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
KQ
佳
时
盹
付
哝

广
东
人
A
L

￠

A
必
'

川之
叫
历
之
交
代
玄
玄政协广
东
省
惠
州
市
委
员
会
编

陈
圳
廷
。

主
编



弘
扬
中
华
文
明

传
承
历
史
文
脉

彰
显
惠
州
特
色

将
史
资
政
育
人

惠
州

名
迹

• rrJ'r， 芸 如

萃}@ 



金、叫历乏文<~--t苓
政协广东省惠州市委员会编

1iJ 史悠久，操运饨缸，人主地灵的式化名城;

铁扁担售， ~ii 夺实，和暗共量的优爸传统;

李ð..，t穗，包京四峰，截止系群的意叫精神 。



定州名 ;101 备军
HUI7HOU MINGJI HUICUI 

SPJ 
s龙守住 j地 <t4.
广东 λA 式 A 列

陈训廷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惠州名迹苔萃/陈训廷主编. 一一一广州:广东人民出版杜， 20 16.12 

(惠州历史文化丛书)

ISBN 978一7-2 1 8一 11 488-0

I ①惠… ll. ①陈… 皿 ①名胜古迹-介绍-惠州 W ( K928.7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宇 (2016) 第 305729 号

HUIZHOUMINGJJHUICUI 

惠。\1\1名迹套萃 陈训延 主编

出版人: 肖风华

责任编辑:余正平

特邀编辑: 李俊梅璧君

责任授编: 周 杰

装帧设计: 周永忠张剑英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村-

也 版权所青翻EDill'.\究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

电 话 ( 020) 837987 14 (总编室)

传真 (020 ) 83780 199 

网址 hltp: //www.gdpph.com 

印 刷: 惠州报业传媒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x l092mm 1/l 6 

EO 张 24

字 数 340 千字

印数 7000 册

版 :fR. : 20 1 6年 12月第 l 版 20 1 6年 1 2月 第 l 次印刷

定价 7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 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 020 ) 83790604 8379 1487 邮购 (020 ) 8378 142 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惠州历史文化丛书〉 编委会

主 任 : 陈训延

副主任 : 许玩宏 罗庆云 黄志忠

委 员 : 王勇开 蒋勤同 于纪叶 袁光 罗凯戈

牟建新 邹永祥 严艺超 钊l雪平 吴定球

何志成 林慧文 王宏宇 李俊

〈惠州名迹芸萃〉 编委会

主 编 : 陈训延

副主编 : 许玩宏 罗庆云 黄志忠

编 审 : 王勇开 袁 光

顾 问: 罗 川 山 朱伟思 罗国雄

执行主编: 钟雪平

执行副主编 : 侯娟 陈碧霞

编 撰: 零建州 伍世昭 王宏宇 钟雪平 谢杰华

侯娟 陈碧霞 吴旭辉 张向忠 钟雪伟

编 务: 王谓 李志龙 周俊祺 张卓文 叶晓曦

何慧玲 徐灵r-m 李美婷

摄 影: 赵建斌 林海 欧同强 廖佩才 曾伟饪

李美顺 罗兰芳 张爱国 何元深 陈平

朱伟华 周胜金 钊I超宏 关丽钦 伍志红

陈秉良 梁日华

法律顾问 : 杨择郡(惠 ~H'I 市政协委员、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主任)



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进程 中，中 华 民

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 要使 中 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

与当代文化相适应 、 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 以人们喜闻乐见 、 具有

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 o 时间铭刻着历 史 ，历 史浸染着文

化 ; 文化印存于记忆 ， 记忆传承着自信 O 惠州市政协组织编撰

《惠州历史文化丛书~ ( 以 下 简称《丛书~ ) ， 目的就是希望发挥 自

身文史工作的优势 ， 丰富惠州这座历 史文化名城的 内 涵 ， 让惠 州

历史文化得以进一步传承延续 、 普及推广 · 为更多人尤其是年轻

人增强文化自信 ， 提供一份可以愉阅的文化大餐 ; 也为外来的宾

客了解 、 读懂惠州 ， 打开一扇 历史文化之窗 O

历史是城市的 "根 " 文化是城市的 "魂飞惠州作为一座历

史悠久、地灵人杰 、 山水兼备、风物相直的历史文化名城 ， 有着

5000 多年的文明史 2000 多年的建置史 、 1000 多年的建城史 。

早在先秦时期 ， 缚委古国就为这一片土地带来了人类文明的曙光 O

自隋开皇十一年 (591 )在栋山设立循州总管府以来 ， 惠州、|更一直

是东江流域的行政文化中心 O 分处于东江两岸的西湖与罗浮 ， 一

水一山 ， 阴阳调和 ， 钟灵毓秀 ; 位于南海之滨的大亚湾接纳百 )11 , 

拥抱海洋 ; 中原文化、客家文化 、 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在此交汇

融合、和谐共生 O 这片丰厚的土地 ， 演绎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

历史壮剧 ， 孕育了为数众多的英才人杰 ， 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

涵养了刚直坚韧、开放包容、务实乐天的优良人文传统 。



回望漫漫的历史长河 ， 惠州的起落沉浮、兴衰悲喜 ， 无不与

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 ， 无不打上其独特的历史文化印记 。 尤

其是放眼当今 ， 在中国崛起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中 ， 惠州乘改革

开放的东风 ， 一跃成为广东的城市新秀 ， 经济规模位列广州、深

圳、佛山 、 东莞之后 ， 去年 GDP 总量达到 3140 多亿元人民币 。

惠州这座历史文化古城在新时代焕发出亮丽光彩 ， 成为环境优美

的山水丽城、特色鲜明的产业新城、社会和谐文明的好人之城、

发展潜力巨大的希望之城 。 惠州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令人瞩目的

巨 大成就 "惠州、惠 州 、惠民之州 " 的美誉响遍全国 ， 因素固

然有许多 ， 但其中惠州底蕴丰厚的 历史文化所体现出来的勤劳务

实、硬颈担当的精神 ; 对新生事物开放学习 、 择善而从的取态 ;

对异质文化和外来人口包容并蓄、和谐共生的胸怀等优秀的人文

精神内核 ， 应该说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 {丛书》的出版 ， 必

将有助于人们更加认知和热爱惠州这方热土 ， 更加充分汲取和弘

扬前人留 下 的优秀地域精神和人文品格 ， 更加深刻领会和践行

"崇文厚德、包容四海 、 敬业乐群" 的惠州、|精神 ; 也必将为惠州的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

激励人们更加努力地建设绿色化现代山水丽城 ， 创造更加美好的

未来 !

传承历 史文脉 ， 彰显惠州|特色 。 可以说 ， 这套《丛书》是古

人、前人、今人知识智慧和研究成果的集成之作 ; 也是一项功在

当代 ， 惠及后人的文化普及工程 。 {丛书》包括 6 册 ， 其中 ，

《惠州 历 史概述》采用简史纪事的体例 ， 对惠州、1 5000 多年的历史

进行科学客观的阐述 ，力 求勾勒出惠州、|走过的轨迹 ， 让读者穿越

时空 ， 去感受惠州 历史的厚重与深沉{惠州名人列传》采用人

物传记的体例 ， 比较全面系统地推介了惠州各个历史时期重要人

物的事迹 ， 让读者在浩荡的历史洪流中 ， 感念惠州人特有的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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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气质(惠州名迹茎萃》以考古新成果和文物胜迹为依据，让

读者在历史的变迁 中， 感 怀 惠 州历史的苍劲与辉煌(惠州 诗词

选编》搬取诗海词林 中历代名人咏惠州的佳作 ， 让读者在对精 品

佳作的品赏中 ， 感受惠州的品质与魅力 (惠州植联集锦》精选

历代与惠州有关的植联精品，配以深入浅出的鉴赏品评 ， 让读者

在引人入胜的赏读中 ， 体会惠州的蕴涵与品位(惠州风物搬胜》

以流畅的文笔 ， 系统介绍惠州的美丽风景、民俗风情和地方特产 ，

让读者在异彩纷呈的风物中 ， 感叹惠州的特色情调与美丽富饶 O

存史资政育人 ， 文化传递文明 。 (丛 书 》在编撰过程 中，力

求突出以下特点 : 一是尊重历史 ， 实事求是 。 客观对待历史 ， 公

正推介人物 ， 科学挑选作品，采之有据 ， 取之有道 ， 舍之有因 。

二是以惠为主 ， 兼顾其他 。 尽可能凸显惠人、惠事、惠地、惠物 、

惠声、惠味 ， 兼顾涉惠、寓惠、咏惠等相关人和事 。 三是分类集

戚 ， 好中选优 。 广泛选材 ， 博中取精 ， 茎萃椒胜 ， 突出重点 。 四

是继承创新 ， 普及教化 O 力求古为今用 ， 弘扬正能量，力求通俗

易懂 ， 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 。 同时出版电子图书 ， 登陆惠州 市

政协网站(http ://zx.huizhou.gov .c nl ) 可下载阅读 。

了解惠州 ， 读懂惠州 ， 热爱惠州 ， 奉献惠州 ， 这是每个惠州

人义不容辞的天职 O 我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 ， 一直在惠州 工

作、学习、生活 ， 既为惠州悠久厚重的 历 史文化感到自豪 ， 又为

改革开放以来惠州翻天覆地、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而感到骄傲 ;

同时 ， 也为惠州、| 许多闪光的历史文化珍珠散散落落而感到惋惜 O

很想有机会当个促进者 ， 把它们串成挂在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脖子

上的珍珠项链，呈现于世人 。 2015 年初我到市政协工作后 ， 便着

力谋划推动 《丛书 》 编撰工作的实施 。 百人参与，数易其稿 ， 几

经研磨 ， 终于成型 ， 属惠州、|首次比较全面地展示丰厚历史文化家

底的系列丛书 。 在此 ， 十分感谢《丛书》的编撰者们 ， 他们利用

3 



业余时间，投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 ， 潜心史海，攀登书山，博采

广记 ， 精编勤辑 ， 不少文史爱好者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奉献出

来，融入书中 ; 十分感谢中共惠州市委书记陈奕戚、市长麦教猛

同志等有关领导和相关部门对《丛书》编撰工作给予的大力支持 ;

十分感谢著名的书画家范曾先生为《丛书》题写书名 ; 十分感谢

参与《丛书》编辑、审稿、统稿、校对、出版发行的各位专家、

学者的辛勤付出 ; 十分感谢市政协各位同事以及社会各相关人士

积极地参与统筹、协调和帮助 。 正是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 ， 才使

这套《丛书》在较短的时间内得以顺利问世 。

盛世修史 ， 国旺文兴 。 文化建设永远在路上 。 惠州|历史文化

浩瀚似海 ， ~丛书》篇幅有限，拾一漏百，在所难免 。 从范畴上

看 ， 如书法画篆、文章佳作 、 文物珍品等尚未收入列编 ; 从时间

上看 ， 如 1949 年以后的历史文化等尚未能全面成章列入，只好留

待以后续编了 。 由于编撰者的水平有限、时间仓促 ， 难免有以偏

概全、失当谬误之处，敬请方家读者批评指正 。

是为序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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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惠价|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域，文化底蕴深厚，文物名 i主众多，历代

文人为惠州留下了众多人文景观。 惠州 市现存历史文化遗存保存状

况，在空间上呈现分区集中分布的特点，地下文物主要集中在罗浮

山 麓、 东江(含支流)边，地上文物主要集 中在惠州惠城区，惠阳

淡水城区 ，博罗、龙门二县以及罗浮山 。

惠价|全市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1000 处，其中，古遗址 78 处，古

墓葬 61 处，古建筑 641 处，石 窟寺及石亥IJ 23 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

代表性建筑 197 处 。 有多处文物古迹列入广东省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

新发现，其中惠阳区的南 阳新居、跃鲤桥，惠东县的黄沙塘高桥，龙

门县的三洞窑址 、 三洞社程坛被列入广东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百

大新发现惠东县黄沙糖高桥还被列入广东省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

"十大新发现"。

惠州市共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 400 多处 。 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叶挺故居以及银岗古窑场遗址、归善学宫、邓演达故居 、 高埠苏

维埃政府 l曰址等 36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均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极

高的历史人文价值，是见证惠州、|社会及历史发展的珍贵实物资料 。 此

外，惠州市还公布了第一批历史建筑，共计 9 类 202 处，其中居住建

筑 163 处，工业建筑 4 处 ，商住建筑 22 处 ，文化建筑 2 处， 办公建

筑 l 处，祭祀性建筑 8 处 ， 教育建筑 2 处 。 ，

《 惠州名迹苓萃》 收录范因为不可移动文物，包括惠州市三县四

区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和重要的遗存 、 代表性革命遗迹，内容包括

古代遗址 、 古代城址、祠堂民居、学堂 书 院、寺观坛庙、古桥古塔、

古代墓葬、革命旧址 、 古村名边等部分 。 本书内容原则上按照时代序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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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起始年代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 ; 重建古迹

单独一篇，年代不限;本书历史纪年均用农历纪年，才舌 i主公元年 。

《 惠价!名迹苓萃 》 收录编撰的内容主要参考清光绪 《惠州府志 》 和

《惠州文物志》 、 《第二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成果》 等 。 在此基础

上我们进一步修订完善，调整并补充了大部分史料和内容，特别是加

强了对文物古迹价值方面的描述。

《惠州名迹苍萃》 精选内容多数是大众比较熟悉、保存较好的各

类文物古迹、古街及中国传统村落古迹 。 重 点精选了具有历史、艺

术、科学价值和与重要考古发现、重大历史事件有关且有代表性的文

物古迹 127 处 。 主要介绍其地理位直、保存状况、有关历史背景及价

值特色等 。

古代先民在惠州境内生产生活，也在惠州留下了众多的历史遗

存，女口窝尾j幼遗址、东平窑址、瑶族穴居遗址、曾屋岭遗址、纯洲岛

遗址、三寨谷造纸遗址等古代遗址 。 惠州自隋唐设立循州总管府，入

宋以来，筑城至今，仍保留了相关古代城市遗迹及遗址 。 本书介绍了

见证惠州地区城市发展历程的惠州府城、归善县城、淡水古城、博罗

古城、平海古城、龙门古城等古城遗址。 而古城内的历史文化街区是

传统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既体现了本土传统文化，又展现了

当前生活方式，本书也介绍惠州五条省级历史文化街区的形成背景、

现状、历史文物、空间布局及历史价值 。 重建历史名边是中华文明能

够得以弘扬与传承的措施和手段之一，本书收录了合江楼、朝京门、

文星塔等 7 处重建历史名迹 。

惠州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共登录有祠堂民居约 420 处，今以公布

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为主，共摘录 15 处祠 堂民居建筑加以介

绍说明 。 惠州地区现存各类书院、学宫 、 书室约 50 多处 。 重点介绍

归善学宫、宾兴馆、黄氏书室等 12 处有代表性的文物建筑，这些文

物建筑多数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加以保护 。 惠州地区现存寺观坛庙数

量较多 ，各地有代表性的建筑 14 处，其中有 9 处已列入省、市、县

2 



文物保护单位 。 惠州共登录墓葬 61 处 ， 精选 出 具有代表性的 14 处商

代至民国墓葬，其中横岭山 墓葬考古发掘被坪为 2000 年全国 十 大考

古发现之一 。

在近现代史上，惠州是一座有深厚革命文化积淀的历史名域，本

书精选出具有代表性的 14 处惠州革命旧址 。 本书主要介绍近年来 已

列入中国传统村落的龙华镇旭日村、横沥镇墨园村、秋长街道茶园

村、秋长街道周田村、多祝镇皇忠、扬村、龙华镇绳武村、枪山镇范和

村 7 个村落的基本情况和现存重要文物建筑 、 传统风格等 。 据不完全

统计，惠州有古桥 40 余庄、古塔 20 多庄，它们主要分布在 山 峦、湖

畔、寺庙和园林之中 ， 装点着惠州美丽的 山 水 ， 是古时重要交通设施

和人们的精神寄托 ， 有些古桥至今还发挥着重要的交通作用 。 这里主

要摘录惠州各县区 1 9 处现存比较完好 具有较高历史价值和人文价

值的建筑 O

《惠州名迹苓萃》 所选的名迹现状保存较为完整，质量和保存状

况都比较完好，所展现的遗迹文化内涵丰富 ， 构成了惠州各个时期的

文物特色，展现了惠州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 这些遗产 ， 是惠州厚重

历史重要见证，也是惠州从历史古城走向现代城市的文化印记，是惠

州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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