 26万 km

2
，是陆地小省、海洋大省。浙江地形自西南向东北呈

阶梯状倾斜，西南以山地为主，中部以丘陵为主，东北部是低平的冲积平原。浙江省水系发达，境内河网密布，有钱塘江、瓯

江、椒江、甬江、苕溪、飞云江、鳌江等水系以及西湖、东钱湖等大湖
［1］

，“七山一水两分田”是浙江地形的概貌。 

浙江省作为欧亚大陆东岸的一部分，东临太平洋，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季风显著，四季分明，雨量丰沛，多年平

均气温 16.9℃，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980～2000mm。在全国土壤地理分区中，浙江省属江南红壤、黄壤、水稻土大区。 

1.2浙江采石场的空间格局 

多山的地理特征造就了浙江省石材资源极为丰富的特点，自古代开采以来，大大小小的采石遗迹遍布全省各地。目前浙江

省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废弃采石场共有 8000 余处，现在开采的采石场有 5000 余个。浙江省的采石遗迹具有分布范围广、数量多

等特点。从空间分布上来看，采石遗迹主要分布在浙北、浙东沿海地区，以及浙中、浙西的部分地区，大都沿浙江省内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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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水系分布(见图 1)，其中较大规模的采石遗迹有绍兴柯岩、仙居石仓洞、龙游石窟、三门蛇蟠岛等，均以宏大的规模和独特

的采石文化而闻名，温岭长屿硐天更是被列入国家级地质遗迹名录。 

 

1.3浙江的采石历史 

浙江是石材大省，采石文化源远流长，近年来陆续发现多个古代采石遗迹。浙江自璀璨的新石器文明和青铜文明之后，在

秦汉时期陷入低潮。一直到东晋南迁，浙北地区才繁荣起来。之后，从隋唐至南宋，浙江成为全国最发达的地区。在发达的经

济社会驱动下，浙江自北向南及向西南，逐渐开宕采石。采石场大多始凿于隋唐以后，兴盛于元明清，少数地点始于晋代。经

过宋、明、清及民国的历代开采，浙北、宁绍、温台、浙中等富饶区域全面开花，遍布采石场。浙江的采石活动自隋唐为一个

小高峰，到宋代因水利工程需要而大规模发展，明代中期随着城镇建设而兴盛，清代达到高峰，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随

着交通和技术的进步，采石活动逐渐停滞。 

1.4浙江的采石方式 

采石遗迹景观因采石对象和采石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浙江古代的采石遗迹中，主要有露天采坑和半露天－地下采坑两

种类型。露天采坑以绍兴柯岩、东湖等为代表，半露天－地下石窟目前发现最多，以龙游石窟、长屿硐天、黄岩石板仓、缙云

仙居等为代表
［2］

。凡是露天采坑出现时间较早，而半露天－地下采坑的始凿年代稍晚，但却较为盛行。这无疑与古代劳动人民

的开采技术水平，不同开采方式的优缺点等存在密切联系。 

露天开采方式是从地面开掘露天沟道，并开创出开采工作面，把块石荒料从工作面开采出来，多选择在没有或几乎很少有

植被的裸露山体上进行，石质好，软硬度稳定更是露天开采的首要条件
［3］

，过硬或是不稳定，都会给开采带来一定的困难；地

下开采一般为山体悬崖或是凿成悬崖再往下开采，之后形成洞中有洞，相互连通的洞窟，多是在地表植被覆盖度高，风化层较

厚，剥离难度较大的时候进行，地下开采针对的则是硬度更低的石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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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省的众多采石遗迹中，露天开采以绍兴柯岩、羊背山为代表，半露天—地下开采的代表为温岭长屿硐天、龙游石窟、

三门蛇蟠岛等地(见表 1)。但即使是同为地下开采，不同地区不同岩性的石材也存在不同的采石方式，如长屿硐天开采后的遗迹

形态为覆钟式，而龙游石窟为倒斗形。 

 

2 地理环境对采石活动的影响 

2.1地质构造对采石活动的影响 

浙江省地质基础比较复杂，构造运动的长期性、岩浆活动的频发性和岩石类型的多样性控制了海陆分布和陆上地貌的基本

格局，沉积建造、岩浆活动和地质构造特征对自然环境的演变形成起着直接的决定性作用，对采石活动的形成与发展产生极大

影响。 

2.1.1多旋回构造。天然岩石是采石活动的前提和基础，而岩石又是在地质活动下形成的产物，浙江省的采石活动与浙江省

的大地构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浙江省以江山—绍兴大断裂为界，浙西北为晋宁褶皱旋回，属于扬子准地台，以北东向宽缓型褶皱构造为主；浙东南为加

里东褶皱旋回形成的基底，属于华南褶皱系，为宽缓型与紧密型兼具的北东向褶皱与断裂。浙西北在地槽发展阶段曾经历了神

功与晋宁两个构造旋回，海进海退，不断反复，接受着不同年代的沉积，因此岩石以沉积岩为主，主要有砂岩、灰岩等
［5］

。浙

东南的华南褶皱经加里东旋回形成地台，古生代部分地区一直遭受风化剥蚀，因此很少形成沉积岩。 

2.1.2巨厚的火山岩。浙江省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近 2/3地区发育着巨厚的中生代燕山期火山岩系，岩性主要为中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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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性熔岩。前震旦纪，浙江西部局地发育一套厚约 4000m的浅变质海相火山岩和厚 800～1400m 的陆相变质火山岩。在新生代喜

马拉雅期，浙东各地有基性岩浆喷发，形成厚 5.5～200.0m 的玄武岩。中生代燕山期火山岩主要分布在浙东、浙东南地区。多

数火山岩硬度适中，较易开采，是浙江采石活动的重要开采对象，例如温岭长屿硐天的主要开采对象为角砾凝灰岩。 

2.1.3 广布的沉积岩。浙江省具有各个地质时期的侵入岩，出露地表的总面积大于 6000km
2
。全省近 600 多个岩体，面积大

于 100km
2
以上的岩基有 10 个，出露面积约 2000km

2
，占全省侵入岩体面积的 1/3 左右；其余侵入岩体的产状多为岩株。侵入岩

岩石类型多样，超基性、基性、中性、酸性和碱性等岩类均有发育，其中以中酸性、酸性和酸偏碱性岩类为主，如花岗岩、花

岗斑岩和石英正长岩等，占全省侵入岩面积的 72%；中酸性岩类，如二长花岗岩、石英二长岩和石英闪长岩等占全省侵入岩面积

的 26.8%；中性闪长岩占全省侵入岩面积的 1%，基性岩和超基性岩面积不足 0.20%
［6］

。遍布各地的沉积岩是采石场广泛分布的前

提条件，岩体规模的大小也是采石场规模大小的决定条件。 

2.2水系条件对采石活动的影响 

2.2.1发达水系提供运输便利。浙江省地表径流丰富，河网密布，水系发达，境内由北向南依次有苕溪、钱塘江、甬江、椒

江、瓯江、飞云江与鳌江等七大水系，在浙江与福建、江西的交界处也分布有众多独流入海的河流。从地貌形态上来看，浙北

为平原区，分布有大面积海拔低、地面平坦的堆积平原，加之水系数量众多，构成水网平原区。其中钱塘江为全省第一大江，

自西南往东北，途径衢州、金华、绍兴、杭州等城市，贯穿整个浙江省，为沿途提供了水运便利。 

体积庞大、质量重、不便运输是石材资源的一大特点，也是进行采石活动开挖石材所必须解决的一大难题。在古代运输条

件差，要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就是选择水运。水运具有运输量大、成本低廉等优点，成为石材运输的不二之选。浙江省遍布的

水网，发达的水系，为石材资源的运输提供极大的便利，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进一步促进采石活动的开发。以龙游石窟为例，其

主要的古洞室群沿衢江分布，衢州西至常山、江山，并流经衢州主城区；往东可一直汇入钱塘江，注入杭州湾。凭借着江流运

输的便利，龙游石窟所开采的红色砂岩有运往钱塘江下游修筑海塘之可能。 

2.2.2水系自身特点产生石材需求。浙江省的水系多源自于境内的山地，河床比降大，源短流急，河流断面，多具有谷深坡

陡、水流湍急、多“V”型峡谷的特点
 [6]
，因此而蕴藏着丰富的水力资源，为建立水电站提供了前提条件，也产生出对石材的需

求。浙江省的河流都以降水补给为主，受降水季节分配的影响，径流大都集中在 6～9月份，加之河网密集，容易产生洪涝灾害。

从古至今，为治理洪水，劳动人民修筑大量堤坝，石材作为一种优良的材料，在堤坝修筑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外加水运之便

利，自然产生对石材的大量需求，促进采石活动的发展。 

2.3气候条件对采石活动的影响 

浙江省地处东南沿海，为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冬夏季风盛行，降水存在明显季节变化，夏季雨量丰沛，容易产生洪涝

灾害。中低纬度沿海地区的地理区位，也使得浙江省容易受到西风带与东风带的双重天气系统影响，以及台风、热带气旋等的

威胁，多台风、洪涝、干旱、大风、冰雹等气象灾害。为了应对各种气象灾害，需要修筑堤坝、海塘等，产生对石材的大量需

求。 

温湿的亚热带季风气候也对石材资源的开发方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龙游石窟为例，其分布于由水平层状岩层构成的上

白垩统的金华组二段之中
［7］

，棕红、浅棕红色粉砂岩、细砂岩是该段主要岩石，砂岩最大的特点就是容易风化
［8］

，尤其是在温

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下，更加剧了岩石的风化。为应对风化，龙游石窟所采取的地下开采方式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此外，砂岩用

于实际用途后易风化，加快更新换代的速率，也促进了石材资源的进一步开发。 

2.4人类活动对采石活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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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环境构成的一部分，也是对自然环境开发的主体，人类活动自古以来对采石活动有着重大的影响。在古代，朝廷为治

理洪水下令修筑堤坝，作为堤坝材料来源的石材得到大力开发；在现代，人们修建桥梁、建筑、石刻墓碑，雕刻石材工艺品等，

这些都构成采石动机，使得对石材资源的需求有增无减，保证采石业不断发展。在多数情况下，人们的采石动机往往下意识考

虑采石的就地性原则，就地取材是最具有普适性的采石原则
［3］

，这也使得采石遗迹几乎分散遍布整个浙江省。 

人类对岩石的开发并不都是促进的，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例如绍兴羊山一带在历史上曾是著名的采石场，同样也是祖

先世代居住之地。大规模开采活动威胁到祖先坟茔，遭到相关人员的强烈反对，政府为调解矛盾保护坟茔，就一再颁布采石禁

令
［9］

。而在荒凉的海岛上，很少会有祖先坟茔等的分布，这也就促进了海岛采石业的发展。 

3 石材利用途径 

3.1石材资源的运用 

浙江省采石历史悠久，采石点遍布各地，石材开采量巨大，并主要运用于建造房屋、道路、桥梁、海塘、堤坝、堰闸，以

及各类雕刻装饰、生活用品等。建筑用材是石材最广泛的应用，墙基、地基、梁柱、墙体、台阶等均有分布，在温岭甚至还保

留有大量完全由当地开采的角砾凝灰岩石板所建造的石板房，房内的石桌、石凳、石屏风、石窗、石质洗衣板等也均保留着火

山喷发的痕迹。浙江水系广布，各地修建了许多防护堤坝，均由石材构成，并大都因地制宜，选用本地所特有的石材品种。 

3.2采石遗迹的开发 

人类的采石活动是人类与地质体相互作用的一种形式，而人类采石活动后所遗留下来的采石遗迹的开发，则是对地质资源

遗迹利用的另一种途径
［10］

。在浙江省，规模较大的采石遗迹一般都被开发为与宗教有关的景观或是景点。如绍兴柯岩石佛和羊

山石佛，就是人们利用古代采石场残留孤岩、石壁雕凿成佛的杰出代表
［11］

；温岭长屿硐天更是兼具道教与佛教景观，其道源洞

道观就是采石遗留的石窟洞改建所成。 

4 小结 

采石遗迹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采石实践活动过程中所留下的痕迹，它见证着环境的变迁与人类技术的进步，也伴随着社会

的发展而不断寻求自身的发展之道。采石活动作为人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形式，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各种影响与制约，尤其

是与地质地貌、水系、气候等自然地理要素以及人类活动存在着密切联系。通过对采石遗迹及其环境驱动因素的研究，探究其

中存在的联系，既论证了前人采石活动的合理性，体现其因地制宜的智慧，也不断提醒后来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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