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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记录从化现存文物的状况．内容包括遗址、建筑、墓葬、石刻、匾额、碑记、

铁钟和馆藏文物等。

二、本志所采用旧材料概经第二次文物普查后核实和充实为准。

三、本志主体结构分为篇、章、节、目，入志条目均以物为主，以物系人，以物系事。

四、本志收录文物的地域范围为现行政区域范围内，时间自新石器时期起，有特别

纪念意义的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简称为“现代”。

五、本志文物条目编排首先按类型性质分类。再根据各类情况按年代顺序排列。建

筑类文物年代均以始建时间为准，历史年代查考不清者．按其建筑风格排在适当位

置。

六、馆藏文物以20(11年n月前收藏的文物为主，社会各界捐献的文物列表于后，

以永志嘉名。

七、碑刻和铭文以简体汉字形式按原文抄录，残缺文字能经原意补上的加括号

“( )”区别，否则以方框“口”表示空缺，原古文无标点符号，编写人员按其意补

加，以便阅读。

八、所附照片为现状拍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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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华

每一件文物的背后，都有一串如烟的往事它真实地记录了一方水土的兴衰荣辱，枳淀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灵魂文

物．是一部文化的历史、是文明的见证。是人类足迹的历史链接，也是民族文化的历史链接、

中国是举世闻名的文明古国．大量的tP华文物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体现了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1句心力和恢

弘气庹，中华民族5000年来历百劫而不倒，其一脉相承的脉，就是文脉 文脉要延续．靠的是什么?文以栽道，文以物载．

物若不存，文以何载?道亦何栽?

从化的文物．就记录着一部从化的文I塌史、

从化，7n(1n年前就有人类活动的足迹，至今已发现多处新石器时期的遗存，宋、元、明、清是从化文化的一个鼎盛时

期 从化现在保存下朱的古村落、古建筑大部分是明清时期建筑，这些丰富的文物，一方面，它无声地记录了我们的先辈

们的艰苦创业历程，男一方面．则见证着岭南文化和从化文明的智慧与成长可以说，从化，是岭南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这

是我们从化人自己的历史!也是全中华民族共有的一笔宝贵财富，是值得我们从化人民世世代代引以为荣、珍惜爱护、溲

之永远流传下去的

文化，说到底，是人化，是人的文明化

若以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来说，：(1世纪的一个百年甚至超过了过去千年的总和，同时，许多问题也积淀

在我们的面前。站在新世纪的地平线上，人们回首大地，回首家园、回首生活、回首历史 看到现代文明与自然环境的矛

盾，看到物种急速分化的现象，看到各种现央与历史传统的断层，人们的目光，从生活数量转向了生活的质量，从经济回

归到了文化、人们不得不面临着物质消费与文化i肖费的整合、、

用历史的眼光和辩证的眼光采看．物质的经济发展其内涵是精神的、文化的、才是人性化的。、更多的文化消费溶入物

质消费的活动中，人的文明程度才会越高．在物质经济和精神文化的问题上，庸人看到眼前利益，能人看到发展中的经

济，智青把握的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脉博．、物质的经济发展有快有慢，但那是5()步和l(1【1步的事，文物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我

们的经济建设绝不能成为破坏性建设，我们更不能在走出60步的时候才回头感到后悔、

今日从化，正进入改革开放、加速山区开发的历史新时期、人类的经验告诉我们：文物资源与自然生态环境资源一

样，都是一旦被毁坏了便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环保”与“文保”都是当代可持续发展战略里同样注重的两个部分 在

从化的开发史上，从化人民曾独具慧眼地形成了一个十分优秀的社会传统，在给我们的子子孙孙留下一片如画的山水的

同时，也留下光辉的文化历史．留下一点纯真的岁月回忆，留下一个我们民族灵魂的家园

从化文管会的同志们，抱着这个平凡而又远大的宗旨，为编撰好这本《文物志》，不辞劳苦地做了大量艰苦而叉出色

的工作 藉此书成付梓之际，向广大从化人民、向所有参与这项有意义工作的同志们、专家学青们，表达我深深的敬意、

祝愿从化——河山永绿．文脉永存

(作者系中共广州市委常委、n化市委书记

狄化市文物管理委女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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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从化市地处广东省中部，位于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向粤北山区

延伸的过渡地带，总面积2009平方公里。现行政区域范围为东与

龙门、增城接壤，南跟广州白云区毗邻，西和清远、花都交界，北同佛

冈、新丰相连。

从化自秦以来隶属番禺县，明朝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设

县，属广州府，取名“从化”，是“远氓从此拉化”之意。初期县署设

在杨五都横潭村(今属广州市花都区)，后迁移至马田场(今从化市

街口镇)o 1994年31月，从化撤县设市。

从化是岭南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遗留下来的文物相当丰富。

早在七八千年前就有人类在从化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

灿烂的文明。在吕田镇的桂峰山、白庙沟、社适坑等地方出土了史量

石器，这些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石器上都有明显的被加工打磨的

痕迹和经过长期使用后留下的磨擦印痕，经专家们鉴定，这些石器

是新石器时期的劳动和生产工具。在吕田镇的海螺滩、高顶湾山、吕

田岗等地先后出土了铜剑、铜碗、铜豆、铜斧等分别为战国、秦、汉时

期的青铜器。

宋代是从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清代雍正八年版《从化县

志》载：“从邑建于明，而人物生于宋元，虽曰新造，岂非旧邦哉?”说

明了从化在明代设县之前，就是一块民丰物阜、人民安居乐业的好

地方。现在发现最早的墓葬是宋代的墓葬，共有十多处。当中有外地

人在广东做官看上从化这块风水当地，死后安葬于此的；也有从化

人在外地做官，死后落叶归根回葬家乡的。

明清时期是从化古代史的一个全盛时期。明弘治二年(公元

1489年)建县初期，全县仅有2300户共9200多人，到了清嘉庆

三年(公元1798年)全县人口已发展到3．96万人，人口的迅速发

展导致了村落规模的扩大和人口迁移。江埔镇大江埔古村落、城郊

镇大夫田古村落、神岗镇木棉古村落等都是经过明清两朝发展起来

具有代表性的古村落，村落里的民居建筑甚具南方特色，部分融合

了中原民居的建筑风格。此外，部分村落还建有护墙、护村河和炮楼

等具有防御功能的建筑。

二

从化现在得以保存下来的古建筑物，真正属于宋代的无几，大

部分都是在明清时期重修或共建的，只是某些建筑结构和部分构

件，仍然留有宋代建筑的风格。太平镇屈洞村的防御使钟公祠就是

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该祠堂始建于北宋初年，距今已有1000余

年，但现在保存下来的则是明清两代径过多次修建后曲建筑。太平

镇钱岗村广裕祠，共发现了六个不同年代重修、重建的确切标记，是

广东省内少见曲具有如此多确切建筑年代记录的古建筑，考古专家

们一致认为这是“非常宝黄的标本”o邓氏宗祠和五岳殿是从化最

具代表性的明代建筑，钟楼古村落则是最具代表性的清代建筑群。

而在钱岗古村西更楼有一木雕封檐板，内容反映了清代鸦片战争前

广州珠江北岸十余公里曲人文案观和自熊风貌，雕工精湛，专家们

称之为无价之宝。

从化的人文文化源远流长，明清为昌盛时期，出现了一些颇具

影响的文人。明朝中叶，灌村黎氏t出“一门三代田逑士”，黎民表

为广州南园后五子之一，其诗文和书法称颂一时，所著《瑶石山人

稿》内有诗词1730首。到了明末清初，从化学风渐盛，出现了宫办

的社学和民办的私塾，仅神岗镇木棉古村落内就有大小不一的书

室、学舍共六间。

流溪河充足的水流量给航运创造了便利的泰件。神岗镇木棉村

螺岗古码头遗址，仍留有古码头的石埠头、石碑和石阶，墟集里仍可

见到古街巷和商铺。据从化县志载，在明清时期，从化境内有官办津

渡11处，这些码头均可直航广州、珠江三角洲及港澳地区。

从化温泉在县城北面十二公里处，流溪河贯穿其中，两岸树林

郁郁葱葱，山谷内瀑布飞泻，舞色秀丽清凼，温泉喷流不断。早在明

朝，已有名人到此游览，并有“百丈飞泉”的题咏，诗曰：“卷却银河

水，青山应更清。等闲评陆羽，来此续泰经”o清代雍正八年编纂的

《从化县志》把“百丈飞泉”列入从化县八景之一o 1933年，曲南航

空公司经理刘沛泉，偶熊在飞机上看到从化的“百丈飞泉”蔚然壮

观，便邀陈大年(名律师>、梁培基(名医师)等人到温泉实地考察

调查，一致认为这里是一个难得的旅游度假风舞区，很有开发价值。

当时的从化县县长李务滋也开始注意利用温泉来发展地方经济。这

便从1934年开始，陆续有军政要灵、名人与外国人到温泉旅游，并

投资兴建渡假别墅。至1937年抗日战争前，短短的四年间就已共建

了各式别墅37幢。形成了一片形态各异，结构不一，既有民族传统

特色，又有蚤方建筑特点的近代建筑群，成为我市近代建筑最多、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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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中的地区他们在温泉旅游时留下了许多遗迹．其中摩崖石刻’’百

丈飞?{泻漏足“、1‘又医处”、“枕流漱石”等最为出名

三

从化人民有昔反帝、反封建的光荣斗争历史和传统明清时期．

境内§次发生反抗封建统治的起义

抗日战争期l目．从化人民奋起反抗侵略音，积极配合我国军队

打击～侵日，车l‘)38年10月，日军侵入从化，在太平、神岗设据点．

日伪驻军，达2万人．面对严峻的革命哥，势．1030年1 1月．中共

从化县第一个党支部成立．会址设在温泉桀培基别墅l观竹庄：{4-

楼1次年．又在吕田镇三村白石咀成立中共吕田游击区第一个党支

部一艺支部成立后积极推动”群采救亡会”．发展和吸收进步青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发动从化人民组织抗日自卫队抗击耒犯日军 lq：{‘]

年12月24日，国民党^十二军一五七师阻击牛背脊的日本侵培

军i力．经过二昼夜激战．攻克了牛背-瞥．逼退北侵的日军．取揭粤

北第一次抗日会战牲刹 为纪念阵亡将士，在良口牛背脊建立了烈

士纪会碑 1‘)40耳5目1，}日．国民党^十三军在良口镇石榴花山

上阻击日本侵略军．浴血各战十昼夜，取绢了第二次抗日会战的胜

利 为了纪念这次战彼中阵亡的将士．1q4n年在石榴花山簦建立了

烈士襄

在解放战争时期．吕田一带崴为县内的革命根据地 i‘)45年．

中共从化县毛成立．顿导根据地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组成的游击队

被编为江北支队第三团【后为粤辖湘边纵队东江第三支队三团1

lL)4s年12月10日．游击队在马达同志的带领下，在吕田镇蓬森

村杨梅：t地段伏击从广州北上刮新丰县赴任县长的国民党军张汉

良部队．歼灭技军、两个加强排，俘亏了张汉良 1‘)40年10月1：{

日．从化全境茨揭解放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l目．县内有邓澄

～、剥邦彦等，名烈士献出了宝贵生命

四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历史爻化遗产的挖掘、保护

和管理工作 为了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殳物保护精神．让历史艾化遗

产碍，，o保存及重放光彰．从化于1082耳成立了爻物普查办公室，

组织了专职文栖普查队伍，进行了第一次炙物普查工作 经过日年

的帑力．发观、征集、鉴定和整理了大量珍贵爻物，先后颁布了两批

共21处氩物保护单位，并在此基础上编纂出版了h从化县炙物

志、，这是从化历史上第一本炙物专著 1990年j蔹立了”从化县文

物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归并县炙化局管理，负责日常工作，是

从化专职艾物工作的管理机构 l()()7年．从化市政府斥资近2000

百无兴建了从化博物馆，于199c)年9月建成并对外开放 随{}砚

代社会经济建设和城市化进程步伐加杜．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之间

的矛盾将越耒越突出 2000年，从化市番、市政府秉着实事求是的

精神和全面发展的战略出发．调整了爻牦管理铂导机构．由广州市

委常委、从化市委书记陈建华同志担任从化市支物管理垂员会i

任．提出并i持开展了第二次全市性炙物普查工作，力图盘清家底．

全面挖掘和保护从化的历史炙化遗产

在市艾物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下．抽调了有关部门的专业人员．

组成了艾物普查临时办公室，负责统筹、指导、协目口各镇文物普查小

组的工作，并在全市范圆内发掘、收棼有关历史炙枷实物．整理、汇

总、编印有关资料 从200(1年4月下旬开始．文物普查人覆在近半

年的时间里．走遍了全市15个填、75个行政村，行程达15()00，

公里．深～掇查、搜爨和拍摄有关的艾物 据统计．这次普查新发观

和登记的爻物单位共332处，收集父物实物370件．拍摄叉物瞧片

近5000，辣，整理编印了爻字、照片资料一批，共计10多万字

在普查期间．省内各大新闻媒介纷纷派出记者争相表刮从化进

行实地采访，从化炙物引起了肖内外的关注 肖、市及全国音毫古建

筑专家和炙物专家．·‘及肖、广州市辆导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这

些重要的爻物也高度重视，先后亲临从化．对部分囊有较高父物价

值和学术研究价值的古建筑、古村落进行了地场专察、拳证．并给予

了很高的评价 从化市第二次爻物普查工作新取得的成祟是巨大

的．为此将之载^史册．．·L飨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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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化市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

保护区分布图

广东省级：1。广裕祠2．五岳殿

广州市级．n 3．从化学宫孔圣先师殿4．邓氏宗祠5．防御使钟公祠

6．陆军六十三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7．陆军六十二军一五七师抗日阵

亡将士纪念碑

从化市级：8．文昌塔 9．。孝行流芳”牌坊 10．基督教堂 ”．从

化解放纪念碑 12．水口塔 13．孔梦雷墓 14．北帝庙 15．中共从化

县第一个党支部成立会议旧址 16．吕田革命烈士纪念碑 17．。寿。、

。小桃源”摩崖石刻 18．。天医处4摩崖石刻 19．。枕流漱石’摩崖

石刻 20．黎氏宗祠 21．陈济棠别墅 22．谢瀛洲别墅 23．刘沛泉别

墅 24．滴翠亭 25．孙氏宗祠 26．西溪祖祠 27．羽善西公祠 28．

必泰李公祠 29．万石刘公祠 30．仕志黄公祠 31．宗华宗祠 32．欧

阳仁山公祠 33．儒林第 34．陆炜故居 35．谢树藩故居 36．崇本学

堂 37．太平场当楼 38．瀛洲堂 39．七星岗炮楼 40．。百丈飞涛泻

漏天。摩崖石刻 41．中共从化从北区第一个党支部办公旧址 42．尚

义社学旧址43．松园一号别墅 44．翠溪三号别墅 45．清音亭 46．

‘流溪温泉”牌坊 47．梁氏祖墓 48．黄氏祖墓 49．明泰政大夫邓德

远、萧氏夫妇墓 50．严礼亭、黄氏夫妇墓

广州市历史文化保护区：

51．钟楼村 52．松柏堂

从化市历史文化保护区：

53．钱岗村 54．木棉村 55．大江埔村 56．凤院村 57．大墩村

58．殷家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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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遗址

第一章遗址

第一节古文化遗址文化遗存

新石器时期桂峰山遗址他J·|11啡d联¨州懈⋯【W簏ffI伶rIt一蝌女坡

地1990年至今．“i地农KKh续办：这·带发州^-：丛择类}毪打删[i器．仃fi斧、

fi锛、山凿和f惭fi等． f'／+7"i器^=小、M格、形：i定1i．，什群以河fl_[i吖IfJ制，仃的

¨郜瞪光．部分fi器于-持

部分叫船自羟K时M于

指峰擦Jl：j,tJbDff,JlUI：li',,(_E嚣

{J㈨卜f斜r的一道遵痕

迹从{J制的ri**的造形

脱之，制f{t技术较为栅

毂矗．为新fi；}：}’一前{{Ij之物

新石器时期白庙沟遗址化_J二『；lJj镇Ⅲp,ft,j-f．,,j+p<g-i．-l<tisti+s!j 580米的流溪

A,lft+-i#山岗一带1982{f：9月n：此发现一把I‘I然fi{}：的fi斧，薛身型米黄包，

长打形．t(=-+4S 16·7厘米、谢7．8 Jig、雎2厘水，fA端Jl：一fcljJ孔，另．端为半

盼l肜．半恻端和外侧婀l乇边打腠成＆【l¨刃状．枢丧于J庸得较为比滑2000年龟

2001 g：lllt+续^·}J聃7沟附

近坡地发域多fat"J-I’制右

糌．{f"“锛、fi斧、双Fj卉

斧等．还有少量印纹陶

根抛Ⅲ七的酬扎钉

斧造型搜制怍分析，为新

ri器晚期之物。‰

新石器时期社迳坑遗址位卜川|J镳狮泵村东村礼适坑、Iq84年IO J

限这‘坦发眦一ti质刮削器

fil』厚2』IⅡ米多，ytl J蹦。唯

利，jJ潸成蜷It+状从它

的器形：f!IJ断，打制这一“

器时的制作技术L达划

较J讶的水平．q-ftt为新ri

器I晓l呐范发现irilJ^tJ；}{{J埘

lt4数汀、r^米的地表零

j^澈佑一ji．1；陶”、呖fi

剐削器的-p央厚半．以便J二持执．r[径约5幢米

新石器时期后龙山遗址他r：蝇乐镇坛翻蚶村后龙l儿19143年10 J卜·

地村ltjlk r业J0，挖至I水深的蜻色¨去¨0发现-把双尉￡i斧，I【(=13 5㈣米

觉7州水、厚2．5腱米

，i斧是fitI比_；f|}．r俩是向

!J!|J较S't．sllt糙．骼个：}：5}物警

|fR萤包。芹豺i边J羚成川

刃状、m．r处的土质是上l|I

堆腻．问杂仃被焚烧过的

荇，光、小炭从等物．ji：伴

仃瓦砾⋯二}：7i嚣址新fi

器中晚期的物。}；Il

战国海螺滩文化遗

存他。J：吕⋯铫H⋯1t

。7：再-海螺膨JJJ麓处

1982年q月⋯¨IlI。’7：fkI

垠建挖地转，发跏敞J神}

代的青铜剑两把，另仃陶

腕、陶杯等物Ⅲ}物是

战hlil,l期的物t谲、

秦、汉高顶湾山文化遗存佗于Iu脒直Ⅲ¨f高顶湖fJ南麓1980<I-1，f
民，f·IIi脚挖滗取七时发

燃大批爵锕器，其巾部分

藏i‘人陶罐·h分别为

鹘一鼓J{!；壶、锕釜、锕饿、

铜潞涧壶各l件．锏，、i 4

Pf：，除锕铖、114垃保存究

好外，Jl；-f也器物均已锈

破。m t群物为襄节汉代

物一％

秦、汉吕田岗文化遗存位】：吕兀|镇i≈顶IJ||i上．腓，离海螺濉文化遗存

终’弘处1982年9 JJ r

ll J岗地表发现彳j目14蠢n

陶纺轮器l什．钎14蕞向

臻、fZ¨寸期器物．纺轮lIl【J

推测为术、几物岗顶III

顶足一处大、Ffr，tj商顶

湾ill、海螺濉’J：为HI耀．

州刚t是散ni符种印纹

陶片f1I k最t#'sjn

●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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