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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陵石刻材料源自何处，是今人关注之事。本文通过对乾陵石刻材料以及与

来自乾陵所在地——梁山灰岩和富平等地灰岩的岩石学及地球化学、材料性质、岩石
风化特征等进行的对比分析，认为乾陵石刻材料主要源自本地，但不排除有部分石刻
材料（如碑石）来源于富平等外地的可能性。

乾陵；石刻材料；来源地；唐代；陕西

    陕西乾陵（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的合葬墓陵）石刻群，以其种类数量繁多、规模博大
雄浑、造型逼真优美、比例协调、雕刻技艺娴熟而倍受世人赞誉，被称之为 “唐代露天石刻艺

术博物馆”，列入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当人们流连这些石刻群、欣赏这栩栩如生的
艺术精品，赞叹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艺术之余，会禁不住地要问，这些巨大的石刻材料究竟

来自何处？乾陵石刻材料源自何处，一直被人们和专家学者们所关注。议论纷纭。大致可归

纳为以下两种见解。一种认为由于乾陵所在地——梁山本身就蕴藏着大量的石材原料，乾陵

便是穿山掘穴而建，因此石刻材料就来源于本地，属就地取材。另一种认为乾陵石刻材料应
来源于渭北其他地方，属异地取材，甚至有人认为唐18座帝王陵墓的露天石刻材料都与陕西

富平桥山石灰岩有关。近年来，笔者在从事与石质文物保护有关的科研项目研究过程中，曾
对乾陵石刻材料的岩石学、矿物学、岩石地球化学、风化蚀损程度进行了较详细的研究，并

对梁山灰岩和富平桥山石灰岩分别进行了相应的对比分析，从而探讨了乾陵石刻的来源。现
整理成文，请同仁斧正。

1  岩石学特征

1.1  乾陵石刻材料的岩石学特征

    野外考察表明，尽管石刻类型种类多，规模大小有别，但其石刻材料均为石灰岩质材料。

从颜色和岩石物质组成判断，大致可分为浅灰色和深灰色两类。浅色调的石灰岩以质纯、致
密、粒度细微、均匀为特征。主要为隐灰状、微晶状碳酸盐为主，因其中含有泥质、炭质物及

铁质物数量较少，故颜色呈现为浅灰色。深灰色调的灰岩，不仅在色调上与浅色灰岩有差异，

且由于前者含有较多的团块和生物骨屑，表面常有不规则的瘤状突起而呈现为疙瘩状。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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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类型的石刻材料的岩石薄片的光学显微镜鉴定表明t浅色调灰岩主要由微晶状、隐晶状

方解石组成 (含量高达 90%)，次为次生的细晶或者粒晶状碳酸盐岩脉以及各种杂质物 （如

硅质物、铁质物以及泥质物等），尽管也见有泥晶碳酸盐团块，但仅在局部地方出现。深灰色

调岩石则以含有大量的碳酸盐泥晶团块和一定量的生物骨屑为特征，而微晶状方解石仅作为

胶结物质形式存在，碳酸盐泥晶团块多呈线粒状、团粒状和圆粒状，含量高达 5096以上，生

物骨屑含量不等，有些含量高（达 10%），有些则较低 （约 3%），因而可依据生物骨屑含量是

名为含生物骨屑泥晶灰岩和泥晶灰岩。

    此外，乾陵石刻材料大都选用整块石头雕刻，如石人、石马和石狮等，仅仅是基座材料

与主体是分离的．这些巨厚岩块的高度一般都大于Im，甚至高达 3m，厚度也有 Im左右到

七八十厘米，没有明显的层理等原始岩层构造，反映了原始岩的岩层厚度比较大。

1.2 梁山石灰岩岩石学特征

    乾陵所在地——梁山为陕西渭北北山山地灰岩残丘区。乾陵墓便以梁山北峰为势，穿山

掘穴而建。实地观察表明，梁山及其周围一带灰岩多呈厚到巨厚层状，如北峰灰岩层厚约 20

- 40 cm，其南侧的东西乳峰的灰岩层厚可达到 1.0--1.2 m。岩层产状为北东 45。走向，倾向

北西，倾角为 10～20。．以往，付力浦等人 (1993)曾在梁山附近灰岩中发现。Tasmanog-

nathus badouensis (Zhang), Belodina confluens Sweet以及 Panderodus felilneri (Glenister)

等牙形石化石，经区域地层及古生物对比，梁山灰岩属于中奥陶世泾河组。

    经采样鉴定分析，梁山灰岩主要有两种类型的石灰岩。浅色调和深灰色调等两种。前者

以隐晶状、微晶状方解石为主 (85%～90%)，泥质、铁质及其他杂质含量相对较少 （约 io%

以下），局部偶见石英等碎屑矿物；后者含大量的团粒状或圆粒状的方解石泥晶 (可高达

50%，一般为 2sY6～4s26)以及生物骨屑化石 (5%～io~6)，它们均被隐晶状和微晶状碳酸

盐所胶结。此外，还含有一定量的铁质物和其它杂质。前者可定名为微晶灰岩，后者依据生

物骨屑化石含量定名为含生物骨屑泥晶灰岩和生物骨屑泥晶灰岩。

1.3 富平石刻材料岩石学特征

    富平桥山石灰岩石材被认为是在石刻 （特别是碑石）方面应用很广的材料。现在新铺设

的乾陵司马道用石料便来自富平，因此，我们选择了富平的石材原料进行对比研究。源 自富

平桥山的石灰岩经研究是属于中奥陶世泾阳组之上的金粟山组。其岩性、岩石结构均与梁山

石灰岩有着明显的差别，与现存的乾陵石刻材料也有着显著的不同。富平灰岩呈深灰黑色，

甚至墨黑色，被称之为 “墨玉”。该岩石具有清晰的层理构造，为薄层状，层厚几厘米到数十

厘米不等，层理呈平行状，浅黑相伺互层。黑色层理成分主要碳酸盐泥晶以及碎屑物构成，

杂质含量较高，其中还发育有不规则的层纹构造；浅黑色薄层理则由晶形较好的方解石、白

云石等细晶碳酸盐集合体构成，其中还可见到有不规则形态的碳酸盐泥晶角砾团块。由于层

理发育，富平灰岩极易沿层理面剥离而成为薄厚不等的板状石材，这种薄板状石材则是碑刻

以及柱栏、桩之类刻面的上好材料，但不适应制作大型的石雕制品。

2 岩石稀土及微量元素地球化学特征

    大量的岩石地球化学研究表明，由于稀土和微量元素特有的地球化学性质，因而形成在



不同岩类中便有不同的稀土和微量元素组合及配分特征。对于沉积岩而言，影响沉积岩石稀
土元素配分模式的主要因素是物质来源和沉积环境。因此，分析测定岩石中的稀土和微量元

素，可以大致地确定其成因和沉积环境，结合石刻材料的对比研究，便可确定古代石刻材料

的来源地。

    本次工作中，分别选择了典型的石刻材料以及梁山灰岩和富平桥山灰岩样品，采用中子
活化法对其稀土元素及微量元素含量进行了测定 （表1）。其中乾陵石刻样品QS-5采自原功

德碑南边废弃的基座 （现已搬移），QS-6采自司马道西侧自北而南第七石人像基座，前者定
名为泥晶灰岩，后者定名为含生物骨屑泥晶灰岩。

    从表1可以看出，乾陵石刻材料的稀土元素浓度含量与梁山Q-2样品相接近，而与富平
样品(F)和梁山Q-3样品相差较大，这是由于乾陵石刻材料与Q-2号样品均为含生物骨屑泥

晶灰岩所致，反映出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将表 l数据经过俄罗斯地台灰岩数据标准化处理后，绘制稀土元素配分图 （图1）。图1
清楚反映出，尽管他们的配分曲线形态相近似，但在各元素配分含量比上有较大的差异，来

自富平的样品 （虚线表示）位于图上方，其分配比值普遍高于乾陵石刻材料以及梁山石灰岩

样品。乾陵石刻样品的配分曲线形态却与梁山石灰岩样品相近，特别是与Q-2样品极相近
似。此外，通过对测试的结果采用球粒陨石标准化后，计算出8EuN值反映出梁山灰岩和乾

陵石刻样品均较低，属弱负铕异常和无铕异常，而富平灰岩则较高，属正铕异常类型。

    对微量元素含量测定分析表明，富平灰岩的Na、Sc、Fe、Th、Ta以及Ba、Cs、Sb、Sr、
Rb和As等元素含量均较梁山灰岩和乾陵石刻材料高。特别是Fe、Th、Ta等元素含量差异
尤其显著，约为梁山灰岩和石刻材料的2～5倍（表2）。

    图1 乾陵石刻材料及不同地区石灰岩稀土元素配分图

F．富平薄屡泥灰岩I Q，，粱山含生物骨屑泥晶灰岩I Q，．梁山微晶灰岩I QS-5．乾陵石刻泥品灰岩I

    QS-6．含生物骨屑泥晶灰岩



表1乾陵石刻材料及不同地区石灰岩的稀土元素中子活化分析表

注t由中国科学院北京高能物理研究所测定．

    表2 乾陵石刻材料及不同地区石灰岩微量元素测定结果表

注t由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测定．



    造成以上稀土和微量元素浓度含量的差异原因在于富平灰岩含有较多的泥质物，而粘土

物质则对稀土和微量元素有吸附作用。

    由以上可以看出，乾陵石刻材料无论在岩石结构构造，还是在岩石地球化学特征方面与
梁山灰岩样品相近，而与富平灰岩相差甚远。由此可以初步判断，乾陵石刻材料极有可能来

源于本地，而非外地。当然，也不排除某些石刻 （如石碑、柱栏等）使用外地灰岩的可能性。

3  生物风化侵蚀程度及速度

    乾陵石刻经历了1 000多年自然界风雨的洗礼，天灾人祸的破坏，大都受到了不同程度

的风化和侵蚀。这种风化不仅包括物理风化、化学风化，也包括生物风化和侵蚀。同样，如果
能够发现古代采石场遗迹，那么原始采石面的裸露岩石也会遭到相同的风化作用。因此，将

石刻材料的风化侵蚀程度进行估算，并与相关岩右露头的风化程度相比较，也能判断石刻材。
料采集地位置。

    在对乾陵石刻风化特征的研究中，发现除了物理风化和化学风化以外，生物风化侵蚀也

是乾陵石刻风化的重要类型。近10多年以来，随着对生物岩溶作用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学
者都已注意到运用生物作用的某些现象来探讨石灰岩及石灰岩质古文物的风化侵蚀程度。A

·Damin (1983)通过对耶鲁撒冷石灰岩建筑物上蓝藻溶蚀孔的测量研究，建立了建筑物建成

年代与生物钻孔深度之间的经验函数公式。王福星等人对广西桂林靖江王石灰岩造像<建于
AC 1370年）上的生物溶蚀孔计算出桂林直接生物岩溶的溶蚀速率，谢新生、肖振敏对我国

北方地区丽石黄衣生长情况进行研究，总结出北方地区不同自然区带地衣生长年龄与地衣形
态的关系。

    乾陵石刻表面多有地衣和藻类覆盖。对其中石人造像表面的黄衣直径测量统计，其一般

都在 30—50 mm之间，最大者可达到 120 mm，而对华表西侧棱面下部的白衣直径测定大都
在50-- 90 mm之间，最大者为 100 mm。对有地衣生长部位的岩面观察，其岩表面都有微小

的蚀坑存在。对岩石薄片的光学显微镜观察，这些地衣生长部位发育有生物钻孔作用而形成
的网络微构造现象，钻孔直径0. 002 mm，最大钻孔深度为0.35 mm。依据谢新生、肖振敏提

出的应用于我国北方暖温带半湿润区丽石黄衣生长年龄与其直径间的关系式；

    T(D)=0.1142 D1'894

计算出直径为 50 mm的黄衣生长年龄为200年，然后利用最大生物钻孔深度值o．35 mm（为

黄衣生长处岩石薄片显微镜下的测定数据）计算，估算出生物钻孔的速率为1. 75 mm/1 000

年。
    在对乾陵及其周缘地区的地质地貌考察过程中，于乾陵西侧沟中见到几处可能是原采石

地露头，特别是西乳峰附近，可见到数处陡崖，高约 1.5～2.6 m，岩层呈厚层一巨厚层状，

裂隙较少。在陡崖处还可观察到前人采石留下的楔孔。楔孔呈平行排状分布，楔孔间距约为
30～50 cm。单个楔孔形态似矩形板斧状，由外向里变薄直至尖灭，孔深为100 mm左右，与

现今成排打钎取石方法相同。显然，这里曾是采石场无疑，但究竟是否乾陵石刻材料采集地

还需进一步判断。为此，我们又对断面附近岩石的生物风化侵蚀现象作了相应观察和测定并
采样进行了室内光学显微镜的观察分析。该处岩石表面发育地衣 （黄衣、白衣）和藻类，地衣



最大直径者为140 mm，一般为90～120 mm，将地衣用针挑开，可发现在地衣生长部位岩石
表面呈现芝麻点状的溶孔和蚀坑。将岩石切成光薄片在高倍光学显微镜下观察，生物钻孔现

象尤为发育，钻孔多垂直于岩面向岩石表面内部呈单枝状生长，局部呈现网状。钻孔密度较

高，在 1.0 mm的间隔内就有20～28个钻孔，最大的钻孔深度为 2.106 mm。该处岩石为含

生物骨泥晶灰岩，生屑含量3%—5%。
    将西乳峰断面岩石的最大生物钻孔深度值代入依据前述的用乾陵石刻所估算得到的生物

钻孔生长速率值计算，那么西乳峰岩石断面上的地衣生长已有 1 200多年了。若采用谢新生

等的公式，用该处地衣最大生长直径值 (140 mm)计算，则其生长也已达到1 300多年了(表
3)。这就说明，该西乳峰采石断面的形成历史距今已有1 300多年了。由此可以初步判断西

乳峰附近甚至在乾陵西侧所见到的采石遗迹，极有可能是唐代乾陵主要巨型石刻材料的来源
地。

    表3西乳峰附近采石崖形成年龄估算表

4 结 论

    通过以上分析讨论 ，初步认为现存地表的大型乾陵石刻群材料主 要来 源于梁 山及其 周

围，西乳峰附近可能为一原始采石场遗迹 。鉴于材料规格及使用用途不同，或者 乾陵建成以

后的陵园修建过程中，由于作为皇家禁地等原因，．部分材料可能来 自其 他地方 。

    工作过程 中，曾得到乾陵博物馆大力支持 ，樊英峰馆长还曾就有关问题共同进行 了有益

的讨论，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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