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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社会

第一章人口户籍

第一节 居民源流

早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晚期，就有人类在本境的桑浦

出麓居住、渔猎和从事简单的农业生产。他们是百越族之一支，

为土著居民。秦始皇后期，始有中原人因戍守边疆而滞留本地。

晋、南朝、唐各朝，入境的先民乃因战争与戍守而来居。

南宋末年，是中原士民移居本土的高潮。时宋朝濒锰灭亡，

大批宫民由内地南迁福建，再由福建移徒入潮。邹堂郑姓，以及

已经外迁的埔尾陈、贝，傅家庄傅姓是这个时期来本境定居

的。也有部分居民， 游潮州而后落籍于此的中原、浙江官宦

后代，如埔尾黄姓、大莲彭姓。而绝大多数居民，由外地进入本

土垦荒的农民所繁衍。清同治间，方耀、郭廷集合垦郭厝媪，潮

阳、澄海诸县均有农民受佣于此而后成为一本籍人。民国初，邹堂

华侨郑锡藩买垦大片坦田，建东乡，又有普宁钟堂杨姓啬来附。

同一时期，海阳浮洋乡华侨彭镜波围垦咸田，筑隆浮乡(俗称“大

莲薪乡”)，其宗亲彭姓者若干户投奔予此。故大蓬彭姓有了

新的一支。建圈以后，榕城、炮台桃山均有人移居本地。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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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榕城有不少青年搿插队”本

区，后来大部分圄城，也还有小部分因成立家庭而落籍。由于

居民来源丰富，因此本区姓氏众多，为他区所难企及。

而几百年来，本境居民也有因种种原因丽迁居外地者。如宋

朝蕉山纪姓移往蓬州官埭(今属汕头市郊下蓬)，至明朝中期，

邹堂乌门的～支移居海阳阁州(今属潮州龙湖区)，稍后，仙埔

村有郑姓者移居陆丰，今也蕃衍成大族，繁育扩展成为颇有规模

的村落。又有南陇陈姓明初移居海阳沙溪之南陇，埔尾村黄姓者

明嘉靖前后有移居潮阳城郊和达濠珠浦，又一支子清咸丰后徒至

潮阳桥头村。清朝，还有大莲王姓者移居海阳下莆都(今潮州沙

溪)，青屿张姓者移居潮阳石井乡张厝、铁场林姓移居渔湖、

盘东、乌美小坑汤姓移汕头近郊，余姓移澄海新寮、八斗。还有

山内江厝寮、翁厝寮、西坑村、东坑村、大湖村举村外迁内地者。

清末民国时期，徙居外地以大莲人为多。因官军围剿与械

斗，该乡有二次散乡，村民或徙居本区之±尾村，或远播他县异

省。1943年，因罕见的旱灾，民不聊生，本区民众纷纷奔走于外

省以求生存，流亡而无复籍人数，不亚于清初迁海界时。据196Q

年调查，全区外流予江西、福建两省者就达985人，酒归本区仅333

人'另被卖儿童也达464个。绝大多数不明去向(详见《地理

篇·自然灾害》)。

解放后，有因外调、参军、读书而定居外地，但人数不多。

丽因谋生而客居港澳及外国者，自清朝以来，不绝其人(详

见本篇((侨情》)，其数量数倍于散居国内各地者。

第二节 人口变化

封建社会，因频繁的战乱，苛捐杂税以及自然灾害，瘟疫流

行等原因，人口数量时有起伏。民国时期，则因日寇的入侵、

1922年的特大台风和1943年的严重旱灾，而出现过几次人口的虢

S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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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1922年，一场台风，全区就死了791人，仅光裕村就死去408

人，仅剩193人<详见《地理篇·自然灾害》)。

据民国时期所编的《揭阳地理教科书》，清光绪三十三年，

揭阳全县共有66万人(包括今之揭西县)，地美都人口约四万余

(包括今炮台区石牌、下陇、龙头、洋下一带)。前此各都人口

数量未可考。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全区人口总数40728人。其中：

六韬乡1062户，4798人、(其中男2523，女2275)，地东乡2200

户，10300人(其中男5200，女5100)，三略乡1206户，5226人，

(其中男2544，女2682)，地中乡4561户，18837人，(其中男

§456人，女9381人)，华美乡448户，2403人，(其中男1428

人，女975人)，蕉山乡616户，2900人，(其中，男1800人，

女1100人)。(据民国=十九年揭阳县政府《兵要地志》)。按

上列诸乡，今属本区者有地东、地中、华美、蕉山四乡，所以本境

当时的实际人口为34440人。

1946年，全区人口为45272。计地中乡19815人，地东乡

15497人，地西乡9960人，(其中地西乡今属炮台)，则当时本

境人口为35312人。1943年全区人数锐减，一度仅存3820户．

建国后，社会生活趋向安定，且因为居民有“多子多福胗的

传统观念，加上解放初政府曾盲目鼓励生育(如推选多生子女的

描英雄母亲”等)，人口生产出现无政府主义状况，出生率急剧

上升。1951年5月与炮台拆区时人口只有7867户，31164人，至

1957年已达38796人。六十年代中期以前，是历史上人口出生高

峰期。1962年，全社人口46470，比1957年多了20％，1965年

51515人，比1957年增长31．3％。

1970年以后，由予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人口出生率有所下

降。197l至i980年，增加入口5845人，自然增长率比过去明显

降低。八十年代以后，由于各级党政部门漂抓，与居民节育自觉

性提高，从而出现了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趋势．据

32l



1982年7月1日第三次人口普查统计，全社有68176人，1幺1964

年的上次人口普查增加19762),．，】8年来人口增长40。82％，平均
每年增长1．92％·

i985年底，全区有i4968户，70739．,天．。其中男37017入，女

33722),．。出生985人，；E率13．97‰。死亡3 77人。自然增长
率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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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人口、劳力变化情况表

年 户 人 数 农业 非农
农
业

人口 劳
力

份 数 合 计 男 女 人口数 数
数

^95l 7867 31164

一 一 一

．955 8344 36604 18401‘18203
—

1956 8398 37819 19124 18695

．957 8583 38796 19 573 19223

．958 8832 40096 20193 19903

【959 9066 41339 20893 20446

i960 9321 42759 21876 20883

1961 9420 44298 22847 21457 43013 1285 20072

1962 9513 46470 24020 22450 4518l 1289 20925

1963 9537 47978 24603 23375 46896 1082 21886

1964 9669 49779 25889 23890 49012 7 6 7 23071

196S 10043 5151F 26699 24816 50563 1352 24343

1966 9971 53155 27613 25542 5154l 1614 22212

1967 10144 54567 28098 26469 53099 1468 2537"1

1968 10386 56775 29423 27352 54916 1859 24317

1969 10775 58560 30303 28257： 56764’1796 26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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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户 人 数 农业 非：农
农：业
人 劳

份． 数 合计 男 女 人口数 口 力
数 数

1970 10949 60248 31525 28725 58477 177． 26613

1971 11194 61502 31910 29592 60195 1307 25353

1972 11085 62757 32490 30267 61302 1455 26961

1973 11149 63722 32957 30765 62511 1221 27720

1974 11314 64586 33464 31122 63089 1497 27058

1975 11594 65409 33885 31254 63883 1526 28283

1976 118lO 65860 34099 31761 64302 1540 28542

．977 12096 66307 34366 31941 6 4772 1535 28977

1978 12300 66722 34655 32067 65218 ．504 29073

1979 1 2555 66868 3464l 32227 65366 —502 29424

1980 12952 67347 34871 32467 65808 1 539 31036

1981 13280 68066 35168 32898 6639l 1675 31133

上982 13674 68999‘35760 33233 67309 —690 32150

王983 14113 69666 36257 33409 6792l 工745 32979

．984 146,94 70309 36683 33626 68516 1793 34665

1985 14968 70739 370i7 l。3722 i 68820 1 919}35382

324



第三节 人口密度

本区总面积有101．03平方公里。1951年有31164人，人口密

度为每平方公里308．5X。

1960年，每平方公里有423．2人。

1970年，每平方公里有596．3人。

1980年，每平方公垦有666．6人，

1985年全区耋J'70739人，每平方公里有700人。其中农村人口为

68820人，占总人数97．3％；机关企事业非农人VI 191：9人。占

2．7％。其分布如下；

1 9 8 5年人口分布情况表

村别 户 数 人数 ’村域面积 人口密度

(平方公里) 人＼(公里2：

合计 14968 70739 101．03 700

华美 550 2480 2．87 864

溪明 164 830 0．83 1000

军 民 800 3851 9．O辱 42弓

乌美 974 4729 7．03 673

并 裕 350 1800 2．53 712

枫美 1098 5344 7．92 675

仙埔 186 967 1．28 756

南陇 981 4597 11．04 416

钱后 850 3963 3．31 1197

钱前 715 3188 2．74 1164

大瑶 835 3865 3．92 986

塔 岗 748 3481 3．74 9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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霄_屿

石港。，

大莲

土尾

双港

红岗

石头

埔尾

蛟龙

下成

风呜

仙花

355

175

50l

1380

923

816

245

801

416

639

395

1577

8i0

2262

6217

4066

3578

1047

3556

2020

286』1

70
一——

1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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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0．6

1．36

4．52

4．07

3．12

0．82

5．0

2．1l

2．75

1．67

0．23

17．35

1336

i350

1663

1375

999

1147

1277

71l

957

1042

1012

1457

93．6

第四节 文化程度

勰放前，小学毕业者寥寥无几，初中毕业以上更属鳞角凤

毛。怒放初，文盲与半文盲也比比皆是。1902年，全社46470

人，在校学生有4368人，(小学14213，初中155)，仅占总人口

的9．4％。女学生尤少，全社当年在学女生仅1292人，其中，初

中的只有27人。

据公社党委会办公室{：1965年编印的《统计资料汇编))，当

年全襁有共青团员948人，其文化状况是；初小4 06人，高小332

人，初中161，高中48人，大学1人，也可窥见当时祖会文化程
度之一斑。

，1965年，全襁在学人数己达9870人，其中小学9468人，初

申402人。但初中女生数量仍只有54人。

1970年以后，各村小学普通附设初中班，而后发展为联办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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