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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自然地理环境与采石文化的关系 

郑伟忠 

(浙江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摘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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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采石文化是在浙江特

有的地质、地貌、水系、气候等自然地理要素的综合作用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浙江的地质条件是区域采石文化发

生和发展的前提条件。“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貌格局对采石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山地丘陵本身就是

潜在的采石场所，蕴藏着丰富的石材资源，平原中的孤丘、平原与山地丘陵过渡地带以及盆地边缘地带常常分布有

采石场，而特殊的河口地貌、漫长曲折的海岸线和数量众多的岛屿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采石文化产生影响。纵横交

错的水系为石材的运输提供了便捷，有利于采石文化的传播，而河流水利工程的建设也会对采石文化产生一定的影

响。特殊的沿海气候条件也会对采石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采石文化对自然地理环境会产生一定的反作用，影响并

且改变当地的地貌、水文、植被等自然地理环境要素。人类的采石活动对自然地理环境的改变主要是通过采石场景

观的形成和石材的使用两条途径来实现的。 

【关键词】浙江；自然地理环境；采石文化；石材 

1 引言 

人类的采石活动虽然久远，但是将采石活动上升到文化的高度，并探索其与自然地理环境之间相互作用复杂关系的研究则

比较少见。国内多数有关采石文化的研究是以石文化的名义进行的，但石文化是个十分繁杂的文化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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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需要对采石文化的内涵进行

界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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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石文化从属于石文化，是石文化体系的一个子文化系统
①
。国外有关采石文化的

研究多散布于古采石场的研究之中，而对古采石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末。以挪威地质调查局自然石材组牵头，包括多

个国家和不同专业背景学者参与的 QUARRYSCAPES 项目获得了欧盟科技框架计划 (FP6) 的专项研究项目 (Specific Targeted 

Research Project) 资助，资助金额 999 998 欧元，实际花费 1 300 000 欧元，历时 36个月，已于 2008 年 10月顺利完成
②
。

该项目视古采石场为一种景观，以保护东部地中海地区的古代采石场景观为目的，将埃及、约旦和土耳其三国的古采石场作为

具体研究对象，把理论和实际应用相结合，发展了一套科学实用的整理、描述和保护古代采石场景观的方法，提高了对古采石

场景观脆弱性和重要性的认识，促进了对古采石场景观的法律保护和可持续管理。QUARRYSCAPES 项目聚集了大量古采石场研究

学者，他们的成果代表了国外该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由于关注和研究古采石场的学者以考古学家和地质学家为主，鲜有地理

学家的参与，因而对地理环境与古采石场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研究虽有涉及，但并没有将其作为重点进行深入和系统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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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龙游石窟、宁海一市镇山下村采石遗迹、奉

化南山石宕、龙游老虎洞采石遗迹等)。一方面，这些古代采石场记载有历史时期浙江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耦合的印记，对其系

统而深入的研究可以为探讨浙江环境变化和人地关系演化提供科学依据；另一方面，某些古代采石场如能根据自身的条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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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制宜，变废为宝，既可以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条件，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采石文化作为一种人与自然

相互作用而产生的文化必然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自然地理环境对采石文化的作用是通过各自然地理要素直接或间

接作用于采石文化而实现的，浙江采石文化是在浙江特有的地质、地貌、水系、气候等自然地理要素的综合作用下产生和发展

起来的，而采石文化也会对自然地理环境具有反作用。研究各自然地理要素与采石文化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有助于整体把

握浙江采石文化的区域特征和发展规律，有利于丰富区域人地关系的研究内容。 

2 浙江采石文化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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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采石对象包括石材的种类、物理性状、力学性能、开采价值和开采难

易程度等；采石方式包括采石的技术方式和民俗方式两部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采石场所主要指采石场的景观特征、分布

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是采石文化的空间维度；采石动机主要指人类采石的目的，受到当时科技和社会的影响较大，具有行为学

上的意义；采石历史贯穿于人类采石活动的始终，是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采石文化的时间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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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地理学的视角出发对采石场所进行研究可以有效地把

握采石文化的内涵，是探讨自然地理环境与采石文化相互关系的有效途经。采石场的景观特征以及区域采石场的空间分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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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属于采石场所讨论的问题。在一

定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古代采石场具有文物古迹的价值。 

浙江省采石遗迹具有范围广，数量多的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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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化南山、龙游老虎洞

以及缙云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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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属于国保单位的古采石场已有三个，分别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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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著名的绍兴东湖、吼山、柯岩以及龙游石窟、三门等古采石场已经被列入了省级地质遗迹名录，

而则被列入了国家级地质遗迹名录，2005年更是以“方山—长”为名成为雁荡山世界地质公园的一部分。 

3 地质条件对采石文化的影响 

3.1 采石文化的地质背景 

岩石是采石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没有岩石就没有采石文化，而岩石又是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逐渐形成的。因此，采石文

化与当地的地质构造条件密切相关，浙江的地质背景是区域采石文化发生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浙江自中元古代至第四系发育齐

全，尤以中生代火山岩系发育为特色
③
。以江山—绍兴深断裂带为界，分为浙西北和两个单元。浙西北单元属于扬子古板块，中

元古代双溪至上古生代地层齐全；浙东南单元属于华夏古板块，以古老的变质岩和中生代火山岩为主。这两部分大约在 8 亿年

前的晚元古代发生了碰撞拼贴，奠定了浙江的大地构造轮廓
④⑤

。同时，浙西北单元与浙东南单元在沉积建造、构造发育和岩浆

活动等方面有着各自不同的演化历史，这种差异性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在了采石文化上。 

浙西北单元自碰撞拼贴后，一直经历着凹陷－抬升旋回，海进海退多次，不断接受不同类型的沉积，因而浙西北的地层发

育很完整，所产岩石类型以沉积岩为主，盛产砂岩、板岩、石灰岩、大理岩和白云岩之类的石材，例如一带的红砂岩、浙西北

一带以“青石”为名的青灰色石灰岩和板岩。浙东南单元碰撞后，一直隆升抬起，始终处于风化、剥蚀过程，因而这一带少有

晚元古代、古生代的地层沉积。自元古代起，各个地质时代都有规模不等的岩浆活动，产生了不同的岩浆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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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岩浆活动对石材岩性的影响 

3.2.1 火山岩  

浙江火山岩特别发育，分布极为广泛，出露面积 42 250 km2，约占全省基岩面积的 53.8%
⑥
，其中主要是中生代燕山期火

山岩。中生代燕山期火山岩包括酸性熔岩类、中酸性熔岩类、中性和熔岩类以及火山碎屑岩类等，其中以火山碎屑岩为主，而

火山碎屑岩中又以各种成分的熔结凝灰岩为最多。流纹质熔岩、酸性熔结凝灰岩、酸性凝灰岩等酸性火山岩大概占火山岩出露

面积的 61%~78%，英安质熔岩、中酸性熔结凝灰岩、中酸性凝灰岩等中酸性火山岩约占火山岩出露面积的 7%~24%，其他火山岩

所占比例很小[7]。省内火山岩的这种展布特征为人类接触、认识和利用火山岩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不少火山岩硬度适中，各方

面性能良好，较易开采，是浙江历史上重要的开采对象，例如凝灰岩类石材。 

3.2.2 侵入岩  

浙江侵入岩出露面积 6430 km2，占到全省基岩面积的 6.4％，其中燕山期侵入岩占总出露面积的 90%以上
⑤
。全省共有大小

侵入岩体 1400 多个，除少数大于 100km2的岩基和近 100 km2的岩株外，其他多为中小型岩体，而且分布广泛。侵入岩的岩性

以花岗岩、花岗斑岩、钾长花岗岩和石英正长岩之类的酸性和偏酸碱性岩类为主，占总面积的 72%，二长花岗岩、石英二长岩、

花岗闪长岩之类的中酸性岩类占到了 26%以上，其他岩类不足 2%
⑤
。因此，浙江省内的花岗岩类采石场的采石对象主要是燕山期

侵入的酸性、酸偏碱性和中酸性岩类，侵入岩体的大小影响到采石场的开采规模以及开采的难易程度，岩体的广泛分布是省内

花岗岩类采石场广泛分布的根本原因。 

3.3 岩石资源与采石文化 

岩石资源分布的普遍性和类型的多样性造就了丰富多彩的石材品种，是采石活动进行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为采石文化

的发生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持久力。在浙江地质背景的作用下，以凝灰岩类石材为主的火山岩石材资源广泛分布于浙

江各地，尤其是绍、甬、台等地，红砂岩石材资源的开发则以金衢盆地最为著名，大理石类、砂岩类石材资源主要分布在浙西

北地区，板石类石材资源主要分布于浙北和浙江西南地区，花岗岩类石材资源则以浙东南一带为主。岩石资源的地域分异影响

到了岩石资源开采方式和利用方式的地域分异，并且通过多种途径影响和改变了当地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浙

江的采石文化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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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历史悠久的采石文化还孕育出了一些影响力较大的石材品种，比如茶园石、梅园石、鸡冠山青石、西坑碧(青)石、蛇

石等。这些石材一般都具有较为悠久的开采和加工历史，大都属于凝灰岩类，石质优良，除了可以作为一般的建筑石材外，还

可以作为雕刻的原材料。其中的西坑碧石有“江南绿大理”之称，石质细腻，纹路稠密，硬度适中，抗风化，耐腐蚀，外观呈

青、灰绿色，经水浸润后色泽更加青翠清丽，特别适宜于雕刻造型。西坑碧石可以用来制作石碑、牌坊、石柱、石栏、石窗、

石亭、石桌凳以及雕刻造型精细的石像、石佛、各种花木禽兽等。由于石质的优良，再加上雕刻技艺的精湛，西坑碧石制品早

在明清时期便大批运往京城和全国许多地方。更有甚者，比如产于州的梅园石，于宋代东渡日本，经宁波石匠之手雕刻而幻化

为奈良东大寺里的石塔和石狮，遂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进而丰富了浙江采石文化的内涵。而产于三门蛇岛的蛇石，呈

粉红色、纹路细腻、质地适中，常常用来雕凿石窗。以蛇石雕凿的石窗因外观呈粉红色，显得比较喜气，颇受人们欢迎。又因

为蛇岛地理位置优越，海路运输便利，使得蛇石可以通过海路运输到更远的地方，从而促使区域采石文化凭借海运传播得更远。

总之，这些历史上著名石材品种的开采、加工和外销，有力地促进了浙江采石文化的发展，丰富了浙江采石文化的内涵，扩大

了浙江采石文化的影响范围。 

4 地貌特征对采石文化的影响 

浙江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处于欧亚大陆与西北太平洋的过渡地带，全省大陆面积中，山地丘陵占 70.4%，平原占 23.2%，河

流湖泊占 6.4%
○11
。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大致可分为浙北平原区、浙西中山丘陵区、浙东盆地低山区、浙中丘陵盆地区、浙

南中山区、沿海半岛岛屿丘陵与平原区等六个地形区
⑦
。浙江“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貌格局将对区域采石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 

4.1 地貌格局对采石文化的影响 

浙江的山地丘陵占到整个陆地面积的七成，蕴藏着丰富的石材资源，是潜在的采石场所(图 1)。但一个区域光有石材资源，

还不足以构成采石动机，发生采石活动，这还需要其他方面的因素。交通和聚落是影响山地丘陵地区采石活动的重要因素。山

地丘陵地区石材资源的丰富性与当地交通的可达性是一对矛盾体，交通条件的落后使得某些山地丘陵地区纵使有丰富的石材资

源，也因为难以运输出去，而无法产生一定规模的采石活动。采石活动是人类对自然环境改造的序曲，采石活动所得到的石材

是用来改善人类生存、生活条件的，这就意味着在地理位置上采石场所倾向于接近聚落，而采石活动同时也是人类的一种生产

活动形式。浙北平原区人口众多，城镇聚落发达，石材需求很大。为了满足浙北平原区对石材的需求，平原区内为数不多的丘

陵成为主要的采伐对象，在聚落附近留下了大量的采石遗迹，例如绍兴鸟门山、吼山等。对于那些地处平原而附近又无山可采

的聚落来说，为了满足石材需求，只能寄希望于外地石材的供应。浙北平原区自西向南被浙西中山丘陵区、浙东盆地低山丘陵

区以及沿海半岛岛屿丘陵与平原区所半包围，地貌分区边界线附近的地貌类型存在着明显的过渡特征，如果运输条件便利的话，

边界线附近面向平原广大地区的前排山丘常常分布有供应平原地区石材的采石场。总之，位于平原地区内部的孤丘以及与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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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壤的丘陵地带出现采石活动的可能性较高。同理，盆地内部的低矮丘陵与盆地边缘的山地丘陵地区也更容易出现采石活动。 

 

4.2 人类活动对采石文化的影响 

山地丘陵地区少细粒沉积物，缺乏烧砖的原料，丰富的石材资源为区域建筑和聚落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正所谓“靠

山吃山”。山地丘陵地区发展的瓶颈是交通，为了沟通省内外的交通联系，古人在浙江广阔的山地丘陵地区修造了大量的山道，

例如徽杭古道浙江段、仙霞古道浙江段、仙古道、苍岭古道等。延绵于浙江群山之中的这些古道，总的工程量是十分巨大的，

修筑所用的石材量也是巨大的。仙霞古道穿越 10个乡镇，全程 120.5 km，浙江境内有 75 km，古道宽处有 3 m，窄处仅 0.8 m
○12
，

所耗石材量是很大的。浙江古道的修筑改善了山地丘陵地区与外界的交通联系，是极具地方特色的交通工程。在山地丘陵地区

发展农业生产，同样也需要用到石材。人们为了扩大山地丘陵地区的耕地面积，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垒石筑，修筑了梯田。

由于梯田是治理坡耕地水土流失的有效措施，具有蓄水、保土、增产的作用，所以广泛分布于浙江山地丘陵地区。而大量梯田

的修筑，则会相应地产生对石材的需求。山区古道和梯田修筑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就地取材，就地开采石材促进了山区采石文化

的发展。 

4.3 河口潮汐对采石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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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江特殊的河口地貌形成了破坏力巨大的钱江潮，修筑高标准的石砌海塘极大地刺激了采石业的发展。钱塘江河口的形

态是一个典型的喇叭状河口，外口大、内口小。东海潮波从台湾海峡北上经过舟山群岛进入杭州湾，随着南北两岸急剧收缩，

潮波能量集聚，使得潮差增大；浦(位于浙江海盐)以上的沙坎堆积，水深急剧变浅，潮波前锋受阻远较波峰为大，推进速度也

较波峰为慢，使得前坡逐渐变陡，形成肉眼可见的水面高，甚至翻滚掺气，呈现白浪，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钱江涌潮
○13
。钱江涌潮

气势雄伟，蔚为壮观，但其巨大的破坏力，也给海塘等水工建筑物的修筑和维护带来很大困难，海塘溃决，咸潮漫溢，酿致重

灾的记载，史不绝书。为了抵御钱江潮，人们开始修筑石砌海塘，并将其发展到鱼鳞大石塘，历史上钱塘江海塘修筑过程所耗

石材之巨可称为“浙江工程之冠”。 

4.4 海岸线与岛屿对采石文化的影响 

浙江海岸漫长曲折，近海岛屿星罗棋布，共有 2160余个，占全国岛屿总数的五分之二，为岛屿最多的省
○14
。绵长的海岸线

上，有众多突出的岬角和深入的海湾，形成了许多优良港口。港口的建设需要石材，而港口建设好后，又可以作为石材的外运

出口，进一步促进采石业的发展。海岸地区的丘陵和沿海岛屿大多由流纹岩、花岗岩和凝灰岩构成，具有良好的开采价值。再

加上海运条件优越，这些岛屿和丘陵很适合开采石材。位于三门湾内的蛇岛以及三门湾畔的一市镇、长街镇等都是著名的石材

产地，开采的石材通过海运可以远销到上海等地。温岭地处温黄平原，距海不远，所产石材可以经金清港出海，具有河海联运

的特征。另外，舟山群岛与温瑞平原沿海岛屿也有不少岛屿采石场分布。浙江的沿海采石场与岛屿采石场充分利用了地理区位

条件，形成了富有海洋气息的地域采石 

5 水系条件对采石文化的影响 

5.1 纵横交错的水系为石材运输提供了便利 

浙江河流众多，自北而南有苕溪、钱塘江、曹娥江、甬江、椒江、瓯江、飞云江八条主要水系，此外还有浙、闽、赣边界

河流和众多独流入海的小河流[15]。浙北平原区和滨海平原地势平坦、河港交叉，具有水乡的风貌。京杭运河浙江段、浙东运

河以及塘河等人工河流沟通了不同水系，极大地促进了浙江古代河运的发展，对历史上浙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石

材体积大、质量重，不易运输，而水运具有成本低、运量大的优点，所以特别适合石材这类大宗货物的运输。尤其是在古代交

通技术不够发达的情况下，水路运输成为石材运输的最佳选择。河流水系是发展河运的自然基础，浙江的河网密度大，发展河

运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遍布全省的水系构成了庞大复杂的水运网络，为石材的运输提供了理想的交通条件。纵横交错

的水运交通促进了石材资源的进一步开发，使得石材可以通过发达的水系运输到更远的地方，从而扩大了石材的区域影响力，

也使得采石文化沿着河流水系扩散得更远。德清武康、温岭长屿、黄岩蟠龙洞、鄞州鄞江等地的采石遗迹一般都分布于水路交

通便捷的地方。以龙游石窟为代表的红砂岩采石场，分布在衢江北岸。衢江可西溯到常山港和江山港，途径衢州市区；东可顺

流进入钱塘江干流，直下杭州湾。得益于江水的水动力为石材运输创造的良好运输条件，龙游石窟所产红砂岩存在运往钱塘江

下游修筑海塘的可能性。发达的内河运输是成就武康石的重要原因之一。武康石是一种砂岩，质地、色泽与其相近的石材省内

其他区域也有分布，但是能形成产品供给与需求关系的，唯独武康石。杭嘉湖、苏锡沪一带的平原水乡对石材的需求量大，凭

借便捷的河运网络，作为商品的武康石可以沿着东苕溪、大运河和太湖方便地进入这一石材匮乏地区，建立起产地与市场密切

的供销关系
⑩
。为了方便河运物资的装卸，人们修筑了石埠头。浙江河运发达，石埠头自然也很多，数量庞大、规模不一的石埠

头的修筑产生了巨大的石材需求，对采石文化的发展大有裨益。 

5.2水利工程与桥梁对采石文化的影响 

众多的河流除了带来便捷的水运交通外，也带来了洪水的隐患。为了抵御洪灾，需要修筑护岸堤坝，石材作为一种优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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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坝修筑材料，在筑堤工程中得到了大量的使用。河流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石材的需求量，河流越多，石材需求量越

大，越能够刺激采石业的发展。通过河流，筑坝的石材也可以方便地运送到工地。为了更好地利用河水资源，浙江历史上还修

建了众多的碶闸和堤堰。比较著名的有丽水的通济堰、鄞州的它山堰以及绍兴的三江闸。这些水利工程规模巨大，修筑过程中

都耗费了相当数量的石材。而作为人工河流的运河，在其修筑和维护过程中所耗费的石材数量也很大。为了沟通河流两岸人们

的联系，人们除了摆渡之外，还选择了建造桥梁。石材坚固、耐用，是建造桥梁的重要材料，使用石材建造的桥梁以石拱桥为

主。由于省内河流众多，所建造的石质桥梁数也是很可观的。据清道光年间的《浙江志》记载，当时浙江境内已有大小石拱桥

和逾万座之多
○16
。大量石质桥梁的建造，无疑会对优质石材产生大量的需求，从而刺激了采石业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流淌，桥梁

在与人朝夕相处间慢慢积淀下深厚的文化涵养，桥梁文化的发展有利于进一步深化采石文化的内涵。 

6 气候条件对采石文化的影响 

6.1 气象灾害对采石文化的影响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亚热带地区。受东亚季风影响，浙江冬夏盛行风向有显著变化，降水有明显的季节变化。再加上浙江位

于中、低纬度的沿海过渡地带，地形起伏较大，同时受西风带和东风带天气系统的双重影响，台风、暴雨、干旱、寒潮、大风、

冰雹、冻害、龙卷风等各种气象灾害频繁发生
○17
，其中台风对采石文化的影响最为显著。浙江东部 (包括甬、台、温三地) 沿海

地区和岛屿受到台风的影响最大。浙东一带的海潮平日里比较温和，破坏力不大，因而不少沿海区域仅仅筑以泥塘，以达到围

垦滩涂的目的。但在台风的作用下，会引起风暴潮，潮水暴涨，破坏力大增，一般的海塘难以抵御。因此，为了对抗台风的威

胁，避免和减少台风引起的损失，需要修筑高标准的海塘，用石量大增，进而促进了采石文化的发展。但由于多种原因，历史

上浙东沿海地区像南塘、万全塘和刘公塘之类的石塘有限，而且还不连续。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以修建标准海塘为目标，石

材的使用量很大。另外，台风引起的暴雨会抬高河流水位，引发洪水灾害，使得拦阻洪水的堤防标准提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

增加了护岸工程石材的使用量。同理，梅雨季节的大量降水也会对河流的护岸工程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石材使用量。 

6.2 沿海与岛屿地区气候条件对采石文化的影响 

浙东沿海与岛屿地区特殊的气候条件也会对当地的民居产生一定的影响，促成了石材在民居建筑中的应用，进而对区域采

石文化产生间接的推动作用。由于海岛风大雨多，春夏季节又较潮湿，当地居民选用坚固的石材来建造房屋，以求达到抵御台

风暴雨，防潮耐腐的目的，形成了海岛特有的民居形式——石屋
○18
。建造石屋所需的石材来自就地取材，岩性多为花岗岩、流纹

岩、凝灰岩，石质比较优良。开采的石材除了满足当地需求外，还可以利用便利的海运条件运送到其他地区销售，使采石业成

为一项海岛的特色产业。浙东沿海的不少地方也多有石屋建造，比如温岭的石塘，整个小镇从街道到房屋，都由石材堆砌而成，

是名副其实的“石”塘。石窗作为一种建筑构件，其使用和影响的范围要比石屋大得多。浙东一带潮湿多雨，且雨水微酸，底

层房屋采用木材门窗易于腐烂，且石材坚固，抗风性能好，因而民居中较多地采用了石窗构件。明清时期，浙东甬、台、温等

地的民居中广泛使用了石窗，并影响到苏、沪、杭等地
○19
。 

6.3亚热带季风气候对采石文化的影响 

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对石材的开采方式也有一定影响。例如龙游石窟，其地表岩石在这种气候条件下长期经受风化，

松散破碎，不宜作为石材，这也成为选择地下开采方式的一个原因。用红砂岩作为建筑材料，由于其在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季风

气候下容易风化，年久之后往往要重修，这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区域采石文化的发展。另外，由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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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冬夏气温变化较大，采石场还有“冬塘”和“夏塘”之分。夏塘冬季天寒时，石质变硬，难以开凿，只能在夏天开采；冬

塘则冬夏皆可开采
⑧
。 

7 采石文化对自然地理环境的反作用 

自然地理环境为采石活动的产生既提供了物质条件，也提供了物质需求，并且影响到采石场所的空间分布状态。同时，在

采石活动的进行中，采石文化也会对自然地理环境产生反作用，影响并且改变当地的地貌、水文、植被等自然地理环境要素。

人类的采石活动本身可以视为地球物质大循环的一个小片段，属于改变地球外表形态和岩石特征的一种外部营力。人类在地球

表面开辟采石场，将石材与岩体所分离的过程相当于岩石的风化和剥蚀作用；将石材从采石场运输到使用地的过程相当于搬运

作用；石材在修筑过程中的使用相当于堆积作用；修筑好的工程和建筑暴露于大自然各组成要素之中，又将面临着新一轮的风

化和剥蚀作用。随着人类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也越来越大，采石活动使地球的地表局部形态发生了

巨大的改变，进而对人地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人类的采石活动对自然地理环境的改变主要是通过采石场景观的形成和石材的

使用两条途径来实现的。 

7.1 采石场景观的形成 

采石场本身的存在就是对原有自然地理环境的最大改变。采石场景观就是在人类采石活动的锤凿声中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

的。采石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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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环境的改变在强度上是有差异的。

一般来说，露天开采对自然地理环境的改变更大一些。露天开采石材往往会造成采石场及其周围地貌、水文、植被及其他自然

地理要素的改变，比如由于大量开采山体石材，造成山体消失，成就了现代版的“愚公移山”。同时，由于山体的消失，地貌的

深刻变化，依赖于山体存在的植被、水文等自然要素将不复存在，原有的生态系统也会遭到破坏。地下采石方式可以避免多数

露天采石对自然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首先，地下采石可以最大程度上保证山体的完整性，保护山体表层的土壤和植被，避免

水土流失；其次，地下采石还可以将废石堆放在采空区，既解决了废石堆放问题，又可以作为采洞的支撑；最后，传统手工方

法开采硬度较低的石材，地下开采方式更加容易，故古代浙江境内此法应用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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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采坑组成的“残山剩水”往往成为古代采石场最鲜明的景观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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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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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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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故称之为“人工丹霞地

貌”
○20
。同样是红砂岩，同样是古代采石场，龙游石窟则呈现出另外的景观特征，这是由于不同的采石方式所造成的。地下采石

虽然对地表自然环境影响较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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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游石窟已开发的五个石窟中，面积最大的约有 1300 m2，最小的也有 300 多 m2[21]。除了红砂岩，浙江广泛开

采的凝灰岩类也常选用地下开采，形成众多地下采石场，比如温岭长屿天、宁海伍山石窟、黄岩蟠龙洞 (黄岩石窟)、三门山石

窟、天台岩庵黑洞等。这些具有一定地下空间的采石场，可以称为“人工石洞窟”，是一种独特的地下采石场景观。地下采石所

形成的人工石洞窟，往往会积水成潭，具有水库的功能。遇到大旱，石窟的水还可以帮助当地抗旱。 

总之，采用传统手工方法开采石材，无论是露天开采，还是地下开采，常常会无意间形成特殊的地貌景观。而这种无意间

形成的地貌景观经过人们有意地加以美化和改造，则可形成引人入胜的人工景观，改变着原有的自然地理环境 (图 2)。例如，

古代采石场遗留下来的石壁、残峰经常成为摩崖石刻的载体。而绍兴千年采石所形成的人工景观则是对采石文化反作用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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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环境的最好诠释。历经千年的开山采石和自然造化，绍兴大地上留下了星罗棋布的怪石、洞窟和深潭，其中以东湖、柯岩、

吼山、羊山的山、水、洞、潭、佛等多元奇特的人工景观最为代表。 

 

7.2 石材的使用途径 

开采出的石材通过多种使用途径进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不同的形式塑造和改变着原有的环境，形成各种人工景观，

如海塘、护岸、碶闸、堤堰、桥梁、石埠头、石道、城墙，等等。这些石材构筑的人工景观，是人与自然相互协调的产物，影

响并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采石文化对自然地理环境反作用的延伸。 

绍兴地处平原水乡，采石活动历史悠久，石材很早就应用到绍兴的城市建设中了，因而绍兴兼有水乡和石乡两种文化气质。

据《越绝书》记载，公元前 490 年，越大夫范蠡开采吼山之石营建越国都城，这是绍兴开采石材的最早记载。公元 140 年，东

汉太守马臻采石于鸟门山等地来修筑鉴湖。公元 591 年，隋代越国公杨素发动民工采石，大修绍兴城。至宋代，绍兴采石业进

入全盛时期，大量石材进入到城市建设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南宋，当时绍兴作为一国陪都，大量石材建筑应运而生
⑨
。

绍兴的桥梁多为石材修造，现存的 604 座古桥中，石质桥梁有 594 座
○22
。在绍兴城乡间，石板路、石板道地、石墙、石碑和石

制器具等更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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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材作为一种文化元素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了绍兴城乡的每一个角落，而采石文化也将伴随着石材的大量应用融入到人工景

观之中，进而影响并改变着原有的自然地理风貌。石材脱离岩体，成为建筑材料的过程，就是采石文化以建筑为媒介反作用于

自然地理环境的过程。例如，缙云建筑用凝灰岩储量达 41 575 万 m3，自 20世纪 60年代后期开始大批开采条石，主要用于建筑

房屋
○23
。县城五云镇内道路和建筑多以当地所产的凝灰岩条石为主要材料，形成了以“石街、石桥、石房”为特色的“石城”景

观。 

8 结论 

采石文化是人们在采石活动中逐渐发展起来，而采石活动深受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作为自然地理环境构成要素的

地质、地貌、水系和气候等条件对采石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而采石文化对自然地理环境也存在着反作用。

由于采石场所是采石文化的核心内容，是采石文化的空间条件和物质基础，而采石场的景观特征、分布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又是

采石场所的主要内容，所以通过对采石场的研究可以揭示出采石文化特征及其与自然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采石文化所呈现的

景观特征因采石对象和采石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露天开采较易形成“残山剩水”景观，而地下开采容易形成“人工石洞窟”

景观，这些人工景观经改造后，还可以成为一种独特的旅游资源。到目前为止，浙江境内发现的有开发潜力或已开发的、较为

典型的采石文化遗迹共有三十余处 (片)。浙江境内采石活动分布的广泛性使得采石文化的空间分布呈现多点开花的“大分散”

特征，浙北、浙东和浙西一带较为普遍；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因素的影响，采石文化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会大量集聚，呈现出

“小集中”的空间分布特征，例如绍兴范围内的采石文化。总之，有关采石文化及其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系统研究还处

于起步阶段，其中仍然具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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