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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奇观

作者简介   李忠东，从事地质遗迹与地质公园研究，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旅游科普专委会副主任，著有《香

巴拉之魂——秘境稻城》《天下四川》《四川地质公园科普读物——世界地质公园卷（上、下）》《大地

绽放的景观群——新疆地质遗迹》，等等。

位于长江西滨的天柱山，它的名声由来已久，久

到要追溯至春秋时期的古皖国。“皖国”，即古桐国，

是春秋战国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诸侯小国，常常需要

依附于吴、越、楚等大国才能维持其存在。古皖国虽

然小，但却是安徽省简称“皖”的由来。

古皖国以潜山为领地，以天柱山为根基。在中原

政权尚未南移之前，天柱山享有至高无上的荣耀。公

元前 106 年，汉武帝刘彻南巡，“登礼潜之天柱山，

号曰南岳”。帝王加冕，天柱山成为五岳之“南岳”。

但到了隋朝，中原政权疆域南扩，隋文帝杨坚下诏废

除天柱山的“南岳”尊号，改封湖南衡山为南岳。从

此以后天柱山只能以“古南岳”著称。

曾享“南岳”之尊的天柱山是一座由花岗岩所构

成的山脉。在秦岭—大别山造山带上，像这样的山脉

还有黄山、三清山、白马尖和伏牛山等，它们都有精

彩绝伦、雄奇壮美的花岗岩地貌。然而，来到这里，

我们发现同样是花岗岩地貌，天柱山却和华山、黄山、

三清山这些我们所熟知的花岗岩景观都不尽相同。华

山以山势雄险著称，黄山以峰丛峻美而扬名，三清山

以石柱怪异而奇特。而天柱山则兼具着山之雄、峰之

峻、洞之幽、崖之险、石之怪与水之秀，集花岗岩之

美于一身，值得反复品味。

天柱山的美，其实古人早有领略。白居易一句“天

柱一峰擎日月，洞门千仞锁云雷”写出了天柱山的雄

险。而李白在《江上望皖公山》中写道：“奇峰山奇

云，秀木含秀气”，他看到了天柱山的奇与秀。

天柱山的花岗岩地貌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神”

造秀峰、“天”垒奇景、“地”设巧石。“神”造秀

资源博览

天柱一峰  洞开千仞
文图 / 李忠东

——安徽天柱山花岗岩地貌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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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出天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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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指的是这里的峰林景观；“天”

垒奇景则形容花岗岩崩积景观；

“地”设巧石则对应天柱山以石

蛋为典型的象形石景观。这三种

花岗岩地貌的组合，形成了天柱

山区别于其他花岗岩地貌的识别

码，具有独特的魅力。2010 年，

原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地质遗迹分

类表中，将这种类型的花岗岩地

貌命名为“天柱山型”，这里也

有幸成为“天柱山型花岗岩地貌”

的命名地。

“神”造秀峰

公园的峰林景观主要分布在

天柱山主景区。在 8 平方千米的

范围内，拥有千米以上奇峰 47 座，

组成气势磅礴的连绵峰峦。根据

其形态的不同，可分为柱状峰、

锥状峰、穹状峰和脊状峰。群峰

之间峡谷幽深，峰体以及峡谷两

侧绝壁常常有奇松怪石相缀。季

相变换，景区常有佛光、紫气、

日出、日落、云海、晚霞、雾淞

和雪霁等奇观出现，变化无常的

气象景观烘托着千姿百态的花岗

岩景观，让这里的每一季、每一天、

每一刻都有完全不同的体验。

和黄山截然不同，这里的山

峰高大挺拔，并且峰与峰之间完

全孤立，每一座山峰都好像从低

处拔地而起，兀自独立，显得尤

其高大和雄伟。而且峰体浑圆光

滑，将花岗岩球状风化的特征表

现得淋漓尽致，这种峰体浑圆的

穹状峰惟有新疆阿尔泰山的可可

托海与之媲美。

飞来峰，是穹状峰的典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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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梵净一瞬   庄大立 / 摄

表。它海拔 1 424 米，尽管只是天柱山的第三高峰，但却抢尽天柱诸峰

的风头。进入景区，这种高大雄伟的山峰几乎从不离开我们的视线，景

区游览线的每一个角度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飞来峰南侧陡峻光滑，北

侧稍缓。峰体之上的裂隙处，松树如盘虬卧龙生长在岩缝一线，青黛色

的松树如飘飘衣袂，给奇峰增加了几份仙气。更为奇妙的是，飞来峰的

山顶有一石，浑圆如盖，轻搁于顶峰，似从天外飞来，称为“飞来石”。

飞来峰之名便因此石而来。山顶的巨石当然不是天外飞来，它与山峰本

为一整体，流水的切割与风化冻融，将它周围的岩石尽悉破碎脱落，惟

> 天柱山的呼唤

> 大象举鼻象形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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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残余在山顶。该石同时也是一个“风动石”，其底

部与山峰顶部的接触面甚小，风吹石动。

从振衣岗沿石梯上至峰顶，就能看到天柱山的主

峰，海拔 1 489.8 米的天柱峰。天柱峰那雄伟的峰体

突然出现在眼前时，我们受到强烈的震撼。天柱峰，

又称皖伯尖，兀立如柱，四面嶙峋峭拔，为锥状山峰。

山峰前的谷地，生长着大片的杜鹃，每年 4 月至 5 月，

杜鹃如火，雄峰巍峨而立。晨辉与夕照，天柱峰通体

金色，熠熠生辉。“天柱一峰擎日月”的意境，便在

此得到极好的诠释。作为曾经的南岳，拜岳祭祀是古

时每年都要举行的活动。相传，公元前 106 年，汉武

帝刘彻便在天柱峰前设台祭祀，封天柱山为南岳以来，

历代帝王都会派使臣到天柱山拜岳。现在重建的的圆

台正是当年拜岳台所在之处，天圆地方的底座，每圈

石块均是九的倍数，象征天长地久。

离开天柱峰，东环线的游览道几乎沿鲸背状的山

脊起伏而行。山脊之上，密布着花岗岩球状风化形成

的石蛋。愈往东，各自兀立穹隆状峰丘出现愈多。虽

不如飞来峰与天柱峰那般高大雄伟，但浑圆状峰体，

起伏在群山峻岭与湖光山色之间，尽显天柱山秀美的

一面。天池峰、登仙峰、莲花峰、飞虎峰、迎真峰、

翠华峰、蓬莱峰……峰峰秀美，峰峰不同。新开辟的

莲花峰游线穿行在群峰之间，虽只有 2 千米，但一路

群峰云横，苍松烟岚，美不胜收。笔者曾凌晨登上苍

映台观日出，但见远山如黛，一轮圆日跃出云海，群

峰悬石红霞锦绣，朝露珠玑，壮美极了。

“天”垒奇景

天柱山多洞，也有很多以洞命名的景点。白居易

诗中 “洞开千仞锁云雷”指的就是这里的洞。但这

里不是岩溶地区，没有岩溶洞穴形成的条件，也不是

砂岩地区，流水侵蚀也很难形成洞穴。那么这些发育

于坚硬花岗岩中的洞穴又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里的洞并不是我们常见的，或宽大或幽

深的溶洞和丹霞洞穴，而是山体崩解后，垮塌下来的

巨大岩块相互垒叠搭连所形成的棚洞。在地貌上又称

> 飞来峰

地质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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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叠石洞”和“石棚”，它们是一种花岗岩

崩积地貌。

郯庐断裂带自然也是一条地震带，位于这

条地震带上的天柱山，注定要常常经历天崩地

裂的变迁，多次发生的强烈地震。花岗岩本身

发育的节理和裂隙，就易造成山峰的崩塌和解

体，尤其是高大孤立的尖峰、纤细的石柱，极

易在地震中崩裂坠落。这些崩落的巨大岩块大

量堆积山麓，便形成这里独特的崩积巷谷、棚

洞及象形岩块等景观。了解这些，我们便明白

天柱山为什么不同于其他花岗岩景观地，显得

总是特立独行。比如，位于江西上饶的三清山，

距天柱山直线距离仅 300 余千米，海拔也同

为 1 500 米左右，但那里石柱林立，“巨蟒出山”

石柱高达 100 多米。而在天柱山，山体浑圆

光滑，几乎看不到石柱存留，原因就在于此。

天柱山南侧的是郯庐断裂带通过的地方，

也是崩积叠垒景观最丰富最奇特的区域。从索

道上站的振衣岗往天柱峰方向，便可一路看到

这种奇特的景观。这些景观皆以谷命名，如通

天谷、神秘谷，其实这些“谷“全是巨大岩块

之间的缝隙和岩块相互搭连形成的棚洞。

通天谷，全长 330 米，是崩塌堆垒形成的

典型洞穴、廊道景观。洞内堆砌错综复杂，洞

室相连，洞中有洞；而廊道陡峭、幽深、曲折。

传说天柱峰被喻作支撑天庭的柱子，要想抵达

天庭，必须穿过这片由石缝洞穴组成的峡谷，

然后方可顺着天柱峰登天。行走在崖廊与岩洞

之间，完全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因为景观的出

现完全没有规律可言。崖缝的宽窄、廊道的长

短、洞穴的深浅、洞内的奇石，全因偶然而起，

随心所欲，毫无征兆。这种变化带来的乐趣很

难用语言表达。有时候，刚刚还穿行在窄如细

线，不见蓝天的缝隙，倏忽群山毕显，豁然开

朗。刚刚才行上一段平缓小道，突然又转入岩

缝之间，头顶或蓝天一线，或悬一石，脚下或

倚千仞绝壁而行，或临深渊。

神秘谷，是天柱山崩积地貌的经典，有“全

国花岗岩洞第一秘府”之称。全长 600 余米，

垂直高差竟达 150 米。谷中，由巨石叠成的石洞大大小小

上百个。一条蜿蜒曲折的小道从中穿过，像丝线将洞洞相

连。人行走其间，忽上忽下，忽明忽暗，神秘之感，油然

而升。这条山谷原名“司元洞”，传说是神话故事中的九

天司命真君居住的神穴，道家将此尊为司元洞府。正因为

有这个典故，神秘谷的洞厅皆以逍遥宫、迷宫、龙宫、天

宫等命名，每一宫各有特色，皆被道家视为洞天福地。天

宫是神秘谷最高一级的“洞府”，站在“天宫”出口的观

景平台，整个景观区尽览眼底，真是千石百态，各尽其怪，

蔚为大观。从“天宫”再往上，就是崩积地貌分布的极限

高度，一个名为“归云”的圈椅状洼地。洼地中，巨大的

岩块崩落在底部，两侧的崖壁呈额状，壁上苍松或独自傲

立，或三五群簇，或成一线，显得疏密得当，恰当好处。

其实不仅是这里，整个天柱山，松树都是景观最好的点缀。

和黄山松的粗大苍郁相比，天柱山的松树则显得精瘦而稀

疏，体现出的是一种精致美。或倒挂倚绝壁，或峰顶一枝

独秀，或石间虬曲而出，总是低调而诗意地点缀与陪衬着山、

峰、崖、石，不与之争锋，不喧宾夺主，她就像倚在门楣毫

不起眼的主人家小女。若干年后，你在这里玩些什么，看些

什么都不大记得了，惟有那双羞赧打望你的眼眸印在了脑海，

挥也挥不去。

> 天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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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设巧石

石蛋是花岗岩地貌区较为常见的景观，从我国最南到最北端，都可

见到。它大到可以成为一座岛一座山，小到不过弹丸之石。

在我们熟知的地貌名称中，“石蛋”最为亲民，它来源于百姓对这

种地貌最形象最直接的土称，后被地理学家直接拿来命名这种地貌。但

从空间分布来看，我国的石蛋地

貌主要分布在一南一北。南方海

蚀性石蛋，从天涯海角到鼓浪屿，

沿东南沿海形成了一条“石蛋海

岸线”。而北方石蛋地貌则主要

分布在新疆准噶尔盆地西缘和内

蒙古阿拉善一带，属干旱区风蚀

性石蛋地貌。相较南方和北方，

我国中部地区的石蛋不甚发育，

南岭与黄河之间的花岗岩带中仅

有少量的石蛋分布在峰顶，而其

中天柱山的石蛋是分布最多，形

态最完美的。

石蛋在天柱山大面积分布，

主要受到这里岩体中的几组节理

控制，尤其是一组 X 节理，将岩

体切割成规则的四方体。花岗岩

所特有的球状风化，就是沿四方

体的棱角风化剥落，导致岩石在

原地越变越小，越来越圆，最终

状如巨卵。石蛋主要分布在山顶

或山坡，以天柱山的东部环线分

布最为集中。尤其是天柱峰至青

龙背，山脊顶上几乎全被石蛋所

覆盖。

石蛋大者可自成一山、一峰，

中等如房如车般大小，小者如足

球篮球般袖珍。发育于孤峰峰顶

的石蛋最为绝妙，天狮峰、迎真

峰、西关群峰与莲花峰皆以石蛋

垒叠为顶。莲花峰，峰顶巨石如

瓣，旁以危石，如莲蓬出水巧趣

横生。迎真峰，五个浑圆的石蛋

依次沿陡坡垒叠成峰，欲坠之势，

危如累卵，险绝之态让人想起“扪

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

的名句来。

除了垒叠成峰的巨型石蛋，

这里还有大量中等、小体量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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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皖公神相象形石与松

> 崩积地貌：洞见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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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或如人似物，千奇百态，诡异怪诞，意趣无穷。构

成天柱山一绝——巧石大观园。蜒蚰爬壁、仙人打鼓、

犀牛望月、祖孙耳语、双乳临哺、司命天元……每个惟

妙惟肖的名字又给石头赋予了“生命”，它们给大自然

注入了无法分割的人文情怀……

天柱山的地质内涵是那样深邃，景观是如此多姿，

更别说它的生物、天象、历史、文化、宗教。我们就像

面对一枚玲珑的钻石，钻石的每一个切面都光彩夺目，

而我所能记录的仅仅是其中一两个切面而已。

天柱山南坡，有一座三祖寺，取山势依水形，四周

幽林环绕，古寺层叠而上，极为清幽。公元 590 年，三

> 受 X节理控制形成的石蛋

> 落日余晖   秦建超 / 摄

作者单位 / 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物探队

（本文编辑：胡   勇   刘   丹）

祖僧璨在山水中修禅悟道。尔后，智岩、马祖道

一等名僧或驻锡，或礼佛。再后来，王安石、苏

东坡、黄庭坚与范成大等纷至沓来。他们在山谷

流泉，晨钟暮鼓中纵啸吟唱，勾留徘徊。他们的

感悟至今仍镌刻在河溪之侧的石壁之上。青峰之

巅，山外之山。亿万年来，天柱山始终屹立在这

里，静默在山水之间。如今，这空谷绝响，又有

谁还在倾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