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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宋代的潮州》卷头语
庄义青．韩山师专学报，1992年第1期
关键时期  两宋三百二十一年期问是潮州社会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是潮州地方人口急遽增长、土地
大规模开发，社会经济和文化起步前进取得辉煌成就的历史时期。
它可以作为一座历史分水岭，让人们清晰地区分出本地区前后不同的历史面貌；它也是一块里程碑，
记载着潮州古代人民改造大自然、开拓滨海三角洲、丰富民族文化取得丰硕成果的经历和途程。
这个阶段的历史，是值得充分重视、应予认真探讨的。

点、线、面  潮州地方当然也有它更古老的历史。
大约距今五、六千年以前，在今澄海、潮州、揭阳、普宁等地已经生活着最早的一批居民，考古发现
的八处贝丘和十多处山岗遗址就是这些人群存在的证明。
但这些是处在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群，是被称为百越族的先民一部分，他们与今天潮汕文化已经联系极
少，影响甚微了。
到了秦汉时期，中原地区封建经济文化和中央统一政权，已经巩固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以致那些雄才
大备的统治者，觉得有必要将其统治区域向北方的匈奴境界，向南方的蛮夷地区大大推进，以成就“
四海之内为一家”的帝国伟业。
如秦始皇派屠睢、任嚣、尉佗等进攻南越，略取“陆梁也”，又发谪戍五十万人守五岭，与越族杂居
。
大概在这个时期，最早的一批中原汉人来到潮州。
汉武帝时，南海郡正式设置揭阳县。
中原汉人又来了一批，其人数文献未见记载，但为数一定有限，只能集中居住在几个点上。
如果与当年土著越族居民相比较，则是象汪洋大海中的几个孤岛。
考古材料表明，这时汉人的聚居点有今澄海的龟山、潮州的归湖、揭西的河婆、揭阳的埔田等。
其中澄海一处汉代生活遗址发现一批残存的建筑材料，如汉砖、片瓦、简瓦、瓦当等，说明它可能是
沿海地带的一处戍守点。
因为作为民居的瓦屋，潮州地方要迟至唐代才开始出现。
这么几个孤立的汉民居住点，也是汉文化的传播点。
它表明先进的封建文化在潮州地方开始有了产生影响的条件了。
到西晋十六国特别是东晋南北朝时期，经“永嘉之乱”、“候景之乱”，南来的中原以至江淮人士增
多了，史册上第一次有了这个方面的记述(《陈书》卷三《世祖纪》)①。
从考古材料更可清楚看到：这个阶段的汉人居住地区已经由“点”连接成“线”，贯穿东西境。
其中潮州的归湖采风岭一带，曾经被认为是南朝义安郡海阳县治所所在地，其附近黄蜂采花山晋墓密
集，说明其即非郡、县治所、也应是较大居民点之一。
如果以此地为起点，那么它向西南延伸至潮州城，再经揭阳地都、曲溪、仙桥，进入普宁南径以至潮
阳铜壶、棉城就形成一道汉人居住线。
这些地方都有当时汉人居住遗址以及墓葬的遗存，从其中一些墓葬的型制规模和随葬品来看，似乎有
个别士族世家也迁移前来(随葬品出现砚台、砚盒、书简刀以及精美瓷器等物)。
隋唐时期，汉族移民进一步增多，一部分蛮族也趋向汉化。
但从总体看，汉人仍居少数，蛮、僚、俚、蜒等少数民族仍占大多数，下面几条材料即可说明：第一
唐高祖平岭南，是从俚帅杨世略手里接过潮、循二州的统治权的。
第二唐高宗时漳、潮蛮僚骚乱，需调动数千府兵经过多次战斗，前后延续至三四十年才告平息，而当
年潮州全州户IZl也只是以千计而已。
第三从当时人的著作和诗文看，大体都把岭南广大地区目为蛮夷之区，与中州文化风习是迥然不同的
。
所有这些情况．到了宋代，才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汉族和汉化了的越族人至此终成粤东大地主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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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已经是全区性汉民族一部分——福佬人和客家人的居住区，而拒绝汉化的越族后裔只剩下山区中少
数畲民和滨海地带的零星蜒户了。
点、线、面，汉夷民族的数量和地位彻底地倒转过来了。

鲜明的对比  对唐代潮州地方的生产水平、文化状况，潮州人士历来有许多不同的估计，有的人估计
很高，有的人估计较低。
但如以之与宋代相对比，其景况的悬殊却十分突出。
下面列举一些人们熟知的唐宋人对潮州地方的不同观感以作对比，或者有助于这个问题的客观估计：
唐代
“潮州底处所?有罪乃窜流。
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
鳄鱼大于船，牙眼怖煞依。
州南数十里，有海无天地。
飓风有时作，掀簸真差事。
”    (韩愈《泷吏》)
“飓风鳄鱼，祸患不测。
州南近界，涨海连天。
毒雾瘴气，日夕发作。
居蛮夷这地，与魑魅为群。
”    (韩愈《谢上表》)
“泣向文身国，悲看凿齿民。
地偏多育蛊，风恶好相鲸。
    (宋之问)
“风雨瘴昏蛮海日，烟波魂断恶溪时。
岭头无限相思泪，泣向寒梅近北枝。
②    (李德裕《过恶溪》)
宋代
“地平如掌树成行，野有邮亭浦有梁。
旧日潮州底处所?如今风物冠南方。
”      (杨万里《揭阳道中》)
“万灶晨烟熬白雪，一川秋穗割黄云。
岭茅已远无深瘴，溪鳄方逃畏旧文。
”-        (王安中《潮阳道中》)
“土俗熙熙，有广南闽峤之语；人文郁郁，由韩公赵德而来一⋯扫除青草黄茅之瘴霭，仿佛十洲三岛
之仙瀛。
    (《舆地纪胜》)
“潮阳山水东南奇，鱼盐城郭民熙熙。
”(陈尧佐)
“揭阳多士天下都，声名藉藉南海隅。
”(徐璋)
“遗老衣冠犹近古，穷边学校早同文。
卤田宿麦翻秋浪，楼舶飞帆障暮云。
”③(周伯琦)
不必多作解释，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风貌就如在眼前了。
实际上这种对比，宋代的王安石早曾作过。
他写的《送潮州吕使君》一诗说：“韩君揭阳居，憾嗟与死邻。
吕使揭阳去，笑谈面生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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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截然不同的心情的产生，与当地环境的前后不同变化，昔时险恶今日平康是紧密相连的。

惊人的数字   一接触宋代潮州的史料，就会发现有几个数字特别引人注目：第一是理宗景定壬戍科潮
州参加解试士子超过一万人，当时全州民户是十三多万户。
第-'：It宋潮州笔架山陶瓷窑群有一座龙窑长达一百米(残长79．5米，加上火膛当近百米)据估算此窑年
产瓷器可达五、六十万件。
第三南宋海阳刘防编纂的医著《幼幼新书》有医论1207条，药方7633首，灸法204条，引用古方书87种
。
这些材料和数字的惊人之处，不但由于它们在潮州的古代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还在这些数字包含着一
系列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如每年成万考生参加解试需要办多少学校来培养?一万多人集中在一地后勤问题如何解决?当时潮州城
接待得了吗?超大型陶瓷窑灶的运转需要多少配套技术?一个窑群年产上千万件成品市场如何容纳?在宋
初还被认为“有病禳鬼不医”的僻远地区为何能出现这么一部博大精湛的医学巨著?它的编篡需要多少
文献资料、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等等。
这些数字所反映的一个事实是在两宋时期，潮州人民不但在物质文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精神
文明方面也有着喜人的进步和卓越的创造，它与当时全国范围历史前进的步伐是同步的，只不过因为
起点较低，速度显得更快一些。

横剖面  为了搞清宋代潮州地方的历史面貌，探索它的发展过程和规律，几年来我曾经利用一些业余
时间做收集资料工作，也结合宋代全国的历史大形势．作一些初步的探索和分析。
限于个人的条件和水平，这工作做得很粗糙，也不系统，断断续续，打打停停，终于形成十几篇这一
类内容的文章。
(个别篇章曾在有关刊物上发表过。
)这批文章，从不同方面和角度，阐述宋时潮州的历史概貌，是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横剖面介绍和论述
。
分开了，各篇独立，每篇谈一个专题，合起来，也能互参互补，从微观到宏观，大体可了解整盘概况
，对全阶段的历史进程有一个完整印象。
但它终究不是一本系统的断代史编，难以清晰地显示历史发展的具体轨迹和规律。
而专题性质文章集结，也难于避免某些内容的交叉和重叠(注解也是如此)这是此体例的缺陷，本集也
不例外。
虽然作了一点补救工作，对重复之处作了删削和调整，又编了个大事年表，置于附录之中，但上述缺
陷，仍然存在。
为了保持每一篇的相对独立完整，便予单独阅读，也就只能如此了。

新形势  对于潮汕地方史开展系统的研究看来还是一个新领域新课题，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并不多，
但是近一阶段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贯彻，随着潮汕经济的飞跃发展和在海内外知名度、影
响的不断提高，形势就有所改变。
人们在展望潮汕的美好明天时，也渴望了解它的昨天，渴望了解这块具有独特风情传统而又美丽富饶
地方的发展历程，这就大大促进地方文化和地方历史研究工作的开展。
几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机构建立起来了，如汕头大学的“潮汕文化研究中心”，韩山师专的“潮汕文
化研究室”汕头市(特区)的“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等。
一批研究论文发表了，还先后召开了有关潮汕文化和韩愈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海内外的潮籍学者
都十分关注，热烈参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正是在这样的新形势下，这本小书作为初步的研究成果拿了出来。
尽管很粗糙，很简陋，甚至包含着各种错误，但就象抛出去的一块砖头一样，也可作铺路之用，垫脚
之用，使后来者能更好起步攀登，因而引来的将是十倍精萃，百倍璀璨的珠玉，光耀地方史苑。
这是作者的真切期待和唯一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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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于韩师笔花园1991．11
★《宋代的潮州》一书，近期将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注释：①陈世祖天嘉六年(565年)三月乙未诏：“侯景以来，遭乱移在建安、晋安、义安(即唐以后的
潮州)郡者，并许还本土，其被略为奴婢者，释为民”。

②宋之问此诗写的是岭南情况，非指潮州。
但与当时潮地情浼近似，故加引用。
    ③周伯琦为元朝人，而诗中所咏“卤田宿麦”“楼舶飞帆”却与宋代无异，实际上元朝一代，其经
济水平始终未能超过宋代，潮州也是如此，故引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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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庄义青（1932— ），男，广东普宁人，韩山师范学院政史系副教授，已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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