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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79年秋，原国家城建总局园林绿化局，在北京北海公园首次举办全国盆景艺术展览，展出了一
部分赏石，颇受瞩目。
此后，在各地园林部门和石友的推动下，1992年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在湖北宜昌市举办了“首届中国赏
石展览会”。
期间，对赏石的名称和赏石文化的历史、发展等，学会与赏石界同仁和赏石爱好者进行研讨，大多赞
同在我国的赏石活动中宜以“中国赏石”为规范名称。
至今学会已举办了七届“中国赏石展览会”，两届“亚太地区盆景赏石会展”以及’99昆明世界园艺
博览会中的“国际赏石艺术馆”等，通过上述系列活动，逐渐形成展评规范，专业水准，内容丰富的
“中国赏石展览”文化品牌，并于2006年在国家商标局登记注册了“中国赏石展览会”名称和标志。
十多年来还编辑出版了一些赏石展览、评比和学术研讨方面的书刊，对推动中国赏石文化健康发展发
挥了积极的作用。
　　当前社会上，赏石活动异常活跃，石头生意红火，有关出版物也花样繁多。
如何更好地弘扬中国赏石文化的优良传统，促进赏石活动持续、健康发展，满足人们对赏石艺术的需
求，这是学会同仁十分关心的问题，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也希望在学会支持下，以群众需求为导向，
以市场运作为手段，以出版普及性赏石书籍的形式，来探索传播赏石文化新途径。
为此，共同组织有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专家，编撰有学术水准，兼具通俗特点的《丛书》，以“石
种”为选题，以传统名石为序列，以期集众家之笔，尝试编修新时期石谱大系——《中国赏石丛书》
。
　　期望通过编撰出版《中国赏石丛书》这一系统性赏石文化工程，秉承传统，并以人文，自然学科
理论和方法诠释其美，探求其因，帮助读者如何去赏、去鉴、去藏，从而有益于人们怡情养性，为满
足其精神文化需求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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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灵壁石》分文字内容和藏石赏析两部分，文字部分着重介绍灵壁石的界定和地位、历史源
源和文化、形成和科学分析、分类和特征、鉴别和欣赏、收集和整饰、收藏和保养、市场与展望等内
容。
藏石赏析部分精选了100幅灵壁石图片，通过原色图片、命题和赏析文字，帮助读者欣赏灵壁石的自然
美，体会其艺术感染力，从而加深对灵彼石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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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训彩，1950年生，安徽省灵壁县人。
国防科技大学、国防大学毕业，研究生学历。
作家，藏石家、赏石文化研究者。
主编、撰写、出版过多部学术著作并获奖，传略被录入《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华成功人才大辞典
》、《二十世纪中国收藏家大全》等。
　　撰有赏石专著《中国灵壁奇石》、《品石》等，多篇赏石论文发表于《中华石文化报》、《奇石
市场》、《石典》等报刊。
赏石藏品多次参加全国性展览并获奖。
　　现为中国观赏石协会高级顾问、中国灵壁石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江苏省观赏
石协会名誉会长、河南省观赏石协会名誉会长、宿州市赏石协会顾问、灵壁县灵壁石协会名誉会长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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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概述（一）中华赏石文化巡礼（二）灵璧石的界定（三）灵璧石的地位二、灵璧石的历史渊源和
文化（一）灵璧石的历史渊源（二）灵璧石的文化三、灵璧石的形成和科学分析（一）灵璧石的形成
（二）灵璧石的科学分析四、灵璧石的分类和特征（一）灵璧石的分类（二）灵璧石的特征五、灵璧
石的鉴别与欣赏（一）灵璧石的鉴别（二）灵璧石的欣赏六、灵璧石的采集和整饰（一）灵璧石的采
集（二）灵璧石的整饰七、灵璧石的收藏和保养八、灵璧石的市场与展望九、藏石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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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灵璧石的形成和科学分析　　灵璧石的色彩、图案、肌肤、纹理、孔洞以及悦耳的金玉之声
怎样产生，特别是那千奇百怪、变化万端、令人拍案叫绝的的奇特造型是如何形成的？
人们在欣赏、研究、收藏灵璧石时，需要了解一下灵璧石的形成过程。
　　(一)灵璧石的形成　　灵璧石怎样形成？
在灵璧民间有着美好的神话传说，说是上古时女娲补天的碎石幻化而成。
从科学的意义上讲，灵璧石的形成是由于地质运动而产生的。
　　1.灵璧石的形成过程　　今天的灵璧县境内在晚元古代震旦纪(距今8.44亿-9亿年)期间，经过吕梁
构造运动，海水漫及境内，使灵璧成为一片浅海的海滨。
这个时期，原先藻类植物大量繁殖生长，形成礁体，在海相沉积作用下，发育成为今天的各类石矿体
。
在震旦系构造上沉积并形成了震旦系——奥陶系的碳酸盐岩石。
进入古代(距今4亿-2.3亿年)，经过加里东构造运动，地壳抬升为陆地；后经过华力西构造运动，又下
沉为浅海泻湖；直至中生代(距今约2亿年)，经印支构造运动后，灵璧县一带才隆起为陆地，海水从此
销声匿迹。
同时，在印支结构运动期间，境内地层发生了褶皱和断裂。
在侏罗纪晚期至白垩纪，又发生了燕山构造运动，伴有火山岩喷发活动，出现了岩浆岩地质。
进入新生代(距今大约1200万年)，在石灰岩溶蚀地区沉积了下第三纪地层。
近100万年，形成了第四纪冲积平原地层。
县境内发育的地层，震旦系地层约1400平方千米；岩浆岩和上第三系地层约有34平方千米。
上述地层多数隐伏于第四系之下，少数零星出露在低山丘陵的剥蚀残丘处。
经历复杂漫长的地理变化，形成了特殊质地、奇特造型和优美音质的灵璧石(图14)。
　　2.灵璧石的形成原因　　地球上自产生了大气圈和水圈以后，才有了风化、剥蚀、搬运、沉积等
外力地质作用，并开始有了沉积岩的形成。
沉积岩是由河、湖、海底的沉积物经地壳变动深埋，压实与成岩作用，成为坚硬的沉积岩。
大家比较熟识的沉积岩有砂岩、石灰岩等，灵璧石就是一种石灰岩。
　　灵璧石形成的地质原因，与促进灵璧石形成的地质作用有着直接关系。
矿石原岩在外力地质作用包括风化作用、剥蚀作用、搬运作用、沉积作用、成岩作用和内力地质作用(
包括地壳运动作用、岩浆作用、地震作用、变质作用)的共同作用下、经由漫长的岁月，终于形成了独
特的中厚层状灰岩、黑色泥晶结构的灵璧石。
　　3.灵璧石的形成(出产)地域　　灵璧县是一个山丘较多的地区，史载灵璧石主要出产于灵璧县城
北磬石山北麓平畴间，以北宋旧坑石最为名贵，殚奇尽怪，诸美具备，为文房清供和园林叠山之冠。
今天，灵璧石的新品种和新产地被陆续发现、开发，较之以前种类和产量都大大丰富和提高了(图15)
。
　　(1)灵璧石形成地域的基本界定：灵璧民间流传这样的说法：“灵璧一百九十九座山，都在九顶褚
兰问”，这样，如果以渔沟镇为圆心，画出一个半径10-35千米的圆，那么这个“圆”就几乎囊括今天
灵璧石的大多数品种石形成(出产)地域。
宿州市人民政府最新给灵璧石的产地划定区域为：“灵璧县以及与灵璧县交界的甬桥区、泗县等地。
”对灵璧石形成(出产)地域的最大范围给了明确限定。
　　(2)灵璧石形成地域的地层及厚度：灵璧石的形成地域按科学划分应分布位于华北地层区、淮河地
层分区、淮北小区。
其主要地层及厚度为(图16)；九顶镇，渔沟镇境内于上元古界、震旦系、下统，魏集一带240米厚度，
有薄灰岩、灰岩、白云岩、产叠层石。
九顶、良集、号山、土山、庆云、小店、独堆一线370米厚度，有白云岩、灰岩、产叠层石等，即磬石
、白灵璧石、灰灵璧石、黄灵璧石、五彩石、花山青霜玉、透花石、皖螺石等。
其区域内的褶皱名称可为九顶山一渔沟向斜，走向为北东向，由魏集九里桥构成，局部露出；岩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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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绿岩、闪斜煌斑岩、灰石闪光珍岩，为岩墙或岩脉，燕山期出露。
　　(3)灵璧石形成地域的资源分布：灵璧石的资源在灵璧县分布很广，品种较多。
磬石产于渔沟镇东3千米庆云山(磬石山)，距县城47千米，为古矿点。
西辉山所产磬石，质地稍松，易于雕磨，古时多用之制作砚台。
此外，邱庙东北的穆山，朱集东南的潼山皆产磬石。
纹石产干渔沟镇白马山、朱集乡杨山一带。
白灵璧、五彩灵璧均产干朝阳镇独推山一带。
透花石产于朝阳镇红乌山、渔沟镇焦山‘带。
皖螺石产于朝阳镇毛耳山一带。
海藻石、海藻图案石产于九顶大山脉固山子·带，嶂渠山南北麓出海藻图案石。
　　了解灵璧石的出产地域，对寻找、采集和研究灵璧石会有很大的帮助，甚至能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
但是，一件灵璧佳品，不论石种，若要刻意求得，不“踏破铁鞋”，爬遍“灵璧的一百九十九座山”
，也是难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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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灵壁石》是本普及性的赏石书籍。
它探索的是传播赏石文化的新途径。
《中国灵壁石》为中国赏石丛书之一。
该书以“灵璧石”为选题，秉承传统，并以人文，自然学科理论和方法诠释灵璧石的美，探求其因，
帮助读者如何去赏、去鉴、去藏，从而有益于人们怡情养性，为满足其精神文化需求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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