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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第一批地名保护名录》简介

结合深圳市地名文化特征，本次入选的地名保护名录共

112 个，分为传统文化与历史地名、红色历史地名、改革开

放地名。

传统文化与历史地名指深圳市地域内自有人类居住痕

迹至近代，具有悠久历史与丰富传统文化内涵、或与历史事

件、历史人物具有较强关联的地名。

红色历史地名指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 1949 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深圳市地域内曾发生过红色革命事件，或

与红色革命领袖、革命英雄相关联的地名。

改革开放地名指 1979 年建市至今，深圳市地域内的改

革开放地标建筑地名，及与曾发生过改革开放重大历史事件

或与改革开放重要人物相关联的地名。因深圳是全国改革开

放前沿，具有改革开放特色的地名数量较多，本次入选的改

革开放地名主要集中在改革开放初期，以 20 世纪 80、90 年

代为主的地名。

一、传统文化与历史地名（63 个）

行政区域及其他区域、建筑物（群）名称1：宝安、龙岗、

大鹏；新安、梅林、沙头角、福永、沙井、石岩、平湖、布

1 本名录中“行政区域及其他区域”及“建筑物（群）”中的“居民点”名称仅为地名专名，

除特殊情况外不标注“区”“街道”“社区”“村”等通名。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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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观澜、公明；牛湖；三洲田；赤湾、固戍、上沙、下沙、

湖贝、衙边、燕川、应人石、甲岸、西湖塘、兰水壆、樟坑

径、合水口、李松蓢、玉律、楼村、对面喊、较场尾、半天

云、鹤薮、盐灶；

自然实体名称：梧桐山、凤凰山、亚婆髻、七娘山；深

圳河、茅洲河；内伶仃岛；

纪念地旅游景点名称：南头古城、宋少帝陵、赤湾左炮

台、赖恩爵振威将军第、曾氏大宗祠、元勋旧址、鹤湖新居、

大万世居、龙田世居、龙津石塔、永兴桥、绮云书室、虔贞

女校、纪劬劳学校、念妇贤医院、咸头岭遗址、清平古墟；

赤湾天后庙；

交通设施名称：中英街；罗湖桥。

二、红色历史地名（17 个）

行政区域及其他区域、建筑物（群）名称：坪山；新屋

吓、山厦、阳和浪、白石龙、王母围、沙鱼涌；

自然实体名称：阳台山；

纪念地旅游景点名称：怀月张公祠、中共宝安县第一次

党代会会址（素白陈公祠）、东江游击队指挥部旧址（鸿安

酒家）、土洋村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东宝行政督导处旧址

（陈氏大宗祠、泽培陈公祠）、东宝中学旧址、曾生故居、

陈郁故居；

公共设施名称：光祖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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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开放地名（32 个）

行政区域及其他区域、建筑物（群）名称：罗湖；东门、

华强北、香蜜湖、蛇口、西丽；光明农场；车公庙；皇岗、

水贝（罗湖）、蔡屋围、渔民村、白石洲、大芬、南岭村；

华侨大厦、电子大厦、国贸大厦、信兴广场（地王大厦）、

竹园宾馆、雅园宾馆、东湖宾馆、南海酒店、上海宾馆；

自然实体名称：微波山；

纪念地旅游景点名称：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石

岩上屋热线圈厂旧址）；海上世界；邓小平铜像、孺子牛雕

像、前海石；

交通设施名称：深南大道；

公共设施名称：深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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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历史地名

1.宝安 Bǎo’ān

区名。东晋咸和六年（331）设东官郡置宝安、海丰等

六县，宝安为六县之首，这是深圳地区建县之始，范围包括

今深圳市、香港特别行政区、东莞市全部和番禺部分区域。

“宝安”为深圳地区最早的古县名，南朝宋史书《宋书·州

郡志》（公元 500 年前后）载有“宝安”；据清康熙、嘉庆

《新安县志》等文献记载，其得名说法有二，一为境内有宝

山，山有宝（银），“得宝而安”；二为境内“山辉泽媚，

珍宝之气萃焉”。建县后，深圳地区的县名几易，最终在 1914

年复用“宝安”。1979 年深圳建市撤宝安县，1981 年恢复宝

安县建制辖深圳经济特区之外的部分，1992 年撤销宝安县分

设宝安、龙岗 2 区，作为区名沿用至今。

2.龙岗 Lónggǎng

区名。源于“龙冈墟”，原属古归善县，最早见载于清

乾隆四十八年（1783）的《归善县志》。相传古代有一条神

龙从梧桐山腾飞，后降落于一小山冈上（今龙岗墟大王坛古

榕树下），化作青烟升天，故此地建墟名“龙冈”，后“冈”

定为“岗”。龙岗客家是清初形成的新客家地区的代表，因

此龙岗也被誉为“珠三角客家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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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鹏 Dàpéng

非行政（新区）名。明嘉靖《广东通志》载，东莞县内

有山名为“大鹏岭”，“其脉自罗浮山来，状如飞鸟”。明

万历《广东通志》载，“大鹏岭，在大鹏千户所后，脉接罗

浮，状如鹏举。”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大鹏所城始建，

后为明清两代中国南部海防军事要塞。大鹏新区因大鹏所城

而得名，大鹏所城因大鹏山（今七娘山）而得名，大鹏山因

山脉“状如鹏举”而得名。

4.新安 Xīn'ān

街道名。见载于明万历《广东通志》。唐至德二年（757

年），撤销宝安县建置并入东莞县；明万历元年（1573），

从东莞县南部析出设新安县，县名取“革故鼎新，去危为安”

之义。1914 年，因新安县与河南省新安县名重复故更名不用。

1985 年设“新安镇”，辖现新安街道、西乡街道（部分）范

围。1993 年 12 月，新安镇撤销，分设新安街道和西乡镇。

5.梅林 Méilín

街道名。“梅林”最早用于村名，因此处原有大片杨梅

树而得名。据上梅林村现存《沙头梅林黄氏族谱》记载，“上

梅林村”约立村于南宋末年，村民为黄氏，多数讲广府围头

话。而“下梅林村”始建于明朝初年，由客家人郑氏迁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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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清康熙《新安县志》载有自然实体“梅林迳”与“上梅

林”“下梅林”二村，嘉庆《新安县志》中增加了“梅林迳

下”一村。在抗战时期“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之中，广东

人民抗日游击队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从日寇占领下的香港，

营救出邹韬奋、茅盾夫妇、胡绳夫妇等一批文化名人，经深

圳河转移至上梅林，并在梅庄黄公祠留宿，再经梅林坳翻山

到达白石龙。深圳革命烈士纪念碑位于梅林街道内。改革开

放后，“梅林关”作为“二线关”，曾是进入深圳经济特区

的必经之地之一。

6.沙头角 Shātóujiǎo

街道名。1866 年地图《新安县全图》中载有“沙头角”，

地名来源不可考。沙头角原是新安县（1914 年后称宝安县）

的一个小墟镇，清嘉庆年间，沙头角地区（包括今盐田、梅

沙、沙鱼涌各村及香港新界沙头角大部分村庄）组织“十约”，

筹划并建设东和墟，又称沙头角墟。1937 年，东和墟遭台风

与海啸，大部分建筑被摧毁，后“东和”一名逐步式微，“沙

头角”成为该地主要区划名，先后用于区名、公社名、镇名

等。2002 年，沙头角镇划分为沙头角、海山 2 个街道。现沙

头角街道地邻香港新界，区域内有中英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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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福永 Fúyǒng

街道名。“福永”一名见载于清康熙《新安县志》，也

名“伏涌”，明洪武三十年（1397），设福永巡检司，主要

功能有防御侵略、维持治安、缉拿走私等。改革开放后，福

永是宝安老牌工商业重镇，敲响过全国农地入市“第一拍”。

8.沙井 Shājǐng

街道名。所在地在清康熙《新安县志》中记载为“归德

场”，因北宋至清康乾年间设有“归德盐场”，后盐场裁撤。

清嘉庆《新安县志》有“沙井村”与“沙井墟”的记载。因

该地原为入海河道之冲积平原，掘井多沙，故名。沙井蚝享

有盛名，养殖历史可追溯到宋代。

9.石岩 Shíyán

街道名。原名“乌石岩”。清康熙《新安县志》载有“乌

石岩”自然实体；嘉庆《新安县志》载有“乌石岩墟”。墟

内旧有石洞，洞内有观音塑像，中央有大石座，供奉者燃鞭

炮掷其上，呈褐色，谓观音显灵，后有人在此修建庙宇，名

“乌石岩古寺”，旧墟因此得名。石岩古代是客家人迁徙聚

集的主要地区。街道内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是我国第

一座以劳务工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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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平湖 Pínghú

街道名。清康熙《新安县志》中载有“平湖村”“平湖

墟”，清嘉庆《新安县志》载有“平湖围”。宋中期平湖立

村，明嘉靖元年（1522）平湖建墟。早期的平湖包括伍屋围

村、大围村、松柏围村。从地形上看，伍屋围村像一只螃蟹，

大围村像一只蚌，松柏围村像一只虾，螃蟹、蚌、虾均为水

生动物，有水才能成活，加之地势平坦，遂称平湖。现为华

南物流重镇。

11.布吉 Bùjí

街道名。清朝中叶布吉称“布隔”，也称“莆隔”村，

客家话中“莆”与“布”谐音。清康熙《新安县志》记载有

“莆隔村”。清宣统三年（1911）广九铁路通车，设立“布

吉”站，“布隔”遂改称“布吉”。此处自清代晚期开始就

是商业旺街，改革开放后为经济大镇。

12.观澜 Guānlán

街道名。1866 年地图《新安县全图》中记载有“杆栏墟”。

地名出现于清乾隆年间，来源说法众多，一说得名于风水先

生，一说得名于观澜古寺，后周边发展成墟，取名观澜墟。

该地也称“杆栏”。观澜古墟是清末至今保存较好的古墟，

现为深圳市历史风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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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公明 Gōngmíng

街道名。原为墟市名，1929 年建墟，原名“公平墟”取

意“买卖公平”，后经当地乡绅商议，1931 年改名“公明墟”，

取意“公道光明”。公明老墟被列入不可移动的文物保护点，

并入选深圳市首批历史风貌区。公明烧鹅为地方名产之一，

因出自公明墟而得名。街道内还有闻名遐迩的陈仙姑祠。公

明也是东江纵队战斗过的地方，1944 年冬，东江纵队政治部

为培养抗日干部，决定由东宝行政督导处主办，借用公明下

村陈氏祠堂建起东宝地区第一所抗日民主学校——东宝中

学。

14.牛湖 Niúhú

社区名。在清康熙《新安县志》中记载为“牛湖子”，

位于山区丘陵谷地，牛湖河从村东面流过，因河得名。始建

于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 年），邓、李、魏姓由广东长乐（今

五华）迁来建村，随后又有张、罗、巫姓。原来最早形成的

村落称为牛湖老村。后来陈姓迁来，因人多而迟来，所以在

附近又建村庄，取名牛湖新村。皆是客家村落，民国时《东

莞县志》将此处记载为“鳌湖”。

15.三洲田 Sānzhōutián

区片名。据载，明隆庆六年（1572），廖氏从福建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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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至此。其先祖廖延邦、廖延龄、廖延春三兄弟曾为隋朝立

下汗马功劳，分别官任清河郡、太原郡、武威郡太守，故后

人在祠堂撰联“三州世泽，万石家声”，“三洲”由此而来。

1866 年地图《新安县全图》中记载为“三坵田”。1900 年（庚

子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三洲田起义在这里发生。当时三

洲田属惠州府归善县，因此，三洲田起义史称庚子首义、惠

州起义等，是孙中山先生领导和打响的 20 世纪反清革命第

一枪。

16.赤湾 Chìwān

居民点（村）名。原赤湾村始建于宋代，传说由宋少帝

的赵姓守陵人后裔在此定居而形成，也有一说因打长工者聚

居形成。历史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舟船成市，

车骑如流”；也是中国海防重地、“粤省前哨”，明代起官

府已在附近的南山设置墩台以防海盗。清康熙《新安县志》

中，“赤湾胜概”为“新安八景”之一。

17.固戍 Gùshù

居民点（村）名。见载于清康熙《新安县志》。因历代

在此驻军戍边，巩固海防，故名。最早宋代设固戍角寨，明

初在此地设固戍巡检司。原固戍村始建于元至元元年（1335），

姜姓六兄弟从山东和洲县迁此定居成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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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上沙 Shàngshā

居民点（村）名。清康熙《新安县志》载有“沙头墟”、

“沙头村”、“椰树下”等地名。该片村庄沿海岸分布，地

面皆是沙子，村前有一个沙丘。建村时命名为沙头，后发展

出椰树下、塘晏、龙秋等。因地处上端，称上沙头，后简称

上沙。上沙村与下沙村皆始建于南宋时期，开基始祖黄氏同

宗共脉。黄氏崇敬祖先的祭祀习俗已绵延 800 多年历史。

19.下沙 Xiàshā

居民点（村）名。清康熙《新安县志》载有“沙头墟”

“沙头村”等地名。该片村庄沿海岸分布，地面皆是沙子，

村前有一个沙丘。建村时命名为沙头，后发展出东涌、围仔

等村。因地处下端而称下沙头，后简称下沙。上沙村与下沙

村皆始建于南宋时期，开基始祖黄氏同宗共脉。黄氏崇敬祖

先的祭祀习俗已绵延 800 多年历史。下沙村黄氏祭祖习俗在

2011 年入选国家级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2

年元宵，下沙大盆菜宴赴宴人数达 6 万余人，举办席数与参

与人数两项均载入吉尼斯纪录。

20.湖贝 Húbèi

居民点（村）名。见载于清嘉庆《新安县志》。湖贝村

于明成化二年（1466）开基立村，当时村前有湖，村建在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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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背后，故取名湖背，后改为湖贝。湖贝古村保存了清代民

居群及近现代史迹，湖贝南坊入选深圳市历史风貌区。

21.衙边 Yábiān

居民点（村）名。始建于明代，取归德盐场衙署旁边之

意。清嘉庆《新安县志》载有“衙边村”。归德盐场为深圳

地区古盐场，最早见载于北宋时期，为“归德盐栅”，北宋

后期因生产规模扩大升格为盐场，至清乾隆年间裁撤。

22.燕川 Yànchuān

居民点（村）名。清嘉庆《新安县志》载有“燕村”，

该村始建于元代，得名传说其一，燕川之“川”是因村前有

一河流，故名。其二，“川”即“村”的美称，燕川即燕村。

其三，燕川之“燕”来源于“三丫”，当地有“三丫流埋归

一丫，唔中状元中探花”的俗语。三丫分别指鹅公岭、莳禾

叉、瓦窑三座山，其分布有如燕子形。还有一种说法是族人

目睹燕子成群筑巢落户家中，不忘先祖陈朝举公之故地——

河南洛阳颍川，即取燕子之“燕”和颍川之“川”字合称。

23.应人石 Yìngrénshí

居民点（村）名。见载于清嘉庆《新安县志》，村名来

源于本地传说：几百年前阳台山下有一对恩爱夫妻，妻子去

山中寻找未归的丈夫，在山中呼喊，发现一块大石头回应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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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后妻子遭雷击身亡，变成了另一尊石头，与旁边的应人

石遥相对望。“应人石传说”在当地用客家话口耳相传，于

2013 年被列入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4.甲岸 Jiǎ’àn

居民点（村）名。今甲岸村原名“隔岸”，见载于清康

熙《新安县志》。600 多年前，隔岸村的黄氏祖先从珠江西

岸的广东香山县迁徙到珠江东岸的新安县开基立村，两地隔

着珠江入海口相望，故名。

25.西湖塘 Xīhútáng

居民点（村）名。西湖塘为龙岗区现存历史最久远的古

村落之一。西湖塘历史风貌区包括西湖塘老围与西湖塘新围

两片，都属广府系统宝安型围屋。老围建于明嘉靖、万历年

间，当地人称“乐淮堂”（围堡），为坪地王氏始祖所创建，

围堡五横四纵，巷道分明，前有门楼，后有神厅，四角有角

楼。新围始建于清代，明显受到客家风格影响，巷道格局延

续老围街巷方向，内有围屋 1 座，角楼 2 座，门楼 2 座，古

建筑多为民国时期修复，整体保存完好。

26.兰水壆 Lánshuǐbó

居民点（村）名。该村始建于清代后期。“壆”意为垅，

兰水壆即拦水坝之意。村子有曲水环绕，村民建水坝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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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免村庄田地被水浸。后简化为兰水坣，但坣仍读作“bó”。

27.樟坑径 Zhāngkēngjìng

居民点（村）名。清康熙《新安县志》有古道“樟坑迳”

的记载，“迳”为步道、小路之意。后有村名。一说因道路

沿途有山嶂高岭与山坑，另一说因位于有樟树的山区，故称

樟坑。这里走出了中国第一位瑞士留学生。抗战时曾是广东

人民抗日游击队的重要交通站。

28.合水口 Héshuǐkǒu

居民点（村）名。见载于清康熙《新安县志》。该村始

建于明永乐二十一年（1423），由麦氏开基立围，因地势较

低，从上游汇合到该村前的一条溪，形成一个合水口，故名。

该村曾是“武术之乡”，清朝中期先后出过武举人和武进士。

29.李松蓢 Lǐsōnglǎng

居民点（村）名。见载于清康熙《新安县志》，该村始

建于明正统元年（1436）前后，建村时村后群山层叠，小山

长满青松，山脚种有许多李子树，山前则是大片长满荒草的

低蓢地，所以最初叫松李蓢村，后改称今名。

30.玉律 Yùlǜ

居民点（村）名。古称“药勒村”“玉勒村”，始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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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绍定年间（1228—1233 年）。明天顺《东莞旧志》记载，

有汤泉位于“药勒村前”。清康熙与嘉庆《新安县志》都载

有“玉勒村”，故推测由“玉勒”更名为“玉律”是在嘉庆

之后。20 世纪 80 年代对“玉律”有“因该村历来较有文化，

按‘玉学麒麟，律法至上’而取村名”的解读，后被学者认

为是误读。该村的“玉律温泉”为清康熙“新安八景”之一。

时至今日汤泉依然喷涌，泉水富含 20 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

素，是深圳市内少见的天然矿温泉。

31.楼村 Lóucūn

居民点（村）名。清嘉庆《新安县志》载有“楼村田尾”，

该村始建于明代，建村时四周都是村庄，唯独此处没有，故

名“漏村”，后雅化为今名。楼村为深圳人口最多、面积最

大的自然村之一。2004 年，社区发现了一处元代古窑遗址，

至今有 800 多年的历史，是深圳发现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

的瓷窑，也是广东省发现的第一个瓢形窑址，堪称“深圳第

一窑”。

32.对面喊 Duìmiànhǎn

居民点（村）名。该村始建于清初，据传村民在田心老

围村（今新联村）居住，到今对面喊村所在地开垦土地建房。

因旧时通讯不便，居住在原田心老围的长者或同胞兄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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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找人、捎带物品或商量事宜时常会大声呼喊对面族人，长

此以往，“对面喊”自然而然成为了村名。1866 年地图《新

安县全图》中记载为“对面墈”。

33.较场尾 Jiàochǎngwěi

居民点（村）名。较场尾村因位于明代“大鹏守御千户

所城”（即今“大鹏所城”）西较场遗迹的旁边（尾部）而

得名。2008 年开始，许多民宿入驻较场尾，风格多元，吸引

了大量游客。较场尾也被赋予了“深圳鼓浪屿”“中国的爱

琴海”等美名。

34.半天云 Bàntiānyún

居民点（村）名。见载于清康熙《新安县志》。建村于

明末清初，因坐落在半山腰上，依山傍海，云雾缭绕，村子

若隐若现，似“半山半水半天云”，故名。村内有国家一、

二、三级保护树木（古树）总计 18 棵。

35.鹤薮 Hèsǒu

居民点（村）名。清康熙《新安县志》载有“鹤兠村”，

清嘉庆《新安县志》载有“鹤薮村”。该村始建于宋末元初，

因村庄背山面海，自然环境优美，常有鹤、鹭栖息其间，故

称“鹤薮”。薮，方言指禽鸟的巢窝。本地“鹤薮”发音近

似于“学斗”，笔画简单，常被写成“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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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盐灶 Yánzào

居民点（村）名。该村始建于明朝，“盐灶”意为把海

水烧结成盐的灶。村民农、渔、盐业均有从事，其中煮盐业

远近闻名，故名。村内有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完整、

树龄最大的天然古银叶树群落。

37.梧桐山 Wútóng Shān

山地名。见载于明嘉靖《广东通志》。清嘉庆《新安县

志》言其为“邑之祖龙也”。经当代植物学家调研，山上分

布有大量“爆梧桐”树，即黧蒴锥（音[lí shuò zhuī]），

推测其名可能由此而来。梧桐山风景区现为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梧岭天池”是清代“新安八景”之一；“梧桐烟云”

现为新“深圳八景”之一。

38.凤凰山 Fènghuáng Shān

山地名。明天顺《东莞旧志》载有：“凤凰岩，在归德

场伏涌，有山峙于海滨，山腰有石岩，方广数丈。”在凤凰

山飞云岭南侧的山腰上，有一些巨大的石头堆在一起，中间

空如堂室，即凤凰岩，传说曾经有凤凰栖宿其内，故名。凤

凰山西侧的凤凰古村建村 700 余年，由民族英雄文天祥的后

人兴建，是广东省内古建筑较集中、保存较好、面积较大的

典型广府民居建筑群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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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亚婆髻 Yàpó Jì

山地名。又称“阿婆髻”、“大髻婆”，其山以东石岩

一带的客家人习惯称其“阿婆髻”，而山以西新桥一带的广

府人则习惯称其“大髻婆”。清康熙《新安县志》载有“大

髻婆山”。当地方言“亚”和“阿”读音类似，因此现代地

图记作“亚婆髻”。因山顶像一个妇人或阿婆脑后的发髻，

故名。传说，当地一名妇女等待夫君归来，每盼一年便在发

髻上插一支铜簪，累计插了 44 支，直到 61 岁，从一名少妇

变成一位名副其实的“大髻婆”。她去世后，村民为其忠贞

感动，称此山为“大髻婆山”。

40.七娘山 Qīniáng Shān

山地名。又名“大鹏山”，见载于清康熙《新安县志》，

“传昔有仙女七人游此，以其如鹏踞海中，故名”。七娘山

起源于 1.45 亿年至 1.35 亿年前晚侏罗纪到早白垩纪，以其

为中心的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公园是珠江三角洲地区乃

至华南沿海地区以火山岩地质和滨海地貌自然景观为主的、

具有区域典型地质意义和景观意义的国家级地质公园。

41.深圳河 Shēnzhèn Hé

河流名。“深圳”为古代河流，清康熙《新安县志》记

载其河沟深浚，河上建有惠民桥。据学者考据推断该河为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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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吉河，流经深圳墟西北侧。“深圳墟”和“深圳墩台”，

包括之后的深圳站、深圳镇、深圳市，都是因“深圳”这条

河而得名，而这条河并非现今的“深圳河”。现深圳河古称

罗溪、滘（jiào）水等，滘是广东方言，指分支的河道。现

“深圳河”一名首见记载，是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政

府与英国签署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附加地图，其上标有

“Sham-chun R.”（深圳河）。学者推断，是英方因“滘水”

附近有著名的墟市“深圳墟”，遂将该河（滘水）称作“深

圳河”，并写入条约，具体缘由尚不可考。现深圳河是深圳

市五大河流之一，其干流及支流莲塘河是深圳市和香港特别

行政区的界河。

42.茅洲河 Máozhōu Hé

河流名。“茅洲”为古代地片名，因古时这一片区低洼

长满茅草。当地曾有“茅洲墟”、“茅洲山”、“茅洲渡”

等，茅洲河因在茅洲墟入海而得名。清康熙与嘉庆《新安县

志》都载有“茅州河”，该地名自清代持续使用至今，但其

所指对象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发生变化。古茅洲河发源于大

头冈、凤凰山等地，流经新桥，在原茅洲墟附近汇合，是沙

井与松岗两街道交界的界河，现被称为“沙井河”。而原洋

涌河—大陂河—东宝河流域现在被称为“茅洲河”，广为知

晓的“深圳水环境显著改善的典型代表”茅洲河宝安段，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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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洋涌河—东宝河河段。

43.内伶仃岛 Nèilíngdīng Dǎo

岛名。伶仃洋原名“零丁洋”，因其中部的内伶仃岛古

称“零丁山”而得名。明万历《广东通志》载有“零丁山下

为零丁洋”；万历《粤大记》地图中画有“内伶仃”与“外

伶仃”二岛，其中“内伶仃”位于新安县，临“赤湾”“南

山”。宋末爱国诗人文天祥的诗作《过零丁洋》流传至今，

“零丁/伶仃”一名也广为人知。

44.南头古城 Nántóu Gǔchéng

纪念地名。南头古城旧称城子冈（岗）、新安故城或南

头城。汉武帝时设南海郡番禺盐官，官署驻地一说位于南头

古城一带。三国时期吴国设置司盐都尉并修建司盐都尉垒作

为盐官驻地，考古证明，垒城位于南头古城南城门外。东晋

咸和六年（331）东官郡城和宝安县城创建，唐开元二十四

年（736）设屯门军镇，治所均在南头古城附近一带。今南

头古城的城池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为东莞守御

千户所城。明天顺《东莞旧志》载：“城子冈，在东莞场故

郡之后，坡势如城，今东莞千户所是也。”为巩固海防，明

嘉靖四十四年（1565）在南头半岛设立庞大的军事机构——

南头寨，牵制范围东至潮汕，西至上、下川，南至大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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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门之外卫，省会之屏藩”之说。明嘉靖《广东通志》载

有：“东莞守御千户所，在（东莞）县南十三都南头城。”

明万历元年（1573）从东莞县南部析出设新安县，县治设在

南头。

45.宋少帝陵 Sòngshàodì Líng

纪念地名。宋少帝陵是南宋最后一个皇帝宋少帝赵昺的

陵墓，也是深圳唯一一座帝王陵。宋少帝殉国于崖山之战，

据《赵氏族谱帝昺玉牒》记载，少帝“崩于崖山奇石之下，

圣寿九岁，后遗骸漂至赤湾，有群鸟遮其上”，赤湾当地人

“知是帝骸，乃礼葬于山麓之阳。”

46.赤湾左炮台 Chìwān Zuǒ Pàotái

纪念地名。赤湾炮台始建于清康熙八年（1669），位于

现南山赤湾村东鹰嘴山上，原分为左、右炮台，现左炮台保

存较好。清嘉庆《新安县志》记载：“赤湾左炮台一座，兵

二十名，生铁炮六位。”1816 年绘制的《广东全省舆图》在

“赤湾”附近标记有“左炮台”。赤湾炮台是清代海防要塞，

为南头城的前哨。鸦片战争期间，赤湾左、右炮台重修，并

在海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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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赖恩爵振威将军第 Lài'ēnjué Zhènwēi Jiāngjūn

Dì

纪念地名。赖恩爵振威将军第位于大鹏所城内，始建于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为道光皇帝御赐的“诰封第”，

门首横额石匾“振威将军第”为道光皇帝御笔亲题。赖恩爵

（1795—1849），大鹏所城赖氏“三代五将”之一，清代抗

英名将，官至广东水师提督，封振威将军。

48.曾氏大宗祠 Zēngshì Dàzōngcí

纪念地名。曾氏大宗祠是新桥曾氏家族的总祠，为五开

间祠堂，是深圳地区现存古代社会等级最高的祠堂建筑之一。

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清嘉庆三年（1798）新桥曾氏家族获钦

赐建造牌坊的荣耀，重新规划建起了曾氏大宗祠、古乔曾公

祠等祠堂。新桥曾氏家族以曾子为始祖，他是孔子的七十二

弟子之一，被后世尊称为“宗圣”。新桥曾氏历来重视耕读

传家，历史上涌现出大量文人。曾氏大宗祠是历史文化遗产，

也是反映深圳古代乡土社会的“活化石”。

49.元勋旧址 Yuánxūn Jiùzhǐ

纪念地名。元勋旧址是岭南明代开国元勋何真

（1321—1388）的故居和发迹之地。据《明史•何真传》，何

真为东莞员冈（今东莞市茶山镇圆头山村）人，元末明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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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岭南起义归附明朝后，被朱元璋封为“东莞伯”。后何

真带着家眷来到今笋岗区域开基立村，到其曾孙辈时，其中

一位曾孙何云霖率领族人们大创田宅和宗祠庙宇，重建“何

公祠”并不断扩建城寨，在寨围的红粉石门楼上雕刻“元勋

旧址”四个大字，以此纪念开国元勋及开村始祖何真。元勋

旧址是目前深圳地区保存下来的比较完整的广府围村建筑，

它对于研究深圳地区古代建筑艺术、家族制度以及广府文化

等具有重要的价值。

50.鹤湖新居 Hèhú Xīnjū

纪念地名。鹤湖新居始建于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

前后历经 50 年左右建成。据说此地水草丰美，物产丰富，

有一水塘，水质清澈甘甜，经年不竭，吸引了成群结队的白

鹤在此栖息繁衍，鹤湖新居因此得名。鹤湖新居是一座“三

堂、二横、二围、八碉楼、二望楼”的客家建筑，共有 300

多间房。龙岗罗氏家族曾在此聚族而居近 200 年，最多时有

约 1000 人在此居住，建筑集生产、生活、防御等多种功能于

一体，被誉为“客家建筑的活化石”。现为深圳市龙岗区客

家民俗博物馆，是国家三级博物馆。

51.大万世居 Dàwàn Shìjū

纪念地名。“大万”之名一说出自《汉书》，意为“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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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说出自《易经》，“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

大万世居于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建成，有三堂、二横、

二枕杠、内外围楼、八碉楼、一望楼等，由九条大街、十八

个天井，外加四周相互贯通的走马楼串联而成，共有房屋 400

余间。一世祖曾传周为客家先贤，从大万世居存留的多副匾

额楹联中可见，曾氏家族非常注重祖宗礼法与家族声誉。曾

氏“大万祭祖”习俗入选深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2.龙田世居 Lóngtián Shìjū

纪念地名。龙田世居始建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是

深圳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客家围屋民居之一。其坐东朝西，为

三堂、二横、一外围、四角楼、一望楼建筑。门外禾坪前宽

16 米的风水塘被扩大拉长成“凹”字形，包围了外围的前、

左、右；在屋前右侧有石桥连通两岸，桥上建有一门楼；围

楼后面有弧形围墙围合，围墙内种植果木——这种兼具防卫

与风水功能的布局，在深圳地区仅此一例。龙田世居由广东

梅县（今梅州市）迁来的黄氏族人所建，黄氏家族在此落地

生根、开枝散叶，存有门联“龙门得意登春榜；凤诏新颁建

立田”，寓意着地名来历，也体现了当初黄氏家族十分重视

教育以及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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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龙津石塔 Lóngjīn Shítǎ

纪念地名。俗称“花塔公”。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

归德盐场盐官承节郎周穆为防龙津河水患，在盐场官署旁的

龙津河建造了龙津石塔，背后石刻“嘉定庚辰孟夏立石”字

样，距今已有 800 余年。清嘉庆《新安县志》载：“龙津石

塔在邑中之三都沙井村河边，宋嘉定年间盐大使建石桥于沙

井之东北，桥成之日波涛汹涌，若有蛟龙奋跃之状，故立塔

于上以镇之。”龙津石塔为深圳地区最古老的地面建筑石塔，

塔身刻有佛像和经文咒语，造型有唐代遗风，是不可多得的

古代建筑雕刻珍品，也是研究深圳地区宋代以至唐代建筑实

物的例证。

54.永兴桥 Yǒngxīng Qiáo

纪念地名。据清嘉庆《新安县志》载，“永兴桥在新桥

村之西，锁前溪而跨两岸，当往来要冲，东接黄松岗乌石岩

诸路，西连云林茅州诸墟。”清康熙年间，永兴桥由“监生

曾桥川建”并起名，名称寓意永远兴旺。“日久倾颓”，后

于乾隆五十年（1785）由武生曾大雄、钦赐翰林曾联魁、贡

生曾腾光与曾应中等倡捐重建，“工程浩繁，颇为坚固”。

永兴桥是深圳市现存极为珍稀的古代三孔石拱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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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绮云书室 Qǐyún Shūshì

纪念地名。俗称“鎅木姚祠堂”，因修建祠堂的郑姚曾

从事木匠工作，故名。建于清光绪年间，民国时改为书室，

是当时深圳地区最大的私人书室。室内木雕、石雕、砖雕工

艺精湛，代表了当地建筑雕刻艺术的顶尖水平。中国第一位

女博士、女律师郑毓秀在“绮云书室”接受了早期启蒙教育。

56.虔贞女校 Qiánzhēn Nǚxiào

纪念地名。虔贞女校位于浪口村，始建于清光绪十七年

（1891），为瑞士传教士兴办的教会学校，起初只招收该村

及附近的女性入学，一般称为女子学校。“虔贞”的命名东

西合璧，“虔”指对宗教信仰的虔诚，“贞”指传统中国女

性之贞洁，蕴含了兼容并蓄的办学态度。1923 年后改为虔贞

学校，开始招收男生。1988 年并入大石小学。虔贞女校是深

圳地区创办时间最早的女子学校，也是目前国内保存较为完

好的教会女校旧址之一。

57.纪劬劳学校 Jìqúláo Xuéxiào

纪念地名。据 1916 年《广东督军署布告（第二十六号）》

碑文记载，纪劬劳学校于 1915 年由平湖籍香港人士刘铸伯兴

建，刘铸伯因家乡平湖“村居僻壤，风气固塞，学务不兴，

地后脊贫，人多失学”，于是倡办小学堂一所，“一则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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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贫民，俾资自立；一则念家慈抚养教育之劳，底仆于成，

乃有今日”。校名是为了纪念其勤劳善良的母亲，语出《小

雅•蓼莪》：“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劬劳”是劳苦、劳

累的意思，“纪劬劳”，即感念慈母之恩。学校开展新式教

育，在近代深圳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培养了一批革命青

年，是平湖革命历史上的红色摇篮。

58.念妇贤医院 Niànfùxián Yīyuàn

纪念地名。据 1916 年《广东督军署布告（第二十六号）》

碑文记载，念妇贤医院于 1915 年由平湖籍香港人士刘铸伯兴

建，“一则念故室内助之贤，亦以示不忘之意，二则拯乡人

于疾苦，殊乘天道”。故将医院命名为“念妇贤”正是为了

纪念其贤淑的妻子。大门门额镶匾两块：一书“丙辰仲春，

念妇贤医院，铸伯氏立”；一书“大总统（黎元洪）题褒，

乐善好施，绅士刘铸伯……”。念妇贤医院是民国时期广东

宝安地区规模最大、设施最完备的医疗机构之一，也是深圳

地区最早建成的医院之一。

59.咸头岭遗址 Xiántóulǐng Yízhǐ

纪念地名。咸头岭遗址在 1981 年考古调查中被发现，是

一处典型的沙丘遗址，出土有新石器时代和商时期的遗存，

其中，新石器文化遗存最为重要，距今有 7000 至 6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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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附近为咸头岭村，故名。遗址Ⅰ段的遗物是珠三角地区已

发现的、有准确年代的新石器时代最早遗物，为探索珠三角

地区的古文化之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2006 年，咸头岭遗址

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60.清平古墟 Qíngpíng Gǔxū

纪念地名。清嘉庆《新安县志》载有“清平墟，在新桥

村侧”。建于清嘉庆年间，“清平”是祈望天下太平之意。

地处古代交通要冲，位于宝安西部主要的出海口，从建墟起

至清末民初一直是松岗、石岩、沙井、福永等地重要的商品

交易和集散地，墟内现存永兴桥、新桥粮仓、广安当铺等古

建筑。

61.赤湾天后庙 Chìwān Tiānhòu Miào

宗教设施名。古时又名赤湾天妃庙、赤湾天后宫，是祭

祀天后（即妈祖，海神之一）的庙宇。明永乐三年（1405），

郑和率船队出使西洋，行至赤湾附近海域遇狂风巨浪，大有

覆舟之险，遂祭拜天，保佑渡过劫难。郑出使归来复命奏上，

帝敕封妈祖为“弘仁普济护国庇民明著天妃”。明永乐九年

（1411）张源所立的《赤湾天妃庙碑文》见载。庙内现存石

碑刻有明天顺八年（1464）黄谏所写的《新建赤湾天妃庙后

殿记》，当中记载：“天妃行祠，海滨地皆有，而东莞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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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在县东百余里，赤湾南山下……永乐初，中贵张公源

使暹罗国，先祀天妃，得吉兆，然后辞沙。天妃旧有庙，公

复建殿宇于旧庙东南……”即赤湾天后宫最早的“旧庙”

始建时间应为明初或是明代之前，张源于永乐年间出使回来

后，在旧庙东南兴建新庙。此后又经多次整修，成为当时沿

海地区最大的天后庙，蔚为壮观。是清康熙《新安县志》记

载“新安八景”之一“赤湾胜概”的主景。1992 年 5 月启动

修复工作，1995 年对外开放。2006 年，天后古庙的“辞沙”

大典被列入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深圳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

62.中英街 Zhōngyīng Jiē

城市道路名。位于盐田区沙头角街道与香港北区交界处。

1898 年 6 月，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签订。1899 年初，

中英双方来到沙头角勘界并设立木质界桩。沙头角镇原有一

条沙石小河，河水逐渐干涸、改道，河畔东边的小道是用一

块块麻石铺成，当地人称之为“鸬鹚径”。中英勘划界时就

以这段干涸的河床中线为界。后来，乡民在河床两侧建房、

摆摊，逐渐形成一条贸易街区，由于中英分界线在这条街的

中央，人们便称之为“中英街”。中英街连接深圳、香港两

地，属边境特别管理区，被称作特区中的“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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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罗湖桥 Luóhú Qiáo

桥梁名。位于深圳河上的连接香港和内地唯一一座铁路

桥梁。其前身为背靠罗湖山的一座民间往来通道的石板桥，

清代改为木桥。1898 年 6 月，英国迫使清政府订立中英《展

拓香港界址专条》，次年勘界并签订《香港英新租界合同》，

自此，深圳河成为深港界河，架设其上的罗湖桥一头是中国

内地，另一头是香港新界。1909 年，因广九铁路由此通过，

需要在深圳河上建造铁路桥，故而由詹天佑主持督建，罗湖

桥改建成铁路桥。1910 年 10 月，广九铁路英段竣工；次年

八、九月间，华段竣工。罗湖铁路桥随广九铁路启用，成为

内地通往香港的铁路大动脉。改革开放前，罗湖口岸是深圳

仅有的两个陆路口岸之一，往返两地都要徒步行走过罗湖桥。

红色历史地名

64.坪山 Píngshān

区名。“坪山”一名最早见载于 1783 年清乾隆《归善

县志》，记为“平山墟”。该地古代为客家人聚居区，现保

留有大量客家民居建筑。坪山也是东江纵队的策源地和重要

根据地，是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主要中转站，还是东纵司令

员、开国将军曾生的故乡，现存曾生故居、前进报社旧址、

荫本学校、水源世居等传统建筑，并建有东江纵队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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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新屋吓 Xīnwūxià

居民点（村）名。始建于清康熙年间，梁姓迁此建村并

起名。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改称“立新”、“上围”，后改

回新屋吓。村内建有梁金生烈士纪念馆，纪念共产主义战士

梁金生（1906—1946）当年推动农民运动、抗日救亡运动，

开展中医学和中小学教育研究等方面的贡献。

66.山厦 Shānxià

居民点（村）名。清康熙《新安县志》载有“山下村”，

该村于明景泰年间建村。因村紧靠中心岭山下，取谐音名山

厦。山厦是红色革命老区，也是东江纵队的主要根据地之一。

早在 1926 年，山厦村就成立了深圳地区（原宝安县）最早的

村级党支部之一——中共山厦村党支部。山厦地区先后有 17

位英烈为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当地建有山厦革

命烈士纪念碑和山厦革命历史纪念馆。

67.阳和浪 Yánghélàng

居民点（村）名。该村于清嘉庆二十年（1815）建村。

因以前长湖围湖水上涨，水浪便冲到此地，故名阳和浪村。

20 世纪 30 年代，中共地下党员在阳和浪兴办一鸣学校（又

名阳和朗学堂、同乐小学等）。1940 年春，中共坪山区委设

在该校，阳和浪成为坪山、龙岗、横岗等地人民开展对敌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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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领导中心。在阳和浪等村建立党支部之后，中共地下党

员依托一鸣学校进行着各种斗争，一鸣学校成为革命斗争的

坚强阵地，不仅为武装斗争作出了贡献，还为革命培养、输

送了大批干部。

68.白石龙 Báishílóng

居民点（村）名。为红色革命老村，抗日战争爆发以后，

白石龙成为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的中心。1942 年春，“白

石龙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东江军政委员会和组建广东人民抗

日游击总队。白石龙天主教堂始建于 1929 年，在 1941 至 1942

年间“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时期，曾作为文化名人接待站

使用。2005 年以教堂为依托建立了“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

念馆”。2020 年 9 月 1 日，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入选

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69.王母围 Wángmǔwéi

居民点（村）名。“王母”指南宋皇帝赵端宗之母杨太

后。宋景炎元年（1276），杨太后和朝中大臣偕同皇帝宋端

宗（益王）赵昰和卫王赵昺避难途径此地，故名。清康熙《新

安县志》载有村落“黄母峒”，清嘉庆《新安县志》载有“王

母梳妆台，在大鹏王母洞村……”以及王母墟、王母峒、王

母洞围、王母洞墟等村落。1949 年 10 月 1 日，粤赣湘边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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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东江第一支队二、三、八团在大鹏王母墟会师，升起自制

的五星红旗，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

70.沙鱼涌 Shāyúchōng

居民点（村）名。“沙鱼涌”最初为明代码头名，码头

逐渐发展起来后，许多人来此经商并留居，从而形成村落。

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建村，见载于清嘉庆《新安县志》。

因村庄位于河口海边，常有鲨（沙）鱼出没，故名。沙鱼涌

为葵涌河的出海口，与香港隔大鹏湾相望，在此曾发生过“血

战沙鱼涌”（1925 年）、“沙鱼涌歼灭战”（1948 年）等著

名战斗。1941 年 12 月香港沦陷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秘

密营救茅盾、邹韬奋等文化名人，分三路撤离香港，其中一

路在沙鱼涌登陆。1946 年 6 月东江纵队主力在沙鱼涌登舰北

撤烟台，当地建有东江纵队北撤纪念亭。

71.阳台山 Yángtái Shān

丘陵山地名。见载于明天顺《东莞旧志》，为“县城座

山”。因“山巅之南稍平，形若几案”，“山南曰阳”，几

案为“台”，故名“阳台”。阳台山是东江纵队的重要根据

地，有“英雄山”的美誉，为深圳市革命老区。1940 年阳台

山抗日根据地创建，1941 至 1942 年，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

秘密营救茅盾、邹韬奋等文化名人安全转移到阳台山区躲避，



34

后陆续送往大后方。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出现“羊台山”

与“阳台山” 混用，2020 年 6 月经深圳市政府批准恢复原

名“阳台山”。

72.怀月张公祠 Huáiyuè Zhānggōng Cí

纪念地名。怀月张公祠创建于清嘉庆九年（1804），1935

年曾重修，是湖贝村张氏族人为纪念该村开基始祖张梦璧

（号“怀月”）而建。1925 年 2 月广州革命政府出师讨伐盘

踞东江的军阀陈炯明，黄埔军校师生驻扎于此，并开设“贫

民夜校”，周恩来曾在此给农民演讲。同年 6 月省港大罢工

时为大罢工工人接待站，后为省港大罢工工人纠察队深圳支

队队部。

73. 中共宝安县第一次党代会会址（素白陈公祠）

Zhōnggòng Bǎo'ān Xiàn Dìyīcì Dǎngdàihuì

Huìzhǐ

纪念地名。燕川村是陈姓聚居地，南宋末年，河南洛阳

陈朝举（宋淳熙间进士，征授正议大夫）因战乱率族南迁，

居东莞涌口里；元代初年，陈家第五代长子陈友直开基燕川。

燕川村古建筑群包括五座陈氏家族分支祠堂、乡贤祠、祥溪

禅院和四十余栋传统民居建筑。其中的素白陈公祠是陈素白

的后人为纪念其祖先而兴建的分支祠堂，始建于清代中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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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年 2 月 23 日，中共宝安县委在素白陈公祠召开第一次

全县党员代表大会。现建有纪念馆并对外开放，2006 年列为

深圳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9 年成为深圳市党员教育基地。

74.东江游击队指挥部旧址（鸿安酒家） Dōngjiāng

Yóujīduì Zhǐhuībù Jiùzhǐ

纪念地名。前身是民国时期的“鸿安酒家”，因纪念叶

挺 1938 年在深圳领导抗日活动的重要历史，故名。鸿安酒

家由人称“鸿安婆”的爱国志士何华益女士经营。她出生于

1898 年，原籍广东中山，9 岁随父亲去美国，20 岁回国后与

下梅林村的郑满容结婚，婚后不久夫妇俩在深圳南塘街的两

间祖屋内靠筹借来的资金开办了鸿安酒家。艰苦经营之下，

鸿安酒家发展为当时深圳的旅业龙头。1938 年 11 月，叶挺

在中共东南特委支持下，进驻深圳，将指挥部设在鸿安酒家，

在这里联络各地游击队的负责同志和港澳爱国人士等。2017

年 12 月，东江游击队指挥部旧址纪念馆改造后开放。

75. 土 洋 村 东 江 纵 队 司 令 部 旧 址 Tǔyángc ū n

Dōngjiāng Zòngduì Sīlìngbù Jiùzhǐ

纪念地名。土洋村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的建筑建于 1912

年。1942 年至 1945 年抗战胜利前夕，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

东江纵队的司令部曾设于此。1943 年 12 月 2 日，广东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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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游击总队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司令

员曾生、政治委员尹林平、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作尧、政治

部主任杨康华在土洋村联合发表《东江纵队成立宣言》，宣

告东江纵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1944 年，东

江纵队历史上著名的“土洋会议”就在这里召开。

76.东宝行政督导处旧址（陈氏大宗祠、泽培陈公祠）

Dōngbǎo Xíngzhèng Dūdǎochù Jiùzhǐ

纪念地名。东宝行政督导处旧址位于燕川村，分为两地，

一处在陈氏大宗祠，一处在泽培陈公祠。陈氏大宗祠是燕川

村陈氏总祠，又名朝举公祠，始建年代不详，清光绪二十二

年（1896）重修。泽培陈公祠是燕川村陈氏泽培公房分支祠

堂，始建于 1916 年。1944 年 7 月 1 日，东江纵队在路西解

放区建立县一级的抗日民主政权——东宝行政督导处。政权

行政机关设立于陈氏大宗祠，领导机关驻泽培陈公祠。督导

处一直运行到 1946 年 6 月东江纵队北撤。

77.东宝中学旧址 Dōngbǎo Zhōngxué Jiùzhǐ

纪念地名。位于光明区公明街道下村，原是樸园陈公祠、

泰宇陈公祠和思梅公祠三家祠堂，均建于清代。1944 年冬，

东江纵队政治部为培养抗日干部，决定由东宝行政督导处主

办，模仿延安“陕北公学”创办东宝中学，这是抗战时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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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主导创办的一所培养抗日干部的新式学校，也是东

莞、宝安地区第一所抗日民主学校。

78.曾生故居 Zēngshēng Gùjū

纪念地名。曾生故居位于坪山石灰陂村，建于清雍正年

间，为客家民居式建筑。1910 年 10 月，曾生将军（1910—

1995）在这里出生。抗日战争时期，东江纵队司令部曾在这

里办公。曾生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司令员，他为

创建华南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华南抗日武装作出了卓著贡

献，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

省副省长。

79.陈郁故居 Chényù Gùjū

纪念地名。陈郁故居位于南山区南山村，始建于清道光

年间，民国初年重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先驱

者之一陈郁（1901—1974）曾在此居住。陈郁是宝安县南头

南山村（又名陈屋村）人，出生于贫苦海员工人家庭，1922

年参加了著名的香港海员大罢工，曾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广东省省长。

80.光祖中学 Guāngzǔ Zhōngxué

文教卫体（教育设施）名。前身为始建于 1906 年的光祖

学堂，1925 年更名为光祖中学，首任校长欧榘（jǔ）甲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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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家国之光”办学理念，宗旨是“读书不忘救国，救国

不忘读书”。1925 年周恩来参加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曾在

光祖学堂向青年学生发表讲话。

改革开放地名

81.罗湖 Luóhú

区名。地名源自辖区内的罗湖村，始建于明洪武初年，

由袁姓先祖迁徙至此开基立村，见载于清康熙《新安县志》。

地名由来有 4 种说法：其一，罗湖村地势低洼，与罗溪（深

圳河）相通，湖塘众多，民俗以水为“财”谓之“罗湖”，

寓意广罗多方资财；其二，罗湖自古有“五水归湖”之说，

一下大雨，莲塘河、沙湾河、洪湖、银湖和香港上水的水一

齐汇流到这里，致水深齐腰，如一大湖，雨停天晴后，湖水

又很快泄走，人们戏称是箩筐装湖水，故名罗湖；其三，传

“罗”字源于古越语，是古壮侗语对山的称呼，带有“罗”

字的山名是古代百越族人的遗留，罗湖之意即一山耸立在湖

塘众多的水泽之地；其四，因村民迁自海丰螺溪，后演变为

罗湖。当地村民大多认同前两种说法。1979 年 1 月，广东省

委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3 月 5 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同年，

罗湖区成立。罗湖区是深圳经济特区开发最早的城区。



39

82.东门 Dōngmén

街道名。前身为深圳墟，最早见载于清康熙《新安县志》。

现“东门”区片是原深圳墟老街区域。清代深圳墟有东、南、

西、北四门，民国时仅剩东门。后东门实体消失，仅存“东

门”之名。东门步行街是深圳形成时间最早、最成熟和最具

规模的商业旺区，曾是全国十大著名步行街之一。

83.华强北 Huángqiángběi

街道名。1979 年，深圳华强电子工业公司成立，“华强”

寓意“中华强大”。其厂区附近标志性道路取名“华强路”，

深南路与华强路交叉，深南路以南为华强南路，路北为华强

北路，路北片区简称“华强北”。华强北最初是生产电子、

通讯、电器产品的工业区，当时是一个自发性的电子产品买

卖交易的地方，后来形成了以赛格、华强两大电子配套市场

为龙头的超大型电子市场。2007 年 10 月，中国电子市场价

格指数在华强北诞生，这里成为中国电子市场的“风向标”、

“晴雨表”，有“中国电子第一街”之称。

84.香蜜湖 Xiāngmìhú

街道名。范围内原有香茅水库，后改“茅”为“蜜”，

成香蜜湖。1981 年香蜜湖度假村动工建设，1985 年香蜜湖“中

国娱乐城”开业，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游乐园。1997 年，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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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鹏城十景”的全城评选活动，香蜜湖度假村入选，成

为深圳旅游的名片。

85.蛇口 Shékǒu

街道名。蛇口因蛇口山而得名，其东侧的山嘴形似张开

的蛇口，故名。蛇口工业区于 1979 年 1 月 31 日经国务院批

准，由香港招商局全资开发，总面积 10.7 平方千米。蛇口工

业区是深圳改革开放的“试验场”，所提出的“时间就是金

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响亮全国，被誉为“冲破旧观念

的一声春雷”。

86.西丽 Xīlì

街道名。源于西沥村，最早见载于清嘉庆《新安县志》。

“沥”是水下滴的意思，当地人称细小的水沟为“沥”。西

沥村在塘朗山西边，山上无数细流汇聚至此，故名。1960 年，

西沥水库建成。1979 年，西沥湖水库度假村开发建设，五年

后建成开业，是改革开放后国内第一家旅游度假村；1983 年，

廖成志和杨尚昆到深圳视察，建议“西沥水库”改为“西丽

湖”，同年成立西丽办事处。西丽果场种有 2.5 万棵荔枝树，

是“南山荔枝”的生产基地。2022 年 11 月，深圳西丽湖国

际科教城 X9 高校院所联盟宣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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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光明农场 Guāngmíng Nóngchǎng

农林牧渔区名。光明农场筹建于 1957 年，1958 年 1 月 1

日正式成立。因位于公明，且寓意完成国家赋予的供港农副

产品的光荣任务，所以命名为“广东省光明农场”。随后由

于管辖隶属关系和本身经济结构的改变，先后多次改名。

1988 年，广东省光明华侨畜牧场下放深圳市管理。1999 年 3

月，光明农场实行政企分设，划归深圳市商贸控股公司管理，

为市属国有一类企业。2002 年 6 月，深圳市光明农场撤销建

制，成立深圳光明集团有限公司。光明农场是 20 世纪 60 年

代接收知青下乡，六七十年代接纳印尼、越南等地侨民的农

场之一。它是全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畜牧场，曾引进全国第一

条利乐无菌灌装设备生产线。2017 年，光明农场大观园景区

列为国家 4A 旅游景区。

88.车公庙 Chēgōngmiào

区片名。见载于清嘉庆《新安县志》，车公庙最初是为

纪念南宋末年护驾南来的将军车大元帅而建。原新安县（含

香港地区）有多座车公庙，如福田下沙车公庙、罗湖东门老

街车公庙，香港新界沙田车公庙、西贡蚝涌车公庙等。深圳

的古车公庙已不复存在，仅有“车公庙”这一地名。20 世纪

80 年代建设的车公庙工业区现已转型为现代高新技术产业

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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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皇岗 Huánggǎng

居民点（村）名。清康熙《新安县志》载为“小黄冈”，

建于清朝，因村西有一黄土山岗而得名，清乾隆年间改名为

“皇岗”。抗战时，皇岗与水围是连通深港两地地下交通线

上的重要节点。皇岗村与香港隔河相望，皇岗口岸以村名命

名。皇岗村拥有全国第一个“村级博物馆”。

90.水贝（罗湖） Shuǐbèi

居民点（村）名。据清康熙《新安县志》记载，深圳地

区古时有三个“水贝村”，分别位于大鹏、罗湖与公明。罗

湖的水贝村建于明永乐八年（1410 年），因村落建在水塘背

后，故称为“水背”，后简写成“水贝”。改革开放后建设

水贝工业区，现为国内外知名的珠宝产业基地。

91.蔡屋围 Càiwūwéi

居民点（村）名。清康熙《新安县志》载为“赤坎村”，

清嘉庆《新安县志》载为“赤磡村”。原是陈姓和曹姓人家

的村落，蔡姓先祖于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 年）迁至赤墈，

于清康熙年间发展建成老围和新围两村落，后改名为蔡屋围。

蔡屋围是改革开放后深圳诸多金融机构的发源地和聚集地，

被称为深圳的“华尔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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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渔民村 Yúmíncūn

居民点（村）名。渔民村村民最早是漂泊在东莞一带的

水上人家，因发现深圳河水清鱼肥，于是顺东江飘来这里打

鱼。20 世纪 50 年代，在政府的帮扶下，渔民们上岸盖草棚、

辟鱼塘，就此定居，但生活依然清苦。由于紧邻罗湖口岸，

与香港一河之隔，渔民村在改革开放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1981 年，渔民村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个“万元户村”。1984

年邓小平同志曾到该村视察。

93.白石洲 Báishízhōu

居民点（村）名。清康熙《新安县志》载有“白石村”。

因该村建在海湾的沙洲上，南面是深圳湾，村后的小山上立

着一块大白石（粗粒花岗岩），故名。白石洲位于深南大道

两侧，地理位置优越，房租相对便宜，是很多“深漂”第一

站的落脚点，曾是深圳最大规模的城中村之一。

94.大芬 Dàfēn

居民点（村）名。最早见载于清康熙《新安县志》，也

称“大分村”。1989 年，一个香港画商带领十几位画工来到

大芬村，开始了国内少有的油画加工、收购、出口的产业。

后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商品油画生产、交易基地之一，

有“中国油画第一村”之名。



44

95.南岭村 Nánlǐngcūn

居民点（村）名。清初，张氏先祖在此立村，建南岭围，

因正南面有山岭求水山，故名。清康熙《新安县志》载有“南

岭村”。该村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内引外联大力发展经济，

从贫困落后的小山村发展成为“中国第一村”。

96.华侨大厦 Huáqiáo Dàshà

商业建筑物名。建国初期，周恩来总理向海外侨胞承诺，

在北京为侨胞建个家。20 世纪 50 年代，北京华侨大厦建成，

随后全国各地陆续建设了华侨大厦。深圳华侨大厦的前身始

建于 1953 年，是 20 世纪 50 年代的“地王”，也是深圳及罗

湖口岸的地标性建筑，一大批知名的海外侨胞及国内重要人

物都曾在此下榻过。1979 年建市时，华侨大厦是深圳接待外

宾、华侨的涉外星级酒店。1991 年，在老的华侨大厦旁盖起

了一栋五层高的新华侨大厦，装修后作为酒店使用。而老“华

侨大厦”使用“侨社客运站”的名称一直到 2022 年 3 月底

客运站终止经营。侨社全称是“华侨服务旅行社”，或称“华

侨服务社”。

97.电子大厦 Diànzǐ Dàshà

商业建筑物名。电子大厦于 1982 年建成，高 20 层 70.3

米，是深圳经济特区第一座高层建筑，也是第一座中国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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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建设的、高 20 层以上的建筑，是当时全中国人的骄傲。

围绕电子大厦，逐渐兴起了华强北电子商圈，带动了深圳电

子工商业的发展。

98.国贸大厦 Guómào Dàshà

商业建筑物名。国贸大厦于 1985 年 12 月竣工，高 53

层 160 米，是当时全国最高的建筑。其“三天一层”的建设

速度，被誉为“深圳速度”轰动全国。“不到国贸，不算来

过深圳”道出了当时国贸大厦的巨大名气。1992 年 1 月，邓

小平在国贸旋转餐厅发表了长达 30 多分钟的“南方谈话”。

99.信兴广场（地王大厦） Xìnxīng Guǎngchǎng

商业建筑物名。信兴广场建于 1994 年，高 69 层 384 米，

是当时亚洲第一高层建筑。“信兴”取“因诚信而繁兴”之

意。因所占地块当年拍得深圳土地交易最高价格而被称为

“地王”，大众普遍称其为“地王大厦”。其两天半一层的

建设速度刷新了国贸大厦的记录，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新的

“深圳速度”代言者。

100.竹园宾馆 Zhúyuán Bīnguǎn

商业建筑物名。1981 年 1 月建成营业。因其原址曾是宝

安县竹子苗圃场，故名。竹园宾馆是第一家深港合作宾馆，

还率先打破“铁饭碗”，诞生全国第一份劳工合同，开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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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饮食服务业用工制度和工资制度改革的先河。

101.雅园宾馆 Yǎyuán Bīnguǎn

商业建筑物名。1983 年兴建，是全国最早集住宿、饮食、

娱乐于一体的中外合资三星级宾馆之一。1984 年，该宾馆开

始承接深圳市政府接待宾客的任务，接待过多位国内外领导。

1988 年 8 月获“全国旅游优质服务先进单位”称号。

102.东湖宾馆 Dōnghú Bīnguǎn

商业建筑物名。1982 年建成营业，是深圳最早涉外三星

级酒店之一，也是当时全深圳独一无二的全湖景宾馆。原隶

属于深圳园林集团，1992 年香港企业与园林集团成立中外合

作企业，引入了香港先进服务理念。为保护深圳水库水源，

东湖宾馆于 2018 年停业。

103.南海酒店 Nánhǎi Jiǔdiàn

商业建筑物名。1983 年 8 月，招商局集团、中国银行深

圳分行、香港美丽华集团、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合资组建深圳

南海酒店有限公司，兴建南海酒店。1986 年 3 月竣工开业。

酒店面向大海，与香港元朗隔海相望，酒店外观犹如一叶白

色巨帆。1990 年 9 月被国家旅游局评为深圳市第一家五星级

酒店。南海酒店先后接待过多位国内外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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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上海宾馆 Shànghǎi Bīnguǎn

商业建筑物名。上海宾馆位于深南中路，1985 年建成开

业，是一家具有海派文化特色的商务酒店。上海宾馆是深圳

经济特区建设初期市区与郊区分界的地标性建筑，因此有深

圳的“坐标原点”之称。

105.微波山 Wēibō Shān

山地名。原是蛇口半岛上的一个无名小山丘，因 1979

年我国第一个商用对外通信微波发射塔建立于此而得名。

1981 年 8 月，蛇口工业区微波通讯站在微波山上建成，这是

新中国第一个由企业兴建的微波通讯系统，实现了与香港的

直接通话。1984 年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曾登临微波山。20

世纪 80 年代末，微波通讯站完成使命，退出历史舞台。微

波山脚下，也是第一个树立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

命”标语的地方。

106.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石岩上屋热线圈厂旧址）

Shēnzhèn Bǎo’ān Láowùgōng Bówùguǎn

纪念地名。1978 年 12 月 18 日，宝安石岩的上屋大队正

式签订协议创办深圳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香港怡高

发热线圈厂，又称石岩上屋热线圈厂。最初该厂使用上屋大

队办公楼作为厂址，后于 1984 年搬迁至建新厂房，该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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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08 年 4 月由宝安区文化局改建成“深圳（宝安）劳务

工博物馆”，馆内保留了三个不同年代的生产线、劳务工宿

舍及饭堂、放映厅，还设立展厅展示劳务工的各种史料及文

物。这是我国第一座以劳务工历史为题材的专题博物馆，也

是深圳改革开放的历史见证。

107.海上世界 Hǎishàng Shìjiè

风景区名。海上世界的明华轮原为法国建造的一艘豪华

游轮，1973 年周恩来总理亲自主导，向法国购下此船并改名

为“明华轮”，该船曾用以接回越南侨民。1983 年 8 月，明

华轮改造为中国第一座综合性的海上旅游中心。1984 年，邓

小平视察蛇口工业区时题词“海上世界”，由此得名。海上

世界为中国第一座综合性的海上旅游中心，是深圳著名景点，

游客来深的“必到之处”。

108.邓小平铜像 Dèngxiǎopíng Tóngxiàng

纪念地名。位于莲花山公园山顶，1994 年筹建，2000

年建成。邓小平铜像是全国第一座由中央批准，以城市雕塑

形式竖立的邓小平同志塑像。铜像见证了深圳改革开放伟大

历史进程，寄托了对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建立经济特区

的倡导者邓小平同志的敬仰与怀念之情。曾入选“深圳改革

开放十大历史性建筑”、广东省第二批革命文物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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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孺子牛雕像 Rúzǐniú Diāoxiàng

纪念地名。现位于深南大道中共深圳市委大院门前，于

1984 年由著名雕塑家潘鹤创作并起名，取鲁迅先生诗句“俯

首甘为孺子牛”之意。荣获第六届全国美术展金奖，是深圳

最早的城市雕塑之一。孺子牛雕塑象征了经济特区建设者勇

于开拓、大胆创新、无私奉献、奋勇前进的创业精神，见证

了深圳经济特区 40 多年来的创业历程。2023 年入选广东省

第二批革命文物名录。

110.前海石 Qiánhǎi Shí

纪念地名。位于深圳前海，矗立于 2010 年，是改革开放

再出发的重要见证，也是“敢闯敢试、开放包容、务实尚法、

追求卓越”的“新时代深圳精神”的标志。2012 年 12 月 7

日和 2018 年 10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深圳前海

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111.深南大道 Shēnnán Dàdào

城市道路名。深南大道的前身是连接深圳墟到南头古城

的深南公路，建市后没有按照原来公路的走向修筑，但保留

了路名。1979 年始建，1994 年全线贯通，1997 年和 2006 年

两次改造，全长 25.6 千米。深南大道是贯通深圳东西的交通

大动脉，串联了东门、华强北、福田中心区、华侨城、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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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南头古城等片区，有“深圳第一路”之称，被评为“深

圳八景”之一，是立体的、动态的改革开放博物馆。

112.深圳大学 Shēnzhèn Dàxué

文教卫体（教育设施）名。深圳大学是深圳市建立的第

一所大学。1983 年，深圳大学“当年建校，当年招生，当年

开学”，初创时期致力于探索高校改革，创造了多项中国内

地高等教育史上的第一：如毕业生不包分配制度、教职工聘

任制度、学分制度、勤工俭学制度等。其中许多教改措施被

写进日后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并在全国推广。

备注：以上简介除已标注外，还参考了《中国共产党深圳历史》《深圳市志》《深

圳市十九镇简志》《深圳市地名志（1987 年版）》《全粤村情》《深圳村落概览》《南

岭村志》《深圳东北地区围屋建筑研究》《乡愁印迹》《深圳市福田区志》《深圳市罗

湖区志》《深圳市盐田区志》《深圳市南山区志》《深圳市宝安区志》《深圳市龙岗区

志》等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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