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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l 本志收录文物，以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为标准；地域范围以广

州市内8个区为限，馆藏文物不在此例；年限自新石器时代起至1949年止，至

于后来为纪念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而修建的陵墓或建筑物，亦予选录。

2 收录条目以物为主，以物带人，以物带事；凡文物已湮没无存的从略。

3 文物条目按类型，或性质分类，依年代顺序排列，清代以前的文物，

一般冠以朝代名称。

’4 入志文物，一般标明地点或收藏单位并加文物编号，以利查考。纪述

文字的撰写人姓名附于条目之后。

5 碑刻和铭文，如未经发表的，酌附原文；已发表的，一般从略。

6 1950年以来向市属各博物馆、纪念馆捐献文物的各界人士，表于书后，

永志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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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广州，是我国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早在新石器时期，即距今4000--5000

年前，先民们已在此生息繁衍，揭开了广州地区人文史的初页。其后岁月绵衍，

生产日渐发展，社会经济益臻繁荣。逮及汉唐，已成为我国著名的大港市，是

我国联结西亚、欧陆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自鸦片战争以来，又是我国

民主革命的策源地。纵观上下几千年，广州不愧为我国南方的一颗璀璨明珠，

其富有地区特色的文化，向为人们所称道和重视。

为继承，发扬广州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更好地保护文物和开展文物科学

研究，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广州市文化局决定编撰出版《广州市文物志》o

奉献于读者面前的这部专志，是广州市文物工作者经过长期大量文物普查、征

集、考古发掘和整理研究工作而取得的成果。

《广州市文物志》收录大量资料，以集大成的方式，分类归纳，如实纪述，

力求使广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著名的国际港市和革命英雄城市的历史风貌，

得到比较全面的反映，这无疑是一件嘉惠后人，沾溉久远的美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广州仅有一个内容简陋的博物馆，发展到现在，

已经建立起拥有历史博物馆，美术馆、工艺馆、纪念馆及文物保管机构等共19

个单位，从事文物、博物馆工作专业人员600余人，并已积累了丰富的文物藏品。

这一成果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广州市近40年来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广州市文物志》收录的藏品，有不少是地方文物的精华，为广大读者研

究和鉴赏各类文物，为研究广州地方历史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广州市文物志》

是一部进行乡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教材，也是中外旅游者游览广州的

宝贵指南。

杨奎章 198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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