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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差害l：I

《潮安文史》专辑⋯《(龙湖寨文化史谭》今天与读者见面
了!这是潮安县政协文史资料征集、编纂、出版T作的又一件好

事、实事。我山衷感到高必。

潮安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潮州市的辖属县。历史上潮州府

城南厢的龙湖察，曾是潮州府城及必(宁)梅(州)地区的江河出海

I[I和通商13岸，是旺极一时的对外商埠。据史书记载，在宋朝

后期到明清Rt代，龙湖寨商贾云集，经济繁荣，人文鼎盛。现

尚存的古寨墙垭、民居古屋、祠第Jllli字便是佐证。

我曾多次参与或率团到龙湖寨考察，每每走进深深庭院，

就仿佛看到古龙湖寨人的风骨，胸襟；仰望雕梁画栋，就感受

到古寨人的儒雅：环视古察中巨贸、官宦、平民相依存的古住

宅，就领略到古寨人和谐共处的文明风尚。此次，我又阅读了

《龙湖寨文化史谭》的清样，对龙湖寨的文化底蕴，有了更深

层次的了解。

潮安县古龙湖寨的文化色彩，印证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

貌像，它是潮州历史文化名城的特色板块，存历史传说和现代

文明的交相辉映中InI现扭理；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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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延伸过程不断展示潮味文化日久弥新的魅力。 ((龙湖

寨文化史谭》的出版发行，对于世人了解潮州文化的荩因和脉

络；感受潮州历史文化名城所蕴涵的民族精神和教化功能；增

强保护历史遗存、推动文化资源持续发展意识，有着深刎的启

迪作用。

在建设经济强县、文化大县、和谐潮安的进程中，龙湖古

寨的保护与开发；得到了潮安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和

省、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全方f征保护、推介龙湖寨的历史

文化遗存，推进占寨文化旅游与经济融合，也就成为潮安人民

尤其是龙湖镇人民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我们期吩潮安百万民

众，在进一步推介以古龙湖寨为轴心的潮安文化底蕴的同时，

正确处理开发文化资源与保抄·文化遗存的关系，把经济规律和

文化十态规律焊接、滚动起来，促使潮安旅游业焕发出文化效

益和经济效益同步发展的风采。

应政协文史委员会之约，作此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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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政协潮安县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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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纬·

龙湖寨沧桑

龙湖村，古称塘湖寨，旧志称塘湖市，位于韩江中F游之

滨，潮汕平原中部，隆津都之中。南距县城庵埠镇11．5公里，

北距潮州市区16公里。现设市头市尾两个建制村。是潮安县龙

湖镇人民政府所在地。古寨四罕：东靠韩江，西与鹳巢村接壤，

南军东凤镇地界，北与三英村毗邻。北宋时创乡。因乡东临韩

江，西、南、北三面池塘环绕，故名塘湖，明嘉靖后，改为龙

湖(据《龙湖镇志》)。因地处韩江平原，一年气候温和，土

地肥沃，四季常青，盛产稻米池鱼，不愧是“鱼米之乡”。

她，韩水东绕，与护堤线、铁路线并行，水陆运输方便，

是交通之要塞。

“未有塘湖先有徐” (明清日寸代该氏还在，见徐厝祠及乡

民徐君希，至民国初，仅存二户，迁往饶平、讲洲)。首创塘湖

者，徐氏也。相传“塘湖”的命名也由徐氏祖定。继徐氏之后

定居的有董、关、曾、金、苏、周诸姓。后又有潮州韩山山前

乡宋英宗驸马许珏裔孙许达夫，字希德，迁居塘湖堤上房地

方。同来还有许榕坡，分居塘湖舵巷(时舵巷属塘湖，即今大

巷乡)，定居时问见许氏宗谱，南宋宁宗赵扩，丙辰年(即公

元1 196年)，距今790年，宋末军元初来塘湖聚居的更多，如肖

平山，讳字I；|Ij，行一，由于南宋末胡骑充斥，中原之诸姓星奔

电驰南逃，从福建漳州移居塘湖。黄玉湖，号承荩，元末罕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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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父了观察乡里后，认为好地方，由揭阳玉浦移来塘湖鞑

仔巷。刘氏租与许氏祖菊逸，深潜叔侄，不满胡廷瑞的欺压，

于元初由福建莆田迁入塘湖刈J旨巷、高祖巷居住。古人相传

说： “潮州人，福建讯。”塘湖也一样，祖先大部由福建lfIi

来。刈、林、许、黄、肖等诸姓都如此。

宋代以来，移入徙出皆有。如刘氏长房分到乐山乡定居，

又二支到揭阳定居。许氏分支到澄海樟树Ir定居。又有陆续从

外地迁入，如蔡、陈、林、程、许等姓氏，分别从沙陇、官

塘、五乡林、庄函陇、冠山、宏安乡来。

先前塘湖乡，是海滨沼泽地带，祖先挖西面土垫地基，烧

砖瓦，盖房屋，造成四面池塘。每口池塘都以姓氏命名，星罗

棋布，塘湖乡顾名思义。东沿韩江边，五窖塘水又连绵，水陆

交错，地势南北高，中问低，村容极象一块船地。姓氏中有蒋

(桨)、韦(桅)、舵(前大巷村，原名舵巷，立有一大石

柱，顶斧镏一香炉，先讨1称舵头，村民四时祭祀)。角落分上

中lf村舱， “塘湖”之美称更名剐其实。

塘湖寨(见塘湖刘公御倭保障碑记，明嘉靖37年戊午)，

改名龙湖乡(见龙湖合乡首举复洲摔词碑记，明嘉靖26年J．

未)，更名距今430{多年了。龙湖乡是海阳一雄镇，是块龙凤兼

有之吉地，预兆着迎祥纳褊。时刘布政了必，夏进十懋学等先

贤和诸乡耆商议呖命名，知府梁囤治亲书“龙湖”二字，刎石

军今。

历代劳动人民用双手创造财富，把龙湖建设成为繁荣昌盛

的村序。龙湖乡长似条龙，四周建寨墙御倭寇，村内建成三街

六巷，分设上fl‘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夏厝巷门、客巷门

等七门，街路贯通南北，祖先把一块块石头砌成路心，精美别

致，似龙鳞逼真。房含一幢幢造于两旁，鳞次栉比，蜿蜒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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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市头潭、市尾潭首尾陪衬，使蛟龙更似脱水腾云驾雾之

状。龙首庙的建造，气势雄伟，龙灯闪耀，配称得活龙活现。

由于自然景物和人T装饰，造出秀丽的八处胜景，俨然像一座

完美的古城。

编者据((龙湖镇志》《龙湖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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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经纬·

龙湖的“文脉"

●曾楚楠

大约五千年前，龙湖一带还是白浪滔天的海湾：秦、汉之

前，由于海平面F降及韩江泥沙的冲积，龙湖渐脱海成陆。唐

宋问已有先民罕此定居，南宋绍兴二年(1132)建“地藏

院”，町见村落已成规模。

龙湖平畴万顷，溪塘交织，因有“塘湖”之名。更因傍郡

邻江，水陆交通I‘分便利，故建村以后，很快便成为潮州府的

重要墟镇，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孕台了一道底蕴深厚的“文

脉”。

南宋嘉定七年(1214)，这道文脉耸起了一座突兀的高峰

——二I‘八岁的学了姚宏中荣登一甲第三名进1：(探化)，在

礼部主持的会试中，主考官刘煸认为姚的文章能“根极理

要”，已录定他为第一名贡十(会元)，姚宏中大受鼓舞，殿

试前夕特意斋戒沐浴，准备“以忠悃感悟上心”，小料文章写

得太切直f1触犯时忌，竞被考官压为第三名!姚宏中没有因此

而消沉，在寓居京城的一年中仍潜心向学，叮惜因用功过勤，

当第二年被授为静江(今桂林市)教授时，尚未到任便过早谢

世。

早在高宗建炎二年(1128)，归湖人J三大宝亦曾高中会

元，但其时宋高宗方驻跸扬州，殿试时亲点江都人李易为状

元，大宝因此屈居榜眼。后先八l。六年，两位才七都与状元荣



衔失之交臂。一直到了明嘉靖卜一年(1532)，林大钦才独占

繁头，圆了潮州十人的科举备魁梦。大钦虽是金石人，其出乍

地相传就在龙湖寨内的客巷，因此，其颖悟慧敏，可以说亦离
不开龙湖文气之熏陶沾溉。

明清两代，龙湖的文脉呈现出群峰并峙、名贤辈出的态

势。他们或以科名显，或以勋业称；或以亮带传，或以高风
胜。林林总总，指不胜屈。昔年郡城大街有牌坊39座(据光绪

《海阳县志·建置略》)，其中与龙湖察人有关的便有五座：
枉吏坊(为明御史许洪宥建)、五贤坊(为嘉靖辛酉科进十刘

了兴等建)、七俊坊(为嘉靖甲辰科进十成了学等建)，侍御

坊(为苑马寺卿成了学建)、三世科甲坊(为明举人夏建中、

予举人夏宏、孙进十夏懋学建)。而城内的刘察巷，则因刘了

必仟福建按察使时曾建府第于此巷Iffi得名。仅此两端，便叮约
略窥见龙湖文十在潮州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汕头开埠之前，龙湖是潮州府沿韩江通联海外的重要中转

站、商贸要津。，《(潮州志·兵防志》谓： “龙湖寨，去县治三

l‘里，为行人人郡之大道。”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力地促

进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带来了富庶与繁荣，也逐步改

变人们固有的狭隘、闭塞的观念，为龙湖的文脉注入了兼容并

包的特性。镇内的居民有四l‘多个姓氏，但小管是人数逾千的

大姓，还是只有几户的小姓，彼此和睦共处，你奉你的神明，
我供我的偶像，从无恃强凌弱、以众欺寡的纷争。对于外来文

化，亦是各取所需，为我所用。像苏州的民居建筑方式，海外

近代的建筑材料马赛兜等，在寨中时呵看见。甚军是吴俗祀之

甚虔的五通神(《(聊斋志异》中有专章描写)，明代中期也在
市尾韩江边的“五通庵”中安家落户。

由于具有相对开放、兼容的心态，少有门户之见，因此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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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l-七年(1558)倭寇大肆劫掠沿海各地， “终制家食”

的刈了兴振臂一呼，号召“建翠立甲，置栅设堠”，以事捍御

时，村民无小积极响应， “成乐信从”， 。一乡之人无分尔

我，念切同胞，义均休戚”。终于使寇盗“独于是镇迄不敢

犯”，邻乡之民也“以塘湖为晏土，扶老携幼以就” (据饶相

((塘湖刈公御倭保障碑记》)。因同仇敌忾flIi取得了御倭之胜

果，嘶胜利的喜悦反过来又强化了兼容、和睦的信念，并将其

渗透、融合到社会乍活的各个层面中。

七、农、T、商，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四民”，十为

首，商为末。明代中叶以后，在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这一

森严的壁垒已逐渐松动，龙湖的情况也正如此。凡文脉所及，

虽商家亦饶儒气，_|lli十了多出商家，像明末清初之黄作雨，善

经营、勤积蓄，富甲一方，天启问循例成国了监乍。在明清易

代，政局动荡，战乱频仍的局势F，与其子黄衍参率领乡众屡

挫强敌，保土安民。衍参后来也成例贡乍，任广东和平县训

导，正式步入仕途。尤足贵者，商家发达之后，多能分其所得

回报社会，捐建书院、义鹅一类造就人才之所，从『fIi使龙湖文

脉之根荩，越发壮大坚实。

光绪《海阳县志·建置略三》： “龙湖书院，在隆津都龙

湖寨，建自前明⋯⋯为隆津}’五姓文七肄业之所。”注文云：

“该院有洲田七百五卜一卤一分七厘，年征租银七百四}．_一两

三钱六分八厘，为8善修膏火及乡会盘费。”这样的校产，堪称

各都书院之最，即使与存城之城南、韩山、金山三所官办书院

桐较，也未遑多让。 ((陈天纯传》同： “龙津书院饶膏火，兼

有科举费。”有如此丰厚的就学，应试的经费作后盾，龙湖寨

能涌现出数}‘名进十、举人，贡乍，也就毫不足怪了。Ilii在文

教氛围如此浓郁的乡寨，乾隆举人刘祖谟能撰写《(周官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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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仪礼集解》、 《公羊传释义》、 《谷梁传释义》等高
深的经史专著，也町谓理有必然。

到了近、现代，龙湖寨的文脉，又呈现出新的景观： “每

操奇赢”。旅居香江的龙湖塘东人方继仁，1946年曾资助((潮
州志》编纂人员每月300港元的薪水，翌年该志将出版时，又承
担出版费港$300万元，此举曾轰动潮、港两地。1949年，总纂
饶宗颐专程赴港向他征求((潮州志》是否续编的意见，方劝饶
留居香港，并斥资为他购置由英人制作的一整套敦煌学资料缩

微胶卷，使“饶氏成为除日本人以外唯一拥有这套宝贵资料的

业洲人，并能先后完成《(文心雕龙》研究， ((老了想尔注》研

究等成果。”其后，饶氏“多次赴东瀛访求古籍，多次赴欧洲
整理敦煌文献，成为国际汉学的重要桥梁人物”，都离小开这
位。能于草莽困窘之际拨识英雄的方先生”。因此，当饶教授

1995年回首往事时曾深情地说： “在我的整个乍命中，他是很
关键的一个人。”(胡晓明《(饶宗颐学记》)

1992年91，刘了必的裔孙刘作筹先乍将毕乍收藏的逾千件
中国书画精品捐赠给香港艺术馆。为表彰先，卜盛举，艺术馆特
于馆内另辟“虚自斋藏中国书画馆”，并塑立先生铜像于馆
中；英女皂还颁赠皂佐勋章以资褒扬!

龙湖的文脉，连瓦古今，绵延海外，并将继续传承发展，
矗立起一座座更加壮丽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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