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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珠江后航道，来往船只较少，没有受到浓厚商贸气息

的感染，人们仍保留传统的耕作习惯，保留了水乡文化

气息。航道的不同，地理位置的差异，造就了海珠区珠

江南北两岸历史文化不一。

数 量 与 种 类 繁 多 的 珠 江 沿 岸 历 史 文 化 极 具 历 史 价

值、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在历史价值上，无论是物质

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海珠不同历史期间

留下的精粹，共同撰写了一部异彩纷呈的海珠史。在艺

术价值上，无论是传统岭南建筑、近代骑楼，还是各种

手工技艺（如广州剪纸、马面裙制作技艺等），都蕴含

着丰富多样的艺术元素，为现代海珠乃至广州的艺术创

作提供了不竭灵感。在社会价值上，海珠区珠江沿岸历

史文化涵盖了衣食住行等方面，活化利用这些丰富的历

史文化，打造历史街区、弘扬非遗文化，适当引入商业

模式，开发新文化产品，增加文化附加值，能为海珠区

创造更多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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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大元帅府旧址

琶洲塔、仲恺农校旧址、康乐园早期建筑群、邓氏宗祠、沥滘卫氏大宗祠

赤岗塔、海幢寺大雄宝殿、塔殿、卫国尧故居、南华西路敬和里旧民居、杨孚井、黄埔古港遗迹和黄埔村早期

建筑、南溟黎公祠、波楼、广州市界碑——小洲碑、广州市界碑——沥滘碑、仑头村黎氏墓群、近代洋行仓库

和码头旧址——太古仓旧址、近代洋行仓库和码头旧址——大阪仓旧址、潘氏大院、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旧

址、基督教洪德堂旧址、潘氏家庙、双清楼、南石头监狱遗址与海港检疫所旧址

仑头村社稷之神祭坛遗址

小洲村天后宫、官洲岛陈氏大宗祠、仑头村黎氏宗祠

心和卫公祠、御史卫公祠、石崖卫公祠、志宇卫公祠、登瀛码头、翰墨桥、裔兴谭公祠、祖兴谭公祠

果轩家塾、南山锁钥门楼、仁厚里门楼、青云里门楼、龙吟门楼、龙吟古井、细桥、东池公祠、东道大街门

楼、拱北大街门楼、三帝庙、泗海公祠、小洲村简氏宗祠、粤梅简公祠、司马第、慕南简公祠、穗乔简公祠、

西溪简公祠、娘妈桥、登瀛古村围、吕山简公祠、小洲牌坊码头遗址、土华村天后古庙、勉吾书室、土华村洪

圣古庙、巩固梁公祠、景福梁公祠、法瀁谭公祠、景祥梁公祠、岐周卫公祠、丽溟卫公祠、义所卫公祠、崌崃

卫公祠、芝岩卫公祠、仑头进士第、德存祖祠、月江黎公书室、云垄黎公祠、观生陈公祠、居仁里门楼、华帝

古庙、观德陈公祠、水月宫、由义里门楼、德胜陈公祠、简公佛庙

古琴艺术（岭南派）、木偶戏（广东木偶戏）

迎春花市、广州咸水歌、小凤饼（鸡仔饼）制作技艺

洪圣诞、海幢寺传说、广州剪纸、夏桑菊制备技艺

传统香制作技艺（广府香品制作技艺）、风筝制作技艺（纸鹞扎作技艺）、咏春拳（广州海珠）、二天油制作

技艺、通窍救心油制作技艺、马面裙制作技艺、蜂巢芋角制作技艺、广式白切鸡烹饪技艺（榕树头鸡）

表1：广州市海珠区珠江沿岸历史文化名录

图1：海珠区珠江沿岸历史文化资源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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