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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军政活动旧址

历史的进程是蜿蜒曲折的，进入近、现代就更加动荡飘摇

了，特别是政治、军事斗争尤为频繁激烈。于是遗留下来的很多

重要旧迹，客观地反映这一时代的面貌。

第一节近代旧址

铁岳寺 即铁山。位于普宁练江畔海拔480米。该山苍翠

耸立，崖蟑多生兰花蕙草，风吹送香，甚有特色。元朝末年，乡

人曾上山避乱，故山上遗迹有些还依稀可辨。清咸丰四年(1984

年)，北山乡农民领袖许亚梅领导农民起义反抗清廷的封建统

治，起事地点就在铁山下北山乡的“铁岳寺”。现许亚梅墓在铁

山南坡。

外砂沟尾村 在澄海外砂区林厝乡沟尾。是王兴顺起义指挥

部所在地。其屯兵、屯粮的营房区、大药库、则从沟尾北面延伸

到双抢柯一带，共二千多亩，现周围留有残垣，厚约60一80厘

米，高约80～120厘米。

王兴顺出生于澄海莲沙乡王厝祠，清咸丰时组织乌旗军起

义，杀死催粮赋官军，在这里聚众千馀，攻打澄海城，不克，后

被官军镇压。

阔口园断石祠在揭西塔头阔园村。坐南向北，宽23米，深

48米，两旁有巷屋，三厅二天井，建筑精美。

阔口园乡里厝宁村农民领袖吴阿牛，清末举义旗，屯兵~于村

后佛子岭，与太平天国相呼应，自称吴干王。咸丰四年，吴阿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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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死知县王皆舂，不数日，清官派士兵血洗鹅萃乡，无数村落成

了废圩。阔园祠堂被火烧毁，留下断柱。虽经修复，伤痕可见。

同治初年，吴干王被清廷砍戮，剖心沥血，亲人致祭予该断石祠

以垂志念。

泰兴栈在黄冈城的担水巷。原为蔡绍基开的熟店与客栈．丁

末年f1907年)春，革命党人许雪秋等人来栈布置起义，并在泰

兴栈设总机关，选举张跃，张三棣、张亦麟、张约瑟、陈涌波、

余既成、余永顺等廿四人主持其事。同盟会会员许雪秋(潮安宏
安乡人，孙中山先生委为东江都督)、陈芸生(潮安庵埠人，黄

冈起义前敌指挥)等革命志=E奉孙先生之命，从海外返岭东点燃

反清烈起义火。他们先后通过泰兴栈与当地志士陈涌波、余既成

等取得联系。泰兴栈联络站与孙先生设在新加坡“晓静园”的同

盟会指挥部紧密联系。孙先：生通过香港的“桂兰坊”寓所，汕头

“幸福洋行”、潮安“寄云深处”故居等联络点，与黄冈泰兴栈

暗通声气，俟机起义，反清义士利用泰栈号联络点，部署了丁未

黄冈武装起义。

连厝坟在饶平县黄冈城北面约一公里。公元一九。七年五

月二f1，农历丁末年四月十一日晚，同盟会会员聚集七百余人，

在此举行誓师大会。会上由主盟余永兴誓师并宣布军法十条，并

悬赏格：如能枪毙潮州府守备黄其藻、城守许登科、巡检王绳武

者，受上赏；如能生擒同知谢兰馨、都司隆熙、城守萧世华者，

次之。誓毕，已十时，队伍出发。

东门外炮垛在南澳县深澳东门外北测。清守军为加强南澳

城东侧防守而建的大炮掩体，属夯贝灰沙结构。共建六垛，每垛

宽2．95米。高1．7米，两垛之问距离J．95米。五垛已毁，一垛

幸存。

猎屿新炮台 在南澳县深澳猎屿西滩，与海面相接。清光绪

二年至八年(1876——1882年)问水师提督方耀为安设轮机拖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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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炮而建。垒石为基，规格石板铺面，脚形，内径01米，外径‘：二

米，原来竣工，现台面石木被搬走。

崎碌炮台在汕头市红领巾路尾。清兜绪五‘f：(1$i6年)建，

潮州镇总兵方耀以“邻氛不净”、“潮海严防”为山赛浦洳受府
建筑此崎碌炮台。过一炮台系用大石和贝灰筑成，敞称为“钳炮

台。在石炮台BI北面，还建r一个“潦炮台”作为石地台之辅白，Hj

胜避书起柬，并派兵八十名，驻守Z。但炮台建成以后，却很长

一段时间魁“有台无炮”。因当时腐败政府筹建炮台一方面是为

了搜刮民膏“肥自己，另一方是为了镇压人民的需要。直至zp法

战争爆发，清政府对造“滨海门户”才重视起来，招募兵丁防守。

汕头崎碌石炮台

这一遗址现基本保持当时匣貌，内部有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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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五四”时期旧址

开元寺崇行堂是潮安青年图书社旧址。该社于一九～七年

成立至一九二二年解散。开始时社址设在潮城竹木门外经营柴炭

的“发成行”二楼，定名为“城东年青图书社”，后因书社发展

扩大，社员遍及城内各地，于是迁往城中心，开元寺内的崇行堂

(大雄宝殿西侧，现已塌)。

图书社，是“五四"运动时期潮安青年自发性的群众组织，

当时影响很大，它的产生，发展及其复杂的变化过程，都是与潮

安早期的革命运动相联系着。

一九二O年，书社设立“新刊贩卖部”，宣传和售卖从京、

沪等地办来的书刊，其中有“共产主义浅说”、“新青年p、

“新潮”、 “新妇女”、 “少年中国’’等。这些书刊对传播共产

主义思想，提高群众阶级觉觉起了促进作用，吸引了大批进步学

生和各行各业青年。

“五四”爱周运动在全国爆发后，书社首先奋起向全城二十

多所学校发出倡议，呼吁成立潮州学生救国联合会，并与澄海县

进步青年组织取得联系，声援全国学生运动0同时，还发动了各

界救国团体的兴起，如工界救国联合会，农界救国联合会，童子

救国演说团和青年，妇女等救国团体，这些团体在救国运动中发

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图书社还经常利用开元寺内宽大的场地，进行集会、演说、

组织游行等活动，公开地和潮州的封建势力、军阀、反动派进行

斗争。

揭阳榕中西斋在揭阳县榕城县立第一中学西斋。原为一旧

神庙，里宽三间共13．5米，深五间】6．5)K，为一般庙堂建筑。

一九一九年五月七日，榕江中学学生，在学生领袖杨石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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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下，响应北京学生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举行集会和示威

游行，同时在西斋成立“榕江中学学生联合会，选出杨石魂为主

席，林希孟为副主席，成为揭阳县历史上第一个学生组织。对推

动全县学生运动的发展产生巨大作用。

奎光阁 在揭阳学宫东忠义祠左侧，即今红旗中学操场边。

为三层四詹亭阁建筑，灰墙与柱布设呈八角形，基宽90平方米，

高约15米，石基1米，正面石阶三级。一层八根石庑圆柱，二层

八根木柱建成回栏，三层灰墙只有l米，八根木柱含于墙内，以

支持屋顶。屋顶网脊边有十二弧线，成覆色荷叶状，上以瓷葫芦

作顶。台基左、右、后三面3米以外，环以石栏。石栏由短柱、

石条和长方形刻图林石板嵌合。昔时，阁后为小型园林底层设低

座小殿，上放魁星畅斗石像，供游人登楼赏景。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F}(13日补通过)揭阳学生联合总会在

这里成立，选举杨石魂为主席，林希孟为副主席，林希明、陈名

乡等十一人为委员。下设蓝、霖、盘三都势会，桃，地、梅三郡

分会，官、渔二都分会和在城分会。学联成立后，组织全县学生

举行震撼全县的“五·一三’’、“五·一七”反帝大示威，查抄

代销英旧货的商行，并把查获的货物，在老校场焚毁。八月问，

领导全县学生声讨色庇奸商的政客周伯初和颂棍公球，并将他俩

揪出游街示众，有力地打击地方封建势力。自一九一九年五月

起，奎光阁作为县学联会址，领导全县学运，达二年多之久。现

奎光阁仅存三合土基座。余均圯。

榕城土地庙 在揭阳榕城考院(现人民政府)前东侧。原为

土地庙。一九二四年， “商界职员会”在共产党员杨志白的指导

下，发展至三百余人，改称“商民协会”，集资购此地，建成三

间双层楼房，作为会址。大革命时期，商民协会中的店员，另外

组织店员工会，在楼上办公。是本县第一个革命群众组织，彭

湃、杨石魂等同志来揭时多住于此，周恩来、彭湃二同志均曾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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