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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 通过对织金洞洞穴空间的空旷性、时间的连续性、形式的独特性、多样性与统一性的探讨,进一步论述织金洞所具有

的独特的美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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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present study d iscusses the un ique aesthetic va lue of Zh ijin C ave through exploring its spec 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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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织金洞是 1988年国务院审定公布的第二批国

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之一。于 2004年由国土资源

部批准的第三批 �国家地质公园  。洞内有 47个厅

堂、150多个景点, 不仅对于研究中国的古地理、古

气象学等有极高的科学价值, 而且具有极大的美学

价值。

2� 自然地理概况

织金洞原名打鸡洞 (又名乾宏洞 ), 位于贵州省

织金县城东北 21k m 的官寨乡, 北纬 26. 7!, 东经

105. 9!,距贵阳 156 km,至安顺 120 km。属于亚热

带季风湿润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平均气温

15∀ ,最高月平均气温 29. 7∀ ,最低月平均气温零

下 5. 4∀ 。多年平均降水量 1 400- 1 500 mm, 雨季

自每年四月开始, 到九月后减少。无霜期 280天。

地表植被茂密, 洞穴地表植被覆盖率从 1985年的

5%左右上升到目前的 40% , 适宜的气候为洞穴的

发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织金洞发育于下三叠统夜郎组黄椿坝段 ( T1 y
2
)

的地层中, 总厚 210 m。由一套薄至中厚层含少量

泥质的亮晶砂屑灰岩和厚层至块状亮晶鲕粒灰岩组

成,洞体主要发育于上部亮晶鲕粒灰岩中,洞穴延伸

方向基本沿该层发育。黄椿坝段上覆为九级滩段



( T1 y
3
) ,为紫红色页岩夹少量黄绿色泥岩, 厚 54 m。

下伏为沙堡湾段 ( T ly
1
)的黄绿色页岩夹灰色薄至中

厚层泥质灰岩,厚 31. 5 m。T1 y
1
与 T1 y

3
岩层形成了

洞穴的上下隔水层,为洞穴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水

文地质环境。

区域上位于 �黔西山字型 构造体系东翼反射

弧与新华夏系的复合构造体系之内,断裂构造复杂,

节理裂隙发育。织金洞位于该复合构造体系内的官

寨向斜南东翼, 岩层倾向北西, 倾角 18!左右, 洞穴

主要沿岩层的走向和倾向延伸, 发育方向也受北东

及北东东向断裂控制。

织金洞发育段地表地貌为北东向的条状山体,

山体海拨 1 350- 1 474m, 洞口海拔 1 316 m左右。

洞穴内洞底最高处是 �十万大山  海拔 1 391 m, 最

低处为 �水乡泽国 海拔 1 132m,相对高差 249m。

据前人资料铀系法测年, 洞内次生碳酸钙沉积物年

代最老的大于 350万年, 可知洞穴形成年代早于

350万年 (安裕国等, 1991)。

织金洞内多处发现顶板流纹、窝穴和倒石芽等

微形态,结合地表水文及水文地质条件研究,表明织

金洞曾处于饱水环境之中, 洞穴南部至少有十几平

方公里的汇水面积。在现今地表海拔 1 300m左右

的高程上多处见到古河道砾石层, 表明洞穴形成于

饱水带或季节性饱水带之中, 为地表河泄入地下的

暗河型溶洞,其排泄基准面是位于北面约 2 km处的

乌江北支六冲河。由于地表的不断抬升, 排泄基面

下降,原来的地表河改道, 地下水面下降等原困, 洞

穴被逐渐疏干和遗弃,洞穴堆积物开始形成。

3� 织金洞的美学价值

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积极作用。美学是研究自

然界、社会和艺术领域中美的一般规律与原则的科

学,主要探讨美的本质, 艺术和现实的关系, 艺术创

作的一般规律等。从价值论美学的视角看, 织金洞

的美学价值即是研究织金洞的美的本质、规律等对

审美主体的积极作用。本文从织金洞空间的空旷

性、时间的连续性、形式的独特性、多样性与统一性

等几方面探讨其美学价值。

3. 1� 空间的空旷性

地下空间的空旷能给人崇高美的享受。崇高美

是康德提出的, 第一个含义是客体的崇高, 康德认

为: �我们所称呼为崇高的, 就是全然伟大的东

西 # # # 它是全然 (绝对的 ) 伟大的 # # # 它是无法较

量的伟大的东西  ; 第二个含义就是客体表象的崇

高。在康德看来,人的感官有局限性,无法直观崇高

事物的整体,因为凡能成为感官对象的事物,就不可

能是崇高的事物,因为崇高的事物是绝对的大,超越

一切比较;第三个含义是心意情调的崇高。康德认

为,崇高的事物是全然伟大的东西,它通过人们审美

感官的观照 (不能把握整体 ) , 进而引发人们的想象

力,使崇高的事物转化为人们头脑中的表象 (康德,

1964)。织金洞洞体高大宽阔, 长 12. 1 km, 最高处

150m,最宽处 175 m,一般高度 40 - 100 m,总面积

达 70多万 m
2
。 �迎宾厅  长 200多 m, 宽 50余 m,

高 80余 m; �讲经堂  长 200 m,宽 50 m; �塔林洞 

面积 16 000m
2
; �望山湖 长 170m,宽 40 m; �江南

泽国  长 1 100m,宽 50m; �雪香宫 又名水晶宫,长

300m,宽 50 m; �灵霄殿  高 40 m, 面积 5 000多

m
2
; �广寒宫  长 400余 m,宽 100余 m, 高 70余 m,

面积 50 000多 m
2
; �十万大山  宽 175 m,高 150 m,

面积 70 000多 m
2
(韩大友, 1997)。仅从这几个洞

厅的空间数字我们不难看出,织金洞在地下具有无

比宽广的空间,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巨大厅堂里,我们

的双眸能穷尽什么? 即使借助旅游的灯光,我们也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 眼前一片朦胧, 远处和远处

的远处是未知和漆黑。在未知面前, 在黑暗面前,任

何人都会惶恐, 都会有心灵为之的震颤。空旷给人

以博大,黑暗给人以恐惧,而这种恐惧与审美主体之

间又有一定的距离, 没有对审美主体产生直接的伤

害,这正是康德所说的崇高。

3. 2� 时间的连续性

时间会产生美吗? 19世纪德国美学家费歇尔

曾说: �我们只能隔着一定的距离才能看到美,距离

本身能够美化一切 。所以出现了 �距离产生美  一

说。 �距离 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上是 �在空间或时

间上相隔 的意思。也就是说距离包括时间和空

间,距离产生美包括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美。

织金洞开始发育于下三叠统, 洞穴的发育演化

经历了四个时期,即: 岩洞化期、粗大石笋沉积期、崩

塌期、细长石笋沉积期。岩洞化期始于 35万年以

前,粗大石笋沉积期开始于 35万年左右, 崩塌期发

生于 10万年左右, 细长石笋沉积期从 10万年一直

到现在。35万年以前 ~ 35万年 ~ 10万年 ~ 现在,

这一连串的连续的时间印在脑海是一个什么概念?

35万年的地质历史, 35万年的风雨,与庄子笔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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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祖以 800年为春、800年为夏、800年为秋、800年

为冬相比,那是何其伟大! 康德认为, �一段漫长的

时间是崇高的。如果它属于过去, 它就是高贵的,如

果在无限遥远的未来中想到它, 它就带有某种令人

恐惧的成分。 (康德, 2003)。织金洞的历史演化与

个人本体相比、与人的生命相比,无疑是崇高的。然

而, 正是由于时间的久远,当我们去想象这些地质历

史时期的现状时,只能凭借着眼前的现有物质去推

断和想象,形成一个抽象、模糊的概念,能给审美主

体朦胧美的享受。

3. 3� 形式的独特性

织金洞洞内的沉积物形态独特,具有多种形式

美的特征。从自然景观形式美方面分类, 王柯平将

之分为 �形态美、色彩美、听觉美、嗅觉美  (王柯

平, 2000)。下面我们从形态美和色彩美两方面对

织金洞的形式美作论述。

自然景观的形态美泛指地象、天象之总体形态

与空间形态的综合美。对织金洞的形态美而言, 具

有 �雄、奇、险、幽 的特点。

�雄 在这里指雄伟、雄浑, 意味着形象高大, 气

势磅礴。在织金洞的洞穴沉积物中,高大雄壮者颇

多。 �讲经堂 内有一石笋高 20 m, 底部直径 10余

m; �塔林洞  内 �塔林城  高 30余 m, 底部直径 20

m; �广寒宫 有 60余 m的 �桫椤树  、17m高的 �霸

王盔  、50 m高的石佛、17 m高的 �银雨树 ; �十万

大山  里的沉积物因形成期间水流量较大, 故而形

成一尊尊高大的山状沉积物,显得格外气势雄伟,豪

迈壮观。所有这些高大的沉积物, 其形态具有 �雄  

的特点。

�奇 是指形态光怪陆离、奇异多变、非同寻常。

织金洞的沉积物形态各异,其中有很多奇异的景观。

高 17 m、叶径达 2. 3 m的棕榈树状 �银雨树  , 婷婷

玉立,洁白发光; 被洞穴学家称为 �罕见珍品  的卷

曲石; �万寿宫  里晶银绯红、酷似孔雀开屏的 �鸡血

石 ; �十万大山  里螺旋状的高大石柱 �螺旋树  和

被称为全洞标志的 �金鸡独立 等等,可谓无奇不有。

�险 是形状陡峭, 气势险峻。 �南天门  和 �十

八盘  都是以险著称地方,即便修了人行登梯, 走在

上面,还是觉得险象环生。

�幽 是织金洞的一大特点, 漆黑的洞穴, 空旷

幽深,偶有水滴滴下,犹如于无声处听惊雷。

色彩美是人的感官受颜色的刺激而获取的快

感。织金洞里晶莹剔透的方解石沉积物、鲜红的鸡

血石、黑色的蝙蝠和豪猪粪,都能从不同的的情感色

彩刺激人的感官,赋予人美的享受。

3. 4� 多样性与统一性

织金洞的现有沉积物和堆积物有色彩各异、形

态万千的石钟乳、石笋、石柱、石帘、石旗、石葡萄、边

石、穴珠、石盾、鹅管、卷曲石等 40多种沉积物, 包含

了世界上大多数洞穴沉积类型。

李景阳、戎昆方、安裕国、何复胜等通过对织金

洞沉积物的研究表明, 滴石类堆积物中有生物建造

作用的存在,其中蓝藻是主要的建造者,也是叠层石

形成的主要功臣 (李景阳等, 1994)。在 �金鼠宫  里

有距今 6 000多年、面积 100余 m
2
、厚几厘米至 100

cm不等的扫尾豪猪 ( A therurus macrourus)粪便层

(朱文孝等, 1994; 贺卫等, 1996)。另外, �金鼠宫 

里的扫尾豪猪粪和现今仍然存在的蝙蝠、飞蛾、马

陆、斑灶马等生物或生物的遗存物,表明织金洞不论

是现在还是过去都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这一特

点,是一种 �杂多  的美。沉积物的多样性和生物多

样性表明,织金洞美的形式和内容都是多样的和丰

富的,呈现出多样性的美学特征。

统一性指各个部分在形式上某些共同特征以及

它们之间的某种关联、呼应、衬托的关系 (吴俊,

2001)。织金洞的 �统一 在于沉积物的形态和色

彩。沉积物虽然形态万千, 总体而言却以柱状、塔

状、旗状、管状沉积物为主,以其它形式的沉积物类

型作衬托。其色彩以乳白色为主要基调, 以红、黄、

绿等其它颜色为衬托,具有统一的特点。

多样统一又叫和谐, 它们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只多样不统一,就会显得杂乱、无规律; 只统一而不

多样,就会显得单调、死板、无生气。织金洞以既有

多样性,又有统一性,是多样的统一, 呈现和谐美的

特征。

4� 结论

通过上面讨论,我们可以知道,织金洞具有极大

的美学价值。形式美方面呈现出形态美和色彩美的

特点;空间的空旷性和时间的连续性则体现出织金

洞的崇高美的特征; 沉积物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方

面则是 �寓杂多于统一  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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