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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j者志i草〉序

黄励拔

在方志界，有一拉淡泊名利、甘于寂寞、乐于奉献、敬

业爱岗、艰苦奋斗的同仁，继谢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c 他以极

其负责的态度，参加编篡〈潮州市志)，并主编了〈潮州年

鉴上〈潮判〉杂志和 5 ;2主有水平、有合童的潮判地情书，成

绩斐然，令人起敬。如今他又推出新作〈鳝洁志谭} (以下简

称〈窍〉书) ，可喜可贺 O

我茄来认为:编修地方志，应该在认真研究地惰的基础

上编墓，才能纪志书编好。继?首先生是这方E 的楷模。〈鳝〉

书"地需述论"部分的 6 篇文章，就是普及地情知识的好作

品，又是颇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以( H韩江"辨正〉为剖，作

者对韩江的名称、漂头、长度等作了深入的考证，从而纠正

了一些不准确的说法，从这呈，可以看到作者做学间的严肃

态度和学术功康。

潮到市是广东省整理由志最多的一个市，从 2仅陆-2∞2

年，共番苦印整理了清康黑〈潮州府志上清乾隆〈潮州清志上

〈永乐大典·潮判府〉、〈雍正广东通志潮事选〉等共 10 部潮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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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府县lE1志，使这才在 lEl志能够从"深闰"中解放出来，充分

发挥它盯在继承文化遗产、推动潮学研究和其他方吉研究上

的作用。难能可贵的是:他还通过整理由志，研究地方历史，

并总结了整理由志的经验和方法(替侠、捷录、修版、主并残、

纠错、丰i、漏) ，为文吉史学增添了新的经验c

全国首轮志书的编篡工作已基本完成，各地正在逐步转

入第二轮修志(挚"续志") ，勤子思考、善于总结的维溺先

生，总结了第一轮修志的一些经栓，用子{多"续志"这是很

有意义的 O 虽然不是长草巨著，但他的意见是中肯的，很有

实用份值。由继混先生主持制定的〈潮州市志 (1992-2∞5))

篇昌，较好地反吹了改革开放时期的时代特点和潮州的地方

特色，在体侥和第自上也有所的新，是一个好的篇 00

〈鳝〉书的内容大部分是针对潮蛇的事物和志书的，但它

的意义大大地超过潮州的地域莲 000 对于其他地方的读者，

也很有参考作黯 C

我和继谢先生是向行，他寄来文藉，嘱为写序 O 我读后

写了上述看法，是为之萍，有不妥之处，请继谢先生和读者

指正 G

2∞3 年 3 月 6 日

(作者系房、广东省地方支志办公室主任，研究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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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情述论·

"韩江壁'辨正

韩江，广东第二大河流，是粤东人民的母亲河，流域包括广

东、福建两省立削多万人 Do 但是，对于韩江名称、摞头、长

度以及流域面军只等的记述，有关志书、辞书说法不一。作为较具

权威的〈潮州市志〉、〈潮州Ir若水利志〉与〈辞海)，其说法既不

一致，也同样都不觅得准确，使读者难信谁是，无可适从。现摘

录如下，对照分析，考证辨正，以求能得到较正确的答案c

《潮州市志) (1995 年版) : 

韩江古称员水，是潮娟的主要河道。

韩江上埠分为梅江和j了江。梅江主流友源于陆丰县七星山，

从七星山至南琴江处汇合琴江，向东北流经水寨汇合五华河，至

水口与兴宁河汇合称棒江 至二河坝与汀江汇合。棒江全长

305 公里，流域面积 14仪刀平方公里。汀江友源于福建长 ~T县上

坪，至峰市汇入永定河，经大墙汇合棒溪水、持潭河，主三河圾

与祷江汇合o ~了江全长 323 公里，流域面积 118∞平方公里。自

三河坝至潮州湘子桥为韩江中游。全长 110 公里，在潮纠境内 47

公里，集雨面积 1σ73 平方公里。潮持河段在潜子桥下分东、西、

北三溪分流入海。(北溪)长 30 公里， (东溪)长 38 公里， (西

溪〉长 42 公里。若以潮州市界为起止点计:子流韩江(入市境

至北溪口)长 31. 4 公里;西溪 33.6 公里;东溪 13.1 公里:北溪

17.9 公里。四;或合计总长 96 公里(第 184 页 )0

<~罪扑i市水和j志) (1998 年版):

韩江，为纪念韩念而得名。东晋至靖称员水;唐至北宋称恶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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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活志潭·

溪;南宋称韩江，也称跨溪;元明称跨溪，也，叫韩江;至清才走

称为韩江。

韩江发源于紫金与陆丰(现为黯河〉两县交界的乌凸山七星

萃，向北流至水寨河口与五华河相汇称琴江，过兴宁县水口与宁

江汇合后称棒江，抵达三河后，与源出福建长 3了经上抗、大埔而

下的?了江汇合后形成韩江。直至潮安水文站止，流长 427 公里，

集水面积 2佣77 乎方公里。三河坝至潮州市竹竿山一段为韩江中

碍，竹竿山以下为韩江下荐，至潮州和子桥下碎的酒溪塔边，分

又成东溪、西溪、北溪三条水道注入南海，局以东溪为主流。韩

江干琉全长 470 公里， ì:在域总面积 30112 平方公里。北溪长 30 公

里，东溪长 38 公里，西溪长 42 公里(第 40 页)。

《辞海) (1979 年接结邱本):

韩江，在广东省东部。北源汀江出福建省长汀县上坪，南源

梅江出广东省紫金县白山东，在大埔县三河汇合后称韩江，南流

到汕头市附近入南海.长约 410 公里{第 1991 页 )0

蒋江，韩江支流，在广东省东部。上源琴江，出紫金县白山

东，东北流封梅县松口折向东南，在大埔县三河和3丁江汇合为韩

江。长约 180 公里(第 1305 页)。

:了江，韩江上注子，在福建省西南部，污、出长 f了县上坪山，南

i在到大靖县三河和梅江汇合为韩江。长 260 公里(第 885 页〉。

韩江之称谓，并非〈潮州市水利志〉所说到南宋元明才称韩

江。据饶宗颐教授〈韩江得名考〉所证:潮扑i 历史名人X1J El方

〈睡梅州剌史丘君与〉诗，有"名德重韩江"之句，则韩江之名，

北宋己著称矣。

韩江古称员水，男号称除〈潮州市水利志〉所载的，还有"恶

本\"意溪.. (见镜宗腰〈恶漠考))、"东江.. (见雍正〈广东通

志·水利志》等。

韩江源头为南捷、梅江与北源汀江的说法，住:也欠妥。据康熙

4 



·地情述论·

〈潮州'IR亏志·山 )11)载"韩江，游、发汀赣锺梅，会为三泻。" (古

今图书集成〉第 1333 卷载"三坷，在蔚城西北三百里，其源有

三:自汀日大河，自程B小窝，自漳日清远河，合琉人于海。"

16志所谓"源发汀赣循梅"即指福建汀州、江西赣州i 与广

东循州、梅州。"大河"应是今之汀江"小河"应是今之梅江，

清运河应是今之梅潭河。部韩江除北源1T江、南源梅江外，还有

一费、头来自梅潭河。

〈梅州市志) (1999 年版)载"汀江，发摞于搞建省武夷山

南麓宁化县的木马山，流经长汀、上就、永定峰市进入大埔县青

溪乡的石下棋……达三河与梅潭河和梅江汇为韩江。" (第 289

页)这就说明韩江上游有汀江、梅江、梅i草河三条河流汇于兰

河，才有三河坝的地名 c 三河堤是上游终点、中捞起点。

但为何〈潮州市志〉对韩江握流记述与攘外116志有异，仅i己

北源汀江与离源梅江呢c 从〈梅州市志〉中能找到答案。

〈梅州Hp志〉载"梅潭河〈古称清远?可)，发捷、福建平和县

葛竹山和南靖象棋山 O 原在三泻坝汇入汀江后流入韩江，但在三

河汇东改河后，直接流入韩江，成为一级支流。" (第 289 页〉

这就明白了:韩江原来"其源有三"后匹梅潭河改道，使

其在三河坝上潜仅有梅江与汀江南大源斑。

f旦为使人唠了，为使志书在ìê述上与前志不矛盾，事物的变

化要写清楚。新编志书对韩江捞、流的变化应有交代， {旦〈潮州市

志〉在这点上欠缺了。

加以校核可见， (辞海〉的记述虽简洁， {B很不准确 o (潮州

市志〉与〈潮州市水和志〉也有一些记述不明了或不准确之处。

请看〈潮州市志〉记述之误:

第一，没有列出韩江除原称员水之外的另ù名。作为志书，未

把本市最重要的江河古时别称引述出来，是一种缺壤。

第二，没把韩江的摞流古今变化讲清楚 o 16志己指出韩江古

5 



·羁清主、谭·

有三源，西而才有三河堤的地名。但后因梅潭河改道雨仅存南

草草、北源，新编志书应说睫清楚，才不会与前志有矛盾之处。

第三，没有准确写出韩江摞头地点。既然众多志书、辞书对

梅江、汀江发源地记述不一，就应讨论考证。或同存数说:或引

一较准确说法，比如梅州市有关书刊记述J}L更确切 O

第四，长度记述有错，并自相矛盾 O 一说"自三河坝至1朝外l

湘子赞为韩江中静。全长 110 公里，在j朝外i境内 47 公里.. 0 B! D 干

流入潮州市境至替自子替为 47 公里。另一却说"干流韩江(入市

境至北摸口)长 31. 4 公里"。两个不同数字，最少有一是错的。

第五，一些地名也不一定正确，如"至离琴江处汇合琴江

而〈梅扑州I r市?节7志〉的记述是在北琴江处C 这尚有待查证。

综上所述，我们能否需要地这样记述韩江:

韩江，广东省第二大河流，粤东人民的母亲河，黯州的最主

要河道，干琉总长 470 公里 l或域面积 30112 平方公里。

韩江古称员水，历代有野清、恶溪、跨溪、意溪、恶水、韩

水和东江等好多别称。为纪念唐代著名文学家、潮手1-1 刺史韩愈，

宋代始称韩江，至萌清才定此称。

韩江上涛原有3了江、梅江、持潭河三条源流c 梅江发漂于陆

河县与紫金县交界的乌凸山七星素，会长 305 公里;梅潭河发源

于福建省平和县葛竹山和南靖县象湖山，全长 137 公里; ~了江发

涛、于福建武夷山南麓宁化县的木马山 jJ.t经长汀、上柱、永定峰

市进入大埔县青溪乡的古下坝，再达三 j可接与梅潭河和梅江汇合

为韩江，全长 323 公里。因梅潭河在三河汇东改?可后直接流入韩

江，降为一级支流，故现，韩江源流应认定仅有北波、汀江与南污、持

江。韩江自三河坝至竹竿山潮安水文站为中游，全长 110 公里，

潮州市境内有 31. 4 公里 O 韩江下游至濡溪塔边，分又成东溪、

西溪、北溪三条水道注入南海，而以东溪为主流。东溪长 38 公

里，其中潮州市境长 13.1 公里;西溪长 42 公里，其中潮州市境

6 



·地情述论·

长 33.6 公里:北溪长 30 公里，其中潮州市境长 17.9 公里 c

以上记述是否准确，有待行家评价。 i旦从志书、辞书对"韩

汪"的不一致、不确切记述中，使笔者有所感情:志书的寨修是

一项很严肃的工作，应认真负责。资料要广征博采，志稿要推敲

校核，不能仅由某一方面提供素材就依样抄录。具有权威性的志

书如记述不确，会黯误后人。对本人作为首轮修志参与者的某些

不严谨而甚感愧疚，本人将参加第二轮修志工作感到任重道远。

(本文发表于〈广东史志) 2∞3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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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鳝洁志谭·

湘桥史话

横跨灌外j韩江东西岸上的广济桥，偿称裙子桥，是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该桥始建于南宋乾道七年 (1171) ，至今有 8∞

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早的可分可合的启闭式吉桥，在中国造

桥史上是个特例O 从宋代兴建的旦筑旦增，及后历代屡妃屡修，

历经沧桑。现特就湘子挤的沿革史列述如下，并附史志记载。

1171 年，知扑!曹汪宦u建，始筑中石苦创造舟为浮桥，称康济

桥。

乾道七年，太守曾公汪乃造舟为梁，八十有六只，以接江之

东西岸O 且峙石梦Ii于中，以绳其势，根其址。九三越月雨就，名

B康济桥。(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翻印， (永乐大典〉卷 5345 ，

第 35 页)

昔 5 风波险阻之地，今化为康庄矣 o (离上，第 151 页)

1174 年，知如i常持修，培舟 13 灵，并建仰韩圈。

越三年(淳熙元年)，舟以雨坏，太守营公棒所以处此者，

与曾公一模出需余为居民唱。乃命以损其制，以便操习，其舟数

侈于前者十三，役毕余力犹裕，遂创杰阁于西岸，以镇江莓，名

目部事事。〈需上，第 35 页〉

1179 年，知州朱汪，主彗筑二石翻，与 18为三，并筑三亭其

上。

淳熙己亥(即淳黑六年)，朱公汪(或为江)建登攘门 C 增

石拚|二，与旧为三，筑亭其上，东B冻壶， jffi B玉鉴，中臼/卜蓬

莱。(陆上，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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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情述诠·

1180 年，通判王王功修，于西岸边增一溃。上跨E木可行

人，下通船捷。

庚子〈即淳黑七年).摄郡王公正功复增一洲，距西岸数步，

上跨巨木，下通船夜，至是始无冲突浮梁之虞。(同上，第 36

页)

1189 年，知蚓丁允元修西桥，增图讲!为八，称丁侯桥。

己菌〈淳黑十六年) ，丁公允元修浮梁，自西岸增囚洲为八，

亘以坚木，覆以华屋，日丁侯替。(同上，第 36 页〉

1194 年，知州沈宗禹蟠石东岸建桥台，建盖秀亭c

绍兴〈应为黑〉甲寅(绍熙五年)，比公宗禹蟠石东岸，结

亭于前，扁曰盖秀，与登满门对峙。(同上，第 36 页)

1196 年，知如j陈宏规f~东桥，建二洲，称:齐)11桥。

庆元丙辰(庆元二年) ，陈公宏规益东岸之溯二，结架如丁

侯桥，而增广之日济)11桥。更提秀B济)11亭，以止过客，亭之后

自克思庵。(闰上，第 36 贾)

1198 年，知外i林Ilt票衍东桥，增四洲 G

戊午(庆元四年) ，林公ú事衍济)11 桥而袤之，增以囚慨，雄

丽过于西桥o (同上，第 36 页)

1203 年，东桥火毁，知外i赵师壳修复，并f李 i日石剖，传部

拣公读书噩黯c

嘉泰要亥〈嘉泰三年)冬，济 )11 桥火，为亭若窍，一夕俱

恕。赵侯师'JS亟与马 f卒承规增崇石如故址，屋覆其上，砖瓷其

下，国桥为亭，名悉仍旧，大书题窟，停郎陈公注笔也。( r司上，

第 36 页)

1206 年，知州林会修东桥，增筑五湖修筑一泌G 至此，东

桥共十三浊。

开禧丙寅(开禧二年) ，林侯会接济)11 桥之菌，增筑石苦H者

五，修其!B者一，亦屋覆雨砖堂之。( I司上，第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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