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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舌

清朝学者张澍在《姓氏寻源》中说：“参天之木，必有其根，

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寻根溯源，编志续谱，是继承传统，爱国

爱乡之举。正如周恩来总理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与淮安

代表座谈时所说“爱家、爱家乡是爱国的起点，了解家情、乡情是

懂得国情的开始，只有了解家情、懂得国情的人才能真正热爱家庭、

热爱祖国。”我们编写村志、宗谱正是为了弘扬热爱家乡、热爱祖

国的优良传统。

《潭前王村志》是一部追溯王氏先祖开乡创寨、艰苦奋斗、繁

衍发展的过程，颂扬先人功勋和美德的地方志，并载有“潭王十年

革命斗争纪实”。为继承发扬先祖的开拓精神和传统美德以及先辈

革命优良传统，在广大宗亲、乡贤的大力倡议支持下j经过四年的

努力，这部村志终于面世了!实现了乡亲们多年来的夙愿，为子孙

做一件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好事。

《潭前王村志》分为：首卷、史志卷、宗族卷、人物卷、末卷

共五卷，是一部集史、志、谱子一体的综合性文献。内容涉及面广，

经历时间长，政事变化多。书中分别阐述其发展变迁情况，以启迪

后人，承继祖德，前进中引为鉴戒，以期达到“存史、资政、育人’’

的目的。

潭前王村(现称潭王村)地处榕江北河中游，溪河环绕，土地

肥沃，我们的先祖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创造了许多辉煌的业绩。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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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生产、水上运输、造船修船、饲养鸭母等闻名遐迩。揭阳民间

流传的“金蓝溪，银锡场，潭前王出米粮”之说，这是对我们先辈

创业伟绩的歌颂，也是对潭前王人为当地经济做出贡献的赞美。

潭前王村清代以来，名人辈出。这是与其发展教育事业分不开

的。清末村里就办有私塾“老书斋(新书斋)”、“稽古斋”、“乐轩

居"、“三益轩’’，废科举之后又办了“养正”、“民生”、“植槐”等

小学，培养了不少人才，提高了村民的文化素质，出现过著名书画

家和众多秀才。抗日战争时期创办的“蓝康中心学校”，在历任校

长、教师的培育下，更造就了不少爱国的人才，该校曾被誉为“革

命的摇篮”、“播种机”。在抗日、解放战争时期，潭前王村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参加革命者多达数百人。其中有些人为革命英勇献

身，有许多人经过锻炼成为革命队伍及建国后党政机关的领导干

部，他们中有厅级干部8人，处级干部30多人。1992年，潭王村

被评为革命老区——“解放战争游击根据地”，赢得人们的尊敬和

赞誉。

共和国成立后，潭王村更是百业俱兴，人才辈出，高学历、高

职称的人员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族

人就有300多人)，他们正在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发挥聪明才智。

改革开放以来，潭王族人更是精神振奋，思想解放，观念更新，

与时俱进。他们纷纷走出乡村，走向城市，向外创业，办工厂、搞

运输、经营生意，涌现出一批新型企业家，开创了经济发展的新局

面。

村志中的宗谱篇和世系表详细地记述一世祖槐庭公创村约580年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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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子孙繁衍、迁播、宗支分布及先人功绩美德，有着承前启后的

作用。它既能使我们明源流、知根本、识昭穆，又是团结海内外宗

亲的纽带，增强宗亲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我村几百年来发展的历史，

它的每一成就，都是先人的血汗铸成的，都是与先人坚韧不拔的精

神分不开的。缅怀祖泽，激励后人，可使各宗族村和海内外乡亲更

加团结一致，为建设我们美丽的家园而共同奋斗。

村志以较大篇幅记述槐庭公创村以来家乡的经济、政治、文化

状况。先祖们艰苦创业的优良传统，不怕牺牲的民族气节和勇于奋

斗的革命精神是我们世代相传的精神财富，我们要继往开来，发扬

光大。首先要继承先祖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要在先祖留下的这块宝地上创造新的业绩，在科技兴农

上展宏图、做文章；要以人为本，因地制宜，把发展效益农业和现

代农业作为建设潭王村的基础性工作，使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要

爱护环境，加强对村寨、道路、河港、厝屋的规划和管理，保护土

地和水质资源；要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新一代的文化水平，

培养良好的道德素质和道德观念，使我族后继有人。

凡我族人要发扬祖德，齐心协力，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

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地创建一个经济

发展、社会和谐的新型现代化潭王村。

(三)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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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本志记述潭前王村及其繁衍各宗族村的沿革发展情况，包括本

村族人到国内各地和港、澳、台地区及海#l-gtJ业和发展情况。

本志以志、记、图、表、录等组成，共设五卷。分别为首卷、

史志卷、宗族卷、人物卷和末卷。首卷载有领导题词、历史照片；

史志卷载有阐述潭前王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十二个专题，并载有《潭

前王十年革命斗争纪实》；宗族卷记载潭前王渊源世系、辈序排列，

并附祖宗神采、宗祠、祖墓、祭祀礼仪等资料；人物卷载有人物传

记与简介，按革命烈士、前清与民国时期人物、共和国时期人物、

华侨、港澳台人物排列；末卷载有村志编委会机构及工作照片、村

民各项捐款芳名及照片、编后记等。

本书主要采用现代汉语，以记叙文体撰稿。

本书坚持“略古详今”、“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所涉及问题客

观如实地记述。

本志上限尽可能追溯至事件的发端，下限则分卷截止(其中，

史志卷止于2003年12月底，宗族卷和人物卷止于2005年12月底)。

在断限之后。志书出版之前，本村发生的村政大事以记要形式附于

末卷。

本志纪年，清代以前，按朝代、帝号纪年(括号内注明公元年

号)，中华民国(简称民国)，按国号纪年(即民国年月夹注公元年

号)或直接按公元年号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共和国)，用

公元年号纪年。公元纪年一律用阿拉伯码表示。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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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宗谱世系按传统先例编写，力求字体统一，但因各系繁衍

世代不一，为使能整页容纳，故排印字体有大小不同，与祖辈分系

无关；又因年代久远，有的祖宗名字无法查对，只写“名讳不明”

或存留空格代表。

本志中涉及我族人物，一律只记姓名(部分记名而不记姓)，

不加“同志"、“先生”等称谓。对人物的征集，不限性别，男女兼

收。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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