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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先生曾说：“中国最大的物质遗产是万里长城，最大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是春节，最大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古村落。”

古村落，它见证了人类的繁衍发展，保留了丰富的传统文化，是物质文

化与非物质文化的有机结合体，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是民族文化复兴的

重要源泉。古往今来，由于受火灾、水灾、拆迁等自然灾害或人为因素的影

响，不少古村落在“空心化”，那些承载了千年美好祝愿的村落地名在逐渐

减少。

历史是文化的根须。对古村落的保护，刻不容缓；对千年古村落的保

护，是我们神圣的使命。所谓的千年古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至今达1000年以

上，其地名在历史上虽有短暂变更但沿用至今达1000年以上，为相对独立的

自然聚落村且村落功能尚存，传统聚落形态保存尚好；典型建筑虽年代久

远，但有文化价值的部分保存较好，其民居、道路、宗祠、庙观、学堂等在

建设风格及建材、装饰方面具有鲜明的地域个性；周边环境原貌保存较好，

文化内涵丰富，有重要传承意义，知名度高的古村落。千年古村落的认定和

保护成为我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工作项目。

序



鉴于此，广东省民政厅携广东省行政区划与地名建设促进会、广东省

民间文艺家协会和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组织了省内历史、地名、文化、

社会等权威专家和学者，在全省范围内先筛选出10个历史渊源深厚、风貌

古朴、文化丰富、地域特色鲜明的千年古村落，并进行了细致的调查、认

定、拍摄、记录和编撰，将它们的地名由来、历史沿革、民宅建筑、民俗

艺术和乡贤人物等文化遗产，图文并茂地呈现出来，集成《千年古村落》

一书。希望此书能唤醒人们保护古村落的历史责任感，也让读者深切感受

到：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村落留住了浓浓的乡愁！

卓志强
广东省民政厅厅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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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东襟喉   潮州门户

——汕头市澄海区莲下镇程洋冈村

标准地名：程洋冈村

曾用名：大娘巾、大粮巾、大梁冈、凤鸣冈

标准读音：CHENGYANGGANG CUN 

所在行政区：汕头市澄海区莲下镇

地理位置：东至窖东、窖西，南至潜溪村，西至上华镇岛门村，北至隆都镇后蔡村

程洋冈，距潮汕平原古澄海城东北7500米，处韩江干流之江海交汇处，前临帆影重重

的韩江支流莲阳河，后靠风光旖旎的虎丘山。据考，此处上古时期已有人类居住，自唐朝

起即有典籍记载有姓氏族群定居，之后蔡、陈、许、郑、林、李、薛、郭等姓氏族群相继

卜居于此。辛亥革命前夕，避居于程洋冈的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对程洋冈赞赏有加，称其为

“山明水秀之乡”。

千百年来，和中国所有村落的发展史一致，居于此地的程洋冈人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

位置，秉承中国人的勤劳奋斗精神，筚路蓝缕，寒耕暑耘，建起了一栋栋牢固安稳的房

屋，留下了一段段可歌可泣的传说故事，培育出一位位经世致用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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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望海    古港凤鸣 

程洋冈在行政建制上现隶属于汕头市澄海区莲下镇，历史上随朝代建制而变动，秦汉

时地属东官郡，唐宋时属潮州府海阳县，明初属潮州府饶平县，到了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

年)才正式归属澄海县，民国初属澄海苏南区，辖仙美村(山尾村)、临江寨、西山、山兜等

地。《汕头市地名志》称：“村以山丘为名，称凤鸣冈。又因唐代凤山冈似是海中孤岛，为

船夫避风之所，故名程洋冈。”实际上，程洋冈并非自古就称程洋冈，曾有旧名大梁冈、大

娘巾、岐陇、旗岭、凤鸣冈等。地名的由来，并无文字记载，据村中老人所述，一说程洋冈

土地肥沃，粮食高产，得名“大梁冈”；一说程洋冈旧时有一神狼化身为慈善大娘，法力高

强，在当地救苦救难，村民为纪念她而取名“大娘巾”。这些旧名多从久远传说或潮州语音

译得来，充满美好愿望，却并不见文字记载，也难以考究。当地文化学者蔡英豪先生从文化

地理学式的阐述，更为接近其地名得来的缘由：“我国历史上有个习惯，在河海交汇处之冲

积生成之沙石丘，或称陇，或称梁，如长江之白鹤梁等。程洋冈的地理位置是位于韩江的干

流东溪出海口，两边有小山丘，故被称岐陇；中间由河滩冲积的地，似大栋梁横卧，故称大

梁冈。”

●  程洋冈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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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程洋冈”这个地名，如地方志所言，因其地临南海，旧时为汕头著名的凤岭古港所

在地，乡民多向海谋生，故取驰骋（程）海洋之寓意，此名或许就是因为谐音得来，寓意更加

朴实和吉祥。深入解读的时候，却也会发现这三个字并非空口无凭，不仅仅巧妙地解说了该村

的历史，甚至可以说很精简地概述了潮汕文化历史。

这要从由程洋冈内进出南洋的重要港口——凤岭古港说起。

潮汕的地形大势是西北高东南低，东北和西北绵延起伏着高山丘陵，东南为连天瀚海，靠

近西南部才有较多平坦沃土，故此，潮汕素有“一分山一分田八分海”之称。此外，中国数次

人口南迁，往闽南入广东，潮汕一带多为必经或落脚之地，加上潮汕人重视儿孙满堂式的家族

传承，历史上就是全国户籍人口最稠密的地域。地狭人稠导致了激烈的生存竞争，因此“人尽

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的实用思想在潮汕人身上极为明显，亦培育了潮汕人勇于创造、

开拓和冒险的精神。在农业、文化、商业上，潮汕人以精雕细琢、精打细算著称，特别是向海

谋生的潮汕商人，人数众多，被称为“潮商”，素有“中国的犹太人”之称。

在潮汕漫长的海岸线上，繁华的海上贸易贯穿于唐宋元明清各朝，大小码头亦因此应运而

生。其中，就有程洋冈的凤岭古港。

查看地图，人们会惊讶地发现，程洋冈的地形地貌，简直就是整个潮汕地形地貌的缩影：两

侧及背后各有山峦耸峙护卫，村落居中盆地，东南临南海，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中有无数河流蜿

蜒至南海。程洋冈的东面有虎丘山 (旧称凤岭)为屏障，西有鸡翁山、鲤鱼山等群山倚靠，韩江

干流东溪绕村奔流汇入南海。由于海浪不断冲积浮聚滩涂，加上商贸日渐繁盛，人口愈加增多，

到了北宋时期，除了港口潮洄头内的船坞依旧是韩江的汇合口，山北面一带，周遭早已沉沙浮

●  麒麟大树



5

地渐成内陆。北宋哲宗（1086—1101年）时，当地盐官李前凿程洋冈北畔为溪(即南溪，也称

山尾溪)直通韩江，再东行7500米到神山前汇水寨溪(如今的北溪)入海。南溪在粤东溪流史上

赫赫有名，是粤东最大的古运河，连接了潮汕多条货运水路，如东里一带的盐货大部分至此经

南溪运至潮州再转销各地，而潮州的陶瓷也经此运河运到樟林港出口海外。南溪对于粤东的漕

运、军备及贸易有着重要意义。而在这片防御风浪的天然群山屏障下，曾经的浅海区建起了凤

岭港，并逐渐成为宋代潮汕各地货物转运的优良港口。一直到南宋末，由于横陇洲成陆，南北

堤逐渐向海滨修筑，东溪成为韩江排洪干道，凤岭港失去地理优势，逐渐被樟林港、拓林港、

庵埠港等港口所取代。

凤岭港在志书的正式名称为岐陇港,也称旗岭港。清代《潮州府志》有载：“旗岭港，

距城十五里，南洋大洲港之北，自韩江发源而来，凡往来客舟多泊于此。”《澄海县志》

云：“往来货舟拱泊于此。”因建于程洋冈的凤岭下，久而久之，民间以凤岭港俗称。在

1934、1946、1948、1950、1958、1960、1975、1982年中，多次发现了大量的古港遗迹，如

直径达40～50厘米的大船桅，一吨多重的铁锚，数量众多的陶瓷及铜钱等。而坐落于虎丘山

山腰，始建于唐乾符年间（874—879年）的岐陇宫，因镇守险恶江水和供船舶靠岸而建，潮

汕流传的旧谚“狮象把海口，金龟朝北斗”“抛唔着岐岭宫即犯着龟（山）”，正是形容此

地地势险要，山海相连。如今从残垣和台基中，也可以推断出当时古港的规模。港口贸易的

繁华和程洋冈村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永兴街、新兴街、源兴街、詹埠头、山尾营盘

市等商业街陆续兴建，绵延一千米。可以想象，凤岭港兴旺之时，万桅竞发，人头攒动，热

闹非常。志书甚至用“负山阻海”“潮郡之襟喉”等词汇来形容该港，国学大家饶宗颐先生

亦为凤岭港题词：“粤东襟喉,潮州门户。”

●  虎丘山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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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随着澄海地域的填海造田，凤岭港以前所依赖的海岸线早已推远，如今的程洋

冈阡陌纵横，田地俨然，唯有村前七八口紧密相连的大池塘，苏南的前洋（现名莲阳），三江

交汇的潮洄头，溪南的大沙头、沙头仔，莲下的赤蟹洲等这些从三点水偏旁的地名和宋末陆秀

夫、陈吊王等抗元将士据此扼山控海抵御外辱的英勇故事，仍然默默勾勒着旧时这个著名内海

湾码头的轮廓，让人感叹岁月流逝与沧海桑田。

然而，即便古港早已消磨于历史尘埃中，凤岭港依然引来不少学者的关注，被认定为广东

著名港口樟林港的前身，古代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之一。程洋冈人则更不能忘记古港

凤岭，毕竟，这里存留着他们先祖择居于此的记忆，而他们也为之骄傲：凤岭古港能开拓兴旺

并载入史册，程洋冈人书写了其中一页。

●  童年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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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出中原    聚族共建

凤岭港未有之前，程洋冈早已有先民居住。虽然未见文字记载，但据蔡英豪等人的研究，

从凤岭附近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南北朝墓地遗物、唐代二次墓葬群、始建于唐乾符年间

（874—879年）的凤岭宫遗存等考究，可见早至远古时代，迟至千余年前的唐代，程洋冈已有

人类活动。程洋冈最初先有土著浪俚及僚人聚居，此后陆续有柯、钟、黎、麦、詹、洪、翁、

梁等姓氏的祖先迁到这里；或因外迁等原因，这批最早定居可考姓氏的程洋冈居民，现除了柯

姓后裔外，其余姓氏已不见，只存与其姓氏有关的地名，如钟厝池、黎厝坟、麦厝园、詹埠

头、詹厝埕、洪厝潭、翁厝斗、梁厝园等。

随着程洋冈古港商贸的繁荣发展，政府军队的驻守带来稳定安康，从宋代到清代，程洋冈

陆续有其他姓氏慕名迁入定居。后迁入者和早期先民一样，都先选择附近山麓聚居，后经数代

繁衍营建，才逐步扩大本姓族群的地盘。如蔡、郭二姓居于平埔山东麓“坑项”，郑姓居于

大柿坪东麓“西山”，陈、洪姓居于“后头山”（石寨），许、李、柯、钟居凤岭西麓“山

兜”，林姓居山尾山东麓“山尾山”（仙美）和凤岭“林厝园”（现村内丹砂古寺北侧）。在

明清时期，部分姓氏因避倭寇海盗掳掠骚扰迁走，现只剩下蔡、陈、许、郑、林五大姓氏，另

有李、薛、郭、柯等少数姓氏。这些姓氏历代和谐共处，遇事必团结对抗，如清朝年间，倭寇

盗贼猖狂，为保护家园，当时程洋冈各姓与邻近的潜前溪、东乡、寺后、过溪等六乡邀约共同

联防抗盗，约定一村有盗，六村相援，共用程洋冈这一名称。后来各村各自为政，程洋冈这个

名称才为本村独自使用。

●  程洋冈的农耕



8

这些长居于此地的程洋冈各姓先祖，和

潮汕人口迁徙的大历史一致，大多源出中

原望族，因战乱饥荒等缘故被迫迁至福建莆

田一带，几许风雨，几许漂泊，几许艰辛，

最终择此地定居。他们和他们一路迁徙的先

祖有所不同，并非是带着离愁的漂泊浮萍，

而是在凤鸣山脚下、繁华港口旁边的沃土深

深扎下根来，他们相信“力食值，惰食涎” 

的道理，亦相信自己的勤勉开荒，必然会给

子孙后代带来许多福荫和勇气。

程洋冈先祖们这种殷切期盼上千年来未曾中断，每一代的程洋冈人都执着地坚守着这些信

条，努力地经营着属于自己的家园。千百年后，程洋冈早已不是当年的小村寨，而成为潮汕一带

著名的古村落。各姓安居乐业，开枝散叶，人才辈出。如今全村有1200余户近7000人，海外华侨

亦有近7000人，分布在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其中以泰国最多，是潮汕

侨乡村落中的典型代表。这些侨居他乡的程洋冈人经过努力打拼，已是他乡发展的亲历者和“开

荒牛”，但他们心系故土，不改乡音，不忘“胶几人”，成立了泰国程洋冈同乡会、旅泰澄海程

洋冈乡蔡氏家族互助社、旅泰程洋冈同乡会等，通过这些同乡会募集款项，对程洋冈村的祠堂、

寺庙、学校等公共建筑进行维修和保护,对程洋冈的保护和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  夏入程洋冈

●  仪轩祖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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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贤，指品德、才学为乡人推崇敬重的人。唐代刘知几的《史通·杂述》写道：“郡书者

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有学者指出，在传统社会的架构中，乡村社会错综的人际交往方式、

以血缘维系的家族和邻里关系广泛存在。作为乡村中有声望、有能力的长者、贤人，乡贤在农

村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他们协调冲突、以身作则提供正能量的作用不可或缺。一方水

土养一方人，程洋冈人沐浴潮汕文风，秉承传家古训，依托凤岭古港商贸和海运传统，敢拼敢

闯、勤劳聪明、善于经营。程洋冈民风淳朴，物阜民丰，境内读书、经商、行医风气十分兴

盛，历代涌现出不少远近闻名的乡贤。他们中既有文人雅士，又有岐黄名家，以及著名的实业

家和侨领。代表人物有进士蔡熙，实业家薛同泰，杏林名医蔡俊心、蔡德仙、蔡仰高和蔡纯

臣，物理学家蔡载熙，画家林璘、蔡士烈和蔡仰颜，潮乐大师郑祝三；外出乡贤有蔡乐斯、许

友梅、陈淑卿、郑培民、蔡良俊等。他们或居于乡村或进达庙堂或谋生南洋，在外诚信经营贡

献颇多，在内则营建家园兴建教育，给程洋冈后人带来了许多实实在在的福荫。

进士蔡熙

蔡熙（生卒年未详），清道光戊戌（1838年）科进士，曾出任湖北枝江、云梦、安陆等县

知县。他为官公正，深得民心。族谱记载他曾和著名的禁烟英雄、两广总督林则徐交往较多。

林则徐曾请他帮忙发动广州的潮汕籍商人揭发鸦片贩卖及藏匿地点，蔡熙全力帮忙，对林则徐

的禁烟运动有较大帮助。蔡熙一向清廉,有一次林则徐到他住处商谈，见他住处简陋，夫人纺

纱织布帮助活计，用餐为夹有少量杂咸的潮州粥，便问他为什么过得这么清苦。蔡熙爽朗地回

答说：“唯靠俸禄度日，加之恤贫济困，如是而已”。林则徐听后，对蔡熙的安贫乐道大加赞

赏：“廉堪嘉，苦未必！”

实业家薛同泰 

●  薛同泰故居

薛同泰（1832—1909年），出身于程

洋冈的经商世家。曾随父走南闯北，在

北京、天津、南京等地创下“同源”号商

行。1860年汕头开埠后，薛同泰返归汕

头，以多年的经商财力和见识，逐渐在汕

头市建起了大小近百间商行，成为有名的

儒商，对汕头的发展起了较大作用。汕头

市金平区的“同平路”地名，便是当时的

汕头市政厅为表彰其功，特取其名一字命

名。薛同泰为人耿直厚道，乐于助人。清

光绪八年（1882年），在潮州总兵方耀的

提议下，薛同泰联合陈光兴、萧捷茂、萧

同吉等汕头六邑会馆总商会的大商家，牵

头组成了汕头最早的慈善基金之一“同济

善产”。同济善产以出租的收入用作慈善

乡
贤
闻
达

粤
东
襟
喉  

潮
州
门
户  

程
洋
冈
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