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陆丰市第二批新确定历史建筑目录表

编

号

城市名

称
建筑名称

所在位置

（门牌号）

建筑面积

（平方米）
建筑年代

历史建筑简介

（包括历史建筑位置、历史沿革、价值特色等方面，字数 150-200 字）

1 陆丰市 张威故居

陆丰市东海

镇油槎埔巷4

号

200

始建于清

代，重建于

1980

张威故居位于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市东海镇油槎埔巷 4 号。始建于清代，于 1980

年重建，是一栋 2 层楼的砖混结构，面积约 200 平方米，四周是民居住户。

张威烈士故居被广东省党史研究室核准为“广东省红色革命遗址”，2019 年

10 月 16 日上午举行挂牌仪式。

2 陆丰市

大楼五马

拖车古民

居

陆丰市潭西

镇大楼村
7063 明

位于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市潭西镇。建于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 1594 年），主

建筑是包围式的整体，建筑风格系独具儒家文化内涵的“五马拖车”造型。

主建筑是包围式的整体，有房屋 70 间 119 门户，整个村庄四面相通，遥相呼

应。整座建筑物很像五匹马在拉动一辆大轿车，因而得名。配上村前的三台旷

地和半圆形水池，成为圆山圆水方建筑，方圆相济，相映生辉，极具大观。

3 陆丰市
大楼兰桂

堂

陆丰市潭西

镇大楼村
200 清

兰桂堂位于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市潭西镇大楼村古村落内。大楼村始建于明万历

二十一年（公元 1594 年），大楼村主建筑是包围式的整体，建筑风格系独具

儒家文化内涵的“五马拖车”造型。大楼村名列"广东省十大最美古村落"，也

被评为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

兰桂堂为大楼村的古书院， 由于年久损坏，于近代在原址进行了重新修建。

4 陆丰市

大楼林氏

宗祠（时

敬堂）

陆丰市潭西

镇大楼村
200 清

潭涌林氏乃福建九牧分派，始祖清隐公在明朝洪武年间从福建莆田来此建基创

业迄今历 600 多年，传后裔 23 代，计人口十多万人。大楼村（包括楼仔村、

梅园村）乃清隐公第四子二世祖处木公子孙所传。

建筑系用溪沙、红泥、糯米、红糖、壳灰合夯墙体，至今尚坚硬完好。



5 陆丰市
大安石城

黄大宗祠

陆丰市大安

镇石寨村
300 清

石寨又名石城，明末黄氏族人入住，其后诸姓陆续迁出，只余黄氏一姓。

黄氏先祖黄易，于清顺治十三年（1657 年）考中丁酉科举人，两年后再中己亥

科进士。无论是做地方知县，还是做京官，黄易都保持为官一身清廉的本性，

体恤民生，兴办教育，颇有实绩，受士民称颂。还有黄易的堂侄、考中清雍正

年间甲辰科广东举人黄德星，以及清嘉庆年间申酉科拔贡兼中举、后加入国子

监的黄景才等一批石寨村黄氏先辈，都很好地传承了“重教崇文”、“诗礼传

家”的家族家风，体恤民情，造福一方百姓。

6 陆丰市
大安石城

古寨墙

陆丰市大安

镇石寨村
3000 唐

石寨村：又名石城，位于陆丰市大安镇的东南面，是“双料”国家级古村落。

该村始建于唐朝武德五年（公元 622 年），至今有 1300 多年历史，到明未进

行大规模建设。石寨重视耕读和“伦理教化”，明清时曾过 3 进士、7 举人，

是广东著名的“文墨之乡”。

寨呈不规则椭圆形，寨墙周长约 700 米，高 10 米，基础部分由石条垒砌，足

有 3 米高，上部由三合土夯筑，墙宽 4 米，三合土夯筑部分分内外墙，内外墙

之间有 2 米宽巡城道，外墙遍设碟口和炮眼。

7 陆丰市
历二村龚

氏祖屋

陆丰市八万

镇历二村
300 清

位于历二村的龚氏祖屋（大屋），当时是龚氏家族的聚居地，是八万镇现存面

积最大的祖屋，该屋是三进一体式结构，共 36 个房间，庭院宽阔，门户坚固。

内有隐蔽室，屋后即为巍巍大排山。依靠这种优势的条件，原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同志，当年与谢国良同志一道在八万领导游击队斗争，

于 1947-1949 年率领一支四、五十人游击队驻扎于此。

8 陆丰市
八万紫龙

洞观音庵

陆丰市八万

镇上葫村
400 清

紫龙洞观音庵位于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八万镇上葫村，创建于清朝雍正二年（公

元 1725 年），已有二百六十多年。占地面积 300 多平，其中主屋八间，店铺

三间，主屋中厅安防观音菩萨神座。



9 陆丰市

汾河林氏

宗祠（顺

德堂）

陆丰市河西

镇汾河村
400 清

林氏宗祠顺德堂位于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市河西镇汾河村，为纪念林氏先祖而

建，祠堂门前为广场，整体建筑占地约 400 平方米，祠堂正中梁上悬挂匾额“顺

德堂”，匾额下方放置一个精雕木龛，供奉林氏先祖神位。祠堂为石柱木梁结

构，上堂离天井中间部分凸出建造一个拜台，地面铺设花岗岩地板，同一水平

与上堂地面相连。祠堂局部有明显损毁痕迹，但整体结构完整，是林氏后人及

附近村民朝拜的场所，林氏宗祠对研究家族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0 陆丰市

官田蔡氏

宗祠（祇

德堂）

陆丰市河西

镇官田村
300 清

蔡氏宗祠祗德堂与济阳收院并驾齐驱傲立于官田村村前。祠堂前面便是开阔町

地和田园。周围苍松翠柏相伴，溪流和田园环绕，景色幽美，颇具古色古香之

独特韵味。门前确是个览胜养眼的好去处，也是村人休憩唱诗的好地方。

建筑占地面积近 400 平方米，有头门、中堂、正堂、左右庑廊等硬山顶建筑。

对称而均衡的格局，宽阔又简洁的空间，使祠堂充满着庄严的氛围，弥漫着浓

厚的崇文之气。置身于其间，心灵为之震撼，情绪随之波动，仿佛是一种生命

的真谛，让人找到心灵栖居之所在。

11 陆丰市
河西新蒲

园

陆丰市河西

镇新埔村
1000 清

新蒲园所在的新埔村位于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市河西镇。建于乾隆丁丑， 今已

有 260 年历史，建筑风格系独具儒家文化内涵的“五马拖车”造型，大宅总体

框架仍然可辨；共有 108 间房间；大宅对外有一正门、两偏门；内门达数十个

之多。可惜因年久失修，不少屋顶已经倒塌，许多房间里长满植物。

12 陆丰市

大务陈氏

宗祠（遗

志堂）

陆丰市河西

镇大务村
200 清

陈氏宗祠遗志堂位于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市河西镇大务村。祠堂始建于清朝初

期，占地约 300 平方米，门前为广场空地，梁上悬挂匾额“遗志堂”，匾额下

方放置一个精雕木龛，供奉陈氏先祖神位。红砖墙，封火山墙，墙楣镶壁画，

灰土瓦，琉璃瓦沟头滴水，上有精美瓷片雕刻。建筑因年代久远、风吹日晒等

自然因素，局部有明显损毁，但建筑主体结构完整，具有附近居民朝拜的场所，

是研究宗教活动的实物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