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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公园

崆山白云洞，游人称它为“北方一大奇观”，学者称它为“地下

岩溶博物馆”，文人称它为“大自然艺术馆”，政客称它为“喀斯特

风景洞穴世博园”。这些美誉，是否名副其实？如此美景，尽收于河

北临城国家地质公园。

水性杨花，在洞天福地的世界中失去了意义。一滴水、一线流，

以一种亘古不易变的姿态舞蹈，坚持千年万年，便有了信念的沉淀。

一挂石钟，沉默足以敲醒见了利忘了义的随机应变，一棵石笋，无语

但笑以物喜以物悲的见风使舵。面对或站、或悬、或蹲、或匍伏于地

下的那些万年修炼始得正果的岩溶造型，想想岁月无情之中容颜易逝

的自己，悠悠哲思，会不会收敛浮躁世间心灵中的水性？

溶洞生平

在喜山运动期间，太行山是一步登天的吗？非也。在泜河至少发

育三级河床阶地，其阶地表示持续接受一次沉积，说明该阶段地壳相

对稳定，抬升较慢；阶地间的陡坎，指示河水下切，地壳快速抬升。

地下水潜蚀形成溶洞的能力与地壳抬升缓急关系重大。抬升速度

快，地下水潜水面没有足够的时间对同一岩层进行潜蚀，从而挖掘出

较大的溶洞。因此溶洞常形成于地壳相对稳定时期。

河北临城国家地质公园位于太行山中段，临城县境内，总面积 298 平方
千米，主要地质遗迹面积 198 平方千米，是一座以岩溶洞穴为主体，融峰林地
貌、嶂石岩地貌、重要地层单位标准剖面、典型滨浅海沉积特征、水体景观和
人文历史古迹为一体的“人间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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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花乱坠白云洞
——河北临城国家地质公园崆山白云洞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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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天眼

位于天台山峰脊。洞顶渐薄，洞内已无水滋养，进入老年溶洞行列。



34

地质公园

溶洞同样具有生老病死的演变过程。幼年、

壮年、老年三期的划分明显。尚未离开潜水面

的溶洞，处于幼年期，如少女。浮上潜水面，

洞中地下暗河消失，唯有洞顶或洞壁的滴水或

细水长流，接受机械的或化学的沉积，形成丰

富多彩的洞积物，此时处于壮年期，如正乳着

孩子的母亲。地壳进一步抬升，溶洞离地表越

来越近，洞内的水流越来越少，已没有机会形

成新的洞积物，开始进入老年期，进一步的发展，

就是洞顶、洞壁、洞底相继被剥蚀进而消失死亡。

临城国家地质公园目前有两期溶洞。崆山

白云洞正处于年富力强的壮年期，崆山无顶洞

穴以及天台山大、小天眼已处于力不从心的老

年期。

壮年期的溶洞，最富想象力与创造力，它

得益于无形的水、入乡随俗的水、随机应变的水。

从岩缝孔隙中渗出的水，量少时一滴、二滴地

滴落，也许半天、一天才分娩出一滴；量多时

滴滴相连，成线流、成面流，连续不断。少与多、

快与慢之间，形态万千。

从岩层渗到洞中的水，压力已减小，水中

所含有的二氧化碳散逸出来，水分蒸发成汽，

水中碳酸盐类矿物质浓度进一步饱和、过饱和，

碳酸盐类矿物就要重新沉淀、结晶，如天台山

丹霞飞瀑岩层上的白色粉末般。沉淀、结晶的

碳酸盐类矿物附生在洞顶、洞壁和洞底上，形

成变化多端的化学沉积物。

近水楼台总是先得月的。理论上，从洞的

不同部位渗出的水滴，总是在该处优先形成沉

积物。滴水从洞顶向下滴，则先向下生成钟乳石，

如果水滴量大滴到洞底，则继之向上生长石笋，

两者有缘相接成为一体则成石柱。滴水极多，

则成流，从洞顶流下，则可形成石旗、石带；

从洞壁流下，则发育成为石幔、石瀑；滴太大

或流太急，滴流就会飞溅，飞溅的水可生成葡

萄石、石蘑菇、石珊瑚。滴或流集中一起成池，

池水可沉积出“石花”。

年富力强的崆山白云洞被誉为“地下岩溶

博物馆”“大自然艺术馆”“喀斯特风景洞穴

世博园”等，果真如此吗？

观赏思考后，自有答案。

一炷心香

点着一炷心香，燃起虔诚年年。袅袅无烟，

洞后人前，都说体态匀称晶莹，都说内心通透

空灵，见见，许上一个心愿，思量一个究竟，

或许能知先天。

先天已存的白云洞，直至1988年才被发现。

这一炷心香，隐藏在“迷乐洞”一个凹洞里，

其实为上下同粗同细内空的薄壁石管，学人称

“鹅管”。这一炷心香，本也是沟通上下、接

地连天，不知谁人不小心碰断一截，便如维纳

斯断臂，给后人无限遐想空间。

溶洞中钟乳石、石笋、石柱等景物形态

万千，为何述论细微的直径仅有数毫米的鹅管

在先？

鹅管可能是溶洞各种沉积物弄姿摆态的先

遣。眼见为实，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鹅管形

成的优先。贵州省属岩溶区，岩溶作用强烈；

乌江渡大坝建成未几，灌浆廊道中就有鹅管垂

悬。不信，可查阅如砖头一般的专著《中国岩

溶动力系统》，那可是袁道先院士等专家的手笔。

祖先的鹅管，必定有天性向下遗传。研讨

鹅管的形成过程，有助于了解林林总总岩溶造

型的演变。如此，欲了解岩溶艺术，鹅管成为

开启岩洞神秘大门的关键。

某一粒幸运的水珠悬挂在刚刚浮出潜水面

的洞顶孔隙口。其幸运处在于体重适中，太轻

则不能躲过包气带干渴岩石的盘剥而抵达洞顶；

太重则一到洞顶便因为自身重量，在引力作用

下掉落到流动潜水之中，而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轻不重的水珠在孔隙口夺门而出之时，所承

受的压力锐减，水珠内的二氧化碳等挥发性气

体则逸散而出，水珠内碳酸钙的浓度渐渐升高，

直至饱和，开始发生重结晶作用。

附在洞顶孔隙口的水珠在何处先结晶？那

应该看在水珠的什么地方碳酸钙的浓度先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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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炷心香或叫朝天一炷香

万年洞天，一炷心香。

几许眼眸，望穿秋水。多数祈愿，安康吉祥。

饱和。洞中有空气，无论空气湿度多大，水珠

表面均要发生蒸发作用。因此水珠表层的碳酸

钙浓度比水珠中心先达到饱和，故而先结晶。

碳酸钙结晶出方解石，比重大于水，按理

来说刚结晶出来的方解石晶体应沉淀在水珠底

部，累积后再掉离洞顶。但这种状况并未发生。

原因何在？

原来，在水珠附着的孔隙口发生了一场轰

轰烈烈的化学反应。水珠释放出的二氧化碳，

溶解了水岩接触面岩石中的碳酸钙，使得在水

岩接触面水珠表层的碳酸钙最先沉淀，形成碳

酸钙的溶解与方解石的结晶，构成犬牙交错的

状态，结晶出的方解石成膜状附着在岩水接触

面的岩石上。

这就是鹅管从洞顶向下生长的原因。

那又为何鹅管是中空的呢？

细长的鹅管是细滴长滴的结果。在孔隙口

形成一圈方解石结晶膜之后，还有新的水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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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腿神鹿

属钟乳石群。

洞顶片状水，有 5个滴水中心，优先形成 5根钟乳石，构成神鹿的根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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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后继款款而来，每一滴水珠中心浓度保持最

低而不发生结晶作用，即使发生结晶，其结晶

膜也会被下一滴水珠冲破。而新水珠仍然在表

层先结晶，悬挂在孔隙口的圆圈状结晶膜不断

增厚加长，因此形成中空。

洞顶刚好只有一个合适的孔隙口，刚好有

一个不轻不重的水珠从孔隙口逃出，刚好岩水

接触面上的岩石是灰岩、白云岩而含碳酸钙，

刚好有不轻不重的水珠相继来临，这些完美的

条件刚好形成一个完美的鹅管。这种状况，无

所不能的大自然时有发生，但不常有。例如，

完美的鹅管发育一段时间，如水滴加重加大，

鹅管的外径就会相应发育变大，形成为更精美

的上细下粗石蕾。因为不完美，世界才多姿。

半截鹅管，一炷心香，点燃对自然隐秘过

程的思量，袅袅粗意，未尽其详。

五腿神鹿

向下、向下，顺应重力的召唤，钟乳石一

定要继承鹅管生长的姿态与秉性，一定要在向

下生长中发扬光大岩溶家族亲近地面的传统。

与鹅管相比，钟乳石则显得粗、长、实，

乃是生长环境变化所致。

当洞顶的孔隙口不再仅仅是一个，而是密

集的多个之时，从上面包气带下渗的水珠先后

从各孔隙口逸出，密集的水珠肩并肩连成一片。

这一片的水呈薄饼状，通常面积有几十平方厘

米至一平方米。薄饼状的水周边薄、中心略厚，

水滴从中心往下滴。这样，水多力量大，如能

形成钟乳石，一定比一个水珠形成的鹅管要直

径粗、长度长。

一个钟乳石刚出生的地方，当然也是岩水

的接触面。由于有多个孔隙口，每个孔隙口都

先后形成方解石结晶体的圆圈状薄膜，各圆圈

相互重叠，结果是薄饼状的水片中心形成的结

晶体最厚，四周较薄，因而由中心向下生长，

并且中心生长的速度要比四周生长的速度快。

钟乳石生长之初，圆圈状薄膜相互重叠，重

叠部分可分布于孔隙口，结果是堵塞了该孔隙。

同时还存在着其它还没有被堵塞的孔隙通水，所

以并不影响整体包气带水的下渗。被堵的孔隙可

能在下渗水加压时会被重新打开而渗水。被堵和

未被堵的孔隙交互供水，所以结晶薄膜上没有固

定的孔或渗水通道，形成的钟乳石则实。

当洞顶发育大量的渗水孔隙，并且分布面积

较大时，扩散于洞顶的片状水具有多个涌量较大

的中心，每个中心水层的厚度较大，具备发育生

长一个钟乳石的条件，因而可生长钟乳石群。

如果下渗的水量不大，仅够空气蒸发，洞

顶没有多余的水掉落洞底，此时钟乳石就一直

往下生长，直到洞底。五腿神鹿可能就是这样

形成的。五腿神鹿其实属钟乳石群，具有 5个

渗水中心，其优先长出 5根钟乳石，一直垂到

洞底，构成神鹿的五腿。

大规模地生长，钟乳石更魁伟高大。 

擎天玉柱

当包气带水分足够，孔隙水补充较快，洞

顶的水滴较大较重之时，大珠水珠成串就在重

力作用下掉落洞底。此时在洞底形成石笋。

洞底须无清泉石山流，否则大珠小珠落玉

盘后尽被流水席卷而去，没有沉积的基坡。因

此，洞底离开潜水面之时，才是石笋出头之日。

石笋的形成往往晚于鹅管、钟乳石。

石笋完全靠天吃饭才能生长起来。洞顶滴

水的有无、多少、滴水位置的恒定变化、落水

高度等因素决定石笋的大小与形态。

滴水湿润洞底的面积，是石笋奠基的规模。

自洞顶而来的水滴较肥较大，自天而降的水珠

大珠小珠连串源源不断，洞高而水珠的落地速

度较快，均有利于弄湿大片洞底的岩层，为该

石笋圈定生长的地盘。

石笋生长的速度虽然快慢变化多端。有时

完全不生长，因为苍天干旱，地面无水，包气

带中的溶洞断食。有时每百年几毫米或几十毫

米，完全依赖滴水的数量与所含碳酸钙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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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擎天玉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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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湿热多雨的间冰期是石笋生长的黄

金阶段，而少雨干旱寒冷的冰期之中石笋没吃

没喝就进入了冬眠。因此，一根1米高的石笋，

约需要经历 3~5 万年左右的时间才能长成。

石笋生长过程中，环境多会发生变化，形

成意味深长、独具个性的石笋。如透明的石笋、

多彩的石笋、象形的石笋等，构成丰富多彩的

石笋世界，均令人赞叹不已。

多滴水中所含化学成分的变化。当滴水只含

有纯净的碳酸钙之时，结晶出无色透明的方解石

结晶，其组成的石笋则通透明亮，一尘不染。风

化后的方解石通常呈白色，因此许多石笋以白衣

天使的身份出现。当滴水中含有铁、钡、锶等金

属离子时，这些铁离开进入方解石晶体中而呈浅

黄至深红色，暖颜色的强烈程度依所含铁、钡、

锶等金属离子的浓度和化学价态而定。同时，冰

期、间冰期等气候决定着滴水中化学的成分。

如动物、植物或建筑物般的象形石笋，则

主要是受控于滴水位置迁移的状态。众所周知

的“生日蛋糕”，是巧手一边运动一边挤出奶

油塑造出图形。滴水位置的变化，具有同样效果。

而滴水位置变与不变，不仅受下渗水的速度与

数量控制，也受地壳的不均匀抬升导致洞顶发

生倾斜的程度控制。

洞顶一线滴水，洞底一根石笋。滴水的位

置多了，有幸落水的洞底便生长如雨后的春笋，

构成壮观的石笋群。白云洞内的三塔印月、秦

俑列阵，均是典型的石笋群。

洞底向上生长的石笋，一般为几十厘米到

几百厘米，年龄为万年至数十万年，笋体身上

的每一个细节，均记载着地球环境变化的沧桑。

委曲求全

同源于洞顶的一注滴水，钟乳石向下，石笋

向上，同心、同轴又相向，理应有相会、相汇的

期约，聚首构成顶天立地的石柱。

典型的石柱，应有细腰。钟乳石、石笋的基

座均粗，生长顶尖均细，相遇处必定成细腰。如

继续生长，细腰处的聚水最多，生长较快，往往

教细腰快速长胖起来，构成上下同粗的石柱。

一根石柱，钟乳石、石笋的贡献不同。有

的石柱整根均是钟乳石，有的整根都为石笋。有

的石柱钟乳石占多，有的占少。其贡献比例，完

全由水滴决定。水滴少，从孔隙口渗出的水珠均

高高悬挂于洞顶以修钟乳石之身，哪有石笋的营

养？水滴多，在洞顶的水珠没有来得及结晶就滚

落洞底长成石笋，石笋简直是虎口夺食，钟乳石

也无可奈何。当渗出的水，洞顶悬着一大滴而分

成两珠，一珠留守洞顶成钟，一珠落底成笋，石

笋与钟乳石具有双赢成石柱的可能。

钟乳石与石笋完美结合成石柱并非易事。漫

长的生长道路，变数太多。滴水位置的变迁，常

常让钟乳石与石笋无缘相逢。滴水见异思迁之后，

原来的石笋常常恩断情绝而不再生长，最多在傍

侧另发新芽；而原来的钟乳石呢，则需要改变生

长的方向，弯腰曲膝，以期适应新环境。

玉龙飞天

形成钟乳石、石笋以及石柱的水，不论大

滴小滴都以一滴一滴的方式或快或慢向下滴，

从洞顶的一点或一片高悬着或者分成一半垂直

滴落到洞底。与之不同，当洞顶不以平顶而呈

斜顶的方式存在时，从洞顶渗漏出的水较多之

际，则形成从洞顶向洞壁而去的呈线状的长流

细水。细水长流，会塑造另一风格的岩溶沉积物，

石旗、石带是其优美造型的代表。

石旗、石带，均呈悬于洞顶到洞壁的薄板

状。长可达十几米，宽可达数米。薄呢？石旗、

石带均很薄，约为 1 厘米。因此，石旗、石带

其实是一条曲面的薄石板。宽时这薄板多呈猎

猎飘扬的一面旗，称石旗，窄时呈一条上下飞

舞的带子，称石带。

石旗、石带是如何生长的呢？当然，它的

生长机理与鹅管无异。只是水岩呈线状接触或

不宽的带状接触，同一年代的结晶沉淀物呈线

状分布而已。恰如织布的棱，流水一层层地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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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曲求全

两侧的石笋，快速生长，

其身高即将顶到洞顶。

中间的石笋，膀粗腰圆，虎虎蹲立；

顶上的钟乳石，柳腰细细，

因滴水位置迁移，生长方向改变，

但与石笋不弃不离，弯腰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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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龙飞天

属巨型石带。

从洞顶至洞壁悬挂着的石带，

如腾飞而起的巨龙。

长 16.2 米，宽 0.4~1.2 米，

厚 0.8~1.5 厘米，

织石旗、石带。紧挨着洞顶的一层，最先形成。

最底下的一层，最年轻。顶至底的宽度，往往

与形成的年龄成正比，越宽当然越老。1 米宽

的石旗、石带，需要数万年才能形成。

石旗、石带会以清一色的形象出现吗？不

会。它们多以浓装淡抹形象登台。即便整面石

旗或整条石带都呈灰色，但因其每一层灰程度

不同，有越于暗黑的深灰，有越于亮白的浅灰，

深灰与浅灰色之间则有无数过度的灰。每个年

代，流水中所含的化学成分不同，虽是均来自

洞顶的同一片岩石、同一片天空，但由于洞顶

所处气候的更替，炎热凉寒的温度不同，植物

动物的活性不同，演解于水中的二氧化碳多少

相异，着色金属离子如铁的价态以及浓度的差

异。因此，一层一种颜色、一种色调。石旗、

石带层层叠叠不同的颜色、色调，均是不同年

代气候环境的记录。

洞顶到洞壁的细流会是直线流动吗？不常

会。只要是道路，无论人行，抑或水流，总是

起起伏伏。头顶上的线流依洞顶、洞壁表面的

凹凸不平而弯曲蜿蜒。曲线的细流，基本上注

定了石旗、石带的姿态。因为细流流径的弯曲

不同，因此石旗、石带的体态各异而成造型优

美的另类。

百叶石幔

洞仅有或平或斜的一顶，总存或直或曲的

两壁。来自洞顶的水滴凝固为钟乳石、石笋，

细流石化为石旗、石带等溶洞的迷人景观。洞

壁上的渗水流水，又有什么特别的魔方，能幻

化成五彩缤纷的画廊？

洞壁形态决定水流方式。崆山白云洞洞壁

的灰岩岩层，并不光滑如镜，而是时而凸起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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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叶石幔

流量不大的流水刚刚能越过上面的台阶，

相间的几线水流沿洞壁淌下。

台阶的边缘与每一线流水，

均发生方解石的化学沉积，

其中线流处成一片片的石带。

> 珍珠宝塔

早期自洞顶的滴水较细形成石笋。

后期浇铸左侧石笋上的水滴加大，

飞溅洒在中间石笋的左侧，

长出石葡萄，点缀石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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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而凹入一片。近水平的、近垂直的和倾斜的

节理纵横交错把岩层切割成或大或的小岩块，

构成一个个的台阶或陡坎。单纯得只听重力驱

动的水流，因洞壁地形的复杂而复杂。水从倾

斜的节理溢出，润湿下方的岩层，在小平台上

稍事休息，便漫过台阶，跌下陡坎，成一帘或

宽或窄的瀑布，在洞底的小池聚集起来，池若

满了，便沿洞底的斜坡流向远方。

流水的翩翩舞态，沉淀在曾经饱受地下水

潜蚀的洞壁，填补幼年期的创伤。从倾斜的节

理喷射而出的流水，射程远近不同，如音乐喷

泉的水头，组成优美的弧度，凝结成半圆形的

两片组成的石盾。一帘或壮观或玲珑的瀑布，

或飞流直下三千毫米成为不受枯水期降水影响

的石瀑，或涓涓流淌绣起花边织成锦绣一般的

石幔。石盾，似乎是经历过金戈铁马的遗物，

石瀑则已入唐诗的佳句，石幔呢，或属淑女的

时尚吧？洞壁沉积物的琳琅，以昭示壮年期溶

洞的辉煌。

珍珠宝塔

当洞顶滴落的水珠很大，或洞壁喷射出的

流水很急，速度均大，洞底的落水炸开了花，

形成无数的小水珠，四处飞溅开来，分解成无

数注的小滴水，洒湿一片洞底或洞壁时，此时

则生成另一番难得一见的溶洞沉积景观。“葡

萄石”“石花”出场最多，“石珊瑚”则不轻

易露面。

飞溅的水，多呈雾状小水滴落地。小水滴

落地处，生长出一个个微小的石笋。但由于洒

水范围内每一处的落水量并非一致，落水多处，

微型石笋长得就相对高些、大些。由于这些雾

状小水滴的水量总体较小，形成的石笋一般呈

半球体或半椭球体，看上去如葡萄，因此就叫

它“石葡萄”。

如果洒水量均匀，落水不论飞溅洞壁还是

洞底，则不形成微小的石笋。当洒水量不大之时，

洒湿的地方可能因水的蒸发而变得暂时干燥，

先干燥处形成结晶沉淀的中心，沉积物相对较

厚，围绕中心的沉积物较薄，形成石花。当洒

水量大时，则一直处于薄层水膜的状态，在洞

底碳酸盐岩沉积成石花，在洞壁则可能形成局

部的树枝状分岔的滴流，如承雨玻璃上的小水

流一般，则可能形成石珊瑚。

飞溅的水，其形态更具复杂性，形成沉积

物的形态可能更多。

满地生金

洞顶掉落的水，洞壁淌下的水，聚集至低

洼处则成水池。水池也是碳酸钙的沉淀池。水

池可能时深时浅、时干时溢，可形成“石花”“月

奶石”“云盆”和“穴珠”等造型景观。

碳酸钙结晶的先后顺序在池中不同部位不

同。原则上依然是浓度先达到饱和处先结晶。

地学百科

石幔  渗流水中碳酸钙沿溶洞壁或倾斜的洞顶向下沉淀成层状堆积而成，因形如布幔而得

名，又称石帘、石帷幕。

石瀑  饱含重碳酸钙的薄层水流，自洞顶或洞壁流出 , 沉积为带状的，形如瀑布的便是石

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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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墩玉柱

金墩，金其表，玉其中。

金镀其下，玉全其上。

玉柱为石柱，先形成。

柱底后积水成池，

含铁方解石在池面与石柱的接触面结晶。

池水水面在某个高程持续的时间

与镀金的厚度成正比，金墩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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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边、池内凸起处具有先达到浓度饱和的优越

条件。

最有意思的是水池具有“镀金”功效。当

积水含铁时，池中已生成的石笋、石柱可被镀

上一层“金膜”。石笋或石柱与池水的接触面，

是含碳酸钙的岩水相互作用面，极易使碳酸钙

达到饱和，因此在接触面先结晶出含铁的方解

石薄膜，并附着在石笋或石柱的表面。何处的

薄膜最厚呢？当属水面。因为水面还存在水分

的蒸发、被露出水面的柱体吸收，具备结晶最

先、最快的条件。所能看到的凹凸别致的金墩，

其实是水面在某个高度持续时间长短的标志，

当然凸起之处水面持续的时间长了。

水池在某个时期或多个时期反复地干枯，

则结晶出方解石，依池底的微观地形进行造型，

“月奶石”“云盆”和“穴珠”由此形成。

玉竹成林

见过如竹节一样的石柱、石笋吗？尚未周

游全国的先生女士一般没有见过。崆山白云洞

中发育出不少世间难得一见的竹节状石柱、石

笋。它们的形成与所处的地质环境关系密切。

竹节状石柱、石笋是如何形成的？研究认

为，在钟乳石、石笋以及石柱基本形成之后，

在钟乳石、石笋以及石柱的中部发生近水平的

裂缝，成为滴水汇聚或渗出的有利空间，并沿

裂缝口沉积碳酸钙，形成一圈环状沉积物，如

竹节突出，由此形成竹节状石笋、石柱。但竹

节状的钟乳石基本不发育。为何？由于钟乳石

悬空，发生近水平的裂隙时下半部分就坠落洞

底而粉碎了。

近水平状的裂隙是如何形成的？地质学家

认为该裂隙是强烈地震发生时，剪切应力错断

十分脆弱的石笋、石柱，留下一条裂缝。临城

国家地质公园位于地震带附近，地质时期伴随

太行山抬升而常发生强烈地震。其中，1966 年

的邢台 7.2 级地震，人们记忆犹新。

在溶洞中形成竹节状石柱、石笋的外界强

烈地震条件很难出现。所以，白云洞的竹节状

石柱、石笋也是稀世珍品。

仙山琼阁

滴水、流水、溅水、池水，均属重力水，

它形成晶莹剔透的鹅管、悠扬万年的钟乳石、

顶天立地的石柱、飞落九天的石瀑、锦上添花

的石幔、身经百战的石盾，还有那五彩缤纷的

石旗、壮志凌云的石带、蓬荜生辉的石花等，

不一而足。非重力水则如雾似淞，微水滴沿物

体的孔隙奔走四方，毛细管牵引的纤纤细流，

横生枝节，离经叛道，形成怒发冲冠的石毛、

横七竖八的石枝、拐弯抹角的鹅管，纤巧绮丽，

楚楚动人。更是那感天动地的地震，一扫而过

千山万水，切开石笋、石柱，本是一道伤痕却

创作出挺拔玉立的竹节状石笋、石柱。琳琅满目，

光怪陆离，真是别有洞天。

同时拥有上述洞景的溶洞，世上有几个？

无多，无多。临城国家地质公园的崆山白云洞

是其中之一。

同时拥有上述洞景的景点，世上有几个？

无多，无多。崆山白云洞内的“仙山琼阁”，

就是其中之一。

“仙山琼阁”，是面积为 750平方米的“龙

宫洞厅”的一个景点。面积 10 平方余米“仙山

琼阁”，绣着花边的石幔如幕，高高升上洞顶，

一幅岩溶的全景图一览无余。自左向右，只见

贝窝已残，蚀余岩石依旧，洞穴诞生的记忆犹新；

天上来的瀑布已凝固，石瀑之上还没有长大的

石笋仍在盼望多情的雨季；天上石幔的一角，

悬下色泽明亮的五花肉条石，也许在准备救济

天下的饥民；一根根竹杆纹丝不动，亭亭玉立，

成为密不可分的竹林，老竹正与小笋诉说土地

的高风亮节；一簇石珊瑚，不远处还有一簇石

珊瑚，从海底的礁岩上耸立而起，相互回忆水

花飞溅的良辰美景；两簇石珊瑚之间的石瀑布，

是高山与流水的写意；图的右部，以半空悬下

的石幔为止，如飞舞的手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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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外生枝

上下铅直，是地球吸引力的方向。钟乳石

直下、石笋直上，是重力作用下岩溶洞穴沉积

物生长的康庄大道。世界上大部分洞穴都在重

力支配下根据洞穴形态、裂隙网络再塑滴水或

水流的姿态，端端正正地发育洞穴地貌，记录

重力水总是向下的常纲。然而，临城国家地质

公园内的崆山白云洞却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守

常之时，不忘调皮捣蛋，以非重力的异常方式，

节外生枝，锦上添花，再造奇异景观。

水具有双重性格，宏观下对重力作用俯首

称臣，微观下毛细管作用加强。对重力的反抗，

关键在于宏观水流或水滴的消失，化整为零，

如云如雾一般漂浮弥漫，是非重力水的一贯主

张。封闭一向洞开的无遮无挡的壮年期溶洞，

使洞穴内的空气增温，最大限度地加大洞内空

气的湿度，是非重力水作用的基本保障。湿漉

漉的洞顶、洞壁与洞底，均是毛细管作用扩张

的地盘。顺着细微孔隙上升、倾斜渗透或下降上，

非重力水已完全不遵守重力水的规章，微水滴

均可向各方向流淌。

壮年期的白云洞，在近期突遇封闭。该洞

形成至少已有数十万年，人类在此的活动至少

有三千年，直到明代才有记载（明代进士乔乙

百文）。1988 年才被开山采石烧灰的五位山南

村的先生重新发现，说明该洞在人类活动时期

不曾敞开。1989 年实测洞内湿度近 100％，说

明其封闭性良好，曾是非重力水的舞台。

崆山白云洞，汇集了重力水、非重力水形

成以及地震改造的大部分典型岩溶洞景造型，

精品荟萃，是中国北方岩溶景观的典型缩影、

舞台造型。

崆山白云洞，一条令人沉思默想的天花乱

坠的画廊。

> 仙山琼阁

发育石柱、石瀑布、石幔等，是高山与潜水的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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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天一枝

也叫节外生枝。

湿度饱和的空气中，在毛细管扩张作用下水克服重力的垂直作用而近水平长出石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