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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又称太华山，为我国五岳中的西岳。它山势雄伟，前

濒黄河，后接秦岭，奇峰突起，神韵天成。以险著称的华山，地

质现象复杂多变，地质科学内涵深厚，但长期以来，其地质特色

并没有在开发中得以彰显。我们从地学的角度，跟着地质专家游

华山——

《水经注》称华山“远望之

若花状”，的确，从远处眺望，

华山就像一朵盛开的莲花——中

间三峰兀立如莲心，周围群峰竞

秀似莲瓣，再加上山间常有白云

缭绕，恰如李白诗中所描绘的：

“白帝金精运元气，石做莲花云

作台。”

华山奇险的地质背景
华山以险峻雄奇闻名于天

下，北麓的玉泉院海拔425米，

与主峰2160米相对高差1735米，

平均坡度20度，青柯坪以上甚至

超过了40度。华山五峰，险峻异

常，为其他四岳所不及，攀登之

难更为五岳之首。

在距今6亿～10亿年前，华

山地区古老的变质岩隆起，形成

一块东西狭长的陆地；到距今

1.66亿年的燕山运动时，大量花

岗岩浆侵入于太古代太华群片麻

岩中，东西长21公里，南北宽约

6.6公里，面积1300平方公里，

呈岩基状产出；约在距今8000

万年前，由于燕山运动的影响，

华山北麓发生下陷，形成渭河地

堑盆地，南侧的秦岭断块山地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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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上升，东面的黄甫峪，西边的

仙峪等河流沟谷强烈下切，上覆

的太华群片麻岩遭侵蚀破坏，于

是华山花岗岩基脱颖而出。 华

山花岗岩多为悬崖峭壁，得益于

以下几个条件：首先，华山岩体

周围的古老片麻岩接触面较陡；

其次，花岗岩侵入体形成后，产

生了几组节理，走向近于南北，

倾角近于直立的节理裂隙及一组

水平节理非常发育，受风化侵蚀

后，有些岩块沿垂直节理脱落下

坠，形成悬崖峭壁；第三，华山

北麓东西向的秦岭山前大断裂，

为一倾角70度～80度北倾的高

角度正断层，两盘间垂直差异运

动非常明显；第四，新生代以

来，强烈的喜马拉雅山运动及新

构造运动的叠加，及华山岩体南

部东西向断裂带存在，北盘显著

下降，南盘强烈上升，使华山继

续拔地而起；第五，华山花岗岩

为中粒似斑状二长花岗岩和闪长

花岗岩，岩石致密坚硬抗风化能

力强，易造成幽深峡谷，悬崖绝

壁；第六，在两侧河流及新发育

起来的华山峪的强烈侵蚀下切，

华山终于变得陡峭无比。

 悬崖峭壁步步皆险
从玉泉院出发，南行进入华

山峪，峪长约5000米，南北走

向，两边尽是悬崖峭壁，是流水

沿花岗岩垂直节理形成的“V”

字形峡谷，谷底宽5～10米，局

部称一线天。南行约1000米，

溪涧中见一块约10米见方的花

岗岩石，两侧镌刻有醒目的“鱼

石”两字，鱼石南侧，可见一条

大约北东一南西的花岗岩接触带

界线，南东边色淡，肉红色，为

花岗岩，北西边色暗，为太古代

的片麻岩，生成时代距今约有25

亿～36亿年。越此界线便进入华

山花岗岩体中，该岩体很年轻，

在中生代燕山期生成，距今为

1.66亿年。

过五里关，经桃林坪、张

超谷、聚仙坪到希夷峡。从此西

折而上，见两块花岗岩巨石撑架

中空，形成一处三角形石隙，这

就是华山著名景点——石门。东

边的山崖上，花岗岩好像直立成

层的沉积岩一样，一条条宽窄大

体相同，岩石脱落下坠，形成石

槽，尽显花岗岩的顶部混染相，

是老地层被岩浆重熔的证据。

经青柯坪东折，行约千米，

前面的悬崖绝壁挡住了登山者前

进的脚步。猛抬头，但见石崖上

刻有“回心石”三字：不少游人

见此，仰望前面，高峻的石壁，

极难攀登，就此回身折返。征服

险峰者属于那些勇于攀登的人

们。从回心石向上，就是登华山

的咽喉所在——千尺幢和百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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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

千尺幢，华山第一险。在

两侧峭壁当中，状如刀刻锯截的

南北向垂直裂隙发育而成的小冲

沟内，凿有265级石阶，坡度58

度，每个台阶都又陡又浅，只容

半足。游人只有脚手并用，才能

上到千尺幢的顶端。

从千尺幢北转的又一架天

梯“百尺峡”，为华山第二险

境。在这30多米近于直立的石壁

上，凿有石阶102级。这里的坡

度更大，达62度，攀登者均需弯

腰脚手配合，爬行而上。快到峡

顶时，在似乎欲合的两壁中，夹

有两块巨石，形若鱼脊，游人到

此抬头看到这样两块即将下坠的

危石，必会胆战心惊，难怪有人

在这块巨石上镌有“惊心石”三

字。

五峰拱卫莲花竞秀
华山古称“花山”，其五峰

就如盛开莲花般耸立。

云台峰也称北峰，海拔1614

米，在华山五峰中最低，位于主

峰之北。峰上依山就势建有真武

殿、无量庙等道教遗存。

老君犁沟，有石阶453级，

传说为太上老君驾青牛犁成。其

实，老君犁沟实为降水沿南北向

节理侵蚀形成的槽沟，再经人工

开凿而成磴道。爬上老君犁沟顶

端，便到横翠崖。此地路分为

二，左转向南，可登上“聚仙

台”，崖间凿洞，洞洞相连，依

洞筑观，周以楼台而成道院；右

转向北，为节理形成的陡壁，草

木不生，裂隙全无，道路险绝。

玉女峰为中峰，峰西侧是一

块洼地，约百十余亩，海拔1880

余米，两条小溪汇合于此，久雨

或大雨后，溪水直捣北崖，形成

了壮观的玉女峰瀑布，落差达

500米。

从玉女峰北侧可直攀朝阳

峰。朝阳峰海拔2090米，峰头斜

削，绝壁千丈。峰顶有朝阳台，

是观日出的地方。而峰上最著名

的奇景是“仙掌”：黄白相间的

花岗岩石纹，形如巨掌，高数十

米，人称“华岳仙掌”，为陕西

关中八景之第一景。从山下华阴

一带远望，东峰绝壁上的巨掌，

五指分明，愈看愈像。

仙掌是怎样形成的呢?从岩

石学角度寻找其成因，应该是较

年轻的燕山期花岗岩露出地表以

后，经风吹、日晒、雨淋及地震

活动的影响，促使岩块首先沿着

垂直节理坠落，形成一个光脊的

峭壁，其后沿另一组垂直节理坠

落，又形成了长短不一五指状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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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这便是“华岳仙掌”的来

历。 朝阳峰的东南方有一孤峰，

低于东峰约200米，峰头有亭，

并有铁棋盘一局。秦昭王与天神

及宋太祖赵匡胤与陈抟祖师对弈

卖华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从

东峰到博弈亭无路可通，必须经

过一段高六七十米上凸下凹名叫

“鹞子翻身”的悬崖才能到达，

一般游客不愿去冒这个风险。 从

朝阳峰西南行可攀登落雁峰。它

是华山主峰，海拔2160.5米，与

东西两峰左右接，形成靠椅形，

南侧绝壁千丈，为一断层深壑，

与稍远的三公山和三凤山相隔，

更显华岳的孤峰突兀。 由落雁

峰北行，可登莲花峰，此峰因峰

顶有石叶酷似莲瓣而得名，海拔

2083米。三面临空，十分幽奥，

是华山诸峰中最为险峻的一个。

莲花峰上有一条状巨石，长约

30余米，断而为三，石前有一条

0.66米宽的石缝，这就是著名的

“斧劈石”。神话中三圣母就压

在这块大石的中间。在斧劈石的

下面，还有人竖了一把2米多高

的月牙铁斧。其实，斧劈石的两

条“斧痕”，是沿着节理面裂开

而形成的，巨石下的那条石缝，

是沿另一组节理面裂开，经长期

风化作用而形成的。

 冰川刃脊苍龙岭
在北峰，还有一处相当著名

的景点——苍龙岭。

苍龙岭，因其状似苍龙腾飞

而得名，长1500米，高百米，

宽约米许。登山之路就在岭脊

上，坡度达45度左右，两旁悬崖

深沟，深不见底，它是通往东，

南、中、西诸峰的必经之道。在

“骑岭抽身、渐以就近”的脊背

上凿有384级石阶。苍龙岭又称

“夹岭”、“握岭”，意思是

说，在人工修凿石阶之前，人们

只能趴在岭脊上手握脚夹匍匐前

行——足见苍龙岭的险峻奇特。

据地质学家考察，苍龙岭

是条分水岭，为第四纪冰川沿坡

后退所形成的刃脊，再加上两边

流水侵蚀，地震作用，使岩体沿

垂直节理面崩塌，就形成如此陡

峻的脊岭。相传，唐代文学家韩

愈夜游华山，到苍龙岭中间，吓

得脚手发抖，就写了绝命书投下

山去，幸被樵夫所救，才得以活

命，故岭尽处崖上刻有“韩退之

投书处”六字，至今尚存。

苍龙岭是典型的冰川刃脊，

而其他浑圆状、馒头状基岩巨石或

山峰，则为“花岗岩球状风化”现

象，它们的成因同花岗岩本身具有

三组互相正交的节理有关：当被三

组节理切割成正方形或长方形的岩

块后，四个棱角最易于风化受外营

力的作用，千百万年后，正方形岩

块，慢慢变成球状，长方形的岩石

块则变成椭球形。

如今，西岳华山的开发与建

设正向着科学的方向发展：景区

内现存的20多座道教宫观修葺一

新；72个石硐和500多处精妙绝

伦的摩岩石刻都一一得到有效保

护。不过，地质现象和地质意义

都十分突出的华山，至今还不是

地质公园，其蕴涵的许多地学知

识还无法得以普及，不能不说是

一个巨大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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