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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的构造与播迁》

内容概要

第八届潮学国际研讨会，以潮商研究、潮汕族群研究及潮汕文化相关研究为主题，旨在吸引鼓励对潮
汕地区的历史、现状及发展作研究和思考，兼具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本书为此次会议的论文集结集
。这些论文在资料搜集，特别是海外新材料的搜集，以及问题的发掘、方法的运用等方面，都代表了
目前潮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反映了潮学研究的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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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潮学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读《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潮学”卷
海外潮人的中间阶层亦值得研究
 ——《海外潮人文丛》引发的一点思考
从考古发现看潮汕先民的越族文化特征
16世纪闽粤交界地域海上活动人群的特质
 ——以吴平的研究为中心
明至清中叶潮州社会救济体系初探
清湖广左布政使郑廷槐传记补正
 ——兼议郑氏仕清
档案所见之清代中前期广东渔盐管理制度的演变
清前期(1644-1762)潮盐的生产与运销
从会馆到商会
 一晚清汕头商人团体与地方社会
清末民国时期枫溪潮州窑外销研究
从潮汕到香港，从乩盘到互联网
 ——香港金兰观源流与乩文传播
动荡时局下两岸潮人移民地缘组织的建构
——以潮州旅汕同乡会与台中市潮州同乡会的设立为证
潮汕善堂所刊鸾书及其救济思想
汕头孔教总会创办之国粹专门学校史实考略
通商口岸城建开发对土地产权的冲击
 ——以潮州新关税务司公馆磐石地产争端为例
从朝鲜华商同顺泰文书来看近代潮州糖品的流通
革命领袖还是开拓先驱?
 ——林义顺历史地位的检视
从潮州游神民俗到嘉年华会
 一马来西亚柔佛古庙游神的演变
当代槟榔屿潮人企业的整合与转型
潮剧溯源
《东里志》成书、版本考论
《潮阳县志》“风俗”、“纪事”等卷校议
明本潮州戏文异构字探析
丰顺汤南“半山客”话与潮州话的语音接触与变异
广东闽方言地理语言学研究刍议．
中古鼻音、塞音韵母在广东、海南闽语中的演变
潮汕话与客家话的关系词
略论广东潮州凤凰山畲语现状与保护对策
汕头方言的部分特色词
 ——与省内外11个闽方言点比较
粤东地区闽、客方言地理分布调查研究吴榕青、
粤东双方言(双语)区内方言接触概述
潮汕方言词琐记
《实用日汕语捷径》的音系及其相关问题
19世纪以来潮汕方言的罗马字拼音方案
印尼、泰国潮籍华裔留学生学习汉语之调查分析
 ——基于中山大学国际汉语学院2008学年度第二学期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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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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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养济院的收养对象是年老病贫又绝无亲属可依，非给口粮养赡，别无生计的孤贫
人员。”洪武五年（1372）“诏天下郡县置养济院”。明代潮州的养济院应肇始于洪武年间，最早建
于“奏凯坊子城侧”，用“以处孤贫老病不能自赡者”，由“官给衣粮柴薪，至冬复给棉絮”。有明
一代，潮属十一县，均各设有养济院一座：海阳县建“在北门外一里”，潮阳“在县治东水门外”，
揭阳“在朝天坊”，程乡“在西城外”，饶平“在县治后”，大埔“在山川坛右”，惠来“在北门”
，澄海“在城外东南隅”，普宁“在南门外”，平远“在西门外”，镇平“在城北”。这些养济院都
是由地方官主持建立起来的，揭阳、潮阳、大埔等县在嘉靖年间又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重修整建工作。
行至明末清初，潮州养济院多因年久而倾废。 人清以后，顺治五年（1648）和雍正元年（1723），都
曾诏令各处养济院收养鳏寡孤独及残疾无告之人。康熙、雍正年间，潮州各县多在旧址上重建养济院
。从方志上反映的情况来看，乾隆以前，潮州各县的救济标准并不完全统一。如：揭阳县是“每人岁
支东夏布给一匹，月支米三斗，柴三十斤”；澄海县则“每人月给米三斗”，另外发给柴布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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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域文化的构造与播迁:第8届潮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的内容，让我们对地域文化有一定的认识，
阅读《地域文化的构造与播迁:第8届潮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不仅开阔了我们的视野，而且增加了我
们对地域研究的认识，是一本价值极高的地域研究读本，理论性极强的文集，让我们了解更多地域艺
术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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