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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名专业、业余文物普查人员历时三年左右辛勤劳动的结

晶——《潮阳县文物志》，终于问世了l，

《潮阳县文物志》的问世，证实了“海滨邹鲁是潮阳"的确

名不虚传。从仙城深溪左宣恭山，金浦塔山、铜盂孤山等迎发现

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生活遗址，看出早在三、四千年前，先民便于

境内磨石为矛、结绳为网，繁衍生息。从孤山晋墓出土的文物，

也反映早在一千六百年前，潮阳文化巳与中原文化息息相通。灵山

寺唐代钟形墓塔、贵屿宋娇、棉城世魁大厅、文光塔等等建筑及

石、木雕装饰，显示出潮陌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能力，雷岭赤

坪。红场五田、两英碗架山等窑址及河浦华里煮盐灶址，龙津元

代港口残堤，保存了列朝生产发展的史实。而在东山、海门莲花

峰、河滴迭石出以至各地数以百计的摩崖石刻和碑刻中，有宋代

民族英雄文天祥正气凛然的壮歌，有历代忠贤名士墨宝，有抗倭

的业绩，有近现代仁入志士的心声，有红军的革命标语⋯⋯总

之，这本书收入了潮阳置县至解放前夕丰富的文物资料，可以帮

助我们了解潮阳历史，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提供

借鉴I同时，又是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

生动的乡土教材。

书中内容分为概述、古代文物、近代现代文物和附录四篇，

涉及时间长，收入门类广，编者在知识性、科学性上是下了功夫

的。但是，由于文物普查时间短促，因而难以将几千年的文物查

深查透。期待文物工作者、文物爱好者，再接再厉，使((潮阳县

文物志》更臻完美。

郑希荣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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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主要由概述篇、古代文物篇、近代现代文物篇、附

录篇组成。重点是古代文物篇和近代现代文物篇。

二、文物篇突出一个“物”字，以物载文。其时间范围，上

限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起，下限至一九四九年止。

三、‘“古代矽与涮近代现代”的划分，采用二八四O年(清

道光二十年)为界，即一从四O年前为古代，一八四。年后为近
●

代现代。
‘

’

●

四、“概述篇”‘和“附录篇"，是收编同“文物篇"有内在

联系的资料，来受实物和时间的限制。

五、历代称号沿用通称，如秦、汉、隋、唐、．宋、元、明、
“?

、

清、、良国。 _：

二

●r

六、朝代纪年，古代沿用帝王年号，夹注公元；近代现社．以

公元纪年，必要时夹注帝芏或民国年号。
‘

七、入各直书官职、(职务)、姓名；地名采用今名，必要沿

用古地各时，夹注今地名。

八、除弓f录原文外，度量衡一般采用公制。
九、对一事一物的看法、。记载，以史实为依据。属传说或无

据可考者，沿用“相传”两字；有明显错误的，原文录后予以说

明更正。
‘·

十、摩崖石刻、碑劾，原文照录，不加标点符号。一般使用简

化字，但注意字义明白无误。风化或看不清的字，采用。“口”表

示。有些夹带迷信色彩的记载，如((翠峰岩林圣母碑记》，为保

持碑记内容的完整，收编时也全文照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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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就我县文物的有关资料，作概括性的记述。内

容分为二章，包括地理概貌、历史沿革、文物分布、文

物保护单位和文物工作大事记。



第一章基本情况-弟一早蓥不情况

第一节地理概貌

潮阳县地处广东省东南部沿海丘陵，跨东经116度15分至119

度44分，北纬23度3分至23度31分。南北长52．4公里，东西宽

49．3公里。东临南海，并与汕头市郊相连，西接普宁县，南与惠

来县毗邻，北连揭阳县以榕江为界。面积1308．99平方公里，其中

平原占52．7％，山地、丘陵占44．2％，海岸沙滩占3．1％。

全县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南部高，中间低。南有大南

山，北有小北山。小北山东北侧为榕江平原，南北两山之间为中

部练江平原。东部沿海为南北两山余脉；多岗地、台地，，属低丘

地带，海岸线长42．62公里。山地除南部山区雷岭主峰海拔521米

外，均在500米以下。

全县主要江河有练江、榕江、濠江。练江发源于普宁寒妈

径，原长98．9公里，经裁弯截直后为75．5公里，中下游40公里，

自西向东流经本县中部的陈店、贵屿、司马浦、铜盂、峡山、和

平、成田、沙陇、井都、金浦、城郊、棉城、海门十三个区镇，

从海门湾出海。榕江发源于陆丰县百花园，全长185．4公里，主流

南河经揭阳塘口，与文流北河汇合，后经本县北部边境的灶浦、

关埠、西胪、河溪、城郊五个区，注入牛田洋。濠江没有发源

地，属海湾潮水河涌，西北连汕头海湾，东南通南海，长15．5公

里，经县境的河浦区，长7．3公里。

潮阳县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光照充足，热量丰富，雨量充

沛，气候温和。境内山地为花岗岩赤红壤，风化层深厚，高度

低，坡度小；练、榕两江平原，土层深厚，土质肥沃；滨海为半

流动性的沙土。地下蕴藏着大量的矿产资源：独居石、锆英石、

·1。



钛铁矿、钨矿和石英砂等。适宜工、农、林、牧、副、渔各业的

发展。

第二节历史沿革

潮阳在周朝以前，属“扬州南境”，未有政权建制。秦始皇

三十三年(公元前二一四年)初平南越时，分设桂林、象郡、

南海三个郡，时潮阳未置县，为揭阳县的一部分，属南海郡。至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年)，定越地为七郡。南海、苍
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揭阳县仍属南海郡。‘王莽

时期，揭阳县改称南海亭，东汉时复称揭阳县。

东晋成帝咸和元年(公元三二六年)，从南海郡划分出东官

郡(郡治在今东莞县)，揭阳属东官郡。安帝隆安元年(公元三

九七年)，分东官郡之揭阳县地立义安郡，始设潮阳县，辖新

兴、兴仁、奉恩、丰欢四乡。东晋历予宋、齐、梁之间，郡数次

改为州，潮阳县曾属陈州。

隋朝文帝开皇十年(公元五九O年)，废陈州置潮州，潮阳

县属潮州。炀帝大业三年，潮州改为义安郡，潮阳县属义安郡。

唐朝武德四年(公元六二一年>，义安郡复称潮州j永徽元

年(公元六五O年)，潮阳并入海阳县，属潮州。先天元年(公

元七一二年)，复置潮阳县，县治始创于临昆山，隶属潮州。|开

元二十一年(公元七三三年)，潮阳县属江南道，次年改属岭南

道。天宝元年(公元七四二年)，岭南道改称潮阳郡。乾元元年

(公元七五八年)，潮阳郡称潮州叠宪宗元和十四年(公元八一

九年)，潮州刺史韩愈把潮阳县治迁往新兴乡，即今棉城镇。，

宋朝太宗至道三年(公元九九七年)，潮阳县仍属潮卅。宣

和三年(公元一一二一年)，潮州辖海阳、潮阳、揭阳兰县，史

称“三阳”。绍兴二年(公元一一三二年)，’潮阳县再次并入海

阳县。绍兴十年，复置潮阳县，属潮州府。

元朝至元十七年(公元一二八O年)，改潮州府为潮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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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总管府，辖潮阳、海阳、揭阳和梅州。

明朝洪武二年(公元一三六九年)，改潮州路为潮州府，潮

阳属潮州府。世宗嘉靖二年(公元一五二三年)，始设惠来县，

潮阳县分出大泥、酉头、惠来三都和隆井都的三分之一，隶属惠

来县。潮阳县由原来的十六都减为十三都。嘉靖四十五年(公元

一五六六年)，设普安县，潮阳县又分出洋乌、液水、黄坑三都

归普安县(万历十年改称普宁县)。潮阳县至此实存十都(即县

廓、峡山、黄陇、举练、贵山、直浦、竹山、招收、砂浦、隆

并)，有15897户，总人口78463人。

清朝年问，潮阳县仍属潮州府。

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潮阳县政府隶属广东省都督府。

一九一四年，隶属广东省巡按使潮循道。一九二五年(民国十四

年)，隶属广东省政府东江行政委员公署。一九二八年，。隶属东

江善后委员公署。一九三二年，．隶属东江绥靖委员公署。一九三

五年(民国二十四年)，国民党当局增设“南山管理局力(县级。

局址初设林招乡，后改设两英镇)，辖一镇十八乡，即两英镇和

河浦、古厝、四美、古围、圆山、金瓯、风吹、仙斗、鹅溪、林

招、东园、竹丘、林溪、龟山、吉安、磐石、河田、锡坑等乡。

一九三六年至解放前夕，潮阳县隶属广东第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

署。。潮阳县辖九个区：附城、海门、达濠，和平、峡山、谷饶、

沙陇、关埠、陈店。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潮阳全县解放，隶属粤东地区潮

油专署0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成立“潮阳县人民政府”，

县府设于棉城镇。时总人口826466人，辖九个区(一区附城，二

区海门，三区达濠、四区和平、五区峡山、六区谷饶、七区沙

陇、八区关埠、九区陈店)，三个乡级镇(棉城、海门、达濠)。

一九五。年三月，广东省人民政府撤销“南山管理局矽，潮阳县

增设一个两英区。一九五。年六月，经粤东地区行署决定，潮阳

县增加普宁县的石桥头乡及大长陇乡的军埠村(归陈店区管辖)I

增加普宁县的南安乡(归谷饶区管辖)。一九五二年，潮阳县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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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金浦、铜盂、贵屿、司马浦、河浦、石船、井都、西胪八个

区，附城区改为棉城镇。全县共十七个区，，一个区级镇。一九

五三年，‘潮阳隶属汕头地区专员公署。一九五四年，撤销“潮阳

县人民政府”，成立“潮阳县人民委员会”。全县设置十七个

区，一个区级镇(棉城)，二个乡级镇(海门、达濠)。一九五

六年十二月，撤销区建翩，改设乡人民委员会。全县改为四十四

个乡，三个乡级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原四十四个乡并为二十

七个大乡：平西、金浦、凤岗、河浦、珠园、和平、港头、沙

陇、井都、峡山、两英、司马浦、石船、雷岭、陈店、金溪、上

练、大长陇、贵屿、南阳、谷饶、铜盂、灶浦、西胪、华阳、桑

田、关埠；三个乡级镇：棉城、海门、达濠。一九五八年五月，

经汕头行署批准，将大长陇乡(除山柄村外)和石船乡的碗仔、

自马戈、龙潭、下洋、白马溪、岭尾、自古岭、木古潭、望岭等

九个村，陈店的石港村，划归普宁县管理；将达濠镇和河浦、珠

园两个乡划归汕头市管辖。潮阳县辖二十四个大乡，二个乡级

镇。一九五八年十月，全县改设十三个人民公社(红潮、金星、

和平、灯塔、东风、群英、红场、上游、红锋、红星、先锋，幸

福、前锋)。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经中共汕头地委决定，惠来县

与普宁县合并，惠来县东红公社的田心、仙庵、周田、靖海、京

陇五个大队归潮阳县管辖，仍称东红公社。一九五九年，潮阳全

县十八个公社，除原十三个外，新增加五个为；东红、仙庵、靖

海，田心、周田。并设二个农场：和柑农场、河溪农场；设二个

社级镇：棉城、海门。一九六一年三月，潮阳的东红、仙庵、靖

海、。周田、田心五个公社戈B归惠来县管辖；汕头市郊的达濠、河

浦公社归潮阳县管辖。一九六四年，棉城、海门二个镇以及和

柑、河溪二个农场，改为人民公社，全县共二十二个人民公社。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三日，撤销“潮阳县人民委员会”，成立“潮

阳县革命委员会"，辖一个镇和二十五个公社。即棉城镇和海

门、城郊、金湔、河浦、达濠、和平、和柑、成田、沙陇、井

都、峡山、铜盂、谷饶、贵屿、陈店、仙城、司马浦、两英、．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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