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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县地方志丛书》说明

《丛书》由县内有关单位于1986年为新修《南海县

志》提供资料而先后编成的专志所组成。它有为编纂单

位积存资料的任务，因而带有部门志的性质。考虑到县

志总纂时，总不可能把专志的所有资料都收录进去，故 ．

决定把它们以丛书的形式出版，以补县志资料可能过简
一 ⋯

的不足。 ·

专志量多而且内容广，要详细审查验收有困难，只 ·

好交由办公室加强编纂辅导，并着重从政治观点、志书

体例方面进行最后把关，其他方面则由编纂单位负责o

《丛书》以铅印或油印两种形式成书出版。纳入《丛

书》出版的专志预计有60本。但版本大小、印刷形式和

数量，发行范围等，均由编纂单位决定，原定的计划也

可能会变化，因而这里只能列举已经出版的书目，到最

后一本出版时才能宣告《丛书》出版完毕o

《丛书》现已出版的书目如下。
‘

南海县水利志(16开铅印本)

南海县体育志(32开铅印本>

南海县水运志(16开铅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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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县外汇银行志(16开铅印本)

南海县建置志(16开铅印本)

西樵山志(大32开铅印本)

南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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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编纂时曾阅览清罗国器《西樵山志》、清

刘南龠《西樵游览记》和清黄亨《白云洞志》，旧景及

明清诗文题刻，多从中选录。其后增辟的胜景，题咏和

旅游设施，经实地采访搜集增入。

二。考古部分是旧志所缺，本患新录。对西樵山遗

址的性质、年代，iq前说法已渐趋一致，但仍有分歧。

选录时一一择出，篇题附载于后。

三，时贤于山中讲学或肄业，其迹虽泯，其事应传，

故按旧志摘录，使阅者有迹可寻。

四，本患大事记详’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前

资料搜猎不多，只举其要。

五、清以后描述山中胜景的鸿篇雅咪，或有访求未

尽者，有待今后续补。

六．．本志人物传略，均是山中久居，有迹可手，或

在山上有建树的名贤雅士。至于游踪暂短者，只录其诗

文，不列传略。

七，山中动植物种类繁多，仅蚱蜢即有30多种，本

志谨录其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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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经济效益部分条蔓繁复，本志只收旅游业和山

中农场部分·



第一章概

西樵山——珠江三角洲上的宝卷，岭南山水中的明珠。

在全国庞大的山系中，西樵山属“小字辈炉。论高竣，不及

秦岭，论雄浑，无敌泰岱，论奇险，远输太华。难怪写下40卷

岱水经注》的郦道元与它缘悭一面，就连“天下名山皆留迹"的

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也与它失之交臂。但是，o山不在高，有仙

则名"，西樵山的钟灵毓秀，奇丽妩媚，七十二峰，美的造型，

奇崖凝翠，美的画屏，湖光蚰云，美的风韵，泉流瀑晌，美的歌

声，曾牵动过多少文人墨客的情思，使慕名而来的旅游为之驻

足，为之倾倒，留下了。南粤各山数二樵修的美誉。

’西樵山挺立于南海县的西南部，东经112。587，北纬22。557，

山体如莲峰簇瓣，山周近圆形i直径约t公里，面积14平方公

里，山峰高度多在海拔300米上下，主峰大科峰海拔344米。山体

东界沙头镇，南接九江镇，西北为西樵镇，东距广州45公里，距

佛山27公里。山麓遍布扇形堆积，前沿与珠江平原连成一片，四

周河涌交错，一望平畦，尽是商品经济发达的鱼米蚕桑之乡。

西樵山是一座古火山丘，它的断崖绝壁，回溪叠壑，记载着

古火山活动的情况，铭刻着人类早期战胜自然的卷辉业绩。在西

樵山面前和山．上丰富的文化遗存里，多少人的思绪长出了翅膀。

飞向那四五千万年前的渐新世与始新世以及古人类在山上打锚

石器走向文明的遥远的年稚。西樵山文化刀被称作是珠江流域
t



从野蛮通向文明的灯塔。

西樵山之名，由来已久。“樵"，是打柴的意思。传说古时

广州人往东面的罗浮山采樵，罗浮山谓之东樵，往西面的山采

樵，这个山就叫西樵。

西樵山又叫锦石山。因峰石色灿如锦得名。

西樵山又Hq仙山。传说唐末和南汉时有仙姑和道人居山修道

炼丹，丹成羽化腾云而去。

西樵山又叫茶山。晚唐诗人曹松曾隐居山中，教山民种茶焙

茶，从此茶畦满岭，因茶得名。

西樵山又叫理学名山。明正德，嘉靖年问，学者湛甘泉，方

献夫和霍韬等在山上设院讲学，探求心性，时人称之为理学。

名山，是文人荟萃、卧虎藏龙之地。一座山，一部兴衰史。

西樵山从唐代开始，便为文人方士所看中，他们或则在山中建寺

庙，舔供桌，将心迹寄托，或则开坛设课，渴望荣升金榜，乌纱

顶戴，或则萧然物外，优游林下，作画吟诗。有明一代，山中文

人辈出，科名鼎盛，蛾冠满岭，博带拂云，主蜂大科峰和山下官

山墟由此得名。山上留下的许多亭院楼台和摩崖题刻，正是当年

披在西樵山上的珠玉缨络。

西樵山成为旅游风景区，大抵始于宋而盛于明清，宋人有

‘‘碧玉峰边多胜迹，西樵奇胜岂虚传打的咏叹。明清之季，岭海

的文人雅士如陈自沙，吴廷举、李子长、欧大任，戚继光、陈子

壮，陈恭尹、黎筒，朱次琦、康有为等无不纷至沓来，循旧踪，

辟新境，建亭台，构园栽花，使景点从山的中南部拓展全山。西

樵云瀑，成为清代的“羊城八景"之一。民国期间，景物添置甚

少，旅游设置管理，多属私人、文学团体或会道机构。新中国成立

后，回到人民手里的西樵山，得到精心的装扮。1951年人民政府发



动民工在山上广朗坪西北筑起巨埂；，供设了天湖景观j稳定了云

瀑的流量，1952年着手在山下兴建官山大闸，把小围合成樵北大

围，形成一个防洪、排涝、蓄水、防旱的系统工程，为西樵山周

围地区的农业增产创设了条件，使西樵山像虎踞龙盘一样雄峙于

这个新建的大围之中，不再看到山洪暴雨给山下人民带来田舍尽

淹的灾难，1957年人民政府组织人力到山上绿化造林，使西樵山

树密林荫，花香果硕，保水固土，涵养水源，出现了新的生态平

衡，山里泉歌瀑响，上下交呜，西樵山被誉为“会唱歌的山一。

1958年成立了西樵林场(现名西樵山农场)，增植林木，加强了

对林木的管理，同年成立了西樵山旅行服务社(现名西樵山中国

旅行社)，负责办理旅游业务及景点的管理、建设和修缮，许多旧

景得以修复，不少新景和游乐园地相继出现，当中天湖公园的建

成和山下白云湖的增辟，更使西樵名山雄姿英发，丰润多情，敞

怀迎接来自四方的游旅，1982年，登山大道经过整治，加宽了路

面，铺上柏油，游人不需扶杖攀登，驱车可达山顶。1986年成立

了西樵山风景区管理处，建成广东省第一条斜拉索式的西樵大

桥，客运索道也于同年通车，现代化的宾馆旅舍在云崖下如群花

盛放，山上山下处处可以捕捉到诗的韵意和画的题材。据1988年

不完全统计，西樵山中国旅行社接待国内游客119万人，接待华

侨和港、澳同胞5万多人。当年8月1日，经国务院审定公布，

把西樵山列为全国风景名胜区之一。同年11月11日，在“广东旅

游好世界评选大赛’’中，西樵山当选为全省最佳风景旅游点之

‘‘-．0

现在，西樵山更加挺拔巍峨，清幽怡悦，山花含笑，山泉放

歌，初步形成了一整套盆景式的假石山的布局。1989年，西樵山

风景区管理处根据西樵山的自然环境和旅游资源，编制了西樵山

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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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区的总体规划，把西樵山划分为十大景区，分期整饰，逐步

完善，使西樵山成为屹立在珠江三角洲上的一尊俏丽多姿的雕

像，以显示中华河山的无此壮美与社会主义文明的绮丽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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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自然环境

第一节地质地貌(峰岩台石>

西樵山是古火山，在珠江三角洲还是一个古海湾时，有一次

火山爆发，喷出大量岩浆，在海水里凝结，成为一个锥状的山

体。以后，山体上又出现了几次岩浆喷发，在大锥体上架叠着许

多小锥体，形成峰峦簇拥，好像出露在水面上的莲花。以后，珠

江冲积平原形成了，海水后退了，西樵山一变而成陆地上突兀丽

起的一座山，长出青草绿树，栖息走兽飞禽，翻开了珠江三角溯

上古老的史页。 ．

． 往事越千年l西檐山的火山活动。经过新中国建立后的地质

考查．采用钾～氩法测定同位索年龄值为4500万一5100万年。构成

山体的岩石是一套复杂的火山岩类，从岩石的化学成分来看，主

要是碱性系列和钙碱性系列，是一种sio,C二氧化硅)不饱和盼

岩石，石英含量不多。从岩石结构来看，以火山角烁岩，凝灰岩

和粗面岩为主。 ．

租面岩呈灰色，灰绿色，风化后带紫色、粉红色及灰费

色。岩石普遍由基质和斑晶两部分组成。斑晶以板状透长石为

主，，大小一般3—4毫米，可见少量长柱状角闪石，定向排列梅

成典型的粗面结构，反映了火山熔岩固结时的流动方向。第一代

的透长石，多已蚀变为粘±矿物。晶形较完整的多为第二世代。

‘|f．_嚏¨．ht．．，‘，。，#1．：：



基质是细小的透长石、角闪石，云母和磁铁矿等，粒度0．1一O．3

毫米不等。粗面岩主要分布在山的周围，是构成西樵山的主体岩

石。

火山角砾岩呈灰色、灰白色，以凝结火山岩碎屑为主，出

露在大科峰东至东南的小科峰、聚云峰，狮脑峰、丫髻峰和旋峰I

山麓。狮脑峰与腾云峰有火山集块岩。

凝灰岩呈灰色、灰绿色。在大波斯岩洞内可见凝灰岩被水

溶解后再凝结成乳白色的小石笋。灰绿色火山凝灰岩分布在山的

东部鸡镇峰东麓。山西部的玉廪蜂，凝灰岩呈水平层状。

山中部龙泉峰，铁泉峰，燕巢峰的粗面岩节理中填充有黄褐

色的霏细岩脉。

山东部火石磋和旋峰东北麓一带分布有黑色或灰黑色的燧石

和半透明的玛瑙石。

三星岗环山沟剖面和马鞍岗西麓出露沉积砂岩，产状不明．

显。东北部的浦口蜂、黄旗峰和睡牛峰属沉积砂岩地层，产状为

东北走向，倾斜东南，倾角15。一30。，局部岩层呈水平状。

西樵山有褐铁矿和硫铁矿。褐铁矿分布在狮脑峰，金钗峰，

呈黄褐色小脉状填充在岩石节理中，含铁品位为30％一35％，无

开采价值。硫铁矿呈黄色星散状分布在浦口峰，黄旗蜂和睡牛峰

西坡的灰蓝色岩石中。1953年南海县地质队以浅井，平巷掘进勘

探，在鸡镇峰东南的平巷里发现硫铁矿脉已全部风化。

粗面岩和凝灰岩风化后形成的土壤含钾、磷、氮养分，土壤

肥沃，植物生长茂盛。

风景地貌西樵山属火山粗面岩地貌，孤蛸挺拔，峰峦林

立，参差有序，主峰大科峰居中，山体近圆形，状如莲花复合。．

在海拔170多米处，坡度有明显转折，．上坡陡峭，下坡较缓。山

G



麓周围广布第四纪的扇形冲积层。粗面岩经风吹雨蚀日晒冷冻等

侵蚀和风化作用，造成峰峦秀丽，奇石错布和岩壑幽深的天然奇

景。峰峦有72l ·

． ．

大科蜂雄拔居中，是山的主峰，四周群峰拱拜。海拔344

米。

小科蜂大科峰东。海拔316米。

虎头蜂大科峰东北。飞峙直出，下瞰碧云村。海拔285米。

胡琴蜂虎头峰东。状如横琴，东有龙岩。海拔287米。

聚云峰 又名齐云峰。小科峰南，耸立云谷左。海拔296米。

麝云蜂 聚云峰东南。海拔290米。

狮脑蜂聚云峰南。海拔正98米。麓多采石矿穴。··

丫■峰狮脑峰东。东西两峰并峙，似翠鬟一双，秀矗云

表，教又名双髻峰。海拔252米。

骢马蜂 丫髻峰上。怪石突兀晦蝾，矗立似马鬣。海拔259

米。
‘

碧云蜂从大科峰东出．，高与大科并肩。海拔329米。峰峦

翠黛，故名碧云。西北为后背冈，左为宝盖峰，右为蛇头冈，、巾

为沈大山，北为双案蜂，环而成洞，称翠岩。

舅子蜂碧云峰东南。海拔132米。其势似狮子耸腰起舞。

前有小土堆，称狮球。

旋蜂狮子峰前。峰峦回旋如舞，翠竹满岭，翠蛐回环，故

又名罗伞岗。海拔133米。前有蚺蛇岭，怪石蜿蜒奔下，似蚺蛇

掉尾。
’

黄云蜂碧云峰北。海拔311米。与碧云、紫云、翠云三峰

并峙，高标天际，号称樵山东四峰。

紫云蜂黄云峰北。海拔319米。陡削似卓笔，早晚云从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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