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震撼一眼，
心中埋下发现的种子

在石家庄西南110公里的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国家地质公园嶂石岩，竖立着一块石碑，
石碑上镌刻着“嶂石岩地貌命名地”几个大
字，它的身后，就是嶂石岩标志性景观——赤
壁丹崖。

2017年12月25日下午，省科学院地理科
学研究所。

曾参与嶂石岩地貌研究的地理科学研究所
原党总支书记、研究员张聪，从手机中给记者
找出一张他一直珍藏的老照片。照片中一位老
人头戴遮阳帽，身穿衬衫、牛仔裤，笑着站在
石碑前，在他双手正准备拧开矿泉水瓶的刹
那，照片定格了。

这位老人，就是嶂石岩地貌的发现和命名
者，已故省科学院地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郭康。

1992 年，郭康在 《地理学报》 上发表了
论文 《嶂石岩地貌之发现及其旅游开发价
值》。以此为标志，“嶂石岩地貌”的概念首次
被推向学界。也正是从那时起，嶂石岩地貌作
为一种新型地貌，引发了业内的广泛关注和深
入探讨。

然而，这样一个新的地貌概念从酝酿到提
出，期间整整跨越了二十年的时间。

1972 年初夏，为参加一次美展，郭康与
几位美术工作者前往太行山写生。到达位于井
陉县的苍岩山景区驻地时，已是深夜，郭康一
行人旅途疲惫，早早睡下，一觉醒来已是次日
清晨。

“推门见山，霞光正照射在远处耸立的红
崖长墙上，眼前那雄伟壮观的红崖长墙使人为
之一震，惊叹不已⋯⋯”郭康生前在一篇回忆
文章中这样写道。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
没能忘掉你容颜⋯⋯”张聪说，这句关于爱情
的歌词，或许可以用来形容毕业于兰州大学自
然地理专业的郭康，与嶂石岩地貌第一次偶然
邂逅时的“心动”。

和科学界许多重要发现一样，这颗在发现
者的心中老早就埋下的种子，发芽却要待以良
机。

这个机会，在1988年到来了。
今天，地理科学研究所资料室里仍保存着

一本已经微微泛黄的 8 开小册子：《嶂石岩风
景名胜区旅游资源开发总体规划 （初稿）》，
编印时间为1989年9月。

1988 年秋，地理科学研究所接受赞皇县
政府邀请，为嶂石岩景区做旅游开发总体规
划。第二年春，包括张聪在内，地理科学研究
所一行5人，与赞皇县旅游局原局长马志文等
人一起组成考察队，由郭康带队，开始了对嶂
石岩的正式考察。

嶂石岩景区是 1988 年 6 月 10 日对外开放
的。这处被明代诗人乔宇赞叹为“丹崖翠壁相
辉映，纵有王维画不如”的风景胜地，在当时
还鲜为人知。

为了寻找绝佳的风景地、独特的地貌景
观，考察队经常需要自己开路，以身涉险。

“当时景区刚开发，很多地方根本没有
路，一路要砍树枝前进，有时候一侧深谷一侧
绝壁，路窄到只能容下一只脚，没有任何安全
防护，都得一点点扒着岩石蹭过去。”张聪说。

考察队沿着多条上山路线几乎遍访嶂石岩
景区，他们发现，嶂石岩的景观可谓气势如
虹，令人叹为观止。

“六七百米高、呈三级阶梯状、延续几十
公里的丹崖长墙，大量相连成套、数百米深的
嶂谷，形态各异的石峰、石柱、石廊⋯⋯郭先
生当时就说，他感觉嶂石岩地区的地貌有独特
之处，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张聪说。

于是，在完成旅游规划资源调查这个“计
划内”工作的同时，郭康和队友们一路观察地
质构造和地貌形态，采集岩石标本。

“考察队住在嶂石岩村一户村民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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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貌学上，除了嶂石岩地貌，还
有哪些著名的地貌呢？

最具观赏性且我国分布较为广泛的
地貌类型，还包括丹霞地貌、雅丹地貌
和喀斯特地貌。

丹霞地貌由丹霞山得名。丹霞山位
于湘、赣、粤三省交界处的仁化县境
内，被誉为“中国红石公园”。方圆
280平方千米的红色山群“色如渥丹，
灿若明霞”，故称丹霞山。丹霞山由红
色沙砾岩构成，以赤壁丹崖为特色，地
貌学上以丹霞山为名，将同类地貌命名
为“丹霞地貌”。

世界上丹霞地貌主要分布在中国、
美国西部、中欧和澳大利亚等地，以中
国分布最广。丹霞地貌在北方地区非常
少见，而且发育不完整，不过在我省承
德棒槌山、张家口赤城县四十里长嵯还
保有典型的丹霞地貌。

雅丹地貌是我国内陆荒漠里一种奇
特的地理景观。它是一列列断断续续延
伸的长条形土墩与凹地沟槽间隔分布的
地貌组合。

20世纪初，中外学者进行罗布泊
联合考察时，在罗布泊西北部

的古楼兰附近发现这种奇
特的地貌，并根据当地
人对此的称呼“雅尔
丹”（维吾尔语，意
为黄土台子） 来命
名，再译回中文就
成了“雅丹”。

雅丹地貌在世
界上许多的干旱区
都可以找到，在中
国，新疆雅丹地貌分

布最广，除了罗布泊
和古楼兰一带的雅丹地

貌外，克拉玛依的“魔鬼
城”、奇台的“风城”等也都

是典型的雅丹地貌。我省没有雅丹
地貌分布。

喀斯特地貌中喀斯特一词，源自前
南斯拉夫西北部伊斯特拉半岛碳酸盐岩
高原的名称，在当地语言中意为“岩石
裸露的地方”。19世纪末，欧洲学者借
用该地名称呼具有溶蚀力的水对可溶性
岩石进行溶蚀作用等所形成的地表和地
下形态，又称岩溶地貌。

中国喀斯特地貌分布广泛，类型之
多世界罕见。在中国，作为喀斯特地貌
发育的物质基础──碳酸盐类岩石分布
很广，以桂、黔和滇东部地区为最。目
前中国南方喀斯特地貌已经成功申请世
界自然遗产。

我省的碳酸岩分布也比较广泛，在
邢台临城崆山白云洞、石家庄平山天桂
山、保定易县易水湖和狼牙山、保定涞
水野三坡等地，均有比较典型的喀斯特
地貌分布。

记者/李冬云 整理

嶂石岩，太行山中最为雄险、壮美的山岳风
景之一。这里，赤壁丹崖如屏如画，绝壁嶂谷幽
深莫测。

1988 年，一位地理学家的到来，一种新型
地貌的发现，将“嶂石岩”带入了科学的殿堂。
他，就是我省已故地理学家郭康。

2009 年，嶂石岩地貌入选中国地理学会
评选的“1909—2009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

如今，嶂石岩地貌，已与张家界地貌、丹霞
地貌并称三大景观砂岩地貌类型。

太行山中这一奇特地貌景观是怎样发现、
命名和研究的？我们采访了当年与郭康一起从
事调查研究的同事和后续研究者。他们的讲
述，让我们得以从科学的视角再次欣赏太行山
的壮美，同时，也对大自然留给人类的这份宝贵
遗产更生敬畏之情。

世界上有哪些

著名的地貌

▼嶂石岩景区典型的水平掏蚀作用
形成的大型岩廊。

石英砂岩中横向切入的裂隙石英砂岩中横向切入的裂隙，，该裂隙进该裂隙进
一步发育会将山体切割分离一步发育会将山体切割分离。。

嶂石岩地貌典型的赤壁丹嶂石岩地貌典型的赤壁丹
崖景观崖景观，，绵延不绝绵延不绝，，如屏如画如屏如画。。

早背上罗盘、高度表、望远镜、照相机、地质
锤、卷尺等设备，再带上干粮，行军水壶灌满
水，就出发了。一去一整天，沿路还要收集岩石
标本，包是越走越沉。”作为考察队的陪同和向
导，马志文当时没少帮考察队背岩石标本。

“走的路多了，郭先生腿都肿了，县旅游局
特地送来饼干和橘子汁等慰问品，这在当时都是
看病人才买的补品，大家舍不得吃，最后退回去
换成了鸡蛋。”张聪说，馒头夹鸡蛋就咸菜，在
当时就是考察队里最美味的“给养”。

苦吗？张聪说，他没觉得。“学地理的，在
河北做野外考察，和那些在西藏、新疆等地的同
行比起来，还觉得幸福呢！”

野外考察于1989年夏天结束，但郭康对嶂石
岩地区地貌的思考和研究仍在继续。1992年，在
经过三年的研究之后，郭康首次在《地理学报》上
发表论文，提出了“嶂石岩地貌”的概念。

就像苹果砸中过很多人，但唯独牛顿受此启
发发现了万有引力一样，嶂石岩地貌的发现，表
面看是郭康到嶂石岩做旅游规划碰上了，其实与
地理工作者常年对地质、地貌的留心观察、踏实
调研的基本素养分不开。

科学论证，
新地貌在学界立住了脚

翻开那本 《嶂石岩风景名胜区旅游资源开发
总体规划 （初稿）》，嶂石岩自然资源评价一项
中，这种在郭康看来“有独特之处”的地貌景
观，只用了更大的地貌分类概念“砂岩地貌”来
指代。

2009 年，嶂石岩地貌入选中国地理学会评
选的“1909—2009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

20 年里，“嶂石岩地貌”的概念，从一篇论
文的提出开始，经过一步步的科学论证，最终立
住了脚。

地貌，即地球表面的形态，通俗讲，就是地
球的外貌。

全球划分为陆地、海洋和海岸带三个一级地
貌类型。按发育地貌的物质基础又有花岗岩地
貌、砂岩地貌、可溶岩地貌和松散岩层地貌等二
级地貌。

当时最知名的砂岩地貌，是张家界地貌和丹
霞地貌。

“在‘嶂石岩地貌’的提法出现之前，有人
说嶂石岩地区的砂岩地貌是丹霞地貌的变种，
有人说是张家界地貌的变种，没有定论。”郭康
觉得，嶂石岩地区的地貌和提到的这些“既像
又不像”。

人们的争论激发了郭康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决心。

李庆辰，省科学院地理科学研究所原所长，作
为郭康多年的老友和嶂石岩地貌的后续研究者，他
是“嶂石岩地貌”科学论证过程最好的讲述者。

要提出一种新的砂岩地貌类型，与已有的
对比研究就必不可少，尤其是相对观点最集中
的丹霞地貌。

“嶂石岩地貌必须找到其与丹霞地貌在物质
组成、形态特征、形成原因、发育过程等方面
的区别，确立自己的个性。”李庆辰说。

物质组成和形态特征对比相对容易。
郭康曾去丹霞山做过一次考察，他留意到

一个细节。
“丹霞山上铺就仅数年的砂岩台阶，已经有

1cm 多深的凹槽，不少条石被踏成碎块，而嶂
石岩村和当地古驿道上的石英砂岩台阶却经历
沧桑，磨损很小。”在 《嶂石岩地貌之发现及其
旅游开发价值》 一文中，他这样对比。

这个细节帮助他初步确认，丹霞地貌和嶂石
岩地区地貌物质组成上大有不同。

李庆辰解释，岩性软硬上的区别，经过时间
积累，会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砂岩地貌景观：
丹霞地貌由于岩性较软，无论是陡壁、峰柱还是
洞穴的轮廓线，都呈现出平滑、圆润的边界，犹
如会流淌的风景；而嶂石岩地貌，因岩性刚硬，
无论何种造型，都保留着锋利的棱角。

而两种地貌更重要的差别，在于地貌的成
因。

在嶂石岩，最具特色的阶梯状陡崖和相套相
连的嶂谷，到底是怎样形成的？当年郭康就一直
在寻找这个答案。

在考察中郭康发现，嶂石岩一道道南北走向
大崖壁的崖面上，分布着许多纵向节理，有些地
方节理格外密集，甚至一厘米宽度内就有两三条
之多。

节理密集带，通俗讲就是山体裂缝最密集的
地方，是山体的“软肋”，也是最易被水流侵蚀
剥落的地方。

“在燕山运动期间，太平洋板块与欧亚板块
相互挤压，太行山隆起，在挤压与反挤压两个反
方向应力的作用下，产生了就像手指上一道道竖
纹一样的节理密集带。”李庆辰解释。

嶂石岩一个个幽深的嶂谷就是从这些节理密
集带开始，侧向切入山体内部的。

郭康将这种发育模式称为“楔状侧切”。
在嶂石岩，另一处常见的景观，是许多高耸

崖壁的底部岩石被剥蚀掏空后，形成的切入崖面

的岩廊，它们为考察者提供了重要信息。
岩石的侵蚀速度不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岩性的差别。郭康发现，发育嶂石岩地貌的岩
层有软有硬，且三层软硬岩层相间排列。

“发育嶂石岩地貌大陡崖的主力岩层是岩性
坚硬的红色石英砂岩，主力岩层下还有一层相对
软、抗侵蚀能力差的泥、页岩层。岩廊就是泥、
页岩层被率先侵蚀掉后形成的。如果有一天上层
石英砂岩承受不住岩体的重力而塌落，就形成了
我们今天看到的三级阶梯状陡崖。”李庆辰手绘
示意图解释。

郭康称之为“水平掏蚀”模式。
无论楔状侧切还是水平掏蚀模式，有一个共

同点，以重力作用为主。
这就与自上而下流水侵蚀作用为主的丹霞地

貌在成因上有本质不同。由此，郭康找到了两种
地貌的重要差异点。

无法归入丹霞地貌的这一新的地貌类型，因
为在赞皇县嶂石岩村最为典型，且最早在此展开
系统研究，所以郭康将其命名为“嶂石岩地貌”。

“嶂”字在字典中的解释是“直立像屏障的
山峰”，因此，无论从文字渊源还是从地貌学研
究上看，用“嶂石岩地貌”称呼很是贴切。

至此，嶂石岩地貌作为一种新的砂岩地貌类
型，进入了科学的殿堂。

在 1992 年郭康关于嶂石岩地貌的论文发表
后，嶂石岩地貌的研究得到了王恩涌、陈安泽、
罗来兴、崔之久、郭来喜、吴忱等多位学界专家
的关注。1993 年和 1999 年，中国地理学会两次
召开嶂石岩地貌专题研讨会，对嶂石岩地貌的研
究和交流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欣赏太行，
嶂石岩地貌是把钥匙

嶂石岩地貌的发现，在过去 20 多年
时间里，带来了经济、美学、科学
等诸多层面的价值。

如今，在位于嶂石岩地质博
物馆前的广场上，矗立着郭康
的半身雕像。他手持相机，
微笑着望向远方。

吃 水 不 忘 挖 井 人 。 在
2012年郭康去世后，赞皇县
特别向省科学院地理科学研
究所提出，要塑一尊郭康的
雕像安放在嶂石岩，表达对他
的感谢。今天我省多个旅游景
区 的 规 划 ， 都 是 由 这 位 地 理 学
家、旅游规划专家亲自操刀的。

嶂石岩，曾是赞皇最穷的地方。过
去尝试发展林业种果树，交通闭塞水果运不
出去，尝试发展畜牧业养牛养羊，牛羊从山上陡
坡滚落摔死摔伤⋯⋯在没有发展旅游业之前，当
地人一直在苦苦寻找致富的门路。

“当年嶂石岩地貌的发现，帮助嶂石岩景区
推出了一块独具特色的金字招牌，生活在嶂石岩
周边的村民，也在景区带动下发展起旅游业，现
在收入水平已经居于赞皇县中上游。”马志文说。

嶂石岩这一独特的地貌奇观，不仅帮助当地
找到了脱贫之路，还带给了人们对太行山更科学
的认知。

“八百里太行山，不以山峰的高耸取胜，而
是以崖壁横向展开、绵延不断的气势撼人心旌。
因此，欣赏太行山，视角不是从上到下，或从下
到上，而是从右到左或从左到右。”李庆辰说，
正是嶂石岩地貌这座深藏在太行山中的地质宝
库，从景观美学上给人们提供了欣赏太行山壮美
的新视角——水平方向上的雄伟。

水平方向绵延不绝的红色崖壁就像一幅展开
的山水画卷，古人形容嶂石岩“百里赤壁，万丈
红绫”，就是找到了欣赏太行山之美的角度。

同时，关于嶂石岩地貌的进一步研究也在试
图勾勒其发育演化的前世今生。

从长墙到方山、断墙，再到石柱和排峰，最
后到残丘，嶂石岩地貌有它完整的幼年、青年、
壮年、老年的“生命周期”。李庆辰告诉记者，
前些年一次嶂石岩的踏访中他惊奇地发现，站在
三栈之上合适的位置，就可以同时饱览四个阶段
的嶂石岩地貌。

而此时，嶂石岩地貌大部分景观正处在青壮
年时期，正是其最完美的时候。

事实上，对于嶂石岩地貌的研究已经不局限
在嶂石岩一地。

近年来，省科学院地理科学研究所已经对太
行山中南段嶂石岩地貌发育区的河北、山西、河
南三省做了大范围的研究考察。

“嶂石岩地貌主要位于太行山的主脊以东区
域，太行山中南段，自北向南断续分布长达
300 多千米，总面积超过 3200 平方千米，其中
河北省约有 1200 平方千米，主要分布在石家
庄、邢台、邯郸的太行山深山区。”李庆辰介
绍说。

当前，嶂石岩地貌的世界遗产价值还有待学
界的专家学者挖掘。2015 年，太行山 （嶂石岩
地貌） 申遗筹备工作已经启动。

本版图片均由省科学院地理科学研究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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