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产于安徽境内巢湖地区的巢湖石是一种

独特的地质资源，有着悠久的开采历史，其品种

繁多，造型奇特，是园林造景的极佳品，具有很高

的观赏及收藏价值。 国内许多城市都已经出现了

巢湖石的身影，如闻名中外的北京大观园和上海

大观园等。 近年来随着优质太湖石资源量的减

少，曾一度被当做太湖石替代品的巢湖石如今的

开发前景颇为看好， 大量巢湖石精品远销国内

外，巢湖观赏石的名气与关注度不断提升。 基于

此， 深入研究巢湖石的审美文化内涵意义重大，
把巢湖石纳入中国石文化体系中，研究中国石文

化的历史渊源和发展历史，将为更深层次地挖掘

和拓展巢湖石的审美文化内涵奠定文化基础，使

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定位巢湖石，进

而合理地对其开发、保护。
1 中国石文化概述

古人云：“山无石不奇，水无石不清，园无石

不秀，室无石不雅。 赏石清心，赏石怡人，赏石益

智，赏石陶情，赏石长寿” [1]，中国人对石头坚贞

不渝的热爱与追捧由来已久，毋庸置疑。 自古以

来，文人雅士们把对石的收藏﹑鉴赏作为回归自

然、亲近自然，返璞归真的精神寄托，出现过许多

关于石的美丽传说，例如，汉武帝拜启母石﹑屈原

佩石﹑陶渊明卧石﹑李白醉石﹑杜甫供石﹑白居易

咏石﹑米芾拜石等。 围绕着石头产生的赏石﹑藏

石﹑采石﹑品石﹑论石等一系列赏石实践及赏石理

论构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国石文化，从中可窥见人

们的各种价值观﹑古今文化传统与地域文化差异

等。
中国石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有着深厚

的历史积淀和人文底蕴，它的发展紧随着时代步

伐，不断增添新的内容，继往开来又传承创新。 现

代赏石界普遍认同赏石文化从时间发展脉络上

可以划分为五个时期：新石器时代是赏石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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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时期； 魏晋南北朝是赏石文化的兴起时期；
唐宋是赏石文化的繁荣时期；明清是赏石文化的

鼎盛时期；现代是赏石文化新的发展或称为复兴

时期。 石文化的发展紧随着社会发展的步伐，既

反映出时代特征又有其独立的发展脉络。 中国石

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分支和组成部分，赏

石文化理念师法国学，其思想根源离不开儒道释

的哲学背景，其审美理念源于文人士大夫钟情自

然山水的情怀，透露出中华传统“仁义礼智信”、
“温良恭俭让”的核心哲理思想。

中国赏石文化史上，代表“文人石”主流方向

的是帝王将相、文人墨客以及社会名流等，他们

引导了中国赏石文化的方向、内涵与定位，文化

史上大量与石有关的典故都与他们相关， 例如，
汉武帝的“一池三山”，宋徽宗的“花石纲”、“寿山

艮岳”等，更有无数文人墨客为石头留下了大量

诗词名句与绘画作品，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石文化

的内涵。 社会文明不断进步，石文化亦进入到一

个新的发展高潮：各种赏石理论、著作不断丰富

和完善着石文化的内涵；赏石阶层也由社会精英

向普通大众扩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赏石队伍

中来；观赏石资源丰富，新品种不断出现。

2 巢湖石的自然特质与审美特征

巢湖石，产于安徽巢湖地区，是各类碳酸盐

岩在漫长﹑复杂的地质历史过程中，经过各种外

力地质作用，被雕琢而成的造型奇特的各种象形

石（又称造型石）的总称。 巢湖石主要产于巢湖银

屏一带，据旧志记载：“银屏山，本名银瓶山，山上

‘有石如瓶，每日升，光耀夺目’。 明成化年间，银

瓶‘为道流窃去’。 ” [2]巢湖石采挖历史悠久，据记

载，最早可追溯到隋代初年，相传银屏山上开采

出一块名为“玉玲珑”（图 1）的大石头，几经周折

至明代开始成为上海豫园的镇园之宝， 并与苏

州、杭州两地的著名怪石并称“江南三峰”，闻名

于世。
巢湖石造型奇巧﹑色泽丰富，无论是以“瘦﹑

透﹑漏﹑皱”的传统赏石标 准 还 是 以“质 ﹑形 ﹑色 ﹑

纹”的现代赏石标准来衡量，巢湖石都是不可多

得的观赏石艺术品。 传统赏石标准认为瘦胜肥、
透胜闷、漏胜实、皱胜平，将巢湖石一一对应，或

具其一，或兼具其二、三，更有精品四者兼具，成

为双重或多重观赏石。 巢湖石形态奇巧、鬼斧神

工，尽显造 物 神 奇，有 具 象 类 的，如 虎、兔、马 形

等，又如老生作揖、仰天长啸、金鸡啼鸣等；也有

抽象类的或称为意象类，这类的巢湖石不拘泥于

具体的形象，根据其自然天成的形态特点人们能

够从中领略到别样的韵味，有形无形之间尽显自

然和谐之美。 在巢湖地区特殊的地质地理条件下

巢湖石很多石体遍布孔洞， 洞与洞之间相互穿

插，其间石茎婉转坚韧，支撑着整个石体，呈现出

“云头雨脚”的自然美，如图 1 所示的玉玲珑即为

典型代表。 巢湖石色泽丰富，“一石一色”，红、白、
黑、黄、灰等，有的石头以一种颜色为主，色彩倾

向明确，有的一块石头兼有几种颜色，浑然天成，
不同色彩相得益彰。 巢湖石的纹理丰富，别具一

格，有 的 表 面 极 其 光 滑，有 的 凹 凸 不 平、变 化 多

端，可以说是造型石和纹理石的双重观赏石。 赏

石界通常认为观赏石凡是具有形体美、形态神韵

美、色彩美以及纹质美、音韵美等其一者即有收

藏价值，以此来看，巢湖石常常不乏观赏石精品

能够同时符合数条赏石审美标准。
巢湖石不仅具有类似太湖石等各种观赏石

的共性审美特征， 更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特点：巢

湖石是少有的富含化石的观赏石，常含有海生无

脊椎动物与植物化石（图 2），化石本身具有极高
图 1 玉玲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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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赏及收藏价值，与巢湖石结合后成为收藏价

值极高的双重观赏石，备受青睐；巢湖石内常有

由方解石组成的奇筋异脉，这些筋、脉纵横交错，
纹理复杂多样，自成规律、遍布石体，一些巢湖石

上甚至出现了由此形成的数字、字母、汉字等，这

些筋、脉特点也是巢湖石有别于太湖石等其它观

赏石的独特景观；许多观赏石都不乏石体含有孔

洞的， 然而巢湖石的孔洞有着明显的个性特点，

其口径圆润（图 4），犹如人工打磨一般，堪称观赏

石之冠；很多巢湖石上遍布硅质或泥钙质成分的

瘤状体，这些瘤状体多集群呈链状，层层堆叠，满

布石体表面， 构成了巢湖石独特的纹理特点，使

石体肌理丰富、质朴（图 3），耐人寻味；巢湖石形

体造型上姿态万千，纹理上丰富多变，其形体上

也有大小极其悬殊的特点，有高广数丈、重达百

吨左右的巨型巢湖石，也有百余克的袖珍巢湖石

（图 4）， 形体大小悬殊的巢湖石适合置于不同的

场所，大者可以置于庭院广场之中，小者可装点

盆景或个人收藏把玩，各尽其用。
3 巢湖石文化初探

巢湖石独特的自然特质和审美特征赋予了

巢湖石极高的观赏、收藏价值，追溯巢湖石文化

的形成与发展将进一步丰富、延伸巢湖石的文化

内涵、提升巢湖石的文化品位，并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其交流与繁荣。
3.1 巢湖石文化形成的自然环境。巢湖地区

“地属亚热带温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地表水系

发育，地下水丰富，岩溶作用较为发育” [3]，地质

条件复杂，构造运动频繁，为巢湖石的形成奠定

了物质基础，也为巢湖石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提供

了自然条件。
3.2 巢湖石文化形成的远古追溯。 人类用

石、拜石、藏石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远古石器时

代，这是人类依赖石头的巅峰时期，是一种文化

的传承和连续。 巢湖境内考古多处古人类遗址中

发掘出了石斧﹑石锛﹑石镞等石器时代的遗存，这

些古先人生存情况信息的发现使得对巢湖石文

化的历史渊源可追溯至远古时代，这些远古人类

的丰富遗存可以说是孕育、发展巢湖石文化的一

条血脉相连的“根”。
3.3 巢湖石文化的历史土壤。中国石文化的

历史悠久，与石有关的诗词、文章以及专著证实

了石文化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宋代杜绾的《云

林石谱》是目前为止保存最完整、记录最丰富的

一部专业石谱，共记录了 116 个石头种类，巢湖

石就曾以“无为军石”之名入载其中。 赏石文化史

上有名的“米芾拜石”的趣闻典故也是来源于巢

湖石———北宋米芾，博雅好石，精于鉴赏，在巢湖

无为任官时，将巢湖石收于今天的米公祠“拜石

亭”，尊为石丈，顶礼膜拜，并自作《拜石图》。 康熙

《巢县志》 中也有关于巢湖石的记载：“前人每于

此搜取玲珑怪石，以为园林之玩”，记录了巢湖石

图 2 巢湖石小型鱼龙化石

图 3 巢湖石局部纹理

图 4 微型巢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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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aohu stone is abundant in Chaohu area, Anhui Province. It is a unique geological resources, and has a long min-
ing history. Chaohu stone is an excellent garden landscaping product with a variety of shapes and high ornamental value for
collection. Chaohu Stone not only has the common features of a variety of ornamental stones, but also has their own unique nat-
ural character and aesthetic features. In-depth research on Chaohu stone aesthetic culture is conducive to further enrich and
extend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to enhance the taste of Chaohu stone culture, and it will promote exchanges and prosperity
of Chaohu 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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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点与功用。 除此之外，历代文士名流描绘巢

湖湖光山色的诗词﹑画作也都不同程度地丰富了

巢湖石的文化内涵。 可以说，与石结缘的人文记

忆为巢湖石文化提供了历史土壤。
3.4 巢湖石文化的现代发展。 进入现代社

会，巢湖石的审美文化及由此衍生出的经济价值

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不少专家学者们开始对

巢湖石进行地质形成机理、艺术价值、经济发展

等多方面的研究， 使得巢湖石文化内涵得以拓

展；同时，近年来中国石文化进入发展新高潮，赏

石、藏石阶层不断扩大，学术氛围浓烈，各种专业

赏石理论、书籍、杂志层出不穷，中国石文化的整

体发展也不断丰富着巢湖石文化的内涵，为巢湖

石文化的发展指引了前进方向。
4 结语

巢湖石是不可再生的优质观赏石资源，对巢

湖石的认识不清不仅造成了优良地质资源的浪

费、损害了巢湖石价值的最大化实现，在一定程

度上也影响和制约了巢湖市的城市发展，因此对

巢湖石的审美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是十分

有必要的。 巢湖石不仅具有各种观赏石的共性特

点，更有自己独特的自然特质与审美特征，富有

很高的观赏与收藏价值，深入研究巢湖石的审美

文化有利于进一步丰富、 延展巢湖石的文化内

涵、提升巢湖石的文化品位，并在一定程度上促

进其交流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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