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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山石碣海蚀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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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山镇如今是一个远离海洋的区

域，这里有著名的南国桃园群山，是南

海中部的“高点”。然而，在远古时期，

当南海有许多地方还被海水覆盖的时

候，狮山镇石碣社区一带是当时海湾岸

的浅水地带。当海水渐渐外退，往昔的

海岛得以浮出水面，如今的小山丘才得

见天日。

在石碣海蚀遗址，走近一看，会发

现石头表面有许许多多的侵蚀小孔，礁

岩上还可以觅见当时海生贝壳的斑斑

残迹。经考古学家确认，石碣的海蚀遗

迹形成于“中—晚全新世海进”时期，发

现了以蓝蚬、蛤蜊科为代表的海相贝壳

层，而石头上的小孔其实是“海蚀洞”，

是4000多年前不断被海水冲蚀所形成

的，从海蚀洞的方向还可以判断出海的

方向。

这些石块是硅质石灰岩被海水侵

蚀而成，石块坚硬无比，其中海蚀崖高

10米，铁骨峥嵘，陡峭非常，仿如凌空凸

起。西南侧更是被海水冲击成3个深达

2米、高约3米的海蚀洞，洞内还有许许

多多的小洞，前方还有宽6至15米的海

蚀平台，台上有几根高1至2米的海蚀

柱，蔚为壮观。

石碣社区导赏员江灼妙介绍，石

碣海蚀遗迹现屹立在石碣社区东北

侧，东向展布长约200米、宽20余米、

高8~10米，分南北两丘，南丘已被石

碣社区居委会装饰为公园。记者在现

场看到，石碣海蚀遗迹南丘周边设置

有凉亭、小桥，目前是狮山镇的“最美

打卡点”之一。

“以前老人家一说‘石山’，那就都

知道是哪里了。”石碣社区党委委员孔

丽兴说，期待有更多人来了解海蚀遗

迹，感受这里曾经发生的变化。

珠江三角洲从古至今的变迁，一直

是地质专家关注的焦点，海蚀遗迹对其

研究而言如同一个“活着的证人”。据

查阅资料，目前地质专家已分别在广

州、佛山、中山等地发现了海蚀遗迹，每

个城市少则一处、多则几处，比较稀有

罕见。而石碣海蚀遗迹是现如今珠三

角保存最完整的海蚀遗址，也是目前发

现的佛山境内幸存的唯一海蚀遗址，对

于地质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4000年沧海桑田的见证

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彭燕燕
通讯员陈易卓

走进南海区狮山镇石碣社区居

委会大院，一进门就会被眼前的奇

景所吸引。这里有近百年的榕树，

树下一排横贯南北、连绵百余米的

“怪石山”犹如崛地而起的石头屏

障，它们呈深褐色，犹如雕塑一般，

有的像雄鹰，有的如蟾蜍。

据2000年出版的《南海县志》

记载：“松岗石碣村的海蚀岩乃古

海岸遗址，既是海陆变迁的见证，

又是地壳运动或海面变化的标

志。”石碣海蚀遗迹是目前发现的

佛山境内幸存的唯一海蚀遗址，对

于地质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石

碣海蚀遗迹的保护，也见证着石碣

社区乘着实施“百千万工程”东风，

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

据了解，石碣海蚀遗迹还影响

了石碣社区取名。史料记载，石碣

有着800多年历史。此外，村中还

一直流传着孔子第55代孙来此落

户开村的故事。当下，在这个有着

6200多户籍人口的石碣社区中，孔

姓人士占了八成，这里也是珠三角

最大的孔子后裔聚居地。

目前，石碣社区保留着开村太

祖的大祠堂，按照孔氏家庙的格局

来建造，古朴雄伟，祠堂内还供奉着

孔子塑像。与一般祠堂沿用姓氏作

为堂号不同，该祠堂的堂号为“阙里

旧家”，“阙里”指的是春秋时期鲁国

的孔子故里。

在石碣海蚀遗迹的见证下，石

碣社区曾出过多名进士、举人，经济

社与巷子的命名都有着丰富的文化

内涵，如亲仁村、亲义村、诗礼巷、亲

仁里等，反映着儒家所倡导的仁、

义、礼思想。

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如今的

石碣社区每年都会举行祭孔仪式、

开笔礼、醒狮会等活动。今年，“崇

德立志”2024年开笔礼、第二届孔

子文化艺术嘉年华等活动相继在

这里举行，数百名学童在崇文尚

学、书香延绵的古祠堂中学习中华

传统礼仪。

石碣种植西瓜已有200多年历

史，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石碣西

瓜已家喻户晓，大量销往广州、香

港、澳门等地。近年，在狮山镇委镇

政府指导下，石碣社区以西瓜为媒，

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

今年6月，狮山镇还在石碣社区

举办2024年狮山镇首届西瓜文化

旅游节，结合孔子文化、古海岸遗

址，全方位宣传展示大桃园产城活

力区的生态农业和文化旅游资源，

全力拓展“文化+农业+旅游”等新

业态、新模式。

石碣社区党委书记孔焕峰表

示，社区将持续挖掘村中的资源，

依托孔子文化等，不断创新乡村文

化的表达方式，丰富乡村文化的内

涵，以农文旅融合发展赋能“百千

万工程”。

以石碣为名开村800年
用好农文旅资源谋发展

石碣曾被海水吞没
幸存遗迹被称“活着的证人”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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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碣社区导赏员江灼妙（左）介绍石碣海蚀遗迹的相关情况。
/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谭铭恒摄

石碣社区是珠三角最大的孔子后裔聚居地。图为该社区举行开笔礼。/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彭燕燕摄

石碣海蚀遗迹现屹立在石碣社区东北侧,南丘已改造成为公园。/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彭燕燕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