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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宁地处古老的潮汕平原西部，练江上游·

，尽管要到明朝嘉靖末期，才能在我国的版图上找
到普宁县的疆舆，然而，已经列入“广东新石器

时代文化年表"的广太虎头埔古印纹陶窑群和池

尾后山古文化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说明远自数千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

劳动生息，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留下了十分

丰富的文物古迹o． ．

普宁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是个富有革命传统
的县份。十九世纪中叶，就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反

抗清朝封建统治的许阿梅、陈娘康农民起义。在

革命的年代，普宁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

下，掀起了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斗争。第一，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彭湃、张太雷，

恽代英、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徐向前，郭

沫若等老一辈革命家就在普宁的大地上留下了足
迹。普宁人民的优秀儿女杨石魂等众多的爱国志

．士、革命者，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留下了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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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灭的篇章。大南山根据地，曾是中共东江特委机

关所在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成为全国

著名的革命根据地之一。以八一"南昌起义南下部

队指挥部军事决策会议旧址，中国工农红军第二、

四师野战医院旧址，大南山石刻革命标语，潮汕人

民抗日游击队成立大会1日址等，革命史迹、革命

遗址遍布金县各地o
。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物。《普宁：县文物志》

以物为志，记述我县文物的概况、现状和变迁，

为保存和研究我县文化遗产与革命遗物、遗址提
供依据，为了解和研究地方史提供丰富的实物资

料，给人们以历史、科学、艺术等多方面的知识

与影响，是一部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

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普宁县文物志》的出版，是普宁文物工作

者辛勤劳动的结晶。相信随着文物事业的发展，

会有新的发现，期望今后不断修订增补，以求更

臻完善。
r 历史长河川流不患，鉴古可以知今。在举国

上下致力振兴中华的今天，出版文物志对于我们

发扬祖先文化，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齐心协力

建设新普宁，意义是深远的。
一负。八六年五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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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沿革

酱宁县位于广东省东部，练江上游，东面同潮l；}f县毗邻，南

部与惠来县接壤，西部与陆丰县，揭西县交界．北面和揭f5『=I县相

邻。

秦始皇兰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秦平南越置郡时，普宁

为南海郡揭fITl戊属地，汉属揭聊县。东晋成和六年(公元331年)，

南海郡分出东官郡，置潮m县，酱宁从此属潮舰县地。义熙九年

(公元413年)，东官郡再分出义安郡，湖18{县属义安郡，义安

郡后改称潮州。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拆潮阳銎洋乌、{芟水、

黄坑三个都的地域新置酱宁县(一说初显时称酱安县)。普宁县

子嘉靖四十三年女f}设官，当时未有衙署，县治暂寄设在贵屿的民

舍，嘉靖四十四年第一任知县赵钺到任。万历三年(1575年)县

治迁设予厚屿(洪阳)，并开始营建城垣。万历十年(1582年)洋

乌，iJ曼水两都削属潮阳县。这时，普宁县仅存赞坑都，面积约四

百五十六平方公里。至济雍正十年(i732年)六月，重将fJ兑水一

都八图一百七十个村、贵山都的西半部五图九十三个村，洋乌都

尾段一图四十五个村割归普宁县，连同原黄坑都十四图三百五十

七个树，当时酱宁县辖地约九百平方公里，与初置县时的面积相

近。民国二十=年(1933年)割酱宁大南山东境四十个村属南山

管理局．

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普宁县人民政府在流沙成立，县城从{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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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迁到流沙。一九五。年三月十五日，进行疆域调整t将原属惠

来县的南阳山区五百零五个树，原划给南山管理局的四十个村，

原属陆丰县的大坪乡，原属揭阳县的九斗、乌石二个村和十三

乡等地划归普宁县，同年六月，将原属酱宁县的考溪、日路二个

村和棉湖的东关桥划归揭阳县。一九五八年五月，将原属潮阳县

的大长陇乡(山柄村外)、陈店乡的石港，浮屿村和石船乡的碗

仔、百吉岭、自马柯、洋下、白沙溪．岭尾、打古潭．望岭，龙

潭等乡村划归普宁县。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普宁同惠来井县，仍

称普宁县，至一九六一年三月，惠来县恢复建制。一九七三年二

月，将原属普宁县的贡山．湖西、四乡等三个村划归揭西县。现

在全县总面积一千五百九十一点五五平方公里，人口一百二十多

万．

附建制沿革表t

普宁县建制沿革表

年 代 隶属沿革 说 明

泰始曳三十三年
南海郡揭阳戍

(公元前214)

汉武帝元鼎六年
南海郡揭阳县

(公元前111)

晋成帝贰和六年
东官郡湖阳县

(公元331)

晋安帝义熙九年

(公元41 3)
义安郡湖阳县

隋文帝开皇十一年

(公元591)
湖州潮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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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代 隶属沿革 说 明

隋炀帝大业三年

(公元807)
义安郡濑阳县

唐高桂i武德四年
潮州浅阳县

<公无621)

唐高宗永徽元年

(公元650)
澎州海踞县

唐_互宗先天元年

(公元71 2)
御州湖阳县

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

(公元73a)
江南道潮州期阳县

唐玄宗天宅元年

(公元742) ．

潮阳郡湖阳县

唐肃宗乾元元年

<公元758)
潮州潮阳县

宋商宗绍兴二年

(1l 32>
潮=l{{海阳基

宋高宗绍兴十年

(】140)
潮州潮阳县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

(1290)
潮州路潮阳县

明洪武二年

(1：6：)
潮州府潮阳县

明掰靖四十二年
湖州府酱宁县

潮阳县划出西境的洋鸟、

(1563) 池水，黄坑三都日县

明万历十年
潮州府瞢宁县

洋乌、披水二个部富4属潮

(】582> 阳县

清雍正十年 重将波水都，费LJj都的西

(1732)
潮州府警宁县 半部、洋乌都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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