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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武康石的建筑与艺术》内容简介：武康石建筑用材是一种属于火山，喷出岩中的融结凝灰岩，它的
质地硬度适中，与古代采矿技术、生产力水平相适应。自然状态多数呈淡紫色，少数呈黄褐色，但表
面一经风雨侵蚀就氧化成美丽的紫色。在古代紫色象征着祥瑞，因此人们喜欢把这一类石称“武康紫
石”、这一类石纹理清晰，可以采伐成大型的各种建筑材料，同时也能雕琢出复杂的艺术图案。它略
具吸水性，湿润的岩体常有藤蔓攀援，苔藓衍生，给人以古朴之美。武康石是一种砂岩，即使加工非
常平整，表面仍具涩性，雨中踏于其上也不会滑溜，是古桥梁的优秀石材。在秀丽的杭嘉湖乃至长江
三角洲水乡泽国，用武康石构筑的古桥梁如同一道道紫色的彩虹，至今已经成为当地珍贵的文物古建
筑、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一方水土历史的见证。它不仅是沟通津衢之枢纽，而且承载着历史的重荷。
巍巍钱塘江百里捍海石塘，武康石与其他地区的多种石质的条石锭永固在一起，筑起抵御江湖的伟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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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建明，1953年5月生于浙江德清新市，祖籍海宁。1982年从文艺团体调入德清县博物馆工作
。1990-1992年在杭州大学文博专业证书班学习。从事文物工作20余年，现为德清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所
长，文博副研究馆员，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员，浙江省考古学会会员，浙江国际良渚文化研究中心特
约研究员，浙江省越国文化研究会理事，德清县民间艺术家协会副主席。曾在国家、省市级文博刊物
发表论文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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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初步的了解武康石，对结构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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