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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区位概况

江门，又称五邑。江门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区位优势，潭江、西江穿境而过，濒临南海，是典型的大江大

河入海门户之地，江海交汇的区位特征明显。

江门地理区位图 珠江口崖门入海口

1.区位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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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建制沿革：江门有约6000年人类活动史，1800多年的建制史，900多年的海防史，600多年的建城史，是珠江三角

洲西岸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

距今约6000年

秦  今江门境分属南海郡、桂林郡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唐  今江门境分属冈州、恩州、新州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南北朝  今江门境属新会郡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清 今江门境分属广州府、肇庆府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北宋  今江门境分属广州、新州、
南恩州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2.建制沿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25年
北宋开宝五年

972年

出现古人
类遗址

中华民
国明隋唐 宋魏晋南北朝汉秦新石器

时代

约6000年人类活动史 1800多年建制史     900年海防史 600多年城建史 180多年近现代史

建制之始
设思平县

新会县境
最大时期

新会
设郡

70年建国史100年建党史 40多年改革开放史

东汉建安二十五
年220年

新会设县
设平夷县

隋开皇十
年590年

废郡置州，
以新会作县名，

设封州、后称冈州

清顺治六年
1649年

江门
建市

1983年

江门埠
开埠

五邑
归一

四邑
形成

五邑
形成

221年
宋永初元
年420年

元 清

1951年

江门复
建市

清雍正十年
1732年

光绪二十八
1902年

新会
筑城

明洪武十七年
1384年



| Page 3

江 门江 门 申 报 广 东 省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Jiangmen declared as 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p 市域格局演变：自东汉江门恩平建县以来，伴随海退陆进、中原移民、海防海贸、侨资旺乡，明清时期五邑形成，民国时期江门建市，整体体现海外

华人华侨反哺、中央王朝加强边疆统治为主线的“五邑融一体”的历史城镇格局，突显江门“沿江聚镇，向海而兴”的独特禀赋。

秦汉至隋唐：中原移民，初步开发

Ø 宋元鼎革，南宋官民促进农业、手工业跳跃式发展。

Ø 海洋贸易发展，广州通海夷道上的“放洋”之地。

Ø 轴向分布的“县-墟-村”三级城乡体系：以古恩平县治、

冈州治、溽州三个聚集点，集中在东部和北部潭江沿线。

Ø 战乱频发，驿道开通，北方移民迁至岭南

Ø 中央政治管辖和文化融合加强，出现建县热潮。

Ø 海洋贸易发展，新会为海丝重要的外销瓷生产基地。

Ø 轴向分布的“县-村”两级城乡体系：新会、恩平

两县(铺)为中心，村落集中在东部和北部潭江沿线。

先秦：江海一体，文明曙光 宋元：移民浪潮，跳跃发展

史前江门海岸线示意图 宋元江门海岸线变迁与城乡聚落分布示意图唐代江门海岸线变迁与城乡聚落分布示意图

Ø 潭江由会城以南流入南海，潭江下游平原尚未成型。

Ø “渔猎山伐为业”的原始狩猎和采集经济阶段。腰

古新村遗址是珠江三角洲史前文化序列的重要补充。

3.市域历史格局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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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至新中国成立：侨资旺乡，江门崛起

Ø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使城乡建设不断发展。

Ø 改革开放以后，城乡的建设进入历史的高峰期。

Ø “西风东渐”，洋关与华侨促成江门之掘起东部。

Ø “实业兴邦”，华侨投资，快速城乡近代化建设。

Ø 单中心，轴向分布的“”城-镇-村”三级城乡体

系：以江门为极点，沿潭江交通走廊、新宁铁路

分布。墟市繁荣，增加一百多个。

明至清后期：海防海贸，全面拓展

Ø 海退陆进，沙田开发：人口、基塘农业、手工业快速发展。

Ø 贸易繁荣：广海卫、上川岛海丝贸易，江门墟成为贸易重镇。

Ø “江门学派”名扬天下，江门成为文化中心。

Ø 多中心，轴向分布的“城—墟—村”三级城乡体系:五邑形

成，墟镇大量增加，均匀分布沿江流域；江门墟成为贸易重

镇，与会城成为西江下游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新中国成立至今：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

明清江门海岸线变迁与城乡聚落分布示意图 民国江门海岸线变迁与城乡聚落分布示意图 江门市域国土空间总体格局规划图
（江门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3.市域历史格局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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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格局完整的千年古郡—新会古城：基本延续了明清子城和外城双套城的空间格局、“官署居中、轴线对称”的礼制
格局及“环+放射”的街巷肌理。

1368，宋元时代珠江三角洲成沙范围示意图

宋元新会古城格局推测图 明清新会古城子城与外城双套城推测图 民国新会古城城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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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商客云集的大江之门—江门老城：保存了墟顶、石湾直街、长堤骑楼街、启明里近代华侨社区等从元末至民国分片
生长的城市年轮，代表了墟市、商埠、城市等不同的发展阶段。

元代草市范围示意图 明代墟集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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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墟集范围示意图

清道光江门墟集范围示意图 民国江门老城范围示意图

p 商客云集的大江之门—江门老城：保存了墟顶、石湾直街、长堤骑楼街、启明里近代华侨社区等从元末至民国分片
生长的城市年轮，代表了墟市、商埠、城市等不同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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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侨乡，世界华侨华人重要祖籍地        价值一

侨资旺乡，中国近现代城乡变革的独特样本价值二

p 凝练江门核心历史文化价值—涵盖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文化属性

6.历史文化价值

华侨精英与全球贡献的摇篮 侨务政策创新与服务体系的先行者

侨汇集中汇入的城市之一 近现代城乡建设管理变革的独特样本

文化传承与国际传播的枢纽

近现代建筑史上独树一帜的侨乡建筑 近现代实业兴邦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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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悠长的重教沃土，人才辈出的院士之乡

海上丝绸之路珠三角西出门户          价值四

岭南文化主体思想的创新高地价值三

p 凝练江门核心历史文化价值—涵盖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文化属性

6.历史文化价值

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口岸和航标 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交融的文化见证

岭南儒城，古代广东唯一从祀孔庙学者陈白沙之故里 会通中西的启蒙先锋梁启超之故里

粤海防线的前哨阵地

岭南多样文化交汇与展示平台

本土烽火与华侨赤子双线斗争的革命支点          价值五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
华侨力量先锋

中共领导下的广东近代民主革命
重要实践地

中华民族革命事业的
财力中枢与人力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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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包容，雅俗共济的侨乡文化特色五

山水融城，因形就势的营城环境特色三

山环水抱、沿江近海的侨乡聚落        特色一

 兼容并蓄，融贯中西的侨都风貌   特色四

岭南古城，商埠港口的双城格局特色二

p 凝练江门历史文化名城格局特色—涵盖山水格局、空间结构、街巷肌理、建筑风貌、地域文化等

7.历史文化名城格局特色

“山环水抱，碧海拥湾”的山水格局 “沿江聚镇，向海而兴”的城乡格局

“礼制主导、结构清晰”的新会古城 “商贸驱动、时空拼贴”的江门老城 “优势互补，水陆联动”的功能协同

“山水融城，海退城进”的城市选址 “因形就势，自然融合”的营造智慧 “优势互补，水陆联动”的功能协同

“骑楼街屋，兼容并蓄”的街巷风貌 “侨乡特色，融贯中西”的建筑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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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处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

1项世界记忆遗产  “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

1处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新会”(1996年，被授予第二批省级历史文化

名城称号，时为新会市)
1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赤坎镇”

5个历史文化名村   国家级4个，省级4个（其中3个同为国家级）

17个传统村落   国家级17个（其中4个同为国家级名村，5个同为省级

传统村落） 
5大历史文化街区   蓬江长堤 、 新会学宫 、大新路-仁寿路 、台山台城

中心区 、 台城西宁市

243处各级文保单位  国家级5处、省级50处、市县级188处 
289处历史建筑

1处国家级工业遗产 江门市甘化厂制糖分厂及附属码头

338项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 国家级8项、省级26项、市县级280项

69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

63处红色资源点

42处古驿道遗存

……
市域历史文化资源分布图

p 历史文化保护要素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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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
Ø 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侨批档案”是广东诞生的首项

世界记忆遗产。
Ø 数量庞大：五邑地区侨批称为“银信”，兼具经济与情感传递功能，入选《世界

记忆遗产名录》16万件侨批中，五邑侨批5万余件；形式多样：纸质书信外，还包
括汇票、保险单、侨批局账本等；银信合一：家书与汇款单据合为一体。

“侨批档案”部分 展示

n 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
Ø 2007年 “开平碉楼与村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Ø 位于广东省江门市开平市境内，包括迎龙楼（三门里）、自力村村落与方氏灯楼、

马降龙村落群和锦江里村落四个片区的40座碉楼（居庐）和3个村落。
Ø 集居住、防御盗匪与防洪防涝功能于一体，融中西建筑艺术于一楼，形成“万国建

筑博览”景观，是中国乡土建筑一个特殊类型，是华侨文化的典型载体。

造型各异的碉楼

p 双世界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与“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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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省级历史文化街区5片

n 历史建筑集中成片，形成了若干风貌特色鲜明的历史

地段。目前已公布并纳入保护的历史文化街区共五片。

n 广东省第一批历史文化街区：台城老城中心区历史文

化街区、台城西宁市历史文化街区（2020.4.9）；

n 广东省第二批历史文化街区：新会学宫历史文化街区、

新会大新路-仁寿路历史文化街区（2021.3）；

n 广东省第四批历史文化街区：江门长堤历史文化街区

（2023.6.8）。

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

图例

序
号 名称 类别

核心保护范
围面积（公

顷）

建设控制地
带面积（公

顷）

公布范围总
面积（公顷）

1
江门长堤历史文化街

区
传统商贸骑楼

型街区 24.99 28.33 80.95

2
新会学宫历史文化街

区
园林风貌型街

区 3.87 21.31 25.18

3 新会大新路——仁寿
路历史文化街区

传统商贸骑楼
型街区 2.31 4.22 6.53

4
台城老城中心区历史

文化街区
传统商贸骑楼

型街区 7.78 8.56 16.34

5
台城西宁市历史文化

街区
传统商贸骑楼

型街区 18.24 4.91 23.15

合计   57.19 ——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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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历史建筑289处

n 江门历史建筑类别以传统民居、宗教宗祠、商业建筑、

近现代私宅、公共建筑等为主。

n 江门市区——公布了4批历史建筑，共182处

    其中2018年第一批7处；2019年第二批149处；2023

年第三批6处；2025年第四批20处。

n 台山——公布了2批历史建筑，共22处

    其中2020年第一批9处；2022年第二批13处。

n 开平——公布了2批历史建筑，共22处

    其中2020年第一批2处；2023年第二批20处。

n 鹤山——公布了2批历史建筑，共46处

    其中2017年第一批46处（2021年核减其中2处，该2处

提升为不可移动文物）；2021年第二批2处。

n 恩平——公布了2批历史建筑，共17处

    其中2018年第一批3处；2021年第二批14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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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浮石村公布为第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广东省历
史文化名村、2014年浮石村公布为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

2007年赤坎镇被公布为第三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2001年自力村碉楼群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5年自力村公布为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2007 年开平碉楼与村落被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

2014年棠下镇良溪村被公布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广东省历史文化名村

2008年公布为第四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广东省历史文化名
村，2012年歇马村公布为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 2016年马降龙村公布为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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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文物类型多样且全面，涵盖全部五个大类。

n 文物时代连续性强，从新石器时代延续到近现代，完整

展现城市发展脉络。

n 文物多与历史名人及历史事件密切相关，是侨乡文化、

海丝文化、名人文化、革命文化等诸多文化特色的实物

载体。

p 市（县）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243处

陈白沙祠 梁启超故居 司徒美堂故居

风采堂 开平碉楼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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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非物质文化遗产338项

n 江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全市现共有各
级非遗代表性项目338个，其中：国家级8
个，省级26个，市级130个，县级174个。

n 江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类型主要有传统技艺
（170项）、民俗（61项）、传统体育、游
艺与杂技（24项）、民间文学（15项）、
传统音乐（13项）、传统舞蹈（12项）等。

n 江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江门历史传承与记忆、
民俗信仰与精神寄托、地域特色与文化融合、
艺术审美与创造力、团结协作与凝聚力的重
要体现。

序号 级别 行政区 项目名称
1 国家级 市直 白沙茅龙笔制作技艺
2 国家级 蓬江区 龙舞（荷塘纱龙）
3 国家级 新会区 蔡李佛拳
4 国家级 新会区 新会葵艺
5 国家级 新会区 中药炮制技艺（新会陈皮炮制技艺）
6 国家级 台山市 广东音乐
7 国家级 台山市 抬阁（芯子、铁枝、飘色）（台山浮石飘色）
8 国家级 开平市 灯会（泮村灯会）
9 省级 蓬江区 宫灯制作技艺（江门东艺宫灯制作技艺）
10 省级 蓬江区 罗氏柑普茶制作技艺
11 省级 蓬江区 庙会（洪圣庙会）
12 省级 蓬江区 珠玑巷人南迁传说（珠玑巷移民落籍良溪传说）
13 省级 江海区 赛龙舟（礼乐龙舟）
14 省级 新会区 崖门海战流传故事
15 省级 新会区 广式硬木家具制作技艺（新会古典家具制作技艺）
16 省级 新会区 陈梦吉故事
17 省级 新会区 小冈香制作技艺
18 省级 新会区 蚝油制作技艺
19 省级 新会区 烧腊制作技艺（新会古井烧鹅制作技艺）
20 省级 台山市 广式硬木家具制作技艺（台山大江传统家具制作技艺）
21 省级 台山市 海宴冬蓉制作技艺
22 省级 台山市 台山九人排球
23 省级 开平市 金声狮鼓制作技艺
24 省级 开平市 腐乳酿造技艺（广合腐乳酿造技艺）
25 省级 开平市 开平民歌
26 省级 开平市 灰塑（开平灰塑）
27 省级 鹤山市 狮舞（狮艺）
28 省级 鹤山市 咏春拳
29 省级 鹤山市 东古牌系列酱料制作技艺
30 省级 鹤山市 陈山香火龙习俗
31 省级 鹤山市 端午节（古劳三夹腾龙）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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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革命先驱、文史大家、科技精英，各领域人才辈出

n 江门人杰地灵，英才代出，思想学术、政治、教育、科技、艺术、交通建设等多个领域的人才在全国都产生较大的影响，为国家、
民族作出卓著的贡献，其文献著作对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陈白沙 张其光 梁启超 陈宜禧 陈垣 冯如

戴爱莲红线女周文雍 陈铁军司徒美堂陈少白伍连德李铁夫

8.

n 人才辈出的院士之乡：江门地区孕育了34位院士，在全国名列前茅，在广东位居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