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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采石文化的初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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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浙江金华  321004） 

【摘 要】浙江采石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是乡土文化的组成部分。浙江采石活动历史悠久,古代采石遗迹分

布广泛。采石文化从属于石文化体系,具有独特的内涵和价值。从采石对象、采石方式、采石场所、采石动机和采

石历史等五个方面对浙江采石文化予以探讨,可以丰富区域文化的研究内容。 

【关键词】浙江；采石文化；古代采石场 

0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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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并梳理浙江的采石文化不仅能丰富区域人地

关系的理论研究,而且对于古代采石场的保护和开发以及现代采石场的生态恢复和环境改造都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采石文化具

有乡土文化的内涵。对采石文化的研究有利于乡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有利于丰富区域文化的多样性,促进浙江文化大省的建设。

当今,文化作为一个国家和地区软实力的重要构成要素之一,在推动区域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对于那些采

石活动比较集中的区域来说,采石文化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如何开发、利用采石文化关系到当地社会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多数

采石场分布于农村地区,对采石场的改造和利用有利于农民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对新农村建设的有力响应。 

1 采石文化的界定 

人类文明的第一缕曙光是伴随着石质工具的制作和使用开始的,而制作石质工具的第一步是采石。由于当时人类认识和改造

自然的水平处于起步阶段,那时候的采石活动更多的是“采集”石材。从石材的采集到手工开采,再到今天的大规模机械开采,采

石活动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一路走来,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留下了一串串耐人寻味的文化印痕,这些印痕就是采石文化。采石文

化是人类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从事采石活动所逐渐形成的一种相对固定的物质、精神和制度模式,具有鲜明的物质和非物质属性,

是地域性和历史性的统一
[1]
。国内多数有关采石文化的研究是以石文化的名义进行的,但石文化是一个繁杂的文化体系,石文化的

内涵和外延丰富而广泛,以石文化为名不利于突出采石活动的特征,而且容易与其他文化相混淆。因此,本文先将采石文化与石文

化的关系梳理清晰。采石文化从属于石文化,是石文化体系的一个子文化系统。采石文化、用石文化和品石文化这三种文化体系

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共同构筑了石文化的三元体系`。用石文化主要指人类直接或者间接作用于石材,赋予石材特定的使用价值,

使石材走进人类生产和生活中而产生的文化体系。品石文化主要指人类对天然石或者石质品的审美趣味、情感体验以及在此基

础上所衍生出的精神文化产品。为方便研究起见,品石文化广义上可以指代采石文化与用石文化之外的所有石文化,通常所说的

赏石文化、崇石文化、奇石文化等都属于品石文化的范畴。在一般情况下,采石是用石和品石的前提和基础。因此,采石文化对

于石文化体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是石文化中的第一文化
[1-3]

。 

2 采石文化的探讨 

采石文化作为石文化体系的一个子系统的同时,其本身也具有一个次一级的文化体系,这个体系包括以下五个组成部分采石

对象、采石方式、采石场所、采石动机和采石历史。这五个组成部分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了采石文化体系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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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采石对象 

采石的对象即是天然石材。天然石材是指来源于地壳,不经过人类加工或经过加工的石质材料
[4]
。根据成因类型,石材可以分

为火成岩型、沉积岩型和变质岩型三大类。火成岩型又根据岩浆冷却条件不同,分为深成岩型、喷出岩型和火山碎屑岩型三种类

型,喷出岩型与火山碎屑岩型又合称火山岩型。由于浙江燕山期火山作用十分强烈,火山岩出露面积广大,所以火山岩型的石材是

一种极具潜力的采石对象。浙江省建材用凝灰岩属于火山碎屑岩类的蕴藏量全国第一,凝灰岩在浙江采石活动中往往成为首选的

对象。将凝灰岩作为开采对象,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资源分布广,蕴藏量大,可以满足大量开采的需要二是凝灰岩硬度适中,既容

易开采,又能满足大多数的使用功能。浙江采石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淳安茶园石、郸州梅园石、余姚大隐石、奉化童桥石、舟山钓

山石、绍兴东湖石和羊山石、三门蛇蟠石、宁海伍山石、温岭长屿石等都属于凝灰岩类石材,人们通常所说的青石,其中不乏凝

灰岩类的石材。凝灰岩的色彩丰富,有黄绿、灰白、浅灰绿、灰褐色、紫灰、紫红、粉红等,不同颜色的搭配使用,可以增加建筑

物的美感
[5]
。新昌西坑青石和诸暨鸡冠石的岩性为凝灰质砂岩,是火山岩向沉积岩的过渡类型,在广义上也属于凝灰岩类石材。除

了凝灰岩的开采,历史上砂岩的开采也比较具有代表性。以龙游石窟为代表的浙西古采石场的主要开采对象是红色的细砂岩,这

种石材虽容易风化,但硬度不高,容易开采。浙北的武康现归德清则开采比较粗粒的砂岩,这种砂岩比龙游石窟的细砂岩耐风化、

硬度高,力学性能也不错,可以作为造桥的材料。石灰岩的开采也相对比较容易。某些石灰岩石材色泛青,故常被称为青石。省内

比较著名的大理石品种“杭灰”就是一种致密的石灰岩。值得一提的是石材的商品名与岩石学中的名称有出人,比如上面提到的

石灰岩“杭灰”被称为大理石。商品名的大理石,包括有大理岩、石灰岩、白云岩、矽卡岩等碳酸盐岩和镁质碳酸盐岩商品名的

花岗岩则包括有花岗岩、闪长岩、辉长岩、玄武岩、片麻岩、混合岩等岩浆岩和以硅酸为主的变质岩
[6]
。与燕山期大规模的火山

作用相对应,这个时期侵人岩的出露面积也比较大,岩性有花岗岩、钾长花岗岩、石英闪长岩、辉长岩等,这些岩石都是商品花岗

石的主要组成物。据对德清县古桥梁的研究发现,约从清代中期开始,建桥材料越来越多地使用花岗岩了
[7]
。随着开采技术的提高

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花岗岩优异的物化性质和力学性能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花岗岩类石材逐渐成为了采石的主要对象。 

2.2 采石方式 

2.2.1 采石的技术方式 

根据石材矿体的赋存条件,石材的开采可以分为露天开采和地下开采两大类别
[8]
,而地下开采又有横穴式和竖井式两种。在全

世界的范围来看,露天开采和地下开采都具有悠久的历史。目前,国内采石多以露天开采为主,地下开采几乎绝迹。在国际上,迫

于地表资源的枯竭和越来越大的环境压力,地下采石正在成为一种潮流。地下开采主要针对硬度比较低的石材,而对于硬度较高

的石材,地下开采还面临着诸多技术难题。历史上浙江石材资源的开采,露天和地下开采都很重要。很多情况下,在同一个采石区

域,露天采石场和地下采石场都有分布,并有不少地下采石场的人口选择在先前露天采石场的界面上。无论是露天,还是地下,两

者只是采石的方式而已,至于采用哪一种,要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露天采石一般选择在没有或很少有植被分布的山体裸露部分,

并且石质要好,软硬度要稳定的部位开采当地表植被覆盖丰富,风化层较厚,剥离难度较大的时候,多采用地下开采。地下开采石

材往往随着深度增加,石材品质会越来越好,也越来越容易开采,刚采出的石材甚至可以嫩得用指甲划出痕迹来,暴露在空气中一

段时间后,石材又会坚硬起来。省内矿山机械的大量应用使剥离地表风化层的成本降低,露天开采遂成为一枝独秀。另外,不同的

开采方式会对采石场景观造成不同的影响,露天开采会较大地改变当地的地貌特征,而地下开采可以较好地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

对地表影响较小。 

石材的开采方式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具体的采石技术上。在采石机械使用前,手工打楔法是人类使用范围最广、流传时间最长

的,同时也是最有效的一种采石技术,因而人们常常将开采石材形象地称为“打石”,采石场也就成了“打石场”。手工打楔法指

的是借助简单的钻凿和锤打工具,利用石材本身良好的劈裂性能分离岩石的采石技术。这种技术适用于开采水平的或缓倾斜的层

厚约为 1.5m 的层状岩体
[6]
。由于该法简单、节能、奏效,在石材劈裂性能较好的矿山和机械化水平较低的矿山,一直沿用至今。

楔子是手工打楔法中的重要工具,最开始是木制的,现在一般用合金钢锻造而成,称为钢楔。在开采软质红砂岩这类硬度不高的石

材时,常利用手工打楔与采掘沟相结合的方法,简称沟楔法。由于各地不同的地质与构造条件,在利用打楔法手工开采石材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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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一些技巧性的变化。 

2.2.2 采石的民俗方式 

人类在采石的过程中会逐渐形成某种特定的行为处事和精神生活方式,这属于采石方式的另一个层面。旧时采石不仅危险性

大,常因岩石崩裂而发生事故,而且采石工人容易犯上矽肺病而早亡。因此,在采石业中盛行着一些特定的习俗。 

采石工人多信奉自然界中与采石有关的神灵。比如杭州信奉山神土地,绍兴信奉宕菩萨,温岭信奉雷公,丽水、青田信奉山田

老爷,余姚信奉山神秀公,等等。他们工作时禁止大声说话,生怕惊动了神抵而受到工伤事故的惩罚。女人进采石洞口也是不允许

的,因为怕惹怒了山神。温岭长屿的采石工人会在月日雷公生日祭祀雷公时吃冷食,因为雷公“不食烟火”,石工也不起烟火。另

外,语言上还有很多禁忌。进采石洞叫“进财”,忌“洞”字。回家俗称“拔草鞋”,忌“回家”一词。,由于浙江某些方言中“洗”

和“死”读音相近,石工们不洗锅碗,用布揩净。碗也不许倒扣,因为“倒”和矿洞“倒坍”的,“倒”字相同
[9]
。 

采石抡大锤是力气活,为提高效率,石工们总是边打号子便干活,号子称为打石号子或者打石头调
[10]

。即兴而起、随编随唱的

打石号子是采石工人伟大力量的一种艺术形式的表现。在一声声号子中,一块块石材脱离地球的母体走进人们的生活,改变着人

们的生活。采石工人通过号子,表达着自己的喜怒哀乐和人生感悟,释放着采石文化的人性光芒。 

2.3  采石场所 

采石场所即采石活动进行的场所采石场,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综合体,包括采石的工作界面及其附属基础设施。对于古

代采石场所来说,也可以称其为采石遗迹。采石场所是采石文化研究的核心内容,是采石文化的空间条件和物质基础。采石对象、

采石方式、采石动机和采石历史都紧紧地围绕着采石场所这个核心,共同作用,相互制约。采石场的景观特征以及区域采石场的

地理分布状况是采石场所研究的重要范畴。另外,基于采石文化的废弃采石场的景观改造及其开发利用,也属于采石场所探讨的

问题。对于在一定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古代采石场,既具有文物古迹的价值又是一种人类活动的地质遗迹。正在进

行的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2007年 4月开始,到 2011年 12月结束)中,浙江省内不少古代采石场遗址引起了调查人员的关注,并被

记录在案,比如舟山里钓山、岱山双合、奉化童桥南山、龙游老虎洞以及缙云岩宕群（缙云当地称采石遗留下的洞窟为岩宕）等

采石遗迹,而以龙游石窟为主的小南海地下采石场群正在积极地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在此之前,国保单位的古采石场已有

三个,分别是广州番禺莲花山古采石场、吉林集安高句丽古采石场和江苏徐州云龙山汉代采石场）。而省内著名的绍兴东湖、吼

山、柯岩以及龙游石窟、三门蛇蟠岛等采石遗迹已经被列入了省级地质遗迹名录,而长屿酮天则被列人了国家级地质遗迹名

录,2005年更是以“方山一长屿酮天”为名成为雁荡山世界地质公园的一部分
[1,3]

。浙江省内的采石场遗迹遍布全省范围,数量之

多、规模之巨、开发之早、名气之大、可谓世所罕见。 

人类的采石活动本质上讲是一种地质外营力,与物理风化中的生物作用是一个道理,只不过这个生物在角色以“人类”来扮

演。人类的采石活动从宏观层面可以看作是人类参与地球物质大循环过程的一个片段,鉴于人类改造自然环境的深度和广度,可

以将人类对地球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作用称为继地质内、外营力之外的“第三地质营力”
[11]
,而采石活动就是一种典型的第三

地质营力。采石场景观就是在这种第三地质营力的作用下,在锤凿声中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采石场所的景观因采石对象和采

石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露天开采与地下开采对自然环境的改变在强度上是有差异的,一般来说,露天开采对环境的改变更大

一些,尤其是随着采石规模的扩大,采石的工作界面从高到低,甚至可以削平整个山体或者形成很深的坑塘,坑塘渗水、积水后,就

变成了水塘。这样类型的采石场通过人类的采石活动完成了从山体到水塘的转变,改变地貌之烈可见一斑,由残留的石壁和积水

的采坑所组成的“残山剩水”往往成为古代采石场最鲜明的景观特征
[3]
。中国传统园林被称为山水园林,山和水是中国古典园林

的基本要素,山和水的巧妙组合是园林艺术的关键所在。而采石后形成的“残山剩水”有山有水,对其施以园林艺术的改造,可以

较为容易地营造出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园林。绍兴柯岩、东湖、吼山和羊山的山水景观就是利用这些“残山剩水”营造而成的,

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在园林的景观的创造中,山和水就像二进制中的“1”和“0”。一般,两者的不同组合可以幻化出丰富多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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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景观。特殊的采石对象可以形成特殊的采石景观。广州番禺莲花山和东莞燕岭的古采石场以红砂岩为采石对象,残留的高耸

而粗大的红色岩柱在四周绿色植被的映衬下分外醒目,大致上符合丹霞地貌“顶平、坡陡、麓缓”的特征,故称之为“人工丹霞

地貌”
[12]
。同样是红砂岩,同样是古代采石场,龙游石窟则呈现着另外一副天地,这是由于不同的采石方式所造成的。地下采石虽

然对地表环境影响较小,但它的神奇全在地下,地下采石可以创造出巨大的地下空间,有时还留有巨大的石柱用以支撑顶部荷载。

除了红砂岩,浙江广泛开采的凝灰岩也常采用地下开采,形成众多地下采石场,比如温岭长屿嗣天、宁海伍山石窟、黄岩蟠龙洞(黄

岩石窟)、三门蛇蟠岛石洞窟、郸州尚化山石窟、天台岩庵黑洞,等等。这些具有一定地下空间的采石场,可以称其为“人工石洞

窟”,是一种独特的地下采石景观,其发现和开发必将丰富我国“石窟”一词的内涵。另外,古代采石遗留下来的石壁、残峰还经

常成为摩崖石刻的载体。 

采石场的区域空间分布状况是采石场所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古代采石场的空间分布是采石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整个

浙江省尺度来看,采石场的空间分布具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
[3]
。“大分散”指得是浙江省各种类型、不同规模的采石场广

泛分布于全省各地,全省各个市县范围内,均有采石场分布。广义上可以这么说,只要有人类和山石的地方,就有采石活动存在,就

存在采石场。因为人类的生产、生活中离不开石材,一般情况下,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前提下,石材的开采一般选择距离最近、花费

最经济的地方作为采石场。又因为浙江省多山地丘陵(即使是杭嘉湖和宁绍平原地区,也是分布着一些孤丘的),人类活动空间范

围广泛,所以采石场呈现出“大分散”的局面。“小集中”主要指某些资源条件、技术条件和交通条件都比较优越的地区,往往会

在同一时期出现多个采石场,甚至将采石活动定型为当地的一门特色产业,形成较大的采石区域。绍兴(这里的绍兴只包括城区和

绍兴县)的采石业就具有相当的典型性。绍兴的城镇建设和水利工程对石材的需求很大,刺激了本地采石业的发展,使得绍兴一地

聚集了鸟门山、柯山(岩)、马鞍山、羊山、曹山、吼山、乌石山等一系列著名采石场
[13]
。绍兴的石材不仅供给本地,还通过发达

的水运交通向周边地区扩散。为了方便石材外运,采石场有向交通线两侧聚集的特点。在陆路交通不发达的古代,采石场多选择

江河两岸或者距大陆不远的海岛上,以便充分利用水运条件。例如常山港、江山港和衙江沿岸聚集了云溪、万川、姜家山和龙游

石窟群等一系列古地下采石场
[14]

,蛇蟠岛则是一个采石专业岛。现在,陆路交通比较发达,不少采石场选择聚集在公路两侧,依然

具有明显的交通指向性。 

2.4 采石动机 

动机是在对自然环境、社会文化和人们自身需求认知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人们进行采石活动的动因所在,因而采石动机具有

一定的行为学意义。人类是在漫长的石器时代开始了对岩石的认知过程,在不断地实践过程中,人类逐步加深了对自然的认知程

度,提高了改造自然的能力。铁器的出现,对人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里当然也包括人类古老的采石活动。铁器极大地推动了采

石活动的发展,提高了采石的效率。采石效率的提高,为人类大规模使用石材提供了可能,`这种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促成采石

动机的形成。除此以外,人类对地质学、岩石学等相关自然科学认知能力的提高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促成采石动机形成

的重要原因。随着人类科学技术和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人类的采石动机也在相应地调整。对浙江来说,历史上由官方主持的大

型水利工程往往会产生强大的采石动机。大型水利工程从策划到实施,是一项复杂的决策过程,需要考虑到工程的方方面面,综合

程度很高,而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个人观念也会对其产生深远的影响。著名的钱塘江海塘在屡建屡毁的教训下,经过不断地摸

索,创造出了鱼鳞石塘。鱼鳞石塘的修建有着深刻的科技和社会背景, 而由此促生的采石动机则是这种背景的反映
[15]
,正因为如

此,采石动机的研究还可以为古代科技和社会的相关研究提供佐证。因兴修水利工程而产生的采石动机不会因工程结束而结束,

一项伟大的工程在创造工程本身的同时,也会对当地人的意识和行为习惯带来深远的影响。位于宁波郸州区郸江镇的唐代它山堰

水利工程的修建促成了当地采石动机的形成,在此之前,当地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采石活动,它山堰的修筑一方面起到示范作用,

提高了当地人对石材的认知程度另一方面在当地积累了一定的采石技术,这种技术在工程结束后还可以促成新的采石动机,将石

材应用到更广泛的领域中去。由此可见,唐代的它山堰水利工程为日后郸江石的成名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需要补充一点,在

一般情况下,人们的采石动机往往下意识地考虑到采石的就地性原则。就地取材是最具有普适性的采石原则,蕴含着朴素的运筹

学思想。尤其是当所需石材数量巨大时,就地取材的优势更加明显。即使是当今交通运输条件很发达的情况下,只要当地出产合

适的石材,人们很少会舍近求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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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采石历史 

采石历史是人类采石活动的时间维度。采石历史把散布于历史尘埃中的各个采石文化节点以时间的线索串接起来,形成一整

部人类采石文化史。任何形式和内容的采石文化以及上文提到的采石对象、采石方式、采石场所和采石动机都无一例外地存在

于一定的采石历史中。采石历史与采石场所将时间和空间的维度相交,共同赋予了采石文化最基本的时空观。 

笔者在综合研究有关采石文化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将解放前浙江的采石历史的进程初步划分为萌芽期、形成期、发展斯、快

速提升期、高潮期、转折期等六个时期:（1）萌芽期,即史前时期,包括新、旧两个石器时代,这个时期的人类在认识、选择和采

集石材制作工具的实践中,不断地萌芽采石的方法,露天和地下两种采石方法在这一阶段末期已经出现
[16]

；（2）形成期,对应于铜

器时代,这一时期浙江境内已经出现了石棚墓和石室土墩墓两种使用石材的墓葬形式,其中石棚墓全部由石材构筑,所用石材不

作精细加工,形状大多不规整
[17]
,至少可以表明这一时期已经具备了较高的破岩能力了(石棚墓部分石材规格较大)；（3）发展期,

对应于铁器时代开始直到五代结束这段时期,铁器的使用,使采石技术有了突破性进展,浙江境内的逐步开发对石材形成了一定

的需求,采石场的数量有所增加；（4）快速提升期,包括宋、元两代,两宋时期,浙江生产发展,人口增多,城镇建设加快,这一时期

陆续修建了不少大型水利工程,钱塘江海岸也开始修筑石质海塘,石材需求量激增,省内很多古采石场都始采于宋代；（5）高潮期,

明清时期,浙江以鱼鳞石塘为代表的各项水利工程需石量极大,城镇建设、道路交通和房屋建筑的需石量也在增加,这都促进了采

石业的发展,省内多数采石遗迹形成于这一时期；（6）转折期,即民国时期,这期间水门汀(即水泥)的引进对采石业构成了一定的

冲击,混凝土的使用对原有石材地位的削弱有一定的影响。解放后,尤其是上世纪 60年代末到 90年代初,浙江省内不少地方大量

开采石材,大量营造石构建筑,·形成了独特的石建筑景观,比如络云、温岭等地。现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省内采石场的

数量和开采种类都达到了历史新高,其中花岗岩之类的装饰类石材开采较多,园林景观用石开采也很有前途。不过,由于机械化露

天开采以及爆破技术的使用,使得现代的废弃采石场很难再现古采石场那种“残山剩水”的别致景观了,废弃采石场的生态恢复

和环境改造迫在眉睫。 

3 结语 

采石文化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文化体系。从采石对象、采石方式、采石场所、采石动机和采石历史五个方面进行分析,有利于

较好地理解和把握采石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浙江的采石文化内容上丰富多样,历史上源远流长,而目前对采石文化的系统研究还

处于起步阶段,尚有大量的未知领域和未定问题等待着人们去探索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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