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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石山丹霞地貌地学成因史话
!

杨志坚
（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江苏南京 "7%%78）

! ! 摘要：韶石山丹霞地貌的形成是经历了河湖盆地堆积—红岩抬升成台地—江流再冲刷剥蚀

的全过程，是晚第三纪以来产物，已有 "%%% 余万年的演变历史。韶石山山水环境佳绝，新石器

时代已有先民生息，历代多名人赞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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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韶石山的丹霞地貌成因，古代有过种种的神话传说，但毕竟不是科学。从地球科学角度

探索，韶石山地貌的形成，大体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首先，地壳断陷成河湖盆地，周围山区

破碎的岩屑源源被江流搬运充填堆积；随后，地壳运动使湖盆红色岩层抬升成高原台地；然

后，山区江流又对高原台地冲刷剥蚀。这种江流的“自蚀其界”，从而塑造了丹霞地貌景观。

粤北丹霞地貌是晚第三纪以来产物，已有 "%%% 余万年的演变历史。

7! 红岩绿水千万秋

人类居住的地球，已经诞生约 &8 亿年。世间的一切事物，都在变化，地球（ 壳）也在不

断运动和演变。现在地球上的崇山峻岭，洪荒时代曾经是茫茫沧海；而今天的汪洋大海，在

遥远的未来，也会升成高山丘陵，这就是我们先辈所说的“沧海桑田”。唐朝白居易在《浪淘

沙》诗词中写道：“白浪茫茫与海连，平沙浩浩四无边。暮去朝来淘不住，遂令东海变桑田”。

地球在漫长的演化历史中，不知经历过多少次沧海桑田的变迁。自然界的沧海桑田，正好比

人类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是要通过战争来完成的，时间是几个月、几

年、几十年。而地球的改朝换代，则是以“地壳运动”来实现的，时间是数以万年计算，是相

当漫长的。地球科学家将地球历史的朝代划分为许多的“ 代”和“ 纪”、“ 世”，越老的代，间

隔时间越长，越新的代就越短。太古代，约自地球形成至今 "& 亿年；元古代，距今 "& 亿年至

8 亿年；古生代，距今 8 亿年至今 "6 # 亿年；中生代，距今 "6 # 亿年至 8#%% 万年；新生代，距今

8#%% 万年以来至今。元古代以来的各代，又进一步划分为若干个纪。代与代和纪与纪之间

的变换，是由地壳运动造成的。能直立行走的人类祖先—猿人的出现，只不过是距今 #%%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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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晚第三纪晚期至第四纪的事。人类是万物之灵，所以地学家称第四纪为灵生纪。在人

们看来，几百万年是相当漫长的了，然而只相当地球年龄的 ! " #$，如果将地球年龄当作天，

而从类人猿进化到今人，只相当最晚的 !% 分钟多一点。

!& !’ 沧海横流荒原成泽国

粤北地区由于被古生代以来形成的各种岩层和中生代岩浆岩所覆盖，太古代和元古代

的岩层，绝大部分没有曝露，所以只能追溯到元古代最末一个纪—震旦纪（ 距今 ( 亿年以

前）以来的演变史。

南岭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域，自震旦纪以来，曾经出现过两期沧海横流覆盖苍茫大地的环

境。第一期，是地史上的震旦纪至早古生代志留纪（ 距今 ) 亿年至 * 亿年）。目前，粤北出

露的最老岩层，是梅岭和武江乐昌峡出露的变质岩。这几亿年的漫长岁月，都属于海槽环

境，沉积生成了砂页岩夹碳酸盐类岩层。志留纪末期发生的“ 加里东地壳运动”，岩层褶皱

隆起成了南岭山系，并有花岗岩类岩浆侵入，岩层亦经受变质，沧海一度变为桑田。第二期，

是晚古生代泥盆纪至中生代三叠纪早期（约 * 亿年至 $ 亿年）。泥盆纪初期，还维持陆地环

境，经过长期的风化剥蚀夷平，原来的一些山岭丘陵已准平原化。泥盆纪晚期开始，海水入

侵，覆盖面越来越广，粤北又成了茫茫沧海。与前期不同的是，主要为浅海台地环境。那时

候，气候温暖，海里石燕、珊瑚等无脊椎动物繁茂；其间也曾出现海退成湖泊沼泽的环境。如

今粤北地区广泛分布的石灰岩、白云岩及一些煤层、砂页岩等，就是这个地史阶段沉积生成

的。三叠纪晚期，发生了“印支地壳运动”，岩层褶皱隆起成山岭丘陵。粤北乃至中国东南

部，在印支运动之后，海水先后退去，成为陆地世界。

!& $’ 龙的时代与山间盆地

地球历史的中生代（包括三叠、侏罗、白垩纪），地学家称之为“龙的时代”—爬行动物的

世界，地球上的恐龙就在这个时代繁衍而称霸海、陆、空。印支运动之后，粤北地区延续了近

亿年的滨海、河流、湖盆、沼泽的海湾—盆地环境，时代是晚三叠世—侏罗纪，有些煤层就在

这个阶段生成。发生在侏罗纪到白垩纪的“燕山地壳运动”旋回，是多期次的，大体可分为

早、中、晚三期，是中国东部乃至太平洋西岸的一场比较强烈的地壳变革。地壳断裂纵横交

错，并伴随地下深处的岩浆上涌侵入和喷发；可以说是地壳的大动荡时代。

在早白垩世末发生的断裂影响下，晚白垩世开始，粤北地区出现了内陆山间断陷盆地。

当时的原始盆地，主要有两大块，在东北部有“ 丹霞—南雄—信丰盆地”，面积较大，不小于

$ +++,-$，呈狭长形，后来受近南北向断裂影响，才分割成丹霞盆地和南雄—信丰盆地。北

边有“坪石—宜章盆地”，面积稍小，也有数百平方千米。两大盆地都由相邻两个“ 代”的红

色岩层组成：下层为中生代末世—晚白垩世（距今 ! 亿年至 (%++ 万年）的泥、砂、砾堆积层，

称“南雄群”。上层是新生代第一个纪—早第三纪（距今 (%++ 万年至 $%++ 万年）堆积的砂、

砾岩层，称“丹霞群”。两代之间隔着一期换代的“燕山晚期地壳运动”。

粤北内陆断陷湖泊盆地形成演化过程中，盆地持续缓慢下沉，周围山岭岩层风化破碎的

泥沙、卵石，源源不断被放射状缓流冲到湖盆充填，大气降水和湖泊蒸发量大体持平，所以没

有多余的流水外泻。经过晚白垩世 .+++ 多万年漫长岁月，终于堆积了砂岩、砂砾岩夹页岩

等河流湖泊地层，总厚度 $+++ 多米南雄群。那时，内陆气候炎热干燥，雨量偏少。湖滨繁生

着爬行类恐龙等和高大植物；湖泊河流有龟、鱼、鳖、螺、蚌、介形虫和轮藻等动、植物。后来

只有极少的动植物有幸保存在岩层中，成为今天的化石。泥沙中富含铁、锰等黑色矿物，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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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长期的强氧化后，逐使岩层染成红色。白垩纪末的地壳运动，湖泊一度干涸抬升，爬行动

物恐龙等，因天灾而从此绝灭了，未能生存到新生代。所以南雄、始兴发现的南雄群中的恐

龙、恐龙蛋等遗迹化石，是我国发现恐龙遗迹化石时代最晚的，堪称为“ 末代恐龙”。因在

滇、川、鲁、黑、蒙等省区恐龙是三叠纪晚世至侏罗纪的，所以，粤北地区的南雄群红色岩层，

对于恐龙的演化和灭绝原因，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目前仅在南雄和始兴境内发现恐龙遗

迹化石，而南雄群红色岩层，在锦江下游两岸和韶石山低洼地区大量出露，是寻找恐龙遗迹

化石有希望的地域。

新生代早第三纪中期开始，周围山区从缓慢抬升到急剧上升，原来的断陷湖盆继承发

展，又边沉降边接受山区洪流冲来的卵石、砂粒，碎屑物的颗粒变粗，砾石较多，多属于洪积

相。又经历约 !""" 万年的间歇堆积，红色块层状砂砾岩、砾岩和砂岩的厚度，也接近 #$""
%。泥沙中除含铁、锰质矿物把泥沙染红外，还有多层含钙质（碳酸钙—石灰质和硫酸钙—

石膏质）的砂岩。是否还有岩盐夹杂其中，值得研究。后经受含碳酸气的流水淋滤溶蚀，石

灰质和膏盐成分溶解消失，原来的砂岩成散沙被冲走，故而丹霞群红岩中岩洞广泛发育，成

为粤北地貌的特色奇观之一。

总观，晚白恶世和早第三纪两个地史时代，经历时间 &$"" 万年，而所堆积的红色岩层累

计厚度 ’ """ ( ! """ % 。每 # 万年所堆积成岩的厚度约 ") $ %，可见红色岩层来之不易。

早第三纪末，地壳又发生了“喜马拉雅地壳运动”。这期运动也彻底改变了粤北地壳面

貌。山岭急剧抬升得更高，湖泊盆地也随之升起，湖水又干涸消失了，红色岩层也成了高原

台地。地壳运动之后的晚第三纪（距今 *$"" 万年至 ’""" 万年），粤北山区气候逐渐变的潮

湿多雨，气候温暖，植被茂盛。由于 *""" 多万年以来粤北山地一直处于缓慢抬升的剥蚀环

境，所以也缺失了晚第三纪这个地史阶段的泥沙堆积层。

#) ’+ 江流是丹霞地貌的雕塑师

前期的断陷湖盆堆积的红色岩层，整体抬升成高原台地后，粤北山区便丧失了储存山水

的山间湖盆。但是，比以往更丰沛的降雨，年复一年的山洪更加猛烈出现。俗话说：“ 水往

低处流”。山区的大量降水，总得寻找向外流泻的出路，涓涓细流汇成溪涧，无孔不入的流

水，冲过疏松的红岩高原台地，碰到古老较硬的岩层，则沿裂隙多而脆弱的地区穿凿流淌而

过，水滴石穿，日久天长，特别是山洪暴发时，排山倒海，势不可当。“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

去”。流水像利斧一样，切开了山岭，劈削了峡谷，溪流下泻，由小到大，汇成江河，先后出现

了涢江和锦江等。所以说，涢江、锦江及其支流叉涧一二千万年的奔流，是塑造丹霞盆地高

原台地丹霞地貌的不知疲倦的艺术大师，是大自然造化之功。

丹霞盆地分布广泛而巨厚的丹霞群岩层，整体抬升成高原台地后，就意味着经受剥蚀分

崩离析的开始。红岩发育了多组纵横交错的垂直节理裂隙，它们便成为地下水和地面散流

流淌侵蚀的地方。在多雨温湿的大气环境下，这些红岩地域，经受河流切割，流水冲刷、溶蚀

和重力崩塌、风化等，长年累月的综合地质作用下，由台地破裂成方山群地貌，方山的顶部仍

保持层面的平缓状态，四周山坡则因崩塌而形成峭壁陡崖，崩积物堆积在坡脚麓逐渐形成坡

积丘岗及基岩（多为南雄群）缓坡丘陵，而谷地则进一步由峡谷扩宽为幽谷，最后方山群又

继续崩析成石峰、石柱等地貌，从而塑造成今天的丹霞地貌景观。

江河流水也总是“欺软怕硬”的，碰到松软的红色岩层，很顺利穿凿而过，河道也多摆动

变迁。如大桥的五马归槽，原来属丹霞盆地的东部与韶石山主体连成统一的高原台地，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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涢江千万载的横冲直撞的冲刷侵蚀，最终剩下今天看到的肢离破碎的“ 五马”孤峰耸峙，然

而其基底还是同韶石山腹地连成一体。流水如碰到顽固坚硬的岩石，只好钻空子慢慢渗流

磨蚀。如武江上的乐昌峡，是由较老的震旦—寒武纪变质岩构成，武江流水穿凿塑造金鸡岭

丹霞地貌，迎面挡道是大瑶山，虽然经过一二千万年对老岩层的磨蚀穿凿，费尽九牛二虎之

力，至今还留下“九泷十八滩”这几十千米的险难峡谷，给人类留下漂流的好去处。

我国由红色岩层造就的丹霞地貌，主要散布在江南和岭南的皖、赣、浙、闽、粤等丘陵山

地。论红色岩层的时代，除广东外，主要为晚白垩世，即相当南雄群的层位。同恐龙遗迹化

石所呈现的“北早南晚”的时间方位迁移相一致。粤北典型丹霞地貌是产生在晚一代的早

第三纪丹霞群红岩中，而含恐龙化石的南雄群被压在丹霞群之下。多数在低岗和河谷出露，

丹霞地貌景观并不发育。然而与早第三纪丹霞群同时代的地层，在北方及海域也有广泛的

发育沉积，但绝大部分都埋没在大平原或海底之下，如华北大平原、辽河平原、江汉平原、苏

北平原及渤海、南黄海、东海、南海等大陆架深处，成为富含石油、天然气和岩盐、石膏的重要

地层。然而，粤北丹霞群却生成粗碎屑岩并高耸地表造就成举世闻名的典型丹霞地貌，这真

是天公造化。究其原因，主要有：其一，早第三纪的喜马拉雅运动，使南海张开整体下沉，粤

北山区整体抬升，湖泊干涸消失，晚第三纪的 !""" 多万年，一直处于上升剥蚀状态，避免了

“灭顶之灾”；其二，丹霞群砂砾岩类含钙质胶结物，地层呈巨厚块层状，近乎水平，比较坚

实，抵抗风化剥蚀能力较强；其三，有较老，较高的山岭环绕护卫，风化剥蚀不是首当其中。

这些因素逐使粤北丹霞地貌胜景，能长留天地之间，给人类留下宝贵的观赏美景。

!# 气候与珍贵的植物

韶石山红岩风景区，地处粤北韶关市曲江县东北部，与仁化县接壤地带。这里属于中亚

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总的气候特征是：夏长冬短，夏热冬凉或稍冷，春夏多云或雷暴，秋冬

少雨，秋高气爽。因南来的暖湿气流沿山坡上升，所以空气湿度大，云雾多，阴雨天气多，雨

量充沛。又由于地处南岭之阳，北方强寒流可越岭而侵入本地，造成冬冷天气。据曲江、仁

化两县的综合气象资料，年平均气温在 !"$上下，极端最低气温可达 % &$，极端最高气温

’() &$，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 !*$，一月平均气温 +"$。霜冻期有二三个月。每年降雨

日约 !+" 天，降雨量约 + ,"" - + *"" ..，降雨时间多集中在 ’ - , 月份。

韶石山的土壤特征，在地形缓平的山顶、坡麓及丘陵地区，分布着中厚层的森林红壤。

正所谓“近朱者赤”，红岩地区土壤多呈现红色，矿物质多，有机质含量较少，淋溶显著，土壤

呈酸性反应。在陡崖峭壁间，发育着粗骨红壤，由砂砾岩碎屑组成。

韶石山的珍贵动物，常见的有石羊、黄猄和白鹇等野生良兽珍禽。山坑水潭中，常有金

龟、庆生鱼、石蛤（鸡）等，甚为名贵。

韶石山竹木茂盛，涢江和锦江之滨，竹林如海，即美化了环境，又是很好的经济资源。古

树名木，以枫树和马尾松为主。麻坑建封寺虽已拆毁，但原寺后一株古枫，仍高耸云表，枝繁

叶茂。在悬崖绝壁中，常见塔柏（又称柏香），其形如笔，直指蓝天，李湖岩一带有数株，为韶

石山所特有。金龟岩、锁匙坳等地，盛产野兰（ 素心兰），幽香飘逸，极为清雅。绝壁中还生

长有吊兰，常有远道而来的江浙人采挖。穿窿岩的篱竹林中，所产之竹可制笔杆，为韶石山

十三种竹中之名产。特产还有石栗、白毛茶、黄花菜、佛肚竹等。丹桂、杜鹃花，皆在十月怒

放，香溢山谷，姹紫嫣红，真有“入山无处不花枝，远近高低路不知”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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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鲶鱼转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

韶石山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位于周田镇老墟西南的鲶鱼转，属山岗遗址，涢江流经遗址

峭壁下，南、北、西三面均为连绵起伏的山丘。遗址发现于 #$%$ 年，在 % &&& ’( 的范围内，地

面上暴露出原始人类遗留下来的器物。#$)# 年定为广东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考古发掘出土的器物比较丰富，有用河滩鹅卵石料打制的砍伐器、敲砸器、刀、网坠等

#(& 件。多数为就地取材用红砂岩石料制作的石斧、锛、锥、凿、箭簇、矛、戈、弹丸、磨盘、磨

杵、纺轮、环等 (() 件，以及一些残石和陶器碎片等。

出土石器中，比较粗糙的是砍伐器，因鹅卵石多为花岗岩类，石质坚硬，难以加工，是作

为砍劈的开荒工具。石锛是比较精制的，一般都经过打磨，刃口较尖利；为了便于安装木柄，

在锛的上部磨去一层，是为有瑕石锛，有的还磨去肩部，如同榫头一样，称为有肩有瑕石锛。

这可能就是现代锄头的刍形。打猎工具是使用安装在箭杆上呈平面形、三棱形、柳叶形等多

种石箭簇，还有石矛、石戈等。这些狩猎工具，既有一定杀伤力，也可以成为战争武器。

陶器中多数为夹砂陶，陶色以灰为主，其次是红陶，火候较差，均为手制。能辨认得出的

有：罐、缶、盘、鼎、豆、器座等。底部多数造成圈形。外表流行磨光或涂抹红陶衣，有刻画花

纹图案。纹饰有绳纹、篮纹、方格纹、曲尺纹、重圆纹等多种。刻纹较浅，纹理显得有些错乱。

器形有短颈敞口圈底罐（釜）、圈足盘等。

鲶鱼转新石器文化遗址的时代，根据下层出土的夹砂、陶刻画陶片分析，与马坝“ 石峡

文化”遗址下层相似，时间是约距今 * %&& + % &&& 年。居住在鲶鱼转山岗的原始先民该是

远古时代百越族中的一个分支。

鲶鱼转遗址还发现一处房屋遗址，表明原始居民已走出山洞，自已动手建造土茅房了。

为了避热防风，盖房前，先在地面挖十几至三十厘米深的正方形坑，然后才竖梁架盖茅草屋，

一家几口人就这样生活在里面。这种房屋的建筑形式，考古学家称为“ 半地穴式”，它与中

原地区“仰韶文化”房屋格式有相类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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