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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者不能言，难怪乎大师季羡林先生对石林发出如此的感

叹：石林是祖国的胜迹，大自然的杰作，宇宙的奇观。它能使画

家搁笔，歌唱家沉默，诗人徒唤奈何。

大师尚且如此，我辈还能说些什么呢?

石林是大自然的杰作和人类的智慧绝妙结合的产物。从自

然形成而言，简言之是水与火交融的产物。火是石林形成炼钢

的炉，水是石林形成的雕刻刀。石林奇就奇在水火不相融的两

物造就了石林，美就美在水火不相融的两物造就了石林，险就

险在水火不相融的两物造就了石林，幽就幽在水火不相融的两

物造就了石林，雄就雄在水火不相融的两物造就了石林。千钧

一发的险，石林胜景的雄，幽兰深谷的幽，阿诗玛的美，双鸟

渡石的奇等等。人类这支聪明的笔难写石林之险，难描石林之

雄，难绘石林之幽，难颂石林之美，难道石林之奇。还有乃古

石林的古朴，珠江第一瀑布的壮观，圭山的巍峨，长湖的秀

丽，月湖的神奇⋯⋯

除了大自然的杰作之外，人类的智慧似乎永远与这里有

缘。一部长诗《阿诗玛》，一首歌曲《远方的客人请您留下

来》，一部电影《阿诗玛》，一曲彝族撒尼大三弦，表现出这

块土地上人民的理想、精神、追求，是那样震撼人心，是那样

催人奋进，是那样令人陶醉。青松宁断不弯腰是这里人民的精

神写照，无欲则刚是这里人民的意志概括，南天砥柱是这里人

民的英雄气概体现。

早在2000年前，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屈原就在遥远的

地方发出“焉有石林”的奇问，1000多年前唐宋八大家之一的

柳宗元回答“石胡不林，往视西极”，一代文豪郭沫若说：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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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去游过石林，那也是惊人的奇迹。屈原的《天问》里

面，已经问到石林。我们现在可以正确地回答他了：由昆明去

只坐两小时的汽车。”多少年来，文人学士、作家诗人、伟人

名士，在石林或指点江山，或激扬文字，以自己的英名让石林

扬名，以自己的智慧让石林增辉，石林也让他们的名字与大自

然的奇迹永远镶嵌在一起。

石林的自然景观美丽神奇，难以用语言描绘，因为石林太

美太神太奇；不能忘记石林的人太多，石林的发展与这里的人

民的事业发展融为一体，难以一言道尽。景难写其美，人难写

其才，记述难免或残或缺或偏，但这毕竟是第一部记载石林风

景名胜区保护、管理、发展的志书。这就是成绩。

但愿石林风景名胜区早日成为世界自然遗产⋯⋯

但愿石林发展更好更快⋯⋯

但愿⋯⋯

是为胄。

赵槽先

写于2004年2月13日

石林风景名胜区批准为世界地质公园时

，



理论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力求以新

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资料实事求是地反映石林风景名胜

区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上限至石林形成时期距今约3亿年左右，下限至

2004年12月31日。

三、本志体裁为述、记、志、传、图、表、录，编纂

方法为横排门类，纵叙史实，横排以章、节、目示之，纵写

为“依时记述”；志中所用文体为语体文，记叙体；志中除

“概述”部分可夹叙夹议外，均直书事实，寓褒贬于记叙之

中；志中涉及历代政权、年号，均用当时称谓，用汉字，并

用括号注明公元；中华民国用阿拉伯数字后括注公元纪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四、本志中涉及的数字，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习惯用

语、词汇、专门名称和表述性语言中的数字，则用汉字。

五、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体裁。

六、本志不列“人物传”，以“石林旅游名人”代之。

七、本志中的资料除源自石林旅游局以外，来源于国家

各级档案馆、石林县内各单位机关文书和史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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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滨、浅海与牛头山之间的过渡地带，同时形成断

裂、节理等，为第一期石林发育创造了构造条件，

管道式地下水系统随之__}千始演化．形成了一定规模

和高度的彳『芽、石柱晚二叠世早期，本区发生了

陆上玄武岩喷溢，早期裂隙、节理与地下水系统被

覆盖和热液作崩充填．玄武岩与石柱、石芽产生接

触热变质等=二叠纪末期至古新世，本区在南部海

域陆上边缘基础上，转为长期隆升夷平剥蚀，溶蚀

过程，同时裂隙发育也逐步加强，地下水管道系统

分化，石林演化开始复杂：始新世早期．本区发生

的内陆断块运动，形成封闭式的断陷山问盆地．从

内陆河流转为湖泊，形成河流相，湖泊相的同生底

砾岩、碎肩岩、泥岩、泥质灰岩与白云岩的岩石系

列，与此同时发生的是湖泊边缘的碳酸盐岩遭受强

烈的溶蚀过程，这既为湖泊内沉积提供了大量的碳

酸盐物质，也促进了湖周碳酸盐岩进一步石林喀斯

特化。湖泊中心渐向南移．于渐新世束期在巴江下

游的南盘江附近封闭，巴江与南盘江淘通．结束了

本地区的内陆湖盆历史一中新世以后，本Ⅸ受青藏

高原带动，逐渐进入高原状态，原已形成的夷平面

转为和缓的高原面一巴江的形成与高原隆升加强r

本K裂隙系统的发育和地下水管道系统的全面成

熟，本Ⅸ石林喀斯特区也逐渐进入新一轮的旺盛发



育阶段 高原抬升的非一致性使石林地区滇东南喀

斯特K分处于不同的侵蚀基准面，巴江大叠水处的

构造式地貌断裂点，使得石林地区在进入高原后，

大部分地区处于受巴江河彳竿控制的局部溶蚀、侵蚀

过程．南盘江向石林地Ⅸ的溯源侵蚀在巴江大叠水

处收敛，早期的彳i林和其发育过程得以保存和继

续。但其饵南部和东部分别进入各自地下水系统，

进入非石林地貌发育过程：

石林气候属皿热带低纬高原tlI地季风气候，具

有“冬尤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如春”的特点。最

热月为7川，平均气温20．81：，最冷月为1月，平均气

温8．2℃；年平均气温16 5℃。石林历年平均目照时

数为2318，j、l讨，日照率53％，无霜期254天：常年主

导风向为西南风，次主导风为南风，平均风速为3．13

米／秒，降水缱多年平均为967．9毫米，平均湿度为

75％，

石秫动植物资源丰富，有蕨类植物87种、种

子植物990种．森林覆盖率12．8％。灌木林覆盖率

6 1％动物有列入《国家珍稀保护动物名录》5

种，省级保护1 8种，脊椎动物l 85种，属二级保护

动物18种。石林地层中还有丰富的占生物化石和其

他动植物化石，不仅为研究石林和云南高原地质古

生物演化提供了科学依据，有的还可作为精美的纪

念品

石林“集中了世界各地剑状喀斯特的主要特

征，并以其r与老、类型多样复杂显示ff{显著性世界

值，在肚界石林喀斯特中具有独特地位”：故而，

石林除分栉面积、岩柱高度等在世界各地发现的ii

林中遥遥领先外．还以其小尺度造型见长，在一定

范陶内较为集中地形成众多的景点。岩柱造型变化

多端，除常见的单、双体造型外，还有世界上稀少

的群体造，魁和罕见的动态造型。这些自然造型都具

有似人似物、细腻逼真、神韵流动、栩栩如生的特

点：最集中和最具特色的石林要数李子管石林和

乃【与石林李子箐石林，古人有如此描述： “石

林，岩高数十仞，攀援始可人．其中怪石林立，如

下+队万骑，危檐逐窟，荇九陌i条，色俱青，嵌结

玲珑，寻之莫尽，后有伏流清玲f【f1雪。相传昔人于

隆冬遥见石上有李二株，结实鲜红，临不及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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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寻之不复见，俗呼李子箐：”李子管石林含大石

林、小石林．外石林景区，已开辟为游览区的面

积约1 200亩，是石林风景名胜区的中心：当你从

“入口”处拾级而下，游路干回卣转，两旁石笋森

密，景致各异．游趣方兴，忽见一片开阔地，石峰

兀立，石壁宽阔，中有“石林”二字格外醒目，

这便是“石林胜景”二“石林”二字为民刚20年

(1931年)云南省政府主席、彝族人龙云所题。尔

后，民国路南县政府辟此为摩崖石刻处，凡地方要

人、军队将校可题词崖刻，故题刻不少．如“天下

第一奇观”．“拔地擎天”．“头角峥嵘”．“云

石争辉”、“异景天开”等：最有气势的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元帅朱德所题“群峰壁立，f嶂叠耀”，

这八字刻于高大宽阔的石壁上，赫然醒目．它既概

括了石林的景色，叉点j_}j了石林的特点，观后不由

催人急切寻幽探胜：往前，依然石笋森密，仰天而

望，只有一线天，忽一石横卧一线天上，摇摇欲

坠，这就是有名的“千钧一发”，也叫“吓倒宋美

玲”。相传民国第一夫人到此一游，仰头观天，天

成一线，行云流水，危石欲坠，惊吓倒地．这虽系

夸张，其实不然：“千钧一发”处，果是令游人望

而怯步，速过而心惊胆战。再前，中有一泓，名日

“剑峰池”，石峰如剑．万剑齐指，直

插云霄，又剑影倒插，直入池水，形

影相映成趣，又是一番景致，朝前，

抬级而上，依稀可见群峰中绽出一朵

“莲花”．似“青水出芙蓉，天然去雕

饰”=令人心旷神怡。欲去攀“折”，

寻却无路．石峰峥嵘，鸟道罕迹，如要

攀援，须手脚并用．提心吊胆．大有

“匍伏而进”之状，斯文之气荡然无

存。历艰履险到达莲花峰，冷汗未干，

回头观望，似才觉胆战心惊，原攀援之

下，乃三十几米深壑。然经过一番风

险，稳坐莲花峰，座下行云流水，叉

似在仙境，倒也飘然舒坦；告别“仙

境”，游路迂同百转，曲径通幽处，奇

石可敲，其声“丁冬”，似山泉清流，

回荡山峪，其“幽”可闻其声。再拾级

而上，便是“望风亭”，在此可一览众

石林，似觉沧海横流，似觉森林莽苍，

气势磅礴，蔚为壮观。石林“雄、险、

幽”可见一斑：此为大石林，已命名景

点40余处．

}}r‘I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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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石林位于大石林东侧，与大石

林紧密相连。这里怪石各异。如走兽静

伏，似飞禽停立，像“唐僧西行”，还

有“悟空探路”⋯⋯各种天然造型惟

妙惟肖，栩栩如生。这些造型各异的石

景，当以“阿诗玛”为著。“阿诗玛”

是玉鸟池旁一座独立石峰，它酷似彝族

撒尼人民间传说中的美丽善良的撒尼少

女阿诗玛，那头上的“七彩包头”，背

上的“四方竹篮”，惟妙惟肖。它苗条

高挑，停立在玉鸟池旁，那绰约的风

姿，引得多少游客如醉如痴，流连忘

返。小石林因“阿诗玛”著称石林，

石林因“阿诗玛”而名扬天下。外石林

在大石林之外，方圆数里。这里怪石嶙

峋，异峰簇簇，有“万年灵芝”、“母

子偕游”等著名景点数十处。

乃古石林距李子箐石林6千米，距

南昆铁路石林站2千米，景区面积7．83

平方千米。乃古石林俗称石门、黑松林

等名，1985年被路南县人民政府命名为

“乃古石林”。 “乃古”，彝族撒尼

语，为“黑色、古老”之意。乃古石

林最早见诸于文献为元代，《混一方

舆览胜》载云： “石门，在陆凉西平

壤中，石笋森密，周匝十余里。大者高

百仞，参差不齐，望之如林。俯仰侧

直，千态万状。”民国《陆良县志》又

载： “和摩站有石峰，孤秀高耸，垒石

而成，四面峭石，狮蹲象状，百怪千

奇，每逢雪天，如玉笔直描云霄，瑶岛

琼林，天然绘图。”果然，乃古石林黝

石成林，莽莽苍苍，气势磅礴，“黑松

林”之称正恰如其状。从“入口”拾级

而上，抬头便见“石门洞开”，旁有巨

石横卧，酷似巨牙弃之路丛，民间俗称

“玉皇大地之牙”。穿过石门，古径通

幽，左有“金猪斗殴”，右有“梁祝相

会”。夕阳西下，“金猪”争食斗殴，

难解难分； “梁祝”相见相别，依依不

舍。真是鬼斧神工，惟妙惟肖。朝前顺

梯石而下，眼前一片开阔地，迎面却似

一股冷漠肃杀之气。因两边怪石兀立，一字排开，

绵延数十米，似两军对垒，怒目相视，剑拔弩张，

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游客经此，莫不胆战心惊。低

头寻觅，偶得箭簇，果是“古战场”。“逃离”险

境，却见“狮蹲观望”、“大象踯躅”，游人且不

去管，只顾朝前。曲径通幽处，只见一泓碧玉，玲

珑剔透，清新俊雅，人称“古林瑶池”。游人到

此，顿觉心旷神怡，清新幽雅。再朝前，便进入

“白云洞”。白云洞内钟乳怪石，形状各异。像玉

笋宝塔，玲珑剔透；像雪域雪莲，逼真动人；似悬

岩飞瀑，玉河流淌；似仙女起舞，翩翩动人。中有

一河，清澈见底，可见游鱼摆尾，自由舒坦⋯⋯乃

古石林是众多石林中惟一有石有洞的景区，正所谓

“地上游，地下钻”，地上千奇百怪，地下万态千

姿。乃古石林已被命名的景点有百余处。

四

石林神奇，除怪石嶙峋外，还奇在溶洞。县境

溶洞数不胜数，仅李子箐石林和乃古石林范围内便

有14个，故有“山山有奇洞，洞洞有奇景”之说。

较为有名的溶洞有大、小芝云洞，白云洞，祭白

龙洞，奇风洞等。溶洞内钟乳石玲珑剔透，造型各

异，似飞禽走兽，似天宫仙人，似农家田园，似西

天佛界，移步换景，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溶

洞多有暗河伏流，泛舟观景，情趣盎然。又石柱、

石峰遍布，故有“地下石林”美誉。更有奇异者，

乃马鞍山东侧一片石林奇峰间的“奇风洞”。每年

雨季，洞中便发出“呼哧”、“呼哧”的“喘息”

声，用泥堵洞口，瞬间被吹开，故称“会呼吸的奇

风洞”。

五
石林风景名胜除有雄、奇、险、幽的特点外，

还有“俊秀”的特点。俊秀在水。石林为喀斯特地

区，境内溶湖星罗棋布，美不胜收。较为有名的有

长湖、圆湖、月湖等。长湖位于李子箐石林东南10

千米，是著名的石林风景名胜区的重要景区之一。

长湖，长约3千米，宽300米，湖呈狭长形，故名。

长湖周围群山环绕，千嶂叠翠。绿黛之处着翡翠，

长湖青松亦成景。放眼望去，青松成林，莽莽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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