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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曾在邱氏书

室办学的“万木草堂”(市

文物保护点)：

驰名中外的鲁Ⅺ纪念席



堕落在文德路的中山图书馆

垂落在文德路的广东省作家协会(曾庆丰摄)



东山区机械三厂生产冲床。



市区领导慰问敬老楼老人。

美国友人参观大塘街“陕乐园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塘街“美化家庭”现场会上，叶选平等领导参期

街积极开展军民共建活动，图为军政领导参即



大塘街积极开展群众体育活动

“大塘街志”编纂小组征询历届领导意见。



市检察院与大塘街签定安全文明小区建设共建协议

位于大塘街辖区内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广州东ll J支

队，，一～一糕一一掣鼬吁。一一一?盈_．一篇基一。，一



环境优美的德政中路红胜坊



广州市东山区史志丛书
，—／、一

<大塘街志>编审人员名单

编纂领导小组：

组 长：张凯君马斌

副组长：刘晓华

成 员：林树煦周坚明

顾 问：王守廉

编纂小组：

主 编：周元峥

副主编：杜景笑

资料收集：杜景笑

主 笔：周元峥

封面设计：林树煦

摄 影：林树煦舒传林

编审小组：

主 审：吴裘

成 员：张 明 许衍金欧阳永泉沈印吾

广州市东山区大塘街道办事处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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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文化历代相承的优良传统。街道志书以其

翔实的资料，记载了大塘地区社会、人物、自然的变迁，它将起着“存史、

资治、教化”的作用。

<大塘街志>是大塘街有史以来的第一本志书，全书共十二章，计十

二万字。它记载了从1840年——1995年大塘街的地理、经济、政治、

文化等方面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过程，反映了大塘街地区在一百五十多

年中的三个不同朝代、不同社会制度的兴衰。

大塘街历史形成较早，秦代将领任嚣增筑的古越城就包括了大塘

街现今地域的大部份。广东历史上第一个探花，官至南宋龙图阁待制、

吏部侍郎、刚正廉明的清官——李昴英的故居就在街辖内的李家巷。

为纪念广东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名将(汉代)张戎和最早的儒将张买的秉

政祠就在街辖内的秉政街。清代广东书生云集广州赴试的贡院也在域

内，当年贡院的主楼——明远楼，即现今的红楼仍保留完好。二、三十

年代，孙中山、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郭沫若等伟人曾在域内

的广东大学(后改为中山大学，现为广东博物馆)留下历史的声音，点燃

革命的火炬，如今红楼仍巍然屹立着。域内的中山四路、文德路在明、

清代就已是广州的政治、经济、文化较发达地区。解放后，特别是在改

革开放后，大塘地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更是迅猛发展。这要

归功于大塘地区各机团单位、企事业单位和各界群众为之付出的辛勤

劳动，大塘街千秋万代的子孙将永远铭记着他们的功劳!

本街志的编纂，在广州市东山区地方志办公室的直接领导和支持

下，编纂人员搜集了大量史实资料、政府行文，访问了许多老领导、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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