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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争蝶岁月·

潮州名城保护建设五年

(1997-2001 年)备忘录

嚣f金毙

从 1997 年至 2∞1 年，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潮州的保护建设已

经历了第三个五年。这是承先启后的五年，也是由 20 世纪进入

薪千年、新世纪的五年。

五年来，潮州名域的保护建设在前十年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

一.开元寺新建岭东佛学院、玉锦楼、开元广场，维惨屋

脊，筹建大苦、殿。

五年来开元寺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1997 年 2 月，在西倒原

"大埔书院"新建的蛤东佛学院教学大楼落成。Il!专东锦学院创办

于 1933 年，匾经费问题于 1935 年停办。 1992 年复办，并于 1995

年动工新建教学大楼和宿舍，占地 2400 平方米，自该寺筹款近

五百万元兴建。

1997 年在该寺藏经楼后面兴建三层的玉佛楼。该址原为开

元寺后花蜀，后为工厂占店，经省革委会下文决定妇还该寺。玉

锦楼白开元寺自筹资金二百多万元兴建，徨在建筑风格上与主体

建筑不太协调。

1999 年由市建设部门开发，辟建"开元广场" (停车场) , 

占地 m∞多平方米，广场周围兴建商店c 广场的辟建极大的解

决旅带交远问题，但也引发一些不同的议论，主要是鼓坏吉域区

"外圈内方"的建筑格局:目时由于勇围兴建建筑风格不协调的

1 



·睁躁岁月·

三层楼房，使开元寺显得假矮，破坏景观。

2∞0 年 2 月，开元寺大悲殿举行奠基典礼。该段位于寺的

东倒，占地 4∞0多平方米，原为工商部门的小商品市场和文化

部门的电影皖，由市政府决定归还该寺，兴建大悲跋(白族泰华

侨捐送观音最)。

2∞0年 10月完成开元寺全寺的屋脊修缮，该工程由省拨款

45 万元。

二.完成许骄马蔚维修首期工程。

1997 年 1 月召开许驼马府抢救维修领导小组会议，讨论前

走维锋计划上报。同年 4月和 1998 年 6月，国家文物局、省文

物主管领导和专家在潮，现场对计划审查o

为了保证工程质量和"~修彦旧主如口旧

物专家罗哲文、停连兴、傅某年、黄{自沾、杨玉柱等为维修诗厨

额间。

1998 年 12月，许府首期工程动工 1999 年 6另，国家文物

局长张文辛苦对工程进行视察;至 2∞0 年年j菇，工程基本完成。

首期主要维告后厅、中厅和两居主房屋面，共投资二百多万元，

出国家文物局拨款。

三.叩齿庵完成藏经楼和大出门的建设。

随着 1997 年 1 丹投资五百多万元的藏经楼工程竣工验收之

后，叩齿题又自筹资金 150 万元，于 1998 年兴建大山汀，至翌

年 1 月竣工。此后，又陆续兴建两克走廊。

至此，叩齿庵(咔齿古寺〉基本完成整座锋复工程，成为一处

具有唐代建筑风格的古寺院。

四.成立饶宗黯学术馆事业基金会。

为了保证饶宗颐学术需事业发翼的需要， 1997 年 5 丹，由

. 2 . 



·自争蝶岁月·

泰国部安同乡会玉侨生等人发起，并获香港陈伟南先生的支持，

共捐资 50多万元，成立饶宗眼学术馆事业基金会，出薛伟南任

会长。

五.成立"南蚓七日红纪念馆"。

1998 年 3 月，为纪念己故周恩来总理涎辰一百周年，市委

领导决定将涵碧楼改建为"吁i潮葫卦州i七目红纪念信

周总理的盟片，楼上主要栋房u "七自红"有关文物、史绩。展线

扩大至 36米，共展出图片 2∞摇，实物 19 件。

在筹展过程中，参坦人员'怀着对周总理的深厚感情，夜以继

吕地工作，保证在其 I∞需年诞辰日按时开馆。

六 J市文管办{名域办}获全国先进集体辛苦、号。

1998 年 2后，国家人事部租吕家文物局联合授予市文管会

办公室为"全国文物博物馆系统先进集体"。

文管办与名域办二块招牌一套人马，是担杂名城保护建设的

办事机构。尽管人员不多，但十年来他幻埋头工作，克服各种困

难，为名域的保护建设作出了贡献。他们之评为全望先进集体，

不仅是对他们工作的肯定，也是对名城十年来保护建设工作的肯

定。

七.对古城区古井进行全E维护。

分布在古城区街巷的公用古井，为JJî史上茹范城被围困和救

火之用，最早建于宋代。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城区普及了自来

水，这些吉井逐步荒度。

1987 年市建委对东门大井、开元大井、义井、莲花井、子

母亲、二吕井、四吕井等一拉古井进行清理，建立铁围栏保护。

但由于时间长，缺乏管理，有些成了垃圾堆，井里也被丢下杂

物，井水混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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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挣蠕岁另·

1998 年，市名城办再组织一次清理，号主要是请去井康和周

围垃援，恢复井泉清溺，并在井口加上保护盖。

八.继续加强对名域的宣传。

1998 年 12 月，自广东省文史研究馆主办的 {r岭南文史~ , 

出版"潮州文史专号"共发表文章 22篇，留片 30 福。

2酬年 12 月，由中国文物研究所主办的《文物天地》第六

期，刊登"历史文化名城潮州专题"共发表文章 10篇，图片

33 幅。

此外，在庆祝建自 50 周年、纪念辛苦祠建祠一千局年和纪念

潮州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十五周年等活动中，串《名域

报》、 《潮如州i 日报》出!殷摄专j版嵌，市电视台举5办告ι、"名域风采电挠专

题片展播

作为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文化也得5望到3习j重视加强，五年

来市部剧团先后二次出访新加坡和四次赴香港演出;金石木偶团

先后赴白俄罗斯、南斯拉夫和香港演出;市民间音乐司先后赴元

锡、广州参却大锣鼓大赛，赴摸门参却吕归庆典活动。 20∞年

元宵节，市政府举办"美食文化节'\在此提后，文化部门举办

了"黯曲卡拉 OK 大赛"、 "锣鼓游行大赛"和"潮知弦乐演奏

比赛"等，理鱼舞、花灯也得到恢复并先后赴澳门、香港演出、

黑白。

九.辟建韩辑广场和天水圄。

1999 年由市建设部门在韩祠周吕进行开发建设，新辟革祠

广场，占地约 3跚平方米，从商解决长期影响韩祠景观和交通

的问题，打逞祠前适道，使出、祠、水连成一体，扩大景区，方

便了交通。缸由于开发性建设是1m于商业行为，因此同时在窍围

建了很多高层建筑，原高度己受控制的祠倒韩师教授楼"笔花

圈"也槌之升高，造成韩祠受现代建筑所包嚣，影响景观视线。

4 



·由争蝶岁月·

2∞0 年元宵节在广场举行韩祠建祠一千周年庆典洁动，

省、市领导和海内外嘉宾参如了此项活动。

20∞年在韩祠的南钝兴建天水国(天水为韩愈启用的窜入赵

德的名号) ，首期完成登待部揭瞪道和现先走廊，吉省拨款 30万

Y已。

此外， 2∞1 年由韩祠撩出专人到河南、西安寻找橡木，后

得河南一位教师的帮助，获得橡木释，昌市正在培植中。

十.茹建民凰苦H公园。

1999 年，市政府决定由市地产总公司开发建设凤凰剖公

园，首期投资 1∞0万元，重点修复 3 个文物景点:

凤凰台，建于明代隆庆二年(1568 年) ，是"潮如八景"之

一的"只台时雨'\为市保单位。由于经历沧桑，至民盟重掺

时，台上仅存一简单的水泥结构四部亭。此次全国重修，保持原

有台的特色，清代乾隆年闰重蟹的"凤凰台"石刻以及台上保存

的"凤台时雨"、 "有风来侠"、 "凤凰台"、 "中流碌柱"等

4块群匾均予以保留或按原字重新制作。

奎阂，建于清代最黑三十四年 (1695 年) ，后远，雍正七年

(1720 年〉重建，光绪二十七年 (1901 年)因大火烧毁倒垢，再没

有重修，只存下底层残壁和石门桂、石柱。此次重建，按原有规

模三层，呈八角影，高 22.5 米。

天后宫，建于清嘉庆四年{一说始建于康熙年间) ，是古城区

保存的规模较大的天后宫，原位于台的右粥，因从整体布局考

虑，移至台前重建，使 3 个点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新建的天后

宫，失去原有古朴的风格，与民间菇字无异。

十一.凤凰塔建立自己套设施。

1999 年 6 月，凤凰塔于东{黯建立小园圃手n卫生间等配套设

施，投资 6万元，如步改善环境条件。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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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争蝶岁月·

由于该塔周围环境的局限，加上附近居民在一船建立老爷

庙，因而在形成景区和管理上仍有一定的困难，直接影响旅游者

的观光。

十二 E 制订广济桥修复方案。

1999 年，韩江水位下降至历史的最能水位，广济桥的替墩

暴露险情，有些石墩水下部分出现石块移位、院落或掏空，市政

府采取紧急结施拉时加臣，并上报省。

随着筹建韩江水利桓纽，韩江水位(市区段)将常年保持在

13 米左右，因此广济桥的修复提上了议事吕程。

2∞1 年 3 月，河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及水利部黄委会

勘测规划设计院等一行应邀在潮考察。 5 丹，正式委托河南吉代

建筑保护研究所对广挤挤进行雷达探源和水下摄影等勘查，制订

修复方案。 6月，广济桥惨复工程领导小组召开会议，讨论确定

方案上报。

8 月，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对方案进行现场考察、论证，参

加的有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司长晋宏适、古建专家组组长罗哲文、

原副局长谢辰生、文物处处长柴晓明和省文化j于文物处副处长杨

少祥等。

十三.保护和维修历史街这义井、兴宁、甲莞三巷。

古城区南门十大巷，是主要的居民区，保存着明清时期的民

居建筑和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风格，尤以义井巷、兴宁巷和甲第

巷著称。 20世纪八十年代域建部门曾进行调查，并将上述三巷

中 20左右座具有代表性的民居建筑列入规划保护。

根据全国名城会议提出的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要求，市名城

办联合有关单位，经报请市政府扯准，将上述三巷列为保护区，

面积 5.3 公圾， 323 户，并经援国家拨款却0万元进行维修，恢

复原貌。

. 6 . 



• IÚ争蝶岁后·

2∞0 年建立惨复工程领导小组，制订规划; 2001 年 6 月工

程正式动工，先修甲第巷，至年终基本完工，主要技复巷的外现

传统风貌，其他二条巷子 2∞2年陆续动工。

十臣.全面维修、加E古城墙。

从 2000 年开始，结合南北堤达据加臣工程，对古城墙进行

全面维修如蜀，并使城墙被复原貌外露。先后拆迁内给建筑物

18 万平方米，住户 1650 户，投资一亿元，既形成防洪远道，又

使域墙彻底外露，为建设滨江文化长廊打下基础。

2∞1 年按明代砖石结构的修建风格进行全面维惨，按京状

保存了域碟、敌台和月城;同时在金山靠近北阁景区保存一段石

砌的城墙原貌，以作为参观和研究。对于 20世纪 90年代惨建的

下水门、竹木门、上水门三个城楼，远采用琉璃瓦屋面与原建筑

风格不协调，也予以拆除更换，总投资 1 亿 l 千多万元。

作为省保单位的广济门城楼，也将落架全面维惨，被复原

貌。 8 月经领导小组审定，将方案报省。 11 月，省文物主管部门

组织现场审查。

潮州古城墙件为城堤，关系着吉域的安危，也是名域的标志

性建筑，因此，使之外露并却因，为历届领导和全市人民所关

注。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当时的市委领导就提出从北段开

始，着手规划和清理江岸建筑、码头，初见成效。此后由于诸多

原因，工程半途而废，江岸乱搭乱建比前更甚。

市升格和扩大区域以后，新的领导人重薪提出从南段开始，

并列入市委关于如强精神文明建设规划。此次对城外沿江建筑物

全面清理拆迁和城墙加盟工程，得到群众广泛的指护，也实现前

届领导的愿望，必将为"旅游旺市"创造更好的条件。

十五.国务院公布三个国家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1 年 6 月，国务皖公布古城区的开元寺、己略黄公祠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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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窑遗址为全国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至此，加上广济桥和

许驼马府，我市共有五处固保单位。

上述国保单位中，宋窑遗址尽管曾对 10 号窑址建立保护设

施， {8由于地处笔架山麓，前面为建筑群遮盖，很难寻找，因此

不仅不能发挥科研、参观的作用，而且自寸长吕久，保护设施也将

逐步荒废。

十六.市政协组织考察"龙激宝塔" IB址c

2∞1 年 11 月，市政协组织考察"龙激宝塔" 113址，提出重

新修复意见，提请市政府决策。

"龙激宝塔"为潮外i八景之一， I日址位于北朗对面江，心，是

建于金山出融在江中小丘之上的塔和寺，据初步考证，该塔建于

北宋之前，清嘉庆之前被洪水所毁。

1999 年韩江水位下降时，航道部门曾提出炸毁(解放后曾爆

磁一次) ，市名城办组织实地考察后，提出予以保留。目前该113

挂地基仍牢固，在水位←7米时可见数百平方米的碎石鼠，旦

有少数构件遗存。

随着韩江水利枢纽的建设，恢复该址原绽，将为我市增加新

的景点;否则应予彻底清理，以保证航道安全。

十七.市政府举行纪念海蚓公布为名城十五周年座谈会。

2∞1 年 12 月 6 13 ，市政府举行纪念攘外i公布为名城十五周

年座谈会，名城委组成单位领导和有关老同志出席了座谈会。座

谈会由市府副秘书长、原名城办主任沈启绵主持，副市长陈浩文

对名城公布十五年来的工作进行总结，与会者就今后名域的保护

建设工作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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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安县申医院的创建和发展

辛伦高

(一)中医院的建立

1959 年 4 月下旬，抬头专署卫生科在汕头甫召开中医工作

会议。潮安县卫生系统在文教部姜善夫部长的建议下，决定派吉

三同志和蔡茵庭、许小士二位医师参加。汕头卫生工作会议传达

中央卫生部对卫生工样的指示精神，特别是批判原中央卫生部

x x 部长对中屋中药政策的歧视，把数千年来祖国医学遗产视为

落后的旧医，不但没有发扬光大，而且采取忽视的态度，扼杀中

医药的发震。会议还决定今后要大力培养中医药人才，在有条件

的地方建立中.医院，并组织到会代表参观汕头市中医院。

j朝安县代表妇来后，即向姜善夫部长汇报汕头中医工作会议

情况，决定潮安也要建立县中医院，并紧锣密鼓的进有筹建工

作，经县委回荣生书记决定，中医院院址暂设在西马路域中堂

中，由潮安县卫生科拨二千元为开办费，把潮州镇国药合营一个

门市部连人带马并人县中医院，并向有关单位讨来学生床椅、竹

椅头、椿条和珍床等用具，设备简陋，真正做到勤俭办一切事

业。

在人力方面，分行政和业务二条线。行政方面:在文教部调

入文书;政云洁、会计革 x x 、出纳李凤英，并在新华书店、潮1+1

戏院、拍纱公司词人邱秀彤、林振强、陈跃和、方阙、宋应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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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挂号、收费、总务，全面工作自古三同志负责。业务人员有中

医内科:蔡荫庭、王克华、汤德修、拣少声:伤科:林俊英、庄

翼茹;妇儿科:许小士、蔡少秦;外科:翁乐准;瘁科:吴述

艺;针炙:张冠新;西医:郑得遂等 12位在师(当时群众戏称为

十二门徒)分成七个科室c 药jfIJ员有中药剂:徐森喜、黄来宜、

陈逢真、李炳汉、吴宣言j生、庄锡金、林样玉、张庭忠等;西药

葬~:回嘉琳。并以蔡葫庭为副院长，专抓业务，于 1959 年 5 月 9

5 正式对外诊病、配药。挂号由邱秀彤、方JiJ旬负责，收费出林振

强负责，总务由宋应瑞负责。由于中医院业务不断扩大和发展，

原域中堂一隅的地方不能适应发展中的中医院需要，故 1960 年

从域中堂搬往西马路曾居祠(风采楼对国)。

1961 年 2丹《潮安报》停办，其办公地址(包括浸信会和一

座二厅八房大屠)交给县中医院使用。为把县中医院办得更好，

先后词人谢科令、郑俊豪、周建全、陈娱等领导干部。六十年代

初，又从汕头卫生学校谓人该校苦届毕业生:黯家耀、郭浩治、

林松波、刘据生、陈运侠、陈镇江、谢素贞等。

{二}院址建筑结构及产权变更慨况

笔者于 1960 年 5 月词人县中医院工作，当时中军院在曾居

祠〈现在市中医院院址) ，追至 1961 年 2 月，由于《潮安报》停

办，中医院才搬来域中堂和浸信会等地方。就我蔚记乞，大门对

面是一!可有地板的二层楼窍(当时作为门诊，后改中药房) ，即浸

信会会址(原公安局驻地) ，井脚墙内有石碑为记，现仍保存完

整，后面一陪平房做厨房，一间平房做中药加工场，左后面是一

座一厅二房小平房的宿舍(该房属在产， 1964 年花一千多元与汕

头业主买)。中药加工场及私产房前面是一座一厅二房翠坛式平

房，做为正副皖长宿舍，厅前有一个拜亭，拜亭前面是一座一厅

二房的老平房，做中药窍，左边一排几部居仔敬针炙室，再左边

是二层楼的域中堂，做仓库和宿舍，现仍保存完整，域中堂前左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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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有二间居仔做代客煮药室，域中堂对面大草逞，右边是照所和

太平房，墙外是义安路，大草茬又在面是一座二厅八房大庭，有后

头f子，这座大屠仔龙虎门，左边门逗黄门亭巷做办公厅和宿舍，

这就是原县中医院建筑结悔的一般概况O

1962 年在郑俊豪和居健全同志的领导下，为了扩展中重院

业务，拜亭前一座做中药房用的老平房和做针炙室用的凡间居

仔，改建成一座浮坛式门诊部，并担域中堂增建楼梯和升高二楼

屋顶，楼上改为中药仓库，楼下隔为南边房间，非为佳班房和宿

舍。 1965 年又把做中药加工场的平房，做正爵院长用的宿舍，

大草埋二厅八房大屠租原油头私产房改建成三层楼住院部，把{故

厨房的平房改建为三层楼干部、职工宿舍，下层是食堂，改建前

有摄影存查。

1968 年 12 月间，县中医院撤销后，由县卫生革委会将县中

医院全部财产无条件移交给潮州镇政府，分配给潮州镇医院接

管，经壳、接管人是镇政府李同志和医挠了主任。

(三}医师和人员的拼撂秸掉

医师:主主科妙手翁乐准，是潮州名老中医，他的祖父翁开发

只会中军外科，不懂中盟内科，翁医师认为要做一名外科医婷，

必须内外结合，才能更好地为群众治病，他努力进锋中医内科，

不断提高自己的医务水平。他对附骨瘟、疗走走卖等有独特的治

疗技术，但是有一个偏向:从来不用西药。他曾对笔者说"如

果中西药都用，就不能看出究竟是中药起作用还是西药起作

用。"正骨科医师林後英和庄翼茹，每天看好住院伤科病人后，

差不多九时前后才到门诊看病，每个医l}iJl每天都看一百多号。特

别是林佼英医归对肩关节、下饭关节的复位银有经验，每次手

术，均力求且是臼骨折复位一次成功，减少病人的痛苦，故有"复

位神手"之称。王克华医师曾-8看 197 号病人，王医师处方比

较简洁，每张都是七味、九昧，最多十一昧，部份是开中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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