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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谈观赏石类型划分

郑恒有

观赏石 (又称石玩
、

雅石
、

供石
、

奇石
、

珍石
、

欣赏

石 )主要是指天然形成有观赏价值的石质艺术品
,

包括造型石
、

纹理石
、

矿物晶体
、

生物化石
、

纪念

石
、

盆景石
、

工艺石
、

文房石等
。

它们以奇特的造

型
、

美丽的色彩及花纹
、

细腻的质地
、

产量又比较

稀少而受到人们的喜爱
。

在体量上可有 大中 小 之

分
,

据造型
、

纹理
、

色彩
、

质地及产出量多少又有

高中低档之别
。

观赏石基本上是一种发现艺术
,

是

科学与文化共同研究的对象
。

观赏石与宝玉石都是具有观赏价值的矿物和岩

石
,

但它们又有区别
,

如观赏石以天然形成为主
,

一般不须加工
,

它注重形态
、

纹理
,

兼顾色彩
、

质

地及产量
,

主要用于陈列
、

收藏及造园
,

大中小型

皆有
,

以中小型为主
,

它范围 广
、

种 类 多
、

藏 量

丰
、

用途大 , 而宝玉石注重质地及色彩
,

一般均予

加工
,

加工的水平与其价值有很大关系
,

主要用于

收藏
、

佩带与陈列
,

以中小型及微型为主
。

两者没

有明显的界线
,

它们互相渗透但并不互相包容
。

如

矿物晶体可以叫宝玉石
,

也称观赏石
,

但加工成耳

环
、

戒面及雕刻品后则应属宝玉石范畴而不称观赏

石
,

而颐和园的青芝灿
、

晶莹剔透的雨花石等应归

人观赏石
,

而不宜叫宝玉石
。

观赏石是一种新资源
,

它既是旅游观赏品
,

又

是旅游商品
、

收藏品
。

为了早 日把这一新兴的事业

开拓出来
,

我们提出分三个阶段实现四个目标的初

步设想
。

四项目标是
:

①成立中国观赏石协会 , ②

创立中国观赏石学及其学科体系 , ③调查 全国资

源
,

建立全国开发网络及市场 , ④建立中国观赏石

博物馆及博物馆系统
。

观赏石是一项新兴的事业
,

它与宝玉石界有着

密切的关系
,

不少宝玉石专家
,

也同时是观赏石爱

好者
,

希望广大的宝玉石与观贫石爱好者联合起来

加强联系
,

为建立我国的观赏石事业而共同努力
。

观赏石是指可供人们观赏的奇特 的 岩石
、

矿

物
,

具有奇
、

特
、

美
、

珍
、

稀等特点
,

能满足人们

求知
、

求新
、

求美的心里要求
,

它有
“

保值
,

的作

用
,

又可供科学研究
、

考察与教学利用
。

近来
,

在

专业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有关观赏石的含义和类型妙

分的文章
。

尽管意见不一
,

但有利于促进观赏石地

质工作的开展
,

有利于观赏石业的发展
。

观赏石是

地质矿产资源之一
,

有的还是地质 旅游资 源
,

因

此
,

其类型划分时
,

应以地质理论作指导
,

以地质

工作的基本方法 (如地质观察研究) 为基础
,

以地

质
、

矿产资源为对象
。

在此笔者试提出观赏石类型

划分的意见
。

(一 ) 雕刻岩石
。

未经人工搬迁
,

就地琢刻而

成的艺术品
。

如洛阳的石佛像
、

泰山顶 的 碑 文 石

等
。

(二 ) 造型岩石
。

自然营力作用或稍许加工的

型体美观的岩石
。

如金州某海滨的变质岩形成的地

貌景观
。

(三 ) 天然矿物
。

主要是造型美观的天然矿物

晶体或晶簇
。

(四 ) 工艺岩石矿物
。

指天然形成 的 奇特 艳

丽
、

珍贵稀少的矿物
、

经琢磨而制成艺术品
。

可分

为
:

1
.

宝石
。

指纯正透明
、

硬度大
、

常以单 晶体

矿物产出
,

以克或克拉为计算单位
、

珍贵稀少
、

加

工后可成艺术珍品者
,

并有高档宝石 (钻石
,

红
、

蓝宝石等 ) 和中低档宝石之分
。

2
.

玉石
。

一般不透明
,

硬度次于宝石
,

常 以

矿物集合体或岩石产出
,

经琢雕后
,

成为艺术品
。

按硬度大小和价值高低
,

可分为硬玉 (如翡翠
,

独

山玉等 ) 和软玉 (如和田玉
,

怕岩玉等 )
。

3
.

印章石
。

指可供堆刻印章的岩石如叶腊石
,

但闻名全国的青田石
、

寿山石虽属印章石范喃
,

然

而其中的田黄和某些地区的鸡血石价格昂贵
,

还可

琢雕成其他艺术品
。

4
.

彩石
。

指可刻磨成文化用品
、

纪 念 品
、

工

艺品的某些岩石
,

如大理石
、

菊花石等
。

5
.

砚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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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质矿产部 G G T数
.

字化工作的建议

中国地质科学院岩石圈研究中心

1 9 9 1年 9月
,

国际 G G T 计划 协 调 委 要的技术内容
,

已成为 G G T 发展的 趋势
。

员会在北京召开了
“
地学断面数字化国际讨 在 G G T 编制中要引进数字化技术

,

才 能使

论会
” 。

来 自北美
、

欧洲及中国等的 G G T编 编图规范标准
、

资料汇总表达准确迅速
,

更

者和计算机应用研究人员
,

制图人员
,

在会 替简单易行
、

实现解释图形图象化
,

并将极

上交流和讨论了 G G T 数字化的 方 法 和 途 大地丰富和扩展研究者的解释思想和相互间

径
,

展示了由数字化工作形式出 版 的 G G T 的渗透交流
。

用计算机绘制出图
,

加快 G G T

图件
。

现任 G G T 协调委员会主席戈策 (H
.

出版周期
,

也是 C C T 研究走向全球
,

参 与

J
.

G 6 t g e ) 教授就如何推动 G G T 数字 化 工 全球对比研究之中的捷径
。

将数字化的断面

作
,

及今后地学断面的出版过程
,

谈了若干 信息存人磁盘进行国际 间 的 交 流
,

正是国

设想
。

此次会议上反映了数字化技术现状和 际 G G T 委员会积极提倡 的
。

据美国地质调

90 年代 G G T 研究的趋势
。

查所的 P
.

B
.

Set w a r t 博士 介 绍
,

他 们 编

我部是 G G T 计划的积极参与部门
,

在 制北美魁北克
一
缅茵洲地学断面过 程 中

,

有

过去的 G G T 研究中成果显著
,

某些断面研 3 / 4 的时间用来研究数字化
,

可见他 们 对

究水平己步人世界前列
。

我部在地质图件数 数字化工作的重视
,

该断面成为数字化工作

字化方面的研究也颇具国际水平
,

所研制的 的样板
。

很显然
,

无论从研究需要
、

国际交

M A P C AJ ) 软件已为 G G T 数字化的实 现迈 流
、

出版发行等诸因素的考虑
,

都应将数字

出了成功的一步
,

已引起国际上的 广 泛 注 化工作当做 G G T 研究的重要 内容
,

予以高

意
。

我部在八五科技计划中已设置了与地学 度重视
。

断面数字化研究相关的研究项 目
。

为了更好 同时也须指出的是
,

数字化工作虽然在

的推动和加快我部的 G G T 数字化工作
,

出 G G T 研究中有着重要 的 作 用
,

但 G G T 研

版已有的 G G T 研究成果
,

特提 出 以 下 建 究的水平仍依赖于 G G T 编制者对整条 断面

议
:

内地壳和上地慢地质过程的理解
。

数字化工
1

.

应高度 , 视数字化工作
,

正确理解数 作为 G `刁了现代化编制提供 了 高 技 术
,

但

字化技术在 G G T 研究中的作用 G G T 是制做垂向大地构造图
,

要将地 表 地

虽然我部在项 目设置中已按排了与地学 质引向深部
,

从岩石圈的整体去反映构造演

断面数字化相关的研究
,

但并不是 每 一 位 化和动力学过程
,

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前缘

G G T 的编者和组织者都对这项工作的 意义 性科学研究计划
。

解释者要站在全球构造研

和对 G G T 研究产生的影响很理解
。

数 字化 究的高度
,

运用现代化技术
,

综合多学科信

工作已是 90 年代 G G T 的一项关键 而 又必 息
,

经反复认识过程
,

才能在解释思想
、

内

目 . . . 口 . 曰 . 门 . . 门曰闷 . .

6
.

古生物化石
。

够广泛
,
了解程度还欠深人

,

不当之处
,

敬希读者

以上是笔者据我国已有的实际资料
,

经初步分 指正
。

析归纳所进行的初步划分
。

但因对观赏石涉足面不 ( 宝玉石协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