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城市名片 

【世界最大羊毛衫】 

【第三届全国相对富裕地区排名第一】 

【全球最大 UPS 制造基地之一】    

【中国家具出口第一镇】     

【城市创新能力列全国地级市第一】     

【城市科学发展综合评价居全国地级市第一】     

【全国首台散裂中子源落户东莞】     

【中子源国际合作会议首次在中国举行】     

【首届中国专利技术展示交易周】     

【全国第一个服装设计制造基地】     

【国内首台多功能车载发电及压缩机组】     

【全国最大的太阳能研究院】    

【东莞水道特大桥创国内建桥史四项第一】     

【全国地级市首艘海洋环境应急艇】     

【首个移动客户过千万的地级市】    

【国内最大的国际印刷技术展览会】     

【中国首条水下铁路隧道开凿】    

【全国最大汽配城】    

【中国最佳物流名镇】     

【沃尔玛分店最多的地级市】     

【全国首次网上拍卖保税货物】    

【全国唯一实现农(居)民医保全覆盖的地级市】     

【全国首创地方养老保险金】     

【低保标准居全国之首】     

【见义勇为抚恤金标准全国最高】     

【全国最早实行出租屋人身意外保险】     

【全国最大的民营医院】     

【全国首个作为临床研究生培养基地的镇级医院】     

【全国第一个实行户籍人口免费健康体检的镇街】     

【国内首个音乐剧节】     

【“十月文学奖”首次离京举办】     

【国内第一家动漫图书馆】     

【全国首个图书馆 ATM启用】     

【中国翻跟斗最多的小学生】     

【国内第一次由民间促成的国际俱乐部之间的球赛】     

【全国首创社区交通警务区】     

【国内首个镇级食品药品监管局稽查分局】     

【全国率先对市域地名总体规划】    

【综合竞争力居全省第一】     

【省内最高楼面地价】     



 

【全省电耗降幅最大】     

【外商投资印刷企业数居全省第一】     

【人均审结案件数居全省第一】    

【户籍人口每万人升大学数居全省第一】     

【全省首家镇属国家示范高中】     

【全省首座建在遗址上的博物馆】     

【省内首个镇级档案馆】    

【广东省唯一获“摄影之乡”称号的镇】     

【福利彩票销售总量在全省地级市中排名第一】    

【居民生活质量居全省之首】    

【珠三角最大石化仓储基地】     

【珠三角首个异地航空货运站】 

第二章 东莞概述 

东莞是广东历史文化名城。距今 1700 多年前的三国时期建郡，是岭南文明的重要发源

地、中国近代史的开篇地和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民族英雄袁崇焕、抗日名将蒋光鼐、著名画

家邓白、举重冠军陈镜开等都是东莞籍人，著名的岭南画派也发端于东莞可园。东莞 1985

年撤县建市，1988 年升格为地级市，现辖 28 个镇、4 个街道办事处，386个村委会、205

个居委会。全市总面积 2465 平方公里，截至 2008年底，常住人口 694.98万人，其中本地

户籍人口 174.87 万人，外来常住人口 520.11 万人。截至 2009 年，另有海外华侨近 30 万人、

港澳同胞超过 85 万人，是著名的侨乡。 

中文名称： 东莞市  

外文名称： Dongguan  

别名： 莞城、浪都  

行政区类别： 地级市  

所属地区： 广东珠江三角洲  

下辖地区： 石龙、樟木头  

政府驻地： 东莞市南城街办鸿福路 99 号  

电话区号： 0769  

邮政区码： 523000  

地理位置： 广东省中南部珠江口东岸  

面积： 2465平方公里  

人口： 625.65 万(2008年)  

方言： 广府话（东莞话）、客家话  

气候条件： 亚热带季风气候  

著名景点： 可园、粤晖园、虎门炮台、孙中山先祖故居、袁崇焕纪念园  

火车站： 东莞火车站，东站，石龙火车站  

车牌代码： 粤 S  

市花、市树： 白玉兰、荔枝  

现任市委书记：刘志庚   

现任市长： 李毓全  

设市：1985年 9 月 

行政区划：辖 4 个街道、28 个镇 

行政区划代码：441900 



 

矿产资源  

东莞市内已知矿产有Ⅶ类 19 种,矿床点 66 处。其中,金属矿产Ⅲ类 8 种，矿床点 34 处：

黑色金属矿产 10 处（铁矿点 9 处，钛铁矿 1 处），有色金属矿产 23 处（铜矿点 4 处、铅锌

矿点 4 处、钨矿点 10 处、锡矿点 4处、钛矿点 1 处），贵金属黄金矿化点 1 处。非金属矿产

Ⅵ类 11 种 32 处：冶金辅助原料矿产 9 处（耐火粘土 4 处、泥炭土 4 处、石油 1 处），化工

原料矿产 14处（黄铁矿点 6 处、重晶石矿点 3处、钾长石矿点 4 处、石盐矿点 1处），建材

非金属矿点 3 处（水泥灰岩 2 处、水泥粘土 1 处）。主要分布在东莞中部、南部和东部的山

地，丘陵地带。矿产分布分散，无规律。  

动植物资源  

东莞市野生动物种类繁多，主要分布于山区和丘陵地带，体型较大的野兽多栖息在东南

山区，一般兽类出没于平川、丘陵。主要野生动物有：哺乳类、鸟类、鱼类（134种）、甲

壳类和多种贝类、两栖、爬行类、昆虫类等。主要野生植物有：树类 114 种、竹类 23 种、

内陆水域水生维管束植物 48 种，水果类 40 多种、野生中草药 89 种。内陆水域中常见的浮

游生物共 8门 110 属。 

行政区划 

1985 年，东莞县经国务院批准列为珠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同年 9 月撤消东莞县建立

（县级）东莞市；1988年 1 月升格为地级市，是全国三个不设市辖区的地级市之一，直属

广东省。广东省东莞市下辖 28 个镇和 4 个街道；镇（街道）下辖 440个村和 156个社区；

村下辖若干村民小组，社区下辖若干居民小组。镇办事机构为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机构为

街道办事处；村办事机构为村民委员会，社区办事机构为社区居民委员会。截至 2011 年 1

月 1 日，东莞市辖 32 个（镇）街道；其中包括 4个街道（莞城街道、南城街道、东城街道、

万江街道）；28 个镇（石碣镇、石龙镇、茶山镇、石排镇、企石镇、横沥镇、桥头镇、谢岗

镇、东坑镇、常平镇、寮步镇、大朗镇、黄江镇、清溪镇、塘厦镇、凤岗镇、长安镇、 虎

门镇、厚街镇、沙田镇、道滘镇、洪梅镇、麻涌镇、中堂镇、高埗镇、樟木头镇、大岭山镇、

望牛墩镇）。    

第三章  历史沿革 

东莞历史源远流长。史载：新石器时代，其境内东江沿岸已有原始人群聚居。公元前辈

20 世纪的夏代，东莞属南交地。春秋战国时，东莞属"百粤地"。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统

一中国，东莞属南海郡番禺县地。东汉顺帝时，分番禺立增城，东莞属增城。公元 222-228

年中，分增城立东官郡。入晋，废东官郡，东莞分属番禺、增城。东晋咸和六年（公元 331

年），东莞立县，初名宝安。唐肃宗至德二年（757 年）更名东莞，县治置于涌（今莞城）。

以东莞作县名由此始，相传因境内盛产水草（莞草）而得名。东莞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60

多年前，林则徐在东莞虎门销烟，写下中国近代史的光辉篇章。抗战时期，东莞是东江纵队

的抗日根据地之一。民国期间，先后隶广东省粤海道、粤中行政区、第一行政区和第四行政

区。1949年 10月 17 日，东莞全境解放。初期属东江行政区管辖。1950年 3 月，东莞县隶

珠江专区。1952 年，撤销珠江专区，东莞县隶粤中行政区。1956 年 2 月，撤销粤中行政区，

东莞县隶惠阳专区。1958 年 11 月，东莞县曾短期隶广州市。1959年 1月，撤销惠阳专区，

东莞县划归佛山专区。1963 年 6 月，复置惠阳专区，东莞县又隶惠阳专区。1985年 9 月，

国务院批准撤销东莞县，设立东莞市（县级），仍属惠阳地区管辖。1988 年 1 月 7 日，国务

院批复将东莞市升格为地级市，直属广东省管辖。 

东莞历史  

东晋 

咸和六年(331 年)，分南海郡，置东官郡，同时置宝安县。东官郡领宝安、安怀、兴宁、



 

海丰、海安、欣乐六县。唐至德二年(757 年)宝安更名东莞。故东莞立县自咸和六年始。  

南朝 

齐时(479-502)，东官郡辖县有八：安怀、宝安、海安、欣乐、海丰、齐昌、陆安、兴

宁。徙郡治于安怀(安怀在东莞大朗镇东)。  

梁时(502-557)，徙郡治于增城。领增城、宝安、海安、海丰、兴宁五县。隋开皇十年

(590 年)，郡废。  

唐 

至德二年(757 年)，改宝安县为东莞县，移县治于到涌(今莞城)。  

乾符六年(879 年)，黄巢的起义军攻陷广州，曾分兵至县境归城里、梅塘一带。  

五代 

南汉大宝元年(958 年)春，于屯门山设置屯门镇(今属香港)。  

五年(962 年)，象群践害庄稼，后主命官捕杀。莞人邵廷聚骨建石塔以镇之，俗称镇象

塔。  

六年(963 年)，置媚川都于东莞，专以采珠为事。  

宋 

开宝五年(972 年)，并入增城县(翌年复置)。东莞有桂角、香山崖二银场；有靖康、归

德、东莞三盐场，每年有大量海盐出产。  

元祐二年(1087 年)，东莞知县李岩倡筑东江堤，以防东江洪水；两年后，又筑咸潮堤，

防海潮侵害。  

绍兴二十二年(1152 年)，分东莞的香山镇建立香山县(今中山市)。  

德祐二年(1276 年)春，元兵破临安(今杭州)，南宋危急，莞人熊飞在榴花村起兵勤王。  

景炎三年(1278 年)四月，端宗卒于硇洲。卫王昺继承帝位于硇洲。  

元 

至正十五年(1355 年)，东莞人民纷纷起义，王成据石冈、福隆、石涌、横沥等处；陈

仲玉据吴园；李确卿据南栅、靖康场；文仲举据东浦； 

吴彦明据南头、东莞场。还有曾伯田、郑润卿、杨润卿、梁国瑞、刘显卿、萧汉明等亦纷纷

起兵，各据一方，抗击元兵。  

明 

洪武初年，设南海卫于县治南。  

十六年(1383年)，冈疍户起义，后为都指挥同知花茂所镇压。  

十九年(1386年)夏，曹真起义，后为南雄侯赵庸所镇压。  

二十七年(1394 年)，置东莞(南头)守御千户所和大鹏守御千户所，隶属南海卫。  

正统十三年(1448 年)，南海黄萧养起义，聚众十余万人，称东阳王，势及东莞。明都

指挥使王清从高州率兵来援，四月十八日，到东莞沙角尾地方，为起义军所擒杀。总兵安乡

伯张安亦率水师来攻，在东莞船澳与义军相遇，为义军击败，追至沙角尾，官军溃散，张安

溺死。  

景泰元年(1450 年)，彭亚六起义，后被南海卫指挥韦俊所击杀。  

天顺五年(1461 年)，东莞大饥荒，黄涵聚众二百余人起义，后被知县吴中所镇压。  

正德元年(1506 年)，葡萄牙人东来以进贡讨封为名，占领东莞县境濒海的屯门、海澳。  

八年(1513 年)四月，东莞霪雨，山洪暴涨，南城门外平地水深五六尺，城门及民房尽

被毁坏。  

十六年(1520)，巡道汪鋐驱逐侵占屯门、海澳之葡萄牙人船只。此为广东与欧洲人战争

之始。  

嘉靖六年(1527 年)，东莞人麦允奇起义，后被东莞县主簿唐尧佐镇压于伶仃洋。  



 

四十年(1561年)东莞大饥，群众纷纷揭竿而起。八月，东莞义军攻入增城城中，与增

城义军汇合，后被海道副使郑维城所镇压。  

万历元年(1573 年)，分东莞县地五十六里，即分东莞守御千户所，另立新圣县。  

十年(1582 年)，疍民梁本豪起义，后被总督陈瑞及总兵官黄应甲合谋生擒。  

十四年(1586年)，东莞大饥，斗米卖二百钱。  

四十六年(1618 年)十二月，连续天阴，寒甚，白天雪下如珠，后又下如鹅毛，持续六

至八日乃止。后连年丰收。  

泰昌元年(162 胥 0 年)，东莞大饥。  

崇祯元年(1628 年)，抗清名将东莞人袁崇焕受诬下狱，于崇祯三年惨遭磔刑。  

九年(1636 年)，东莞大饥。  

十年(1637 年)，英国兵船初进虎门。  

清 

顺治三年(1646 年)十二月，清兵入东莞，遭到蕉利、道滘人民奋起抗击，杀清兵数百

人。清副使戚元弼率兵攻道滘，激战六日，道滘人民联络沥滘、沙湾、市桥、古劳各乡人民

聚船千只参战，歼清兵二千余人，杀总兵陈甲。  

五年(1648 年)，东莞大旱，发生大饥荒，斗米千余钱，民有相食者。  

康熙二年(1663 年)十月，疍民周玉、李荣率领船户起义。十七日，焚提督兵船于石龙。

三十日，平南王尚可喜遣水师总兵张国勋、副都统班际盛进剿疍户，周玉被擒(后被杀)，李

荣遁走。次年四月，张国勋又大败李荣于大鹏南。  

三年(1664 年)，实行海禁，限近海居民内迁。  

五年(1666 年)，省新安县入东莞。  

八年(1669 年)，准展界，许迁海居民复旧业。复置新安县。  

十七年(1678年)，谢昌、李积凤破虎门，窜扰东莞。大汾、万家租、凤翀、槎滘四乡

被掳男女数千人，其间贫而不能赎者，皆载往台湾。  

二十五年(1686 年)，东莞大丰收。  

三十三年(1694 年)，闰五月初二日，东江水大涨，莞城东湖、城北白浪如山，民房毁

坏甚多，避水者多集于城南高地。  

五十二年(1713 年)，东莞大饥，米价腾贵，每石卖至一两八九钱至二两不等。左都御

史来粤，发常平仓赈粜。  

乾隆八年(1743 年)六月，英兵舰飘泊虎门入狮子洋。大府遣东莞知县印光任前往申明

大义，英舰九月离去。  

十九年(1754年)，改东莞县县丞移扎石龙，京山司巡检移扎茶山。  

二十年(1755年)，东莞大雨水，民房多坍塌。  

三十八年(1773 年)六月，东莞霪雨满旬，平地水深五六尺，民房商店多坍塌，东江福

隆堤崩。  

四十二年(1777 年)东莞饥，斗米卖至四百余钱。  

四十九年(1784 年)，东莞大丰收。  

嘉庆二年(1797 年)六月甲午夜，东莞飓风大作，声如雷，大木尽拔，屋瓦皆飞，覆舟

无数，压、溺死者甚众。闰六月飓风大作，民房多倒塌。  

三年(1798 年)九月，东莞故明朝辽东总制袁崇焕入祀贤良祠。  

六年(1801 年)，缉获处斩东莞天地会首领陈礼南等。  

十三年(1808年)九月，英兵船 3 艘驶入虎门，进泊黄埔，无理逗留三四个月之久才离

去。为防英舰入侵，翌年添建虎门亭步汛之新埔山炮台，并于蕉门海口"排椿沉石"，以控制

由虎门进入狮子洋之水道。十五年(1810 年)八月，增设广东水师驻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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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四年((1834 年)六月，英舰 2艘寄泊于外洋。总督卢坤即通知提督李增阶派参将

高宜勇前往防范。  

八月五日，英二军舰驶入内洋，越过虎门、沙角等处，守台官兵不能阻止，只好发空炮

警告。英舰以巨炮实弹还击。  

九月，英舰闯入黄埔。为此，水师提督李增阶被革职，参将高宜勇被扣，总督卢坤被革

职留任。十九日(10 月 21 日)，卢坤以重兵迫英舰退出虎门。  

十五年(1835年)三月，总督卢坤奏防范洋人章程八条。  

四月，水师提督关天培偕总督卢坤奏请增修虎门炮台，及添铸 6000 斤以上大炮，得旨

允行。关天培便于沙角、大角立炮台；为第一重门户；于南山、镇远、横档立三炮台，为第

二重门户；而以大虎炮台为第三重门户。  

十九年(1839年)一月二十八日(3月 13日)，钦差大臣林则徐、总督邓廷祯至虎门会见

关天培，征召大船 22 艘。  

四月(6月 3日至 25 日)，林则徐、邓廷祯等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 20283 箱。这便

是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  

五月，颁查禁鸦片章程三十九条。  

九月，关天培于穿鼻洋击败挑衅的英舰。  

二十年(1840年)五月，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虎门成为主要战场。  

七月，林则徐亲到虎门督师。  

九月，林则徐、邓廷祯因受投降派诬陷，被革职。  

十月，钦差大臣琦善到广州。  

十二月十五日(1841 年 1月 7 日)，英军攻沙角、大角炮台，副将陈连升父子战死，守

兵伤亡 700余人。  

二十一年(1841 年)正月，琦善与英国代表义律订《穿鼻草约》，承诺割地赔款，开放通

商口岸。  

二月，清廷派奕山为靖逆将军来广州。初五日(25 日)，英军攻陷横档、虎门等炮台，

关天培战死。  

二十二年(1842 年)，清廷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  

二十三年(1843 年)八月十五日，钦差大臣耆英与英国全权公使于虎门签订了《虎门条

约》，为《南京条约》的补充条款。  

二十五年(1845 年)十二月，石龙镇新街演戏失火，烧死烧伤男女 400 余人。  

清咸丰三年(1853 年)八月十五日(9月 17 日)，东莞三合会万鸡仔起义，攻虎门寨。旋

被官军击退，万鸡仔被杀。  

九月，尹殿扳起义于司马乡，后被擒获，送省遇害。  

四年(1854 年)五月，三合会首领何六(顺德人)，响应太平天国革命，在石龙起义，称"

红巾军"。何六后战死于湖南。  

六年(1856 年)十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军攻虎门、横档各炮台，又毁大角炮台

及亚西娘炮台。接着攻东莞,千总邓安邦率领团练英勇抗击，保卫莞城。  

同治元年(1862 年)七月初一日(7月 27日)，刮飓风，潮水速涨，淹没民房无数，疍户

沉溺死者尤多。  

八年(1869 年)，九月二十日(10 月 24日)，东莞大汾乡演戏，遭火灾，焚毙男女 400

余人。  

光绪二十年(1894 年)，中日战争爆发。次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东莞人

民同全国人民一样悲愤。踊跃捐款支持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报名参加志愿军者甚众，仅莞

城就有五六十人参加，全县不下千数人。志愿部队到达台湾后，虽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但



 

战争的败局已无法挽回。这些志愿兵全部惨遭杀害。  

二十四年(1898 年)四月二十一日(6月 9 日)，英国迫清廷重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将九龙租给英国，租期 99 年。专约定"新界"。 

四月二十八日(6月 16 日)九龙、元朗、大埔、锦田人民抗英武装与英军激战于大埔，

东莞雁田 500 人赶往支援。敌死伤数百，后窜逃。 是年，实行保甲制度。  

二十六年(1900 年)，英军越河占领深圳，雁田人民誓死抗英。东莞全县有数千人组成

志愿团前往支援，夜袭英军营，把英军驱赶到深圳河以南。  

二十八年(1902 年)九月，开办东莞学堂。三十年(1904 年)，经全省学务处定名为初级

师范。三十四年(1906 年)正月，改办中学，即东莞中学，地址在城内考棚。  

三十一年(1905 年)六月，东莞初级师范及部分小学发起开展反帝爱国宣传，反对美国

单方宣布“限禁来美华工”的条约期满后继续有效，将一批美货当众焚毁。  

三十三年(1907 年)一月二十四日(3月 8 日)，奸商远隆号垄断米粮，米价一日三涨，群

情激愤，捣毁米行会馆，冲进远隆等粮店抢米，因巡警干涉，群众又打进警局。后广州府知

府陈望曾来莞查办此事。群众被捕百余人，2 人被处死。是年，开筑广九铁路，东莞境内北

起于石龙，南至天堂围，共 33 里。  

宣统三年(1911 年)，革命风云四起，清吏下令戒严。九月十九日(11 月 9日)，张维、

李仁荪等率东莞军民反正，县令刘厚相投降。二十日，陈逸川、刘肇怀等自宝安率国民军入

东莞。  

十月，推举莞人黄侠毅为民国东莞县第一任县长。  

 

第四章  文化艺术 

东莞为广东省历史文化名城，以广州方言演唱的粤曲、粤剧在东莞有悠久历史，它是本

土民间音乐吸融中原文化，并借鉴西方演奏技巧的产物，现为当地民间流传最广的地方音乐

和戏剧，东莞素有粤曲、粤剧之乡的美誉。中国曲艺之乡、东莞木鱼歌、东莞木偶戏。 

2001 年,东莞市提出打造“文化新城”的战略，并大力发展社会公益文化；2008 年东莞

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2009 年深受群众喜爱的百子论文公益文化活动被评为“中国文化

创新品牌”；2010 年，东莞制定文化强市战略，全力打造文化名城。东莞的绘画，受岭南画

派先驱居巢和居廉的影响，注重写生，吸收西方素描运用色彩的技法，为岭南画派的奇葩。   

东莞每年十分隆重地举行端午东莞龙舟竞渡、莞邑醒狮艺术、樟木头客家麒麟艺术、荔枝节、

中秋灯会、百子论文、卖身节、重阳登高、花市、花街、等活动。随着东莞物质生活的丰富

的提高，东莞人对传统文化有着一种自发性的重视的热心。使东莞的民间文化艺术得到继承，

并且发扬光大，呈现生机勃勃的局面。因此，1958 年，东莞被誉为全国第一个“游泳之乡”；

2000年 1 月，中国龙舟协会授予东莞沙田镇全国第一个“龙舟之乡”称号；道滘被国家文

化部誉为“中国曲艺之乡”、“中国民间艺术之乡”；东莞石龙镇被誉为“举重之乡”；东莞的

石排镇中坑村和长安镇被国家有关部门授予“醒狮舞蹈艺术之乡”，此外，清溪镇、樟木头

镇均是闻名中外的麒麟艺术之乡。 

南国红豆——粤剧 

戏剧是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民间艺术之一。粤剧在东莞同样深受群众的喜爱，著名粤

剧大老倌卢启光等广东粤剧名家常到东莞城乡登台演唱和传艺。长安镇业余粤剧团还于

2002 年赴京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大型粤剧《思源》。 粤剧，原称大戏或者广东大戏，源自南

戏，自公元 1522 年~1566年（明朝嘉靖年间）开始在广东、广西出现，是揉合唱做念打、

乐师配乐、戏台服饰、抽象形体等等的表演艺术。粤剧每一个行当都有各自独特的服饰打扮。

最初演出的语言是中原音韵，又称为戏棚官话。到了清朝末期，知识分子为了方便宣扬革命



 

各镇都相继举办“荔枝节”，节日期间有大型文体活动，商贸活动等。每年蝉鸣荔熟的季节，

荔枝产区都举办各种形式的荔枝节、荔枝品尝会等活动，成为招商引资、联络乡情的盛会。

各大旅行社也纷纷组织以啖荔枝为主题旅游观光专线，使城市人亲临果林、亲摘荔枝、亲尝

佳果，大大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荔枝还可以加工成荔枝干、荔枝酒，收获季节一些宾馆

酒楼还推出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的荔枝宴等美味佳肴，茂密的荔枝林也成为东莞生态绿城的

主要特色。最引人的是游人和客人亲身到荔枝园采尝鲜荔枝，别有一番风趣。其中大朗镇、

寮步镇、大岭山镇、常平镇等主要产区最有特色  

东坑“卖身节”—“翻身节”—“泼水节” 

这是一个从明代起随时代变迁不断演变而来的有趣民间节日。相传明朝万历年间，每年

农历二月初二，东坑及附近生活极度贫苦的农民就聚集在东坑村的大榕树下，等候大户人家

雇佣耕田、打工、雇主看中谁，就用水泼湿被雇者的衣服。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民间的“卖

身节”。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富裕，“卖身节”就逐渐演变成为庆贺美好

生活的“翻身节”和“泼水节”。 

 

第五章  旅游景点 

东莞市是广东省历史文化名城，名胜古迹甚多，旅游资源丰富。东莞为岭南古邑，历史

源远流长，东莞博物馆珍藏有村头遗址等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出土文物。东莞是英雄的土地，

鸦片战争揭开中国近代史第一页，有中外闻名的林则徐销烟池、沙角炮台、威远炮台等抗英

古战场遗址，有鸦片战争博物馆、海战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东江人

民的根据地，大岭山抗日史实陈列馆和榴花抗日纪念亭，吸引不少游客瞻仰。人文景观丰富，

有金鳌洲塔和榴花塔、广东四大名园之一的可园、袁崇焕故居、黄旗古庙等。自然风景优美,

有仙鹅湖、石排燕岭、东莞植物园、清溪山水天地以及珠江口滨海秀色、稻海蕉林，荔红荷

香，旗峰胜迹等。改革开放后城市建设日新月异，一座充满活力、充满魅力的现代化城市正

在崛起，旅游、休闲度假设施完善，幽静、舒适、豪华的度假村点缀于秀水青山之间。荔枝、

香蕉等新鲜水果四季不绝，虎门膏蟹、白沙油鸭、厚街腊肠、乌头鱼、水鸭、水鱼、“三蛇

烩”，“三禾宴”等美食不胜枚举，旅游业方兴未艾。 

林则徐销烟池 

林则徐销烟池遗址在虎门镇镇口村。当年在海滩高处开挖的两个销烟池，池长、宽各

45 米，池底平铺石板，四周置桩栏板，池前开一涵洞，池后通一水沟。把鸦片分批投入池

内，采用盐卤水加石灰浸化办法，使其分解销蚀，然后引江水入池冲走。销烟池的池板、木

柱等遗物，现陈列在池旁的鸦片战争博物馆内。虎门炮台分布在珠江两岸的大角山、海角山、

武当山和大虎山等地，范围约数十平方公里。林则徐销烟后，和水师提督关天培一道动员民

众筹备防务，加固和新建 12 处炮台，设置大炮 300 多门。以沙角、大角炮台为第一重门户，

南山、威远、镇远、靖远、巩固、永安、横档前山月台为第二重门户，大虎炮台为第三重门

户，组织 3道防线。又在横档岛、武当山之间的江面，设置木排 80 排，大铁链 372 丈，阻

截敌舰，在鸦片战争中，屡挫英国侵略军的进犯。炮台多为条石和灰、砂、糯米浆砌筑，平

面圆形或半月形，分为露天台(即明台)和暗台两类。威远炮台至今保存完整,为花岗石砌筑，

全长 360 米，高 4.5 米，共有 25 个券顶暗炮位，每个炮位高 2.9 米，宽 4.2 米，深 6.6米。

炮位旁设储藏室和官兵休息室等。 

节兵义坟在沙角炮台北约 100 米。1841 年 1 月 7日英军进攻沙角炮台时，英勇战死的

清军副将陈连陛等 75 位官兵葬此。墓地长 18 米，宽 17.3 米，□高 8.65米，前置道光二十

二年(1842)六月所立“节兵义坟”碑。虎门寨在销烟池以东，始建于明万历十六年(1588)，

嘉庆十五年(1810)设提督镇守。现存寨墙总长 1461.9 米，墙宽 1 米左右，高 2～3 米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