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思贤村不可移动文物普查表

序号 名称 年代 类别 类型 级别 地点 简介 在册编码 占地面积(㎡) 备注

1
李尚义夫

妇合葬墓
明 古墓葬 普通墓葬 区登记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

区新造镇思贤村白

芋头山东麓

李尚义夫妇合葬墓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思贤村白芋头山东麓。碑文载，墓主葬于明代，清代重修，后遭破

坏于 2005 年重建。坐西向东，墓宽 6.89 米，深 17.41 米，占地面积 119.95 平方米。为花岗岩砌筑的交椅墓，由护岭、

垄环、享堂、山手、踢靴等组成。垄环正中立碑龛，上雕饰“宝顶”石雕，下立花岗岩石碑，正中刻“明十世祖显考

尚义李公妣宋氏安人墓”。平台左侧立 2005 年重修碑。该墓葬除“宝顶”石雕为原构件外，其余均为 2005 年重建，

为研究番禺古代墓葬提供参考。

440113-0366 119.95

2 八泉亭
中华民国十

八年（1929）

近现代重要史迹

及代表性建筑

重要历史事件

及人物活动纪

念地

省保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

区新造镇思贤村大

街 52 号侧

八泉亭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思贤村大街 52号侧。碑记载，该亭始建于中华民国十八年（1929）冬，番禺县

长陈樾为纪念屈大均而兴建此亭。屈大均酷爱翁源山水，尤爱其中八泉，自号八泉翁。该亭为纪念屈大均而建，故取

名“八泉亭”。八泉亭坐东向西，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攒尖顶，平面呈正方形。面阔，进深均为 3.68 米，占地面积 13.54

平方米，高 4.30 米。亭的四面围砌矮栏杆，亭中立碑一座，碑身镶一块黑云石，上刻线描屈大均画像，右上角题篆书

“屈翁山先生像”，左下侧刻楷书“摹叶南雪清代学者像传原本己巳十月博罗卢寰台山赵浩公绘”，画像下刻“八泉

亭记”，为原番禺县县长陈樾所撰并书，南海冯容孙刻。八泉亭是纪念爱国诗人屈大均的纪念亭，具有较高的历史价

值。1989 年 6 月，并入“屈大均墓”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440113-0600 13.54

3 屈大均墓
清康熙三十

五年（1696）
古墓葬 名人墓 省保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

区新造镇思贤村宝

珠岗

屈大均墓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思贤村宝珠岗。据番禺县志记载，墓主葬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墓葬

因年久失修，于中华民国十八年（1929）由时任番禺县县长陈樾主持重修。1985 年广州市、番禺县人民政府拨款再次

修缮。墓地坐西南向东北，由屈大均墓，其父屈澹足墓，母黄太君墓和子媳墓，共 4座墓组成。墓群呈梯字形，前宽

14.50 米、后宽 6.80 米、边长 9.80 米，占地面积约 150 平方米。屈大均墓坐落于墓群中部右侧，是由灰砂建造的享堂、

山手组成，平面呈“凸”字形的交椅墓。享堂正面立壁呈拱形，中间立一青石碑，正中刻 “明屈翁山先生墓”。下款

刻“民国十八年岁己巳仲冬，番禺县长南海陈樾题”，碑前置一拜桌。享堂前筑低矮山手。位于屈大均墓后方偏左，

建有屈大均墓表，为邑人吴道镕于民国十八年（1929）撰并书，概述屈大均生平及建树。墓前右侧立一石碑，上刻 “墓

松图碑记”，碑文因风雨剥蚀多有不清。在屈大均墓左上方为其父屈澹足墓，右上方为母黄太君墓，左下方为子、媳

墓。1986 年，番禺县人民政府为纪念屈大均逝世 290 周年建了一座思贤亭，亭中立“思贤亭记”石碑，其背面阴刻屈

大均先生像。墓地通道入口处建有三间四柱冲天牌坊一座，正中横匾题词为“一炬南天”，两边为对联。家族墓地气

势雄伟，是清初“岭南三大家”屈大均的纪念设施之一，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1989 年 6 月，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

单位。

440113-0630 150

4
屈门四硕

人墓
清康熙 古墓葬 普通墓葬 区登记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

区新造镇思贤村石

坑山

屈门四硕人墓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思贤村石坑山，与屈大均墓遥遥相对。据记载，墓主葬于清康熙年间，

中华民国 18年（1929）由时任番禺县县长陈樾重修。墓坐西南向东北。并向排列，共 4座：自右至左为刘武姞墓、王

华羌墓、黎绿眉墓、梁文姞墓。每座墓范围约长 2.5 米，宽 2.5 米，成正方形，4座墓总占地 60 平方米。各墓原用青

砖抹灰砌筑，前大后小，呈券拱形墓体，坟头前嵌青石墓碑。4座墓的墓碑已毁失，墓界也模糊不清，现很难看出其形

制。 屈门四硕人是屈大均的四个妻子。据 1986 年版《番禺县文物志》记载：在四硕人中，王华姜（1646－1670），

陕西人，榆林都督王壮猷之遗腹女。及长，好骑射，琴棋诗画皆能。于 1666 年与屈大均成婚，生一女名雁。黎绿眉（1646

－1676），原名喜祥，东莞人，性聪慧，才貌出众，知书能文。1670 年大均丧偶，始从母命续娶，绿眉遂与大均成婚，

1673 年生子名明道（十岁时夭折）。梁文姞（1653—1686）和刘武姞（1679—1719）的生平不详。据 1995 年版《番禺

县志》记载：四硕人墓是“屈大均亲葬室人之墓”。该墓对研究屈大均的生平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440113-0631 60

5
思贤李氏

宗祠
清 古建筑 坛庙祠堂 区登记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

区新造镇思贤村山

屋自然村大街

思贤李氏宗祠位于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新造镇思贤村山屋自然村大街。从建筑风格上看，该祠始建于清代，2014 年重

修。坐西北向东南，三间两进，总面阔 11.17 米，总进深 20.97 米，占地面积 234.23 平方米。两进均为硬山顶，人字

封火山墙，灰塑龙船脊，明间有花岗岩石门夹，门额上石匾阴文楷书刻“李氏宗祠”，落款“甘泉题”。

440113-0632 234.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