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量多
、

分布广
,

也是其它
“

太湖石类
”

成员无法 比拟的
。

曾有一块灰黑色

巢湖石
,

中间贯穿一条宽约 2厘米的
“

筋
” , “

筋
”

内有残留灰岩角砾组成

一幅
“

头戴大礼帽
,

身穿黑礼服
、

留

有两撇小胡子的卓别林 肖像
” ,

极为

传神
。

在另外的一些巢湖石上还可

见到英文字母
、

阿拉伯数字及笔划

不多的汉字
,

它们是造 型石与纹理

石复合成的双重观赏石
。

其四
,

巨细皆备
。

该石不仅丰富

多态
,

变化诡橘
,

而且体形大小悬

殊
。

巢北有一块从山坡上滚下酷似

卧兽的 巨石
,

体积为 5 X 4 X 3米
,

重

达百吨以上
,

超过 20 吨的石块更是

比比皆是 ;但重约25 0克
,

含化石具

孔 洞的袖珍石在巢湖也为数不少
,

由
“

四面楚歌
”

典故幻化出的散兵

置
,

拆巢县
、

庐江之地置无为县为军

治
,

当时军治所在的无为县包括今

巢湖南滨的银屏
、

散兵等产石之地
。

米氏于宋崇宁年间 ( 1 1 0 2一 1 1 06年 )

知无为军
,

《宋史
·

米带传 》有载 :

“

无为
,

州治有巨石
,

状奇丑
,

带见大

喜日 : 足 以当吾拜
。

具衣冠拜之
,

呼

为石兄
。 ”

宋人费充《粱溪漫志 》亦

称 :
“

米元章守濡须 (胡案 : 即今无为

县附近的裕溪 )
,

闻怪石在河懦
,

莫

知其所 自来
,

人以为异不敢取
,

公命

移石至州治
,

为燕游之观
,

石至而

惊
,

速命设席
,

拜于庭下 日 :
`

吾欲见

兄二十年矣
。 , ”

该石迄今仍幸存于

县图书馆的庭院内
,

但已斑驳难辨
,

不见当年之风骨精神
。

另外
,

民间传说赵估建良岳
,

旨

令专运太湖石的
“

花石 纲
”

船 队进

易lJ透巢湖石
— 安徽五大园林用石之二

京
,

因需求量过

大
,

产于太湖四

周的湖石不足

以应差
,

官员只

得私 下 采运一

部分巢湖石去

顶替
,

不料被人

告 发
,

后 经 御

石
,

就属于袖珍石一类
,

而在其它
“

太湖石类
”

中则很少见到超小型和

超大型者
。

其五
,

巧膺瘦瘤
。

不少巢湖石上

常生有硅质或泥钙质成份的
“

瘤
’ ,

它们既可散布突出石体
,

也可群集

组成链状
,

产生浑朴的美感
,

有很强

的装饰作用
。

这类
“

瘤
”

主要在三叠

系南湖组瘤状灰岩形成的巢湖石

上
,

曾见有抗风化力较强的
“

瘤
” ,

连

续围绕在造 型怪异的石体上
,

犹如

环状项链
,

为奇石增添了一种诡秘

气息
。

石
“

瘤
”

依附在岩体上
,

呈现出
“

丑
”

之美学效应
,

这也是一种造型

石与纹理石复合成的双重观赏石
。

巢湖石形质兼优
,

在园林中久

盛不衰
。

它以
“

无为军石
”

之名人载

杜氏石谱
。

当年米带跪拜过的
“

石

兄
” 、 “

石丈
” ,

就是今 日巢湖石之一

种
。

无为军
,

宋熙宁三年 ( 1 0 7 0年 )

审
,

以钦批
“

以桂代薪
,

何罪之有
”

结

案
。

可见在颇具艺术家眼光的赵估

心目中
,

巢湖石并不比太湖石逊色
。

据《云林石谱 》载 :
“

无为军石产土

中
,

连络而生
,

择奇巧者斩取之
,

易

于洗涤
,

不著泥渍
,

石色稍黑而润
,

大者高数尺
,

亦有盈尺及五
、

六寸

假山
。

可 以说扬州
、

南京等古城中的

不少叠石佳作
,

都有巢湖石加盟
。

如

今
,

巢湖市在银屏镇建立 了奇石市

场
,

已有数千吨奇石外销
,

其中还有

不少辗转出 口到德国
、

荷兰
、

日本
、

新加坡
、

泰国等地
,

已成为现代都市

园林中使用最多的石材之一
,

有的

单块石价已高达 2万元以上
,

可谓一

石千金
。

、 `

巢湖石在造园中用途广泛
。

它

可用于堆叠大型临水或夏景假山
,

构成诸如
“

蓬莱三岛
’

等景致
,

特别

是与满池碧荷相辉映
,

足 以让人忘

暑
,

如合肥包河公园之浮庄假山群 ;

或者用于 堆叠大型旱山
,

构筑精致

者峰峦叠嶂
,

洞穿石绕
,

气势磅礴
,

如合肥环城公园的西 山景区假山 :

或者用于一般规则式圆形
、

方形水

池中构筑假山
,

兼有喷泉瀑布
,

有高

山流水之气韵
。

其高大秀美之奇石
,

可单独用 于立体方坛
,

构成一石一

景
,

或与造型的松
、

竹
、

梅等构成照

壁花坛 ;或三二点植于山坡
、

草坪或

庭院之一隅
,

与造型优美的蜡梅
、

红

枫
、

青松
、

竹丛
、

蕉影等构成清丽脱

俗的 园林小品 ;或单独立之 于古典

园林的小亭旁
、

曲桥头
、

圆门侧
,

与

松
、

竹
、

梅等共同营造具有中国特色

的小景致
。

中等大小的巢湖石则可

用于 自然式水池驳岸
、

假山橙道及

土坡山头点石
。

巢湖石的精美小石

块
,

可用于制作山水盆景 ;剔透灵巧

的单块石
,

则可用作供石
。

.

者
,

多 具 群 山

势
,

扣之有声
。

顷年维扬俞次

契大夫家
,

获张

氏 一石
,

方 圆

八
、

九尺
,

上有

峰峦
,

高下不知

数
,

中有谷道相

通
,

目 为 千 峰

石
。 ”

可见 在北

宋时期
,

巢湖石

就被运往扬州

等地构筑 园林

复攀遨乙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