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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五岭以南，素称岭南，岭南文化即岭南地区的人民千百年来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和绵长传统的地域文
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偏处一隅，岭南文化在秦汉以前基本上处于自我发展的阶段，秦汉以后与中原文化的交流日益频
繁。
明清以至近代，域外文化不断传入，西学东渐，岭南已经成为传播和弘扬东西方文明的开路先锋，涌
现出了如陈白沙、梁廷□、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一大批时代的佼佼者。
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岭南再一次成为试验田和桥头堡，在全国独领风骚。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岭南文化形成了兼容、务实、开放、创新等诸多特征，为古老的中华文化的丰
富和重构提供了多样态的个性元素和充沛的生命能量。
就地域而言，岭南文化大体分为广东文化、桂系文化、海南文化三大板块，而以属于广东文化的广府
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为核心和主体。
为了响应广东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总结岭南文化的优良传统，促进岭南文化研究和传
播的繁荣，在广东省委宣传部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下，暨南大学出版社组织省内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
专家学者编写了这套《岭南文化书系》，该书系由《广府文化丛书》、《潮汕文化丛书》及《客家文
化丛书》三大丛书共30种读本组成，历史胜迹、民居建筑、地方先贤、方言词曲、工艺美术、饮食风
尚无所不有，试图从地域分类的角度完整展现岭南文化的风貌和精髓。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力图做到阐述对象的个性与共性相统一，学术性与通俗性相结合，图文并茂，雅
俗共赏。
我们希望这30种图书能够成为介绍和宣传岭南文化的名片，为岭南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再次腾飞提供可
资借鉴的精神资源。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系曾获批为2009年度“广东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在项目申报和
丛书编写过程中，广东省委宣传部的领导多次给予指导，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中山大学、华南
理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韩山师范学院、佛山科学技术学院、韶关学院、嘉应学院以及
暨南大学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学者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我们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岭南文化书系》编委会2011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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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五岭以南，素称岭南，岭南文化即岭南地区的人民千百年来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和绵长传统的地
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响应广东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总结岭南文化的优良传统，促进岭南文化研究
和传播的繁荣，在广东省委宣传部的指导和大力支持下，暨南大学出版社组织省内高等院校和科研机
构的专家学者编写了这套《岭南文化书系》。
　　《潮州商帮》是“岭南文化书系”系列之“潮汕文化丛书”中的一册，分为“雪泥鸿爪：宋元海
商印象”、“商人还是盗贼：明代潮州海商故事”等八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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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港口出海的主要通道，有韩江的支流古潮州溪和古彩塘溪。
古潮州溪在潮州竹竿山南面分汊，向南偏西流，汇人牛田洋。
这道溪形成于汉晋时期[汉（前206-公元220年）、晋（265-420年）]，废弃于北宋。
从潮州的位置看，这道溪人海距离，远远短于其他支流。
牛田洋又是风浪较平静的内海，况且北通揭阳，南通潮阳，正是理想的航道。
到北宋，古潮州溪逐渐淤积湮废。
元禧间潮州太守王涤利用旧河道开凿三利溪，“通舟楫而溉田畴”，正表现了对这条旧航道的眷恋。
（周硕勋：《重浚三利溪记》；吴道镕：《海阳县志》卷五）但这条航道终于因为流量太小，时塞时
通，最终一蹶不振。
古彩塘溪在韩江西溪龙湖上游分汊，自南偏西方向流人牛田洋。
这道溪形成于唐代，它“上达潮州，下通大海，具舟楫之便，而无大洪水之虞”（李平日等：《韩江
三角洲》），也是理想的航道。
北宋时期，潮州城东南韩江西岸一带是一个商贸港口。
宋代笔架山窑的瓷器，便从这里装船出海。
到了南宋时期，因为西溪泛滥为害，开始修筑南堤，束水归槽，结果，古彩塘溪也湮塞废弃。
（李平日等：《韩江三角洲》）南宋初，这段河道还在使用。
在它的出海口，有一个大港湾。
当时大诗人杨万里奉命南征，过潮州，写了一首题为《过金沙洋望小海》的诗：海雾初开明海日，近
树远山青历历。
忽然咫尺黑如漆，白昼如何成暝色？
不知一风何许来。
雾开还合合还开。
晦明百变一弹指，特地遣人惊复喜。
海神无处显神通，放出一斑夸客子。
须臾满眼胡贾船，万顷一碧波黏天。
恰似钱塘江上望，只无两点海门山。
我行但作游山看，减却客愁九分半。
（杨万里撰，辛更儒笺校：《杨万里集笺校》卷十七）金沙洋在什么地方？
有人认为是在今天汕头龙湖区，有人认为是今天的牛田洋，其实都不对。
从南宋初年潮州的历史地貌推测，这个金沙洋，应该是在桑浦山西边，今天潮安彩塘镇的金砂乡一带
。
那时，这里是一个水面广阔的内海。
金砂寨就建在海边的桑浦山麓坡地上。
从现在已经湮没了的古彩塘溪，船只可以很便利地通达潮州城下。
杨万里用“须臾满眼胡贾船”的诗句，传达给我们这样的信息：在这个内海外，巨舟大舶，樯橹如林
，都是来自海外的商贸船。
或者这时候泉州港的繁荣，在潮州也出现过？
说不定什么时候在彩塘桑浦山麓，也会发现番客墓。
东溪河道的凤岭港随着南西向航道逐渐湮废，潮州港只能向韩江东北向支流另觅出海通路。
西溪在宋代是韩江泄洪干道，汛期水流湍急，加上河道曲折，不利通航。
因而，选择东溪为出海主航道也就顺理成章。
凤岭港于是成为韩江海口的另一个良港。
凤岭港在晚唐北宋时期有良好的地理环境。
江东洲下游的横陇洲尚未完全淤积成陆。
（李平日等：《韩江三角洲》）在南峙山、冠山前后都有面积较大的泻湖湾，纳潮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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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潮和退潮时，航道受急湍的潮水冲刷，保持着可以让大型商舶顺利进出的深度。
山峦和山前的沙陇成为港口天然的防波堤，有利于商船避风避浪。
最晚在北宋前期，风岭港便开始成为商贸港口。
现在风岭山麓的程洋冈乡，便是当日港岸的市集。
程洋冈至今仍然保留“永兴街”石匾，署“兴国丁丑”4字。
这一年，是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
港口北面，隆都后埔宋代“三娘寺”遗址，发掘出大量宋代瓷器，还有1800斤铜钱，除少数开元钱外
，基本是北宋与南宋的钱币，时代最晚的是景定（1260一1264年）钱。
（澄海县博物馆：《澄海县文物志》）可见凤岭港一直到南宋时期，还保持着本地区重要商贸港的地
位。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凤岭港多处出土宋代海船桅杆、大锚、船板、船缆，同时还有大量宋代瓷器和
成批的唐宋铜钱。
从文物发现地点看，凤岭港是宋代本地区的重要港口，规模相当大，也相当繁荣。
（澄海县博物馆：《澄海县文物志》）程洋岗、后埔等处出土的宋代笔架山窑瓷器，正是凤岭港主要
的出口商品。
笔架山窑自南宋以后开始缩小生产规模，到宋末元初兵乱，元将唆都屠城，制瓷工人逃散，百窑村自
此衰落。
因为这种主要出口商品生产规模的减退，导致凤岭港被废弃，也使笔架山一带瓷器生产工场失去复兴
的可能。
笔架山的瓷器是这一时期本地主要的出口商品。
本地瓷器生产，从考古发现来判断，始于唐朝。
从唐到北宋前期，瓷器烧造窑址大部分集中于潮州城西北的北关窑上埔一带。
（谢逸：《潮州市文物志》“北关唐宋瓷窑遗址”）1922年lO月，在潮州城西羊皮冈地方，军队挖掘
战壕时，在距离地表约l米处，挖到一个小石室。
石室中藏着四尊青白瓷佛像，还有一个满雕莲花瓣的瓷香炉。
佛像极精美，尤其可贵的是，每尊佛像的底座都刻有铭文。
从铭文中我们知道，这四尊佛像是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熙宁元年（1068年）和熙宁二年（1069
年），手艺精良的工匠周明为“潮州水东中窑甲”刘氏一家所造。
1936年，罗原觉发表了《谈瓷别录》一文，谈到了宋代潮州的这一个窑口。
（道在瓦斋：《谈瓷别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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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潮州商帮》："岭南文化书系"由《广府文化丛书》、《潮汕文化丛书》及《客家文化丛书》三大丛
书共30种读本组成，历史胜迹、民居建筑、地方先贤、方言词曲、工艺美术、饮食风尚无所不有，试
图从地域分类的角度完整展现岭南文化的风貌和精髓。
《潮州商帮》(作者黄挺、陈利江)是"岭南文化书系"系列之"潮汕文化丛书"中的一册。
《潮州商帮》分为"雪泥鸿爪：宋元海商印象"、"商人还是盗贼：明代潮州海商故事"等八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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