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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海珠区珠江沿岸历史文化概述

广 州 是 一 座 沿 珠 江 生 长 的 城 市 ， 而 海 珠 是 一 座

被 珠 江 环 绕 的 岛 屿 。 珠 江 水 在 承 载 了 两 千 两 百 多 年 广

州 城 建 史 的 同 时 ， 也 见 证 了 海 珠 这 座 小 岛 的 发 展 史 。

“十四五”时期，广州提出全力推进珠江沿岸高质量发

展。珠江沿岸高质量发展，需要深度挖掘其历史文化，

打造广州历史文化的传承地之一。

广 州 市 海 珠 区 ， 古 称 “ 江 南 州 ” （ 许 是 意 指 江 之

南），[1]但更为人熟知的称呼是“河南”。屈大均在《广

东新语》提到，“广州南岸有大州，周回五六十里，江

水四环，名‘河南’。”[2]现今，被称为海珠，则是因海

珠石。海珠石是“广珠三石”之一，在宋代，被列为羊

城八景之一“珠海晴澜”。1960年8月，“河南区”正式

改名为海珠区，取“海上明珠”之意。

广州市海珠区珠江沿岸历史文化资源丰富。据不完

全统计，广州市海珠区珠江沿岸共有1个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5个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20个广州市文物保

护单位、1个区级文物保护单位、3个市登记保护文物单

位、8个区登记保护文物单位、46个区不可移动文物；

2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4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8个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

体名录见表1）。《广州市珠江沿岸高质量发展建设规划

（草案）》，提出“建立‘古代、近代、现代’三级资

源库，集中凸显滨江岭南水乡、工业遗产、近代城市3种

风貌带……建设9条‘最广州’历史文化步径，串联展现

最能体现‘广州味道’的特色历史资源。”[3]涉及海珠区

的，有大沙头-二沙岛-新河浦近代城市带、广州东部工

业带、黄埔古港-后航道水乡、后航道工业遗产带。

海珠区历史文化资源多与近现代宗祠、商贸相关，

地 理 位 置 分 布 基 本 集 中 在 海 珠 区 东 西 两 侧 （ 如 图 1 所

示）。这些特点与海珠区自身历史密切相关。海珠区北

岸是珠江主航道，船只进入广州都需经过此处。自古以

来，海珠区东部是进入广州的重要门户，清朝甚至在此

建立海关部门对外来船只进行检查。近代，十三行是广

州商贸文化发展的代表地之一，海珠区西部位于十三行

对岸，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此地的繁华。海珠区南岸

广州市海珠区珠江沿岸历史文化保护现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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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海珠区历经两千多年的冲刷与沉积，逐渐由一片滩涂地变成面积达90多平方

千米的岛屿。海丝文化、商贸文化、水乡文化等珠江沿岸历史文化极具代表性与特色。

海珠区对这些历史文化保护做出了不少贡献，然而还存在保护意识参差不齐、活化利用

同质化严重、整体性保护策略缺乏等问题，亟须加强活化保护意识、深挖历史文化资

源、运用多元保护策略，以更好保护海珠区珠江沿岸历史文化，助力新时代珠江沿岸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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