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名称 年代 类别 类型
占地面积

（m2）

建筑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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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层数 地点 简介 在册编码 坐落村名称 备注

1 福涌黎氏宗祠 清 古建筑 坛庙祠堂 272.35 272.35 1

广东省广州市番
禺区沙湾镇福涌
村田心自然村北

正里

福涌黎氏宗祠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福涌村
田心自然村北正里。从建筑风格上看，该祠始建于清
代，2003年重修。坐南向北，三间两进，总面阔

11.08米，总进深24.58米，占地面积272.35平方米。
两进均为硬山顶，镬耳封火山墙，灰塑雕花博古脊，
碌灰筒瓦，青砖墙。头门建于花岗岩台基之上，前立
两根花岗岩檐柱。明间有花岗岩石门夹，石额上悬木
匾刻“黎氏宗祠”。天井两侧建围墙。后堂建于红砂
岩台基上，两次间前砌墙与天井相隔，墙上嵌砖雕花
窗，明间悬木匾刻“永述堂”。该祠堂保存了较多的
清代建筑构件，风格古朴，对研究番禺祠堂文化有一

定的价值。

福涌村
番文〔2011

〕3号

2 福涌方家祠 明、清 古建筑 坛庙祠堂 270.06 270.06 1
广东省广州市番
禺区沙湾镇福涌
村石涌下街1号

福涌方家祠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福涌村石
涌下街1号。始建年代待定，从建筑风格上看应于清
代重修，2000年重修头门并重建后堂，存清代建筑风
格。坐北向南，三间两进，总面阔9.98米，总进深
27.06米，占地面积270.06平方米。头门建于红砂岩
台基上，硬山顶，人字封火山墙，灰塑博古脊，碌灰
筒瓦，青砖墙。头门前廊立两根八角形红砂岩檐柱，
明间有花岗岩石门夹。天井两侧砌筑围墙。后堂在原
基础上重建，正脊为灰塑龙船脊。该祠堂头门保存了
部分清代早期的建筑构件，为研究番禺祠堂文化提供

历史实物。

福涌村
番文〔2011

〕3号

3 福涌潘氏宗祠 1938年
近现代重要
史迹及代表
性建筑

重要历史事
件和重要机
构旧址

289.89 289.89 1
广东省广州市番
禺区沙湾镇福涌
村石涌上街

福涌潘氏宗祠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福涌村
石涌上街。据村民介绍和村史记载，该祠始建于清
代，抗战时期曾遭日军飞机轰炸，祠宇倾颓，已于建
国初拆毁，2000年重建。祠堂坐东北向西南，三间两

进，总面阔9.84米，总进深29.46米，占地面积
289.89平方米。头门为硬山顶，碌灰筒瓦，青砖墙，
花岗岩墙基，头门后设天井，天井两侧建廊，后堂供
奉祖先牌位，全祠朴素无装饰，现为陈列馆，定期展
览广州市区游击第二队（广游二支队）转战禺南的史
迹，供中小学生参观学习。据《珠江纵队史》载：“
1938年12月下旬，广游二支队在顺德陈村的队伍受日
军水陆包围，司令吴勤率领直属队伍顽强抵抗，毙伤
伪军30多名后，因敌我力量悬殊，遂撤出陈村转移到
禺南大谷围（大箍围）一带，并把司令部驻在螺阳社
石涌村潘家祠内”。该祠堂对研究番禺抗战史有较重

要的意义。

福涌村
番文〔2011

〕3号

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福涌村历史文物普查表（面状）



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福涌村历史文物普查表（面状）

4 福涌褚氏宗祠 清 古建筑 坛庙祠堂 665.13 665.13 1
广东省广州市番
禺区沙湾镇福涌
村兰陵自然村

福涌褚氏宗祠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福涌村
兰陵自然村兰陵大街。始建于清代，2005年重修。坐
北向南，中路三路两进，右路建有三间衬祠。左路存
青云巷门楼一座。总面阔22.09米，总进深30.11米，
占地面积665.13平方米。中路两进均为硬山顶，人字
封火山墙，灰塑博古脊，碌灰筒瓦，青砖墙，花岗岩
基础。头门前廊两次间建有花岗岩须弥座台基，上立
四根花岗岩檐柱，墀头饰砖雕，保存较好。花岗岩石
门框，石额悬木匾刻“褚氏宗祠”。头门后为铺花岗
岩条石的天井，两侧为围墙。后堂明间用四条圆木金
柱支撑，柱础为红砂岩石墩，地铺阶砖。后堂明间悬
木匾刻“引之堂”，为2005年重修时新制。祠堂左右
路原建有衬祠，以青云巷相隔，现左路衬祠已塌毁。
该祠堂保存了部分清代构件，头门装饰具有一定的艺
术价值，为研究番禺祠堂文化提供了历史实物。

福涌村
番文〔2011

〕3号

5 福涌莫氏宗祠

清乾隆
乙卯年
（1795
）

古建筑 坛庙祠堂 380.55 380.55 1
广东省广州市番
禺区沙湾镇福涌
村金井大街14号

福涌莫氏宗祠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福涌村
金井大街14号。从牌匾题款可知，该祠始建于清乾隆
乙卯年（1795），1998年重修。坐东向西，三间两
进，总面阔12.77米，总进深29.80米，占地面积

380.55平方米。两进均为硬山顶，人字封火山墙，碌
灰筒瓦，青砖墙，花岗岩墙基。头门为灰塑龙船脊，
前廊两次间建有花岗岩台基，上立四根花岗岩石柱，
挑头饰以斑岩石（鸭屎石）石雕人物。头门梁架、斗
栱、驼墩均雕饰精美木雕，墀头饰砖雕人物，形象栩
栩如生。明间有花岗岩石门夹，上悬木匾刻“莫氏宗
祠”，墙楣饰壁画。头门内悬“辅政鸿猷”木匾，为
清嘉庆二十四年制。天井铺花岗岩条石，两侧为围墙
。后堂前建月台，两次间砌筑墙，上嵌有砖雕窗花。
后堂明间前梁悬光绪年间的两块圣旨木牌，明间高处
悬“龙吟堂”木匾，上款“乾隆乙卯年秋月吉旦”。
该祠堂保存了清代建筑风格，头门装饰华丽，存留的
牌匾价值较高，对研究番禺祠堂文化有一定的历史价

值。

福涌村
番文〔2011

〕3号



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福涌村历史文物普查表（面状）

6 福涌林氏宗祠 清 古建筑 坛庙祠堂 453.76 453.76 1
广东省广州市番
禺区沙湾镇福涌
村林地大街

福涌林氏宗祠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福涌村
林地大街。从建筑风格上看，该祠始建于清代，1999
年重修。坐北向南，三间两进，总面阔15.03米，总
进深30.19米，占地面积453.76平方米。头门为硬山
顶，人字封火山墙，碌灰筒瓦，青砖墙，花岗岩墙基
。头门两次间建有花岗岩台基，前廊立两根花岗岩檐
柱。明间有花岗岩石门夹，上悬木匾刻“林氏宗祠”
。头门后设天井，天井两侧建廊，左廊已倒塌用砖改
建二层建筑，后堂建筑在花岗岩台基上，博古正脊，
前廊立两根花岗岩石柱，明间用四根圆木金柱支撑，
后侧置木质神案。祠堂保存了部分清代的建筑构件，
石门框比较有特色，对研究番禺祠堂文化具有一定的

历史价值。

福涌村
番文〔2011

〕3号

7 福涌黄氏宗祠 清光绪 古建筑 坛庙祠堂 161.11 161.11 1
广东省广州市番
禺区沙湾镇福涌
村聚龙里7号

福涌黄氏宗祠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福涌村
聚龙里7号。该祠堂始建于清光绪年间，2002年重修
。坐西向东，三间二进。总面阔10.12米，总进深
15.92米，占地面积161.11平方米。该祠堂为硬山
顶，灰塑博古脊，人字封火山墙，碌灰筒瓦，青砖
墙，花岗岩墙基。头门呈凹门斗状，花岗岩石门夹，
上刻“黄氏宗祠”四字，檐下有多幅保存完好的绘自
晚清书画名家杨瑞石的壁画，头门后设天井，天井两
旁建廊，该祠堂保存一般，对研究番禺古祠堂有一定

的历史价值。

福涌村
番文〔2011

〕3号



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福涌村历史文物普查表（面状）

8
广游二支队独
立一中队队部

旧址

中华民
国

近现代重要
史迹及代表
性建筑

重要历史事
件和重要机
构旧址

509.91 509.91 1
广东省广州市番
禺区沙湾镇福涌
村涌边自然村内

广游二支队独立一中队队部旧址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番
禺区沙湾镇福涌村涌边自然村内。据门匾题款及祠内
木匾可知，该祠始建于清同治九年（1870），光绪丙
申年（1896）均有重修。坐西北向东南，三间两进，
总面阔17.65米，总进深28.89，占地面积509.91平方
米。两进均为硬山顶，人字封火山墙，灰塑博古脊，
青砖墙，花岗岩墙基。头门建在花岗岩台基上，明间
有花岗岩石门夹，门额上石匾刻“陈氏祖祠”，落款
“白沙书”。头门梁架、斗栱、驼墩均饰木雕，墙楣
饰彩绘壁画。天井两侧为廊，后堂明间悬木匾刻“植
德堂”。祠堂两侧建有青云巷，前为地塘，上立四对
旗杆夹石。祠堂内存有多块清代御赐牌匾，具有一定
的文物价值。该祠堂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其曾经在抗日
战争期间作为广游二支队独立第一中队的队部。1938
年11月，广州沦陷后，成立了以吴勤为司令的广州市
区游击第二队（简称“广游二支队”）。在珠江三角
洲开展抗日武装活动，当时吴勤领导的直属部队，就
驻扎在涌边村，队部设在陈氏祖祠。1940年9月，成
立了以中共党员为骨干的广游二支队第一中队，中队
长林锵云，指导员黄柳言。中队部就设在陈氏祖祠内
。不久，上级党组织派来谢立全（化名陈光明，公开
身份是广游二支队司令部教官）和谢斌（化名刘斌，
公开身份是参谋）来此参加和领导独立第一中队的工
作，也住在陈氏祖祠内，并以此为据点，开展敌后斗
争。陈氏祖祠保存较好，对研究番禺乃至广东地区的
抗日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同时也是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的重要基地。2002年7月，公布为广州市文物
保护单位，公布名称为广游二支队司令部旧址。

福涌村
穗府办〔
2002〕3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