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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哥哥效應

「大灣區哥哥」的綜藝節目《大灣仔的
夜》已經開播，拍攝地東山口也隨着綜藝的拍
攝再度火了一把。節目中美食、音樂、故事一
個不少，其實這恰好也是東山口的最佳詮釋，
一起跟隨 「大灣區哥哥」的腳步，探索這個充
滿魅力的地方吧！

「有錢住西關，有權住東山」。東山口的
威水史 「一匹布咁長」，最為人熟知的就是民
國小洋樓，《大灣仔的夜》主要拍攝地──
「覺園1984」是其中之一。民國時的東山，就

像今天廣州的珠江新城一樣，典型的豪宅區，
東起達道路、西至均益路，北接廟前西街、廟
前直街、寺貝通津和廣州鐵路局用地，南臨東
華東路、新河浦涌和東山湖公園，面積大概有
62.9公頃，合共有302處不可移動文物、歷史
建築和不可移動文化遺產保護線索納入保護。

2000年開始，新河浦被列入廣州市首批
「歷史文化保護區」。2019年，東山新河浦獲

聯合國人居署創設的 「亞洲都市景觀獎」。
記者 黃寶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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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園1984 →毛澤東舊居遺址→
環悅藝術空間→ART11→馨園→

東山別院→中共三大會址紀念館→逵
園藝術館→春園後街二號→春園

▼東山口如今吸引
了眾多咖啡廳、藝術
機構、潮店進駐，圖
為東山口的咖啡廳。

▼中共三大會址紀念館內配置了一個復古的
雙筒播放器，觀眾戴上耳機聽筒，點擊屏幕
上對應的語言，就可聆聽瞿秋白版、蕭三
版、法語版或俄語版的《國際歌》。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
這次大會開創了中國革命新局面，對中國共產黨的
發展、中國革命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圖為中
共三大會址紀念館。

▲逵園。史料中對中共三大會議地址的記錄，
多是以 「廣州東山」 概括，具體地址一度是黨
史之謎，最終 「三大」 代表徐梅坤憑藉逵園屋
頂 「1922」 這幾個字確認出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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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灣區
哥 哥 」 的 團 綜
《大灣仔的夜》開
播，讓廣州越秀
的東山口再度
爆紅。

▲走在東山口的街道
上，即便是歲月留下了

痕跡，仍能感
受到當年的氣

派與豪華。

最憶是東山口最憶是東山口

2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