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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更新沙面岛文物建筑历史地标标识牌的建议
领衔代表 林镇海

【前言】

沙面位于广州市荔湾区珠江白鹅潭畔，面积 0.3 平方公里，1861 年

至 1946 年间曾作英法租界。新中国成立后，大量富有欧洲艺术特色的建

筑得到政府较好的保护和利用。迄今为止，岛上现存 54 处国家级文物建

筑。1996 年，沙面建筑群被国务院颁布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

年，在荔湾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沙面街道在注重保护的基础上，

利用历史建筑设立博物馆、陈列馆、艺术空间及茶社咖啡等场所，让老

建筑打开“紧闭”的大门，使其拥有“新使命”，让游客能走进其内，

观其颜、摸其脸，听文物“讲述”那段 160 多年的风雨沧桑。

【案据】

2022 年沙面被评为国家 3Ａ级旅游景区以来，平均每天进岛游客 3

万人。随着人流量的加大及自然损耗，悬挂在每栋国家级文物建筑显眼

处的历史地标标识牌存在一定程度破损。这批 2001 年悬挂至今的历史地

标标识牌已出现文物介绍及英文注解模糊不清较难辨认、二维码信息显

示不出或信息不全等情况。上述问题已影响游客和建筑爱好者对于历史

建筑了解与欣赏的质量。

【建议】

为进一步提升沙面岛的历史文化氛围，让更多游客能读懂建筑，了

解每座传世建筑背后不同寻常的故事，俯瞰建筑流派的演化与时代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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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游客检验感和获得感，现对更新沙面岛文物建筑历史地标标识牌提

出以下几点建议：

1.在设计和制作上。优先考虑提高标识牌的质量和稳定性，注重材

料和工艺，确保标识牌作为历史文物留存的长期价值。其次，在不破坏

不改变原有文物价值的基础上对标识牌进行优化设计，使之更具历史文

化特色和艺术性。

首先需对沙面岛上的文物建筑标识牌进行全面调查，实地调研现有

标识牌的状况、问题及改进需求；根据调查结果，组织专家和设计师对

标识牌设计，可适当加入文物建筑、地标风景以及历史人物等具有代表

性的元素。

选定合适的厂家进行标识牌制作，并确保质量和工艺，出厂前请有

关部门进行安装和调试。

2.在内容上。在考究历史的同时完善标识牌的信息内容，丰富历史

背景和故事介绍，提高可读性。可以将标识牌作为传播历史文化的载体，

增加建筑的历史背景、建造年代、建筑师介绍等相关信息。

3.在安装与管理上。优化标识牌安装位置并加强标识牌的维护管理，

定期检查和维修，保持其整洁美观和完整。确保标识牌的可见性并兼顾

文物保护性。

4.在科技手段上。可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如二维码、AR 等技术，让游

客和居民通过扫描标识牌上的二维码或使用 AR 功能，获得更多建筑背后

的故事和信息，实现线上线下互动体验。

5.在宣传推广上。通过网络、媒体、宣传册等形式对更新后的标识

牌进行宣传推广。进一步提高沙面岛历史建筑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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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通过本次对沙面岛文物建筑历史地标标识牌的更新，提高沙面

岛文物建筑历史地标标识牌品质的同时，进一步增强游客和居民对历史

文化的认知和热爱，促进沙面岛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升广大游客

和居民在沙面旅游的文化体验，为荔湾区乃至广州的的历史文化事业发

展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