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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大都市，现代文明力量发展迅速、城市经济实力雄厚。这

座大都市从秦朝开始，一直是郡治、州治、府治的行政中心。同时，广州也是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是岭南文化分支——广府文化的发源地和兴盛地之一。随着时间的流

转，广州不仅仅培育了各大区域的现代商业城、经济CBD、购物广场等，也保留了许

多的岁月珍宝。一座超级都市的魅力不仅在于其焕发的现代活力，更在于让置身其中

的人既能看到未来也能缅怀过去。

陈家祠又名陈氏书院，初建于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落成于清光绪二十年（公元

1894年）。陈家祠的建立得益于广东省七十二县陈姓族人的慷慨解囊，在资金到位之后聘请各

地能工巧匠共同建造，用于供奉陈氏祖宗，同时也为各县的陈姓子弟赴省城读书应考、诉讼、

议事等提供临时居所。

随着时间的推移，陈家祠所承载的作用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祠堂内先后办过实业学堂、

公学学堂、专科学校、聚贤中学等，成为当时当地民主、自由、科学思想的传播根据地。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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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成立后，陈家祠更是受到了各

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加以保护，

如今的陈家祠不仅仅被设为广东

民间工艺博物馆，还被列为市

级、省级和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

陈家祠作为广州规模最为宏

大的祠堂，其占地面积曾达36000

平方米，如今保留下来的面积也

有15000平方米。陈家祠整体以

中路为主线，两边厅堂、厢房围

合，院廊穿插，每一座单体建筑

之间都由青云巷相隔开来，长廊

相连回绕。大大小小的建筑纵横

有序，布局讲究对称，主次分

明，庭院别致，是极富代表性的

岭南民间宗祠式建筑。在陈家祠

中随处可见广东之最，仅仅大门

处树立的一对石鼓和两扇大门上

的彩绘门神便叫人称奇，石鼓高

达约3米，门神画高达4米，处处

彰显着宗祠的严谨和神圣。

中进大厅聚贤堂是祠堂建筑

的中心位置，也是当年陈姓族人

举办祭祀或议事聚会的地方。聚

贤堂气宇轩昂，宽敞透亮，梁架

精雕细刻。堂中有巨大的屏风，

玲珑剔透，是木雕精品。值得一

提的是屋顶上长27米、全高4.2米

的陶塑瓦脊，是清代广东石湾陶

塑商号文如璧的作品。堂前有白

石铸造的露台，石雕栏杆嵌以铁

铸的花卉图案。聚贤堂宽五间，

共27米，进深五间。后金柱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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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间装有12扇双面镂雕屏门，

两侧装设有花罩。聚贤堂前有

月台，石雕栏杆及望柱均雕刻

有岭南佳果作为装饰，突出了

聚贤堂的中心地位。东西斋和

厢房略为低矮，是当年书院教

书育人的主要用房。斋内用花

楣、隔扇和落地花罩组合装

饰。后窗采用了套色蚀花玻璃

窗，斋前有一小天井，进而显

得室内外环境格外清朗。

虽然陈家祠只是一间典型

的祠堂，但是其建筑的装饰可

谓别具一格、种类繁多，有木

雕、石雕、砖雕、泥塑、陶

塑、铁铸工艺等各样装饰。除

了大型的雕塑装饰以外，小巧

玲珑的雕塑作品更是数不尽

数，而且风格各异，或粗犷豪

放，或精致玲珑。在这里，

建筑雕塑不但实现了装饰的

功能，而且还作为载体，为游

人展示广东一带各种古老的传

说。

陈家祠六幅画卷式大型砖

雕更是精彩，每幅砖雕长达4

米，用一块一块青砖连接而

成，上面展示的是神话传说、

山水园林、鸟兽虫鱼等，如同

烟火气息十足的民间艺园。其

余陶塑和灰塑分别集中在祠堂

的各个角落。在祠堂内，目光

所至都是工匠艺人的呕心力

作、匠心独运的灵感展现，既

是人文主义的结晶，又是时代

岁月的赠礼。

随着1982年陈家祠修复开

放，经过当地政府的努力，陈

家祠的知名度越来越响，闻声

而来的客人络绎不绝。在地铁

一号线开通之后，陈家祠作为

站点的一大旅游观景项目，成

了许许多多游客首选的第一落

脚点。2001年陈家祠接待游客

达58万人，成为广州年接待游

客最多的文博旅游单位。2002

年，陈家祠又以“古祠留芳”

的景名入选广东“新世纪羊城

八景”，自身知名度空前提

高，仅在当年陈家祠便接待游

客量达90余万人次，成为全省

文化旅游景点之最。

在陈家祠持续发展期间，

当地政府不仅迁移了祠堂东面

的工厂和民居，还兴建了陈家

祠绿化广场，为祠堂成为历史

文化名城中最热门的旅游景点

培植了沃土。

陈家祠作为区域内重要的

旅游项目资源，无形中也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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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他产业和文化的发展。陈家祠是历史的印证，而粤剧艺术更是当地文化的精髓。利用陈家祠

为背景，当地开展各类文化交流活动，组织群众参与其中，既有效地推广了当地的历史文化，更

为陈家祠营造了软文化氛围，同时激活了周边的经济发展，让新建筑有了文化根基，旧建筑迸发

新活力，让城市发展更加立体有机。

陈家祠在漫漫历史长河中静静伫立，它在守护从这里离开的人，也在等待从远方归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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