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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龙游石窟大型古地下工程洞室群科学技术问题研究》是作者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浙江省
科技计划项目和浙江省龙游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风景旅游管理局的资助下，自1998年至今所取得
的一系列有关龙游石窟研究成果的总结。
作者从工程地质力学原理出发，以严谨的文字和翔实的数据，为我们揭示出古代工匠们是如何在龙游
白垩系地层中，建造出具有浅埋特点的大型古地下工程洞室群的。
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有诸多科学发现。
例如：　　（1）他们发现，古人在为支顶平直斜顶而“设计”岩柱时所采用的具有熨斗底形横截面
的岩柱比面积相同的方形柱更为科学。
　　（2）他们还发现岩柱顶部具有美感的曲面斜托可以改善岩柱与被支顶的顶板之间的应力条件，
有助于洞室群的稳定。
　　（3）作者论证了古人在龙游石窟各洞室普遍采用的斜墙（即向洞内斜的墙）结构的科学性。
　　（4）作者找到了可以说明古人在建造龙游石窟时采用“先开挖，后在洞周雕刻图案”的两步施
工法证据。
　　（5）作者还在足够证据的基础上，发现了古人在洞室群的建造过程中所采用的符合当时生产力
水平的防水排水系统，其中包括雕刻在边墙上、造型独特的导水槽等。
　　这些可称为古工程科学技术亮点的科学发现，让我们看到古人在建造龙游石窟中所显示出的令我
们惊奇不已的智慧。
这些发现还清楚地告诉我们古人具有朴素的科学思想和高超技艺。
另外，由于龙游石窟也可看作为一比一的“模拟试验场”，通过对它的深入研究，将有助于工程地质
研究者和岩石力学研究者加深对岩体风化过程及长期岩石力学强度的认识，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研究
课题。
　　由于缺乏史料，在何人、何时、因何种原因而建造出这些宏大的古地下工程洞室群等有关社会科
学方面的问题，至今都未得到公认的答案，但该书如实地列出了来自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其他有识
之士提出的各家之说，并积极地参与讨论。
在分析讨论中，作者表现出一个科学工作者所应该具有的实事求是的作风。
他们相信，只要坚持科学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会有更多的科学发现，并逐步向历史真实逼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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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论述了一座可能始挖于西汉的大型古地下工程洞室群的工程科学技术问题。
其主要内容包括龙游大型古地下工程洞室群的开凿年代和开凿目的等考古学猜想及其文物价值评价，
洞室群分布区工程地质条件分析、洞室群古工程科学技术亮点研究、古人高超的勘测、设计和施工方
法、洞室变形破坏分析及充水对其稳定性影响分析、岩体长期强度和流变参数反演以及对洞室群的保
护问题等。
    有关研究成果不仅对工程地质学、岩石力学、地下建筑学等现代科学的发展有所启示，而且对现代
重要地下工程的设计、施工和有关的地质灾害防治有一定参考价值。
    本书可供从事岩石地下工程设计、施工、科研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大专院校工程地质、岩石力学、地
下建筑、采矿和旅游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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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艺术价值　　艺术价值是龙游石窟文物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如何研究它们的价值却十分困难。
根据谢辰生的观点，在各种文物中，大量的文物具有艺术价值。
不仅有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的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作品，而且还有出现在早期人类活动中的艺术
创作和带有审美意识的萌芽。
例如：在中国的原始社会，人类在为自己生存和生产需要而制作具有各种功能的生产工具和生活器皿
时，同时也就孕育了艺术。
因此，这些生产工具和生活器皿在造型和纹饰上都具有了一定的艺术价值，如彩陶纹饰不仅有写实的
图像，而且有像水纹、漩涡纹、三角形等抽象的几何纹。
尽管对这些纹饰的变化和它反映的社会内容与观念形态，有不同的见解和解释，但它毕竟是以艺术形
式来表现的。
另外，青铜器的造型和纹饰、各时代的陶瓷器、各种用于装饰和美化的工艺品，以及作为居住或其他
用途的宫殿、庙宇等各种建筑物等都具有艺术价值。
　　而在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和兽骨（包括象牙）雕刻品等也无不具有艺术价值，并被称为
“洞穴艺术”。
　　在讨论文物艺术价值时还将涉及美及作为它的学科研究的美学问题。
正如《洞穴旅游学》的作者陈诗才所述：“在古希腊，哲人一直在研究美，时至今天，全世界都将其
当作一门科学。
”但研究的总体水平，还是停留在“前科学”的婴儿床上，未能变成常态科学。
尽管如此，陈诗才的下列观点对龙游石窟艺术价值的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美是一些客观事物所具
有的，能被审美感觉反应及起放大作用的，经社会实践不断挖掘其完善性的一种特殊性态，科学美学
走向内在的统一”。
　　根据谢辰生和陈诗才等的观点，以及自己的审美观，作者认为龙游石窟既具有“斜顶加岩柱”这
种可作为艺术品欣赏的特殊地下结构，又具有丰富多彩的各种雕刻艺术，还具有充分体现科学与艺术
、力学与美学相结合的艺术亮点。
所以它的艺术价值是多方面的。
下面将从11个方面进行欣赏及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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