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

13位ISBN编号：9787218076294

10位ISBN编号：7218076297

出版时间：2012-7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郭伟川

页数：58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

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先秦时期的岭南与潮汕前史；秦汉时期；唐宋时期；明清时期；综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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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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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

章节摘录

　　可见吴王阖闾听从伍子胥之言，以风水术数建大城以制敌，而重点在于绝越制越。大城位于今苏
州，当时阖闾用作都城。而《汉书·地理志》将其附会为“南武城”，谓“阖闾所起以候越。”吴王
阖闾以风水术数起大城欲置越于死地，《汉书·地理志》却说此城“阖闾所起以候越”，令人误会其
起城以迎候嘉宾。此一含混不清之言，遂悬千古之惑，导致过去学者在有关“南武城”考证上的混乱
，造成许多学者著作都不敢称广州为古南武城。兹考订如上，以备将来重修岭南古史参考。　　根据
上述考析，越灭吴时（前473），“阖闾子孙避越岭外，筑南武城”，为岭南在历史上有南武城的最早
记载。　　及后至岭南“增筑南武城”者，乃为楚威王七年（前333）杀越王无疆之后，派来岭南宣示
主权的楚臣高固。广州之称为“楚庭”及“五羊城”的典故，皆与高固有关。事见顾祖禹《读史方舆
纪要》卷一百一“广州城”注。前已述及，于此不赘。　　但是，如前所述，此一时期楚对岭南的经
营，为时甚暂。其原因在于战国中晚期，楚穷于应付秦、魏、韩、齐诸国之挑战，或则志在逐鹿中原
，故无力亦无暇顾及岭南。距楚威王时期派高固“增筑南武城”不足二十年，由于楚之大败，公元
前312年（周赧王三年）越王派公师隅至岭南，一方面筹集犀角象齿等贡物以献魏，另一方面公师隅也
戳力经营南武城以预作越王退路。及后“越王不果迁”，且于公元前306年（楚怀王二十三年）于越为
楚所灭（按：此处从杨宽《战国策》之说）。于是公师隅乃据有南武疆土“称雄交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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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

精彩短评

1、居然是豆瓣上第一个为这本书打分的人
2、根据详尽的古史来阐述潮汕的悠久文化。值得研究。
3、绝对是我读过的最好的综合写潮汕史的书，虽然不系统。作者功底深厚，史料翔实，常发洞见，
严谨而又感情饱满（即使有些情感立场我并不感同身受），佩服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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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

章节试读

1、《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的笔记-第204页

        从宋到民国，揭氏一族十四修族谱。

宋明间，为避免蒙元加害，保持门户，族人修谱故意模糊祖源，以掩盖“揭出于史”“挈地归汉”等
史实。其间有揭顺德的煞费苦心，大文豪揭傒斯的高明曲笔和“凄然顿生霜露之感”。

即使到明朝开始正本清源，《史揭合序》直到清嘉靖年间才被族谱引用。盖因忌惮满人因史可法之事
仍对史氏怀恨，不愿使“揭出于史”为人所知。

2、《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的笔记-第33页

        秦汉之际，秦尉赵佗窃南武国号，改南海为南武，自称南武王。

刘邦封南武侯织，立以为南海王，反映刘邦应允助其复国。

但汉初内外交迫，只能对赵佗采取怀柔政策。

南武侯织流亡政府无力回天，在江西境内流窜，后叛，被歼，约在文景年间。

3、《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的笔记-第301页

        
黑韩愈黑得飞起！哈哈。

4、《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的笔记-第351页

        南宋末年，蒙元大军长驱直入，南宋小朝廷风雨飘摇，然潮人临艰危而见节概，辅宋抗元，矢志
不渝。如摧锋寨正将、海阳人马发在兵临城下之际，发动军民死守潮州，浴血奋战经旬，使元兵屡受
重创。城陷之日，马发先令妻子缢死，继而自鸩，举家慷慨赴义。而元将嗦都为报潮人血战到底誓不
投降之仇，遽下屠城之令，顿时玉石俱焚，血流成河，据说仅三家幸免于难。潮城至今有三家巷，近
人温丹铭曾以之记宋元旧事：“不见唆都陷城日，滔滔漂杵自流红。三家巷口留遗念记取胡元一劫中
。”

5、《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的笔记-第98页

        浮滨王国，应是以姓雷、蓝、盘、钟为主体的的粤东闽南地区的土著民族畲族在上古时期所建立
的政权。

西周时粤东有“路国”（逸周书），猜测应为“雷国”。

6、《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的笔记-第495页

        丁日昌治台功绩，大致为：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改革税政，减轻人民疾苦；妥善处理与台湾土
著关系，不准汉人对之欺凌，教导土著栽种；重视台湾矿产开发；架设电线，重视资讯。

7、《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的笔记-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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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

        潮州凤凰山为东部数省畲族的发源地。

8、《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的笔记-第373页

        

9、《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的笔记-第93页

        

10、《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的笔记-第67页

        

11、《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的笔记-第428页

        郑成功先世自河南光州固始县入闽，分居福建之莆田、泉州及粤之潮州。无论郑成功于北伐之前
或后，其拟借日本的军事力量来打击清政府，已是铁一般的事实。

12、《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的笔记-第70页

        榕江谷地的虎头埔文化与后山文化。约在夏朝晚期。

13、《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的笔记-第424页

        明人防海，知设水寨于柘林，而不知南澳之不可弃！迁其民而墟其地，遂使倭奴、红彝盘踞猖獗
。吴平、林凤、林道乾、许朝光、曾一本先后盗兵，边民涂炭。万历四年设南澳镇⋯⋯自南澳设镇之
后，潮海渐靖。

14、《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的笔记-第64页

        粤中平原北有山地，粤东平原同样北有山地。粤中的土著为瑶族，粤东的土著为畲族。北地政权
未侵占粤东粤中两大平原之前，粤中平原与粤东平原可通。北地政权侵占两大平原之后，二族退入北
部山区，粤北山地与粤东山地也可通。畲瑶两族同源，又各自成一族。位于九连山与莲花山之间的罗
浮山，是二族共同生活的地区，也是二族基本分野的分界线。

15、《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的笔记-第359页

        阳明“不涉纸笔”，固然有“知行合一”的思想考量，恐怕更多是怕文字惹祸。这个角度有意思
。

16、《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的笔记-第178页

        苏过奉父苏轼命撰《史揭合序》。

与苏轼为四川眉山同乡的史子煕，和原籍江西丰城、时任杭州知州的揭伯徽（揭枢），本不相识，经
共同好友苏轼穿针引线，彼此相识，始知有伯仲骨肉之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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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

《史揭合序》反映了“揭出于史”。秦汉间，赵佗自立于南越国。赵佗死后，东越侵扰南越，赵佗之
孙向汉武帝求救，武帝使严助带兵平定，史定随行。既平，严助携南越太子为人质北归，留史定于南
越。史定于南越，挈地归汉，后武帝封其为安道候，世袭揭阳令。

史氏遂在南越地繁衍生息，后代子孙生于揭阳者，有以揭阳为姓，进而去阳，是为揭氏。历汉魏六朝
之乱，至唐，仍有揭震于揭阳地娶妻生子。唐末五代之乱，揭震子孙多迁往江西，于丰城成一大宗。

17、《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的笔记-第五章 综合研究

        古代粤东的经济和文化形态，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一个是自秦汉时期揭阳的开县至隋唐
之际，以古揭阳为主导的内陆文化时期；一个是自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1）设置潮州至清末之际以潮
州府为主导的内河文化时期；一个是近代自汕头开埠至改革开放后三市分立，以汕头为主导的海洋文
化时期。
处于地理战略的需要，很长一段时期，中央政权以揭阳为中心对岭南进行统治。即使到唐代乃至宋代
，文人亦常以“揭阳”称潮州，可见其深入人心之久。

韩江流域之广胜过榕江，潮州在经济上得地利，势必取古揭阳之地位而代之。

汕头开埠，在海洋文化中崛起。

18、《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的笔记-第24页

        “阖闾子孙避越岭外，筑南武城“，为岭南在历史上有南武城的最早记载。

及后至岭南”增筑南武城“者，乃楚威王七年杀越王无疆之后，派来岭南宣示主权的楚臣高固。广州
之称为”楚庭“及”五羊城“的典故，皆与高固有关。
《读史方舆纪要》：“相传南海人高固为楚威王相，时有五羊衔谷萃于楚庭，遂增筑南武城，周十里
，号五羊城”

19、《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的笔记-第95页

        

20、《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的笔记-第75页

        黄冈河谷地的浮滨文化。约在商朝。纺织时代。礼制。“王国”。

韩江流域、榕江流域与黄冈河流域是各自独立的地理单元，不能混为一谈。韩江与榕江有莲花山为分
水岭，韩江与黄冈河以凤凰山为分水岭。

21、《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的笔记-第492页

        丁日昌，潮州府揭阳县人，历晚清道、咸、同、光四帝，以平潮州吴忠恕之乱授琼州府学训导，
擢万安知县，受知于曾国藩、李鸿章，翊赞军机，参预政略，屡建奇功⋯⋯为晚清少有的精熟洋务重
臣之一。其功绩荦荦大者，如江南机器制造局之创办，第一个《水师章程》、第一个《海难救护章程
》⋯⋯、第一条国人自办电报线路之筹建、第一批派遣留美留欧学生之促成，第一次提出派遣驻外使
节保护华侨权益之主张等等⋯⋯晚清外交家郭嵩焘誉其与李鸿章、沈葆桢为洋务三杰。台湾之建省，
植基于沈葆桢，完成于刘铭传。承启沈、刘之间关系最大者则为丁日昌，从旁协助，而最为关注者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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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

为李鸿章。

22、《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的笔记-第18页

        秦平岭南，南武国败亡，但其子孙率余部翻过南岭山脉进入江西境内，后来追随刘邦进行反秦战
争，这就是《汉书·高祖纪》所言十二年诏封为南海王之南武侯织。

23、《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的笔记-第22页

        阖闾子孙避越岭外，筑南武城。后楚灭越，越王子孙避入始兴，令师隅修吴故南武城是也。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公师隅趁楚与北方列强征战无暇顾及岭南之机，建立南武国，改“南武城”为“蕃隅城”。

赵佗当南越王，势必消除前朝印记，将“蕃隅”之“隅”改成“禺”。

24、《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的笔记-第14页

        欧大任之《百越先贤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其“一字一句，必有所本，尤胜于他家之杜
撰。”

其师黄佐修《广东通志》，汉以前粤籍历史人物之传记，皆采自大任之《百越先贤志》。

25、《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的笔记-第145页

        笔者认为，潮人之远祖，究本穷源，虽自秦始，但逐渐形成地区性移民群落及方言，则重点应在
赵佗的南越王朝。

虽用“南越”之名，但其政制一仍秦之郡县制，其君臣亦都是秦之遗臣旧部，治下之民则多为秦时中
土之移民，以整个国家政制、统治阶层及国民之性质而言，其与中土的汉人政权应无二致。它的存在
只不过是历史的因缘际会，但其对南方方言区的形成（包括粤语区及闽南粤东方言区等），却功不可
没。

26、《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的笔记-第六节 明清易代之际粤东的社会演变

        甲申之变触发社会动乱。

刘公显乱中夺权，纠结山区好斗之徒，曰“九军”，自称“后汉”。为祸揭阳等地近十年。

郑芝龙父子于揭阳事上毫无令名。揭阳人苦刘公显，求救于南明隆武朝。郑芝龙掌隆武朝实权，垂涎
粤东久矣，此事正中其下怀，乃派南澳总兵陈豹前往，意在勾结扶持可供自己使用的地方武装，趁机
吞并粤东。揭阳人见陈豹来，始料未及。刘公显在陈豹怂恿下，屠城揭阳，烧杀抢掠。

然郑家军遭潮州守军痛击，吞并粤东之心未能得逞。

其后郑芝龙降清，其弟郑鸿逵、其子郑成功继续抗清。顺治五年，郑氏叔侄占领揭阳。至粤东后，仍
信任陈豹，依靠揭阳刘公显及其九军。南明永历朝受挫，郑氏叔侄撤军揭阳。郑鸿逵临行前，仍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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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甘，血洗揭阳城：
顺治八年辛卯正月十七日，郑鸿逵诈回闽，空其城，诱杀乡民，四五百人溺于水。
顺治八年，平南王尚可喜派班志富往粤东，捕杀刘公显及九军首领。
五月初六日总镇班志富杀破县九军贼刘公显、马麟、傅逵，民快之⋯⋯未及审问，被众碎死衙前。三
首级号令（悬挂）西门。
顺治十一年，饶镇总兵吴六奇围九军营寨，破之。

27、《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的笔记-第374页

        

28、《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的笔记-第131页

        

29、《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的笔记-第60页

        

30、《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的笔记-第100页

        

31、《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的笔记-第304页

        

32、《岭南古史与潮汕历史文化》的笔记-第439页

        郑成功听陈豹之言，攻鸥汀寨，屠六万余人，活者仅百余人。
郑军于丁酉年（1657）十一月为夺粮而制造鸥汀惨案，是潮州方史上令人发指的血腥事件，至今鸥汀
人回顾历史，犹恨声不绝，怒骂“国姓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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