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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為什麼沒有第二個張家界

張家界何以如此獨特?以至於人們幾乎很

少可以找到與它進行對比的自然地質景觀。

從地質學上看，可與張家界砂岩峰林進行

比較的地形區域在全世界僅約有四處，它們是

馬達加斯加貝瑪拉哈欽吉嚴格自然保護區，馬

來西亞沙撈月古納的穆魯國家公園，菲律賓巴

拉望島普村寨薩暗河國家公園和巴布亞紐幾內

亞凱靖德山。

大面積的石英砂岩峰林在地球上就已十分

罕見，像張家界這樣擁有高度、密度，且保留

有完整形成模式的景觀，是絕無僅有的。地質

公園內拔地而起的峰柱達3000多座，高幾十米

至 400米，其中高度超過 200米的就有 1000多

座。全球同樣地質環境中的四處景區，其石英

砂岩峰林的高度和密度都遠遠不及張家界。張

家界砂岩峰林地貌是世界上獨有的，它相對高

差大，高徑地大，柱體密度大，擁有軟硬相間

的夾層，柱體造型奇特，僅此一項，就可以完

胜其他同類型景觀。

它們也沒有像張家界如此豐富的地質景觀

類型。張家界完整地保留著獨特的且目前保存

完整的峰林形成標準模式，即平台、方山、峰

牆、峰林、峰叢、殘林形成系統地貌景觀。這

就是說，在張家界，你可以看到石英砂岩峰林

的完整形成過程，欣賞到不同地質歷史階段的

美。對地質研究者而言，張家界就是一部教科

書式的存在。即使與不同類型的地形做景觀比

較，張家界的景觀也具有極大的優勢，作為迥

異於喀斯特地形、雅丹地形、丹霞地貌、河谷

地貌的一種地貌，其分佈的密集度、造型的奇

異度、各種地貌形態組合的有序度、岩石植被

、氣象因素的色彩鮮明對比度、峽谷與溪流組

合的和諧度、地形高低錯落相配及各種象形山

岩石景觀引人入勝的聯想度，都達到了地質景

觀的最高美學境界。

地理上的張家界，屬中國西南地區雲貴高

原東北部與湘西北中低山區的過渡地帶。由於

張家界歷史時期地理位置的偏遠，這裡至今仍

保持著幾乎未被擾動過的自然生態環境系統。

這個二、三級階梯之間的高山區，一直都是人

跡罕至的邊緣地帶。這裡植被茂盛，稀有動植

物種類繁多，張家界地貌自形成以來，幾乎沒

有受到破壞和改變，保持了「幾乎原始的亞熱

帶風景、生態環境、生物環境及其生態系統」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語)。也就是說，當我們

談論張家界時，不僅僅是在談論一種單純的地

質景觀。它是地質與自然景觀完美結合的優秀

範例。

就張家界景區而言，它一地獨佔兩種地形

：喀斯特岩溶地形和石英砂岩峰林地貌。天門

山與武陵源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這兩種地

貌，都發育成了極為壯美的景觀，這在全世界

的觀光區裡，同樣是獨一無二的存在。

發現和認知張家界是一個極為漫長的過程

。歷史上那些見過這仙幻景觀的人，往往沒有

能力把它傳播開來。直到1970年代末，國畫大

師吳冠中為張家界壯麗的地質地形景觀所震撼

，並極力向海內外推廣。張家界瞬間成為中國

景觀中最耀眼的那顆星星。發現張家界的早期

，它曾經被誤認為是丹霞地形。直到研究逐步

深入，才逐步把它確認為一種獨特的地形。

2010年11月，張家界砂岩地形國際學術研討會

暨中國地質學會旅遊地學與地質公園研究分會

第25屆年會在張家界舉行。在這次會議上，將

張家界特徵鮮明、規模巨大的獨特砂岩地貌類

型，確定為“張家界地貌”，凡在世界任何國

家和地區發現類似張家界石英砂岩峰林的地貌

，都可統稱“張家界地貌” 。自此，「張家界

地形」獲得國際學術界認定。

早在1982年，湖南省政府就批准建立了張

家界、索溪峪、天子山自然保護區。作為中國

第一批國家地質公園、中國第一批世界自然遺

產、中國第一個國家森林公園、中國第一批世

界地質公園，張家界的榮耀，無可取代。

天地如何造就了張家界?
造就極致景觀，需要天地的共同造化。如

同人類製作藝術品，需要有原料、工具、工藝

以及對藝術的高深理解。張家界地形是自然造

就的最極致作品之一。

遠古的張家界曾經滄海。這是一個和今天

完全不同的地質場景。海平面的高度遠超過眼

前的山峰，河流在我們今天的天空中奔湧入海

。這片海，叫揚子古海。地質學家透過對一系

列古魚類化石進行深入研究，結果證明早在

4.38億年前的志留紀早期，以中國長江流域為

主的華南板塊曾是一片廣闊的海洋，該海域又

被進一步分為上、下揚子海，兩者透過一條狹

長的水道相連。

然而，張家界的“滄海”並沒有變成“桑

田”，它成了今天武陵源區域3000多座壯麗峰

柱。

這些壯麗的峰柱主要是由一種叫做石英砂

岩的成分組成。

石英砂岩是什麼?就是我們平常見的砂子

嗎?沒錯，石英砂就是石英石顆粒。石英石的

成分和我們平常所見的砂子相同，化學成分為

二氧化矽(SiO2)，這是一種白色或無色透明的

矽酸鹽礦物。這是一種物理化學特性都很獨特

的礦物，可廣泛應用於玻璃、陶瓷、化學和電

腦晶片領域。

但我們平常看到的砂子多是鬆散的，張家

界的石英砂岩峰林卻很緻密。這是為什麼呢?

因為砂岩是一種有著明顯層理結構的沉積岩，

其主要由砂粒與填隙物構成。這些填隙物裡包

括膠結物(相當於膠水)和碎屑雜基(比沙粒更小

的東西)兩種組分。常見膠結物有矽質和碳酸

鹽質膠結，而雜基成分主要指與砂粒同時沉積

的較細的黏土或粉砂質物。

有了它們的粘合，石英砂自然就不會是鬆

散狀態了。

石英砂通常是白色或透明無色，但張家界

地形的峰柱卻多是褐色或紅色，原因在於因為

砂岩主要含矽、鈣、黏土和氧化鐵，所以通常

呈現淡褐色或紅色。不能把石英砂岩等同於石

英，它是一種沉積岩，成分遠比石英複雜。石

英砂岩在古代就常作為建築材料使用，著名的

大同雲岡石窟、漢代的高頤闕、常德星德山的

星子宮，都是用這種材料砌成。人類和自然，

同時選用了這種適合雕砌的材料。

張家界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石英砂岩呢?

吉首大學土建學院地理系教授何雲告訴我們，

晚古生代中晚泥盆紀時期，湖南西北地區殼下

降，發生大面積海浸，成為一片汪洋。張家界

處於「川湘凹陷地帶」之深海處。 3.8億年前

的武陵源是寬闊緩和的濱海環境，也就是河流

入海口的位置。上游大量的岩漿岩風化產生了

石英砂，隨著河流長途跋涉被帶到了這裡，形

成了單礦砂，再加上武陵源這裡的地殼一直在

緩慢下沉，最終，這裡沉積了超過 500米厚度

的石英砂岩。

運用超凡的自然力量，抬升大地
僅僅有沉積於海底的石英砂岩是遠遠不夠

的。這時，一個重要的機緣出現了，它就是新

構造運動。原本沉積在大海裡的石英砂岩，因

為這個長達260萬年的運動，被抬升了起來。

在區域構造體系中，張家界處於新華夏第

三隆起帶，在漫長的地質歷史時期內，經歷了

武陵－雪峰、印支、燕山、喜山及新構成了本

區域的基本構造地形格架，而喜山及新構造運

動是形成張家界奇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景觀

的最基本的內在因素。

從新第三紀(中新世開始)以來發生的地殼

運動稱新構造運動，相應的時代稱新構造時期

。新構造運動是造成第四紀自然環境變化的另

一個要因素，這種內力作用也引起一系列環境

效應並影響地殼穩定性。

新生代以來地殼運動十分強烈，水平和垂

直運動規模龐大。如新阿爾卑斯運動或喜馬拉

雅運動，使特提斯海(古地中海)消失，出現地

中海及兩岸的山系和亞洲南部的喜馬拉雅山;環

太平洋沿岸島弧，美洲西部邊緣(科迪勒拉-安

第斯山脈)都是新生代造山運動的結果。這一

時期的構造運動不僅改變了海陸輪廓，奠定了

現代地形形態，也影響現代地球上氣候帶分佈

。新構造運動對人類的活動有直

接影響，人類往往可直接觀察到

。新構造運動對現今地形形成有

明顯控製作用。青藏高原現今的

地形，也是新構造運動造成的，

新構造活動中蘊含了地熱、溫泉

或礦泉、旅遊等資源。在沿海地

區，強烈的沉積可造成數千公尺

厚的第四系沉積，在高地熱的背

景下，這些沉積中的有機質會很

快轉變成烴類而形成具經濟價值

的油氣資源。

我們今天能夠看到的地貌，

許多都是受到新構造運動的直接

影響而形成的。它也是張家界地

形形成中最為關鍵的一步。

歷經300萬年的終極雕琢
有了厚度超過 500公尺的石

英砂岩沉積作為原料，又經過了

新構造運動的抬升，最後需要完

成的就是最為細緻的雕琢階段。

這個階段所運用的製程手段主要

是流水侵蝕，風，以及重力的作

用。外力地質活動作用的流水侵

蝕和重力崩塌及其生物的生化作

用和物理風化作用，則是形成張

家界地形景觀必不可少的外部條

件。

300 萬年來，張家界地殼緩

慢間歇抬升，在這個時期，自然

運用流水、風與重力開始了它的

創作。水流是最主要的工具，它

沿著裂隙切割岩石。原本完整的

石英砂岩被切成一片片的破碎方

塊。這種切割經歷了三個階段。

石英砂岩先被切成了塊頭比較大

的平台方山，然後再被切成峰牆

，最後切到極致狀態，便是今天

在張家界看到的多達3000多座峰林。

外力塑造張家界石英砂岩的過程，被這裡

的景觀完整地記錄了下來。這三個階段的形態

，今天在張家界都可以清楚看到。

張家界以極為典型的空間分佈系統性，顯

示了張家界砂岩峰林地貌是地表流水沿產狀平

緩、厚度巨大的成景石英砂岩中完全內切穿的

垂直或近垂直節理侵蝕切割，使岩層逐漸肢解

分離，經歷了由原始構造面→台地、方山地貌

→峰叢、峰林地貌→斜坡殘餘峰柱林→新剝蝕

地貌的動態發展過程。這是一種在特定的地質

構造部位、特定的新構造運動和外力作用條件

下形成的舉世罕見的獨特地貌，張家界世界地

質公園因此被視為地表過程演化天然實驗室。

張家界幾乎所有的美景都是在這個時期塑

造出來的。在張家界，方山、峰叢、峰牆、峰

林、柱峰、石門、深切嶂谷、溪流、自生橋、

穿山、一線天等地形都是這個地質演化過程的

傑作。

大自然塑造張家界的另一類作品則是溶洞

，這是典型的岩溶洞穴地貌，這裡共有大小洞

穴幾十個，其中以黃龍洞最具代表性。黃龍洞

發育於上古生界三疊統石灰岩和白雲質石灰岩

地層中，由 5層上下相互連通的岩溶洞穴組成

，總高度 160m，總長度 30km以上，為全球超

級長洞之一。

天門山，用普通材料製造出的“湘西
第一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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