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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院

`a

在明清时期乡村社会的研究中宗族和民间宗教一直是研究者

最
&

关注的对象在这篇文章眧作者把乡村宗族和民间宗教的研

究整合到传统乡村的社会网络中作
&

观照社会变迁的表像文

章以广东潮州澄海县的冠陇乡
&

个案充分利用了本地的乡土志

族谱碑刻和口述资料进行研究文章引入了?权力?概念论述

冠陇乡的民间宗教仪式和信仰对象表现出来的乡村地域与宗族集团

之间的支配倚赖关的变化?分析导致此变化的基础希望藉以

了解乡村社会的历史与文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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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乡村社会宗族民间宗教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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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院广东省潮州市桥东邮政编码５２１０４１电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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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

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
3

助项目 ?在边境的社区华南侨乡的历史文化

和地域网络比较研究?（计划编号ＲＧ００１Ｐ０６牘和广东省社科基金项目 ?潮汕史 （１７—
１９世纪）?（批准号０６Ｉ０１牘的成果之一文章发表前受到两位匿名审稿人的指点得以
补充修订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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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兴趣在明清时代乡村社会的历史变迁跟以往许多同类研

究一样乡村宗族和民间宗教也是本文最
&

关注的对象只是文章不单独

谈论乡村宗族或者民间宗教问题而将它们整合到传统乡村的社会网络中

作
&

观照社会变迁的表像研究将引入?权力?概念以论述冠陇乡的民间

宗教仪式和信仰对象表现出来的乡村地域与宗族集团之间的支配倚赖关的

变化分析导致乡村权力变化的基础最终的目的还是了解乡村社会的历

史与文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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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陇又称冠山①　是明清之交澄海县非常有名的大乡寨

澄海设县於明嘉靖四十二年（１５６３）这一年发生於饶平北部凤凰山

区震动闽
'

赣三省的张琏起义被镇压在潮州持续十几年的山海之乱暂时

平息②　提督两广都御史张臬请议善後策疏奏割海阳上中下外莆三

都揭阳蓬州硉浦鈟江三都和饶平苏湾都置新县③　诏设澄海县於望

巡检司?取海宇澄清之义 ?④　清康熙五年 （１６６６）迁界澄海全县被

裁七年（１６６８）展界又恢复了澄海县的建制此後一直到１９２１年设汕头

市政厅与澄海分治澄海县疆域未曾变化⑤　

明清时期冠陇一直是本县重镇

冠陇位於韩江东溪北面整个乡村坐东北朝西南成条状绵延近三

里四周有池塘围绕形状像个茄子茄蒂是村头的神山（也称冠山）茄

脐是冠陇大潭村落正好处於西溪下游叉河分叉口上方西溪在这眧分叉
&

外砂溪新津河（新港）梅溪河（东港）几道支流

冠陇是一个集镇由於商业经济的发展或者还有社会动?的缘故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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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在嘉靖《潮州府志》中?冠陇?和?冠山?两个名称?用此後文献一直沿袭这种做

法现在?冠山?被规定
&

标准地名但口语俗称仍多作 ?冠陇 ?本文除引用文献

外通称?冠陇?

饶宗颐总纂《潮州志·大事志一》?明?

《明世宗实
0

》卷５１７?嘉靖四十二年正月丁未?条
郭子章《潮中杂记》卷１〈郡县释名〉
饶宗颐总纂《潮州志·沿革志》?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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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地理位置接近的１８个小村落而成
&

一个大社区这个有数十个姓氏的大聚

落分上下两社以?灰埕巷?
&

界靠近神山部份称上社靠近西溪部

份是下社⑥　民间宗教活动及其组织形式是整个社区的粘合剂一如本地其

他村落冠陇神庙密?除去
4

多祭祀福德老爷的角头庙村头的神山有

一座三山国王庙一座天后
5

和一座关帝庙村落中部下社地界
(

也有

一座三山国王庙现在上社多姓杂居宗族不发达只有程氏
"

氏和辛

氏三座祠堂冠陇乡周卢许林陈郑洪张等八大姓都聚居在下

社各姓都有多个祠堂在冠陇的历史进程眧我们可以看到民间宗教活

动的变迁与宗族组织的发展有非常紧密的联

我们对这个村落的前期历史了解甚少《汕头市地名志》
.



相传宋代（约公元９６０—１０００年）已有十馀小村以渔耕
"

生

元代
#

成大村⑦　

在田野调查的过程当地人都会告诉我们?冠陇十八乡?这样一句前辈留下

来的俗语但是对１８乡何时合?成大寨几乎每个被访者都不能回答

不过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冠陇在嘉靖四十二年 （１５６３）澄海建县之前

就已经成
&

韩江下游三角洲平原的重要集市之一?进入地方志编撰者的视

野⑧　此时乡民所经营以销售海外的丝织品和与航海造船所需的铁冶
&

最嘉靖《潮州府志》记载包括冠陇在
(

的海阳县市集
.



居积最者惟绸绢往往杂以造丝又稀薄不可衣而黠民以此

权力递夺 ７

⑥

⑦

⑧

就像我们不能详细知道冠陇乡前期的历史一样由於文献不足徵我们也不能
6

确切了

解冠陇上社和下社的地域划分在什麽时间出现不过在 《神山全集 》所载程大道的

〈重建广灵明贶庙记〉中有两段文字已经
.

明至迟在晚明冠陇乡就有社的划分

在计划重建古庙的时候碑记
.

 ?今日之役必责同社以厚施然後合一乡以共

济?在陈述捐款过程的时候碑记又
.

??陈君幼学
"

君凤来家弟制命共典厥

事各量力捐资
&

社里倡我乡儒绅望族咸发善愿喜施?显然不论在计划

还是实施的过程本社（冠山古庙所在的上社）和全乡被清楚地区
7

开来这
.

明冠陇

乡当时已经划分成两个不同社区从引用文字的?社里?连称也许可以猜测这同明朝

实行的里甲制度有关但我们?
/

有明证

汕头市地名委员会汕头市国土房
-

局编 《汕头市地名志 》（北京新华出版社

１９９６）页１２６
嘉靖《潮州府志》卷２ 〈建置志 〉记海阳县市集六处云步塘湖?塘冠
陇望梅溪其中冠陇望二处在下外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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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其值於诸蕃因而
"

患⑨　

嘉靖《广东通志初稿》记载?潮州之坑冶海阳八 ?其中就有冠陇瑏瑠　
康熙《澄海县志》也提到

冠山类以鼓铸起家然文风日盛遂
"

澄海望乡瑏瑡　

得到商业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援冠陇成了官府措意的社区当然是
&

了
8

收而同时文教也得到培植乡人周宗礼在嘉靖三十七年 （１５５８）高中举
人瑏瑢　便是冠陇文风日盛的象徵

经过明清之交的动乱在澄海县展复之後冠陇在地方市场网络中的地

位有所下降康熙二十五年 （１６８６）成书的 《澄海县志 》就
.

冠陇 ?市

废?瑏瑣　大概是因
&

迁界的影响在有清一代冠陇仍旧是大乡冠陇市还

是下外莆都市场网的中心瑏瑤　乾隆嘉庆年间开始乡中从事海上贸易的商
人渐多在人口快速增长的情癋下开始有人因

&

商贸活动留居外地同治

以後乡人大量移居东南亚冠陇於是成
&

本地著名侨乡

神山是冠陇的地标也是澄海的名胜康熙 《澄海县志 》这样描述神

山

神山一名冠山去城西北十里下外莆都冠陇寨
$

高十一

丈周七百馀武较澄邑诸山最
"

低小然峰壑幽邃草树荣

敷实甲他山明隆庆三年知县蔡楠始
"

开其胜概则有观日

峰攻玉洞呼龙坞仙岩第一泉通仙岩仙人石应碣出米

石大士石金龟石仙砻桥仙江红叶池其建置则有冠山书

馆朱文公祠乡约所土地祠明贶广灵庙驻云亭文昌阁

神山寺嗣後踵事增华又拟作十景曰海轮朝癉曰寒泉时盠

曰院堂一鉴曰桂阁三台曰仙岩凝霭曰玉洞含眕曰龙坞
%

８
!

挺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嘉靖《潮州府志》卷２〈建置志·市集〉案语
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卷３０〈铁冶〉
康熙《澄海县志》卷５〈风俗·上中下三莆都俗〉
康熙《澄海县志》卷１４〈登仕·乡举〉
康熙《澄海县志》卷４〈城池·附乡都埠市〉
乾隆《潮州府志》卷１４〈墟市〉嘉庆《澄海县志》卷８〈埠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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篁曰虹桥流水曰禅楼倒影曰西麓悬崖瑏瑥　

续修《县志》沿用了这种述
!

而更加润饰在嘉庆《澄海县志》中

?冠山环翠?被列
"

八景之一这座山的声名最後晖耀到村落之上冠山成

了这个乡村法定的名称

!


"#$%&'()


*+,-.!/012

由於地方富庶人口
#

多瑏瑦　澄海置县时冠陇曾经是县址的有力竞
$

者抄本《神山全集》?中舍潭?条载

（潭）隶神山之阳由西绕南迄东深百尺名曰冰湖玉带

爰是神山清潭邑推合胜嘉靖四十二年卜邑冠山基潭
!

濠

蔡侯憩皍土喜而?政焉寻因筑邑望侯谕耆老循旧基筑寨

垂
!

风水瑏瑧　

管後来冠陇
%

有成
"

县治不过因
"

有经济上的支持冠陇的绅衿

们能
&

在当时动?的社会背景下筑寨自保确保地方的安定瑏瑨　

在澄海设县望之後到隆庆五年 （１５７１）澄海县城筑成之前县令往

往在冠陇办公憩息瑏瑩　於是官员们的教化风被了这座乡寨万十年

权力递夺 ９

瑏瑥
瑏瑦

瑏瑧
瑏瑨

瑏瑩

康熙《澄海县志》卷１〈山川〉
嘉靖万间潮州著名士大夫刘子兴在〈冠山书馆碑记〉中

!

?冠山旧隶海阳井几

万室?见康熙《澄海县志》卷９〈学校〉
佚名《神山全集》（传世抄本）卷２〈建置集〉
康熙《澄海县志》卷１１〈兵防·镇寨〉载?在下外

"

冠陇寨在上外
"'

林寨在中

外
"

渡头寨在苏湾
"

程洋冈寨
"

南沙头寨
"

南湾寨
"

樟林寨在蓬州
"

岐山上

寨
"

岐山下寨
"

下埔寨
"

鸥汀背寨
"

外沙上中下寨在硉浦
"

水吼桥寨
"

湖

头市寨
"

厚陇寨
"

月浦上中下寨
"

长子桥寨在鈟江
"

鈟浦寨
"

莲塘寨
"

大

场寨以上诸寨百姓因寇
(

充斥置寨防自
"

战守其後豪家多徙
)

寨官军不

及救援久
"

贼所
*

矣
+

惟鸥汀樟林二寨康熙七年展复後
"

署县事通判阎奇英

修建?

刘子兴〈冠山书馆碑记〉
!

?嘉靖甲子拆海阳置澄海冠山遂隶澄海先是邑治

未城邑大夫往往即冠山视事隆庆戊辰养斋蔡侯以闽名士来尹厥邑遂?冠山?

张凤翼〈修建书馆记〉也
!

 ?隆庆三年澄海未城知县事蔡侯憩冠山喜而?政

焉?二文皆见康熙《澄海县志》卷９〈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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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８２）考中举人的乡人张凤翼後来在 〈修建书馆记 〉中追忆
!

隆庆三年

（１５６９）知县蔡楠?於神山之麓规
"

书馆……日与二三门人讲艺不休余

时
"

诸生犹曾沐其教泽焉?瑐瑠　

整个明代位於上社的神山俨然是冠陇的政治文化中心

蔡楠除了在神山北麓倡建冠山书馆之外还在神山南坡建了乡约所瑐瑡　

?每朔望侯率缙绅士庶振铎宣 《圣祖六言 》?瑐瑢　在讲艺论道风气推动

下冠陇文风更
"

兴盛万元年 （１５７３）开始到明末止考中进士者一

人中举者四人优选
"

贡生者六人还有更显示经济实力支援的例监五人

（详见表１）

3

１
"#45$%6789

进士

举人

周宗礼

张凤翼

李日荣

李日?

李景锺

万二年（１５７４）

嘉靖三十七年（１５５８）

万十年（１５８２）

万十六年（１５８８）

万四十三年（１６１５）

崇祯三年（１６３０）

贡

生

张志可 万元年（１５７３）

周宗道 万元年（１５７３）

林乔桂 万十二年（１５８４）

洪　宪 万二十一年（１５９３）

李茂楠 万二十六年（１５９８）

李日炜 泰昌元年（１６２０）

例

监

周廷璋

魏自约

许明汉

辛鼎
,

沈国成

资料来源康熙《澄海县志》卷１４〈登仕〉

万初格於朝廷禁令书馆似不再讲学万十一年 （１５８３）潮州同

知何敢复署澄海县把书馆扩建了题匾?冠山精舍?此後书馆又重修了

几次奉祀朱子香火一直到天
-

五年 （１６２５）冠陇士大夫又重建了书

馆改称书院经常在这眧聚会品文讲学瑐瑣　

乡约所在蔡楠离任後废弛了一阵万二十七年 （１５９９）开始乡绅在

官府的支持下恢复了乡约活动终明之世冠山的乡约一直举行崇祯七

年（１６３４）知县叶日蕃又让乡绅在乡约所上层加盖了文昌阁祭祀文昌

帝君瑐瑤　

１０
"

挺

瑐瑠
瑐瑡
瑐瑢
瑐瑣

瑐瑤

据康熙《澄海县志》卷９〈学校〉该记作於天
-

五年（１６２５）冠山书院重修时
《神山全集》卷２〈建置集〉?乡约所在山之半东向与书馆相继同建?
《神山全集》卷２〈建置集〉
张凤翼〈修建书馆记〉?今书馆既整而饬矣时复

"

期日率子弟来会会有文

文有品序宛然蔡侯讲艺谭道时?

《神山全集》卷２〈建置集〉?文昌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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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处彰显国家教化的建筑虽
!

是在官师们的宣导下进行冠陇绅衿

士大夫的积极回应也起了重要作用隆庆时书院肇建?量力喜助?的绅

衿士庶有举人周宗礼武举周攀龙陈克恕周宗爱生员许道成张志

可程如晦周宗道
.

端周道传李茂春张澜林郁兰洪畅耆民

洪邦重程器之李瑜许邦望林大才周世玉瑐瑥　万间朱子祠的修

葺也由绅衿任事万二十二年（１５９４）是生员黎亨李日燧万四十

七年（１６１９）是生员
/

凤来程制命天
-

五年 （１６２５）是张济盳程大道

和李日?瑐瑦　天
-

六年（１６２６）程大道和李日?还主持过乡约所的修葺

几次乡约的举行都靠着绅衿积极参与《神山全集》载

万二十七年（１５９９）乡孝廉李日荣率
#

行约推举工部提

举沈国成冠带乡宾周世盺卢世瑞冠带生员李茂林
!

约长

……万三十八年（１６１０）生员张济盳陈仁初等复举京卫经历

许明汉贡生李茂楠通州同知洪宪
!

约长……四十六年

（１６１８）副使张（凤翼）率士庶佥举典仪正李茂标耆民许大?

周兆先
!

约长瑐瑧　

在天
-

五年（１６２５）书院和乡约所修建之时冠陇绅衿陈幼学
/

凤来

程制命又在神山东南麓修建了三山国王庙《神山全集》载

明贶广灵庙在山之阳乡人构之以祀巾山明山独山之

神倾圮已久万四十三年
$

姓喜庙前地重建不果天
%

五

年信生陈幼学
$

凤来程制命谋复古庙募乡社喜题金八十两

筑建之瑐瑨　

此後宗教建筑陆续出现在神山上天
-

六年（１６２６）李日?在山东北坡

建驻云亭崇祯元年（１６２８）又加筑方丈室准备作
"

关夫子行
0

瑐瑩　崇祯

十一年（１６３８）乡人林缵玉等在神山西麓鼎建神山禅寺这时冠陇的士大

权力递夺 １１

瑐瑥
瑐瑦
瑐瑧
瑐瑨
瑐瑩

《神山全集》卷２〈建置集〉?附纪?〈新建冠山书院碑〉立石题名
《神山全集》卷２〈建置集〉?冠山书院?条
《神山全集》卷２〈建置集〉?乡约所?条
《神山全集》卷２〈建置集〉?明贶广灵庙?条
《神山全集》卷２〈建置集〉?驻云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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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不断开掘神山的景观命名品题如 ?观日峰 ? ?通仙岩 ? ?大士

石??攻玉洞?无不摩崖镌铭召友朋胜日相聚邀牧令公馀来?抚

景兴怀形诸吟盳神山因此成了澄海名胜这些活动中有一个以李日?

!

核心的群体包括他的弟弟李日?程大道程制命兄弟
"

凤来和张济

盳等人瑑瑠　

在有关的文献记
#

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冠陇的家族和姓氏集团随着教

育和科举发达的过程兴起在表１登仕人物中贡生周宗道是进士周宗礼的

哥哥贡生张志可是举人张凤翼的父亲举人李日荣李日?和贡生李日炜

是兄弟举人李景锺是李日荣的孙子这几个具有儒学传统的家族显然是

各自姓氏集团的核心参与书馆创建的周氏人物还有武举周攀龙周宗

爱生员周宗道周道传耆民周世玉而冠带乡宾周世盺耆民周兆先

则先後被推
!

乡约约长李氏参与书馆创建者则有生员李茂春耆民李

瑜李日?的弟弟生员李日?是天
$

五年 （１６２５）书院重建的主持人之一

冠陇乡三次举行乡约李姓分
%

有李茂楠李茂林李茂标被推
!

约长张

氏参与书馆创建者除了张志可之外还有生员张澜天
$

五年（１６２５）重

建的主持人又有张济盳除了周李张姓程姓洪姓和许姓也是当日

有影响力的姓氏集团这一阶段兴建的祠堂借文字可资考证的有建於嘉

靖十七年（１５３８）的?程氏家庙?瑑瑡　建於万十三年 （１５８５）的 ?周公之

祠?（上周祠）瑑瑢　和建於崇祯十六年（１６４３）的?许氏宗祠?瑑瑣　

再仔细考察上述文献对这一时期社会活动中的人物记
#

可以发现一个

很有趣的现象?非所有参与书院和乡约所活动的人物都参与神山的寺庙

和景观的建设後者主要来自李程
"

这三个姓氏而积极参与书院建设

和乡约活动的周许洪卢等姓氏人物的身影
&'

有在神山出现详见

表２

１２
!

挺

瑑瑠

瑑瑡
瑑瑢

瑑瑣

参见《神山全集》卷１〈胜概集〉卷２〈建置集〉卷３ 〈艺文集 〉载李日?
〈仙岩第一泉记〉

据民国２３年（１９３４）冬月所立〈程氏家庙重修碑记〉该碑现存冠陇程氏家庙
上周祠的门匾?周公之祠?有上下款?皇明万乙酉岁 ／春正月?旦立?记

#

了建

祠时间

许氏家庙数经重修仍然保留着原来的门匾门匾的上款有?崇祯癸未?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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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相关

地点

按　 姓　 氏　 划　 分　 参　 与　 人　 数

周 李 张 陈 许 程
/

林 洪
.

沈 卢

书院 ６ ４ ２ １ ２ ４ １ ２ ２ １

乡约所 ２ ５ ２ １ ２ １ １ １ １

神山寺庙 １ １ １ １ １

神山景观 ２ １ １ １

注依据《神山全集》中各种文献统计以人次计人物容有重

究其原因也不难理解书院和乡约所是在县官们的宣导下建造的讲

学和乡约是在县官们的督促下举行的这是一种共用的政治资源又事关一

乡教化全乡绅衿士大夫都会积极参与神山的寺庙和景观则是一种民间文

化建构其资源往往
"

建设者所控制李程
/

三姓世居环绕神山东南

的冠陇上社显然有利於这一资源的控制而可以将居住在下社的周许

洪卢诸大姓排斥在外

我们讲述的权力递夺故事由是发生

在潮汕地区每个乡村的
#

多神庙中一般都有一个由全体村民共同祭

祀的村庙这座村眧人都?有份?的?大老爷?
0

不管祭祀的是哪一个神

明庙额大多写成冠以村名的?某某古庙?在当地人的口语中这座庙会

被称作 ?大
0

?或 ?大老爷
0

?在冠陇除去
#

多祭祀福德老爷的角头

庙村头的神山有一座三山国王神庙村落中部下社地界
+

也有一座

三山国王神庙这两座都是冠陇的?大老爷
0

?

神山西南麓的三山国王庙在经历了几十年风雨之後１９９２年由乡民捐

款?重修庙宇敬建金身?瑑瑤　保留下来的旧庙额题写着 ?冠山古庙 ?四个

大字志书眧的记载把它称作?广灵明贶庙?康熙《澄海县志》
!



广灵明贶庙去城西北十里神山下乡人构之以祀巾山明

山独山之神倾圮年久明天
%

五年重建邑人程大道有记瑑瑥　

权力递夺 １３

瑑瑤

瑑瑥

庙宇东庑有署名?冠山老人理事组?１９９２年所立的〈乐捐重修庙宇敬建金身诸善信芳名
1

〉石碑

康熙《澄海县志》卷１８〈寺观〉嘉庆《澄海县志》卷１６〈祀典〉记载相同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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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大道〈重建广灵明贶庙记〉
!



神山拔起平原山之南旧有三山国王庙回
&

後乡人权筑小

庙己非盝神之所年久崩堕神无所依向之
'

然山阳者
(

焉

一堵耳……陈君幼学
$

君凤来家弟制命共典厥事各量力捐

资
!

社里倡我乡儒绅望族咸发善愿喜施以天
%

五年初秋

之吉朝牲告於本山后土庶工丕作不经年
)

月而庙事毕岿然

恍古宏造也瑑瑦　

程大道的〈记〉实际上只记载庙宇因火
3

废?和天
-

间重建的经过未说

明这座庙宇始建的年代但是远在天
-

五年（１６２５）之前庙宇已经存在

在这些记载眧
2

可以很清楚知道瑑瑧　

神山庙原先建在神山东南清初展界以後在康熙二十九年 （１６９０）重

建时才迁到今址蔡端〈改建广灵庙记〉的题注讲得十分明白

庙旧建山东南康熙甲辰寇变拆地圮
*

至庚午乃移建於山之

西南即古禅寺之故地瑑瑨　

现在冠山古庙的格局和供奉的神明如附图１所示与本地一般庙宇相

同冠山古庙也是一个
#

神荟萃的场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神殿正中龛大

王爷夫人前面供奉着一尊红脸神像手持剑背插旗几乎把王爷夫

人完全遮挡长老相告这尊神像是化王爷据刘希孟〈潮州路明贶三山国

王庙记〉载

（揭阳）邑之西北百里有独山越四十路又有奇峰曰玉峰峰

之右有乱石激湍东潮西惠以一石
!

界渡水
!

明山西接於梅

州州以
!

镇越二十里有巾山地名霖田三山鼎峙其灵之所

１４
"

挺

瑑瑦
瑑瑧

瑑瑨

《神山全集》卷３〈艺文集〉
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署澄海县的揭阳令蔡端在〈改建广灵庙记〉中引诸生言?庙祀
三山明贶之神前建亦近百载?故可推知庙宇建於万间这与程大道徵引盛端明碑

记时间颇契合

《神山全集》卷３〈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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锺不生?人则
!

明神理固有之世传当隋时失其甲子以

二月下旬五日有神三人出於巾山之石穴自称昆季受命於天分

镇三山托灵於玉峰之界石庙食於此……乡民陈其姓者白昼

见三人乘马而来招己从者忽而不见未几陈遂与神俱化
#

尤?之乃周爰咨谋即巾山之麓置祠合祭瑑瑩　

化王爷即指引文中?与神俱化?的陈姓乡民这位尊神在潮汕其他三山国

王庙甚少见到它在冠山古庙出现?处在一个非常显目的位置上也许跟重

建庙宇的陈幼学不无关

下社的三山国王庙也是１９９２年重光的庙宇西庑有一块２０００年新刻的

〈修庙宇塑金身碑记〉碑文
!



本境三山国王
+

建造年代悠久历经沧桑残破不堪当今

时清世治海外赤子缅怀神恩报本思源
,

意重修庙宇塑金

身敦亲睦里由泰国卢两城周秀莲及胞弟卢两桂侄卢树孝等

捐资择吉兴工壬申年开光酬神庚辰年再次捐资
#

神圣修容

贴金答谢神恩特勒石留芳永?千秋瑒瑠　

庙的门匾仍然是旧题的?三山王
0

?这座庙的建庙时间也不可确知庙宇

东庑保留着五块古碑瑒瑡　其中年代最早者是万四十七年（１６１９）所立的

〈复官渡碑 〉碑刻
+

容是澄海知县针对乡民私设渡船牟利的一项禁

令瑒瑢　依据这块碑记可以推测这座庙宇至迟在万四十七年（１６１９）之前

已经建成

权力递夺 １５

瑑瑩

瑒瑠
瑒瑡

瑒瑢

刘希孟〈潮州路明贶三山国王庙记〉见《永乐大典》卷５３４５?潮州府下?引
文据

.

挺马明达《潮汕金石文徵（宋元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页２８６
壬申年是１９９２年庚辰年是２０００年
这五块石碑按从左到右的排列是〈甲子重修庙碑〉（同治四年１８６５）〈题捐
修筑新溪涵堤碑记〉（乾隆三年１７３８）〈复官渡碑〉（万四十七年１６１９）无
额〈示禁碑〉（雍正十年１７３２）〈重修庙碑〉（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其中雍正
无额〈示禁碑〉风化已甚无法识读万 〈复官渡碑 〉也多残泐其馀三通文字清

晰释文附後以供参考

寨子西面渡口的河堤上有一块
+

容相同的石碑在１９９９年的田野调查时该碑已半埋於
堤防土中现在因

"

堤防的增高培厚碑石已经埋入土中全然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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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三山王
0

的格局和供奉的神明如附图２所示这座庙的格局与冠山

古庙非常相近祭祀的神明除了神殿左龛不知来历的佘道老爷
4

了注生娘

娘其他也几乎相同只是三位国王都不配夫人了三山王
0

可以
!

是冠山

古庙的?分身?

冠陇乡民都习惯把冠山古庙叫做 ?古庙 ?而把三山王
0

叫做 ?大

0

?我们在上社管庙的老者和在下社老人组那眧听到同样的故事?大
0

的神灵是从古庙请去的?

据村落的长老
!

冠山古庙的三山国王原来是冠陇乡的大老爷每年正

月十五夜全乡每家每
5

都要到古庙拜神随後进行?
4

香?仪式在神前

点香带回家中以祈求平安古庙在村头的神山
6

下因
"

路途
7

远居住

在下社的乡民往往还未回到家眧点着的香已经燃尽另外按潮州地方的

习俗村眧如果有人去世都要到大老爷
0

去?买水报地头? 下社的乡民

也因
"

路途很远觉得很不方便後来下社出了几个?有能
"

?的人建

了大
0

把古庙的神灵请到下社来在故事眧 ?请 ?的形式实际上是
8

留据
!

有一年乡中?神到了下社地界绑神轿的绳子断了下社人
!



神意是要在这眧留夜就把神像留了下来後来神明留夜的地方建起了三

山王
0



三山王
0

兴建後下社乡民?
4

香?和?买水报地头?的仪式都在这

座新庙宇举行一直沿用到今天的?大
0

?的称呼暗示着这座新庙宇与冠

山古庙同时拥有冠陇乡主庙的地位新庙宇成
"

乡村主庙的另一个标识是

每年正月王爷巡境的前一天三山王
0

的福德老爷要先出?俗称?土地爷

洗路?这个仪式也因袭到今日

三山王
0

的出现和乡眧?大
0

?地位的确立与澄海建县前後下社几个

大宗族凭藉科举的成功而崛起有密切联瑒瑣　它也暗示着冠陇乡村社会

控制的权力开始被判分到有了科第出身的下社士大夫与更大程度上靠商业

经济而发达的上社绅衿手中

由於这几个大宗族的支持三山王
0

的这个地位延续到清代

１６
"

挺

瑒瑣 今日乡民口中的?有能
"

?者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上面提到的在嘉靖万年间登仕

的周宗礼兄弟张凤翼父子还有林乔桂周廷璋许明汉等下社精英人物下社几个

大宗族的崛起与这些人物的出现有密切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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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的动乱和清初的迁海对潮州地方社会造成很大影响瑒瑤　展界以

後神山依然是县官们公暇豫?的好去处瑒瑥　但是 ?归来
2

似辽东鹤 ?

毕竟物是人非了

展界以後由於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变动瑒瑦　冠陇的社会权力格局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

晚明在冠陇显赫一时的李氏家族展界之後未曾迁回居然杳如云

眕在後来的文献眧毫无??可寻冠陇至今
%

有李氏祠堂现在居住在下

社的李姓居民是清代中期才从附近乡村迁入的程姓和
/

姓也比晚明衰微

了程氏的衰微与宗族的经济支柱在明清易祚的过程受到的打击有关这

一事实在冠陇《程氏和庆堂家谱》的〈世次考〉和〈懿行考〉眧面很清

楚地被记
1

下来天
-

崇祯年间在神山景观和冠山古庙的建设中表现相当

活跃的程大道和程制命（冠山九世）祖父一辈（冠山七世）已经开始从事

商业活动瑒瑧　父亲一辈（冠山八世 ）继承了家族的商业传统程大道的祖父

继汤在经商过程遇海难身亡他的父亲如
9

还是继续从商瑒瑨　这一代的事业

权力递夺 １７

瑒瑤

瑒瑥

瑒瑦

瑒瑧

瑒瑨

关於潮州迁海的研究可参
:

饶宗颐〈清初潮州迁界考〉原载１９４７年汕头《大光报
方志盷刊》第３１３２期又见

.

挺编《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汕头汕头大学

出版社１９９６）马楚坚〈有关清初迁海的问题———以广东
"

例〉载氏著《明清

边政与治乱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陈春声 〈从 ?倭乱 ?到 ?迁
海?———明末清初潮州地方动乱与乡村社会变迁〉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

丛（第二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２００１）
.

挺 〈清初迁海事件中的潮州宗

族〉《社会科学》（上海）２００７年第３期
《神山全集》卷４〈诗歌集〉保留着很多澄海县官员的吟盳之作自康熙王岱乾
隆金廷烈到嘉庆李书吉都见著

1



以现在冠陇存留的清末旧抄《卢氏族谱》
"

例从大约相当於康熙年开始的第１８世才
有比较完整的男丁记

1



参见《程氏和庆堂家谱》〈世次考第三〉?一十四世（在冠山
"

七世）?希旦

继睶（程制命的祖父）继汤 （程大道的祖父 ）等人传记又 〈懿行考第四·行轩公

传〉载?行轩公笃之
"

人蒙泉有赞曰与人交易财上分明?〈沧波公（继睶）

祭文〉载?於戏吾公出自右族世德相奕陶朱化邻仓庾维亿公之创垂亦可

谓隆矣?该谱据民国重修本铅印印刷地点与时间不详

《程氏和庆堂家谱》〈懿行考第四·东衢公祭章〉载?公讳如
9


)

号东衢父月

峰公生理外归道经洋海舟覆身亡夫父拚命求财卒之财破而身亦毙孱孱弟兄

家计淡如不得已鬻其配陈氏薄奁服商贾事?

Ｃ
Ｍ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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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比上一代有所发展程大道的堂叔程如昶童年进学未能在科举方面有

所成就转而经营盐铁生理积聚了巨大的财富瑒瑩　程氏家族因而有了积极

参与神山景观建设和冠山古庙复建的经济支柱明清之际的动乱显然使程

氏家族赖以获利的盐铁生理日渐
'

落族谱记载程制命第三子程
(

?值
)

贼作乱乙酉岁（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往广省对银银至家不数月旋报身□

年□月□日'

於省城某处铁炉
$

?程大道的侄子程泌 ?乙酉年 （顺治二

年１６４５）
)

海如作乱因乏日食往广省对炉帐回家就病於本年正月

初十日终?瑓瑠　因
"

战乱倚赖商业经营支撑的家族显然更容易
*

败而动

乱过後冠山古庙重建竟是靠着一位原来同这座庙宇全无关的太学生杨

茂时瑓瑡　

科名仍然是地方权力的基础但是人丁勇力和财富在地方权力的掌

控方面变得愈来愈加重要了

明代在冠陇乡的地位?不起眼的卢氏家族在展界以後的地方资源
+

夺

过程通过宗族成员的吸纳人丁逐渐兴旺起来成
"

本乡最有影响力的豪

族之一

卢氏宗族的始祖是宋神宗元丰间太子中舍卢侗卢侗号文肃宋仁宗时

１８
!

挺

瑒瑩

瑓瑠

瑓瑡

《程氏和庆堂家谱》〈懿行考第四·萧庄公（程如昶）行略〉
,

他?弱冠童试受

知郡邑大夫经两督学不售移居府城
-

业计然以盐铁起家生平笃信义重

然诺人多爱之朝夕经营乃获其息?〈世次考第三〉?一十五世（在冠山
"

八

世）?〈程如昶小传〉更具体讲到?起家数万金?

以上两则小传均见《程氏和庆堂家谱》〈世次考第三〉?一十七世（在冠山
"

十

世）?

蔡端〈改建广灵庙记〉载《神山全集》卷３〈艺文集〉冠陇杨氏的来源我
们在田野调查中访问过被认

"

对本族历史最
"

了解的杨姓退休教师据他报告现在冠

陇杨姓百馀
.

有三个来源一支是宋末跟帝籨入潮定居东湖分派冠陇另一支是明

代正德间龙溪进士杨?的儿子避祸以过继的理由来冠陇与上一支派已经混一不分

第三支是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进士杨锺岳的大儿子尔德公从海阳仙乐（上莆都属村）迁
来冠陇居住衍派分

"

四房只有二四房繁衍至今蔡端的 〈改建广灵庙记 〉
,



?太学生杨茂时者乃太史大山公之大??大山是杨锺岳号锺岳中进士後入翰林

院
"

庶吉士故〈记〉称太史???字《汉语大字典》引《字补》
,

?音胆义

未详?疑是误抄因
"

这个误字我们无法弄清这句话的语义杨茂时和杨锺岳的关

杨茂时与尔德公是否同一人也就弄不清楚综合康熙《潮州府志》康熙《澄海

县志》雍正《揭阳县志》雍正《海阳县志》和蔡端〈改建广灵庙记〉的记载可以

了解这一支杨氏原籍澄海苏湾都康熙三年（１６６４）澄海迁界
$

迁至揭阳杨锺岳

之父杨昌时捐资在榕西筑围保全乡族数百人展界後杨茂时一支迁来冠陇来定居

而杨昌时杨锺岳一支迁到仙乐未曾迁回澄海

Ｃ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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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福建九龙江?学来潮寓居潮州城北嘉?时举乡荐释褐
%

官到元丰

间以太子中舍致仕卢侗有四个儿子长詗次昱三景四星分称承

从受
%

四房冠陇濒临韩江卢侗归隐之後带领乡民筑堤修涵束水

归漕堤
$

围出跃龙桥下潭水５６亩人称中舍潭归隐之前他在潮州府城

也置买了
+

业嗣後冠山
+

业由二房卢昱分管传承府城
+

业则分给其他

三房此後二房子孙又按丁派钱买下跃龙桥上潭水２３亩总计全潭７９

亩每年养鱼取利作
%

全族课
,

祭祀的费用明末清初潭
+

砯有外姓

'

?结果终
%

卢氏所有瑓瑢　康熙四十四年（１７０５）冠陇卢氏兴建了大宗

祠到康熙五十八年（１７１９）祸起萧
-

之
$



族殃又串武举卢基永冒
"

景房之裔再控惠潮道批仰防厅

魏主讯详彼用倒赂诡计激怒魏主致将课管六百年之祭潭断

"

四房公共当时基永等举贡生监俱齐又得天时富且多

丁纠集四方之姓卢者拥据祠
#

意在??全潭冠陇虽得地

利人丁稀少不及十之一二然而
"

势所迫老者益壮弱者

反
$

义可公一夫拼命乌合之
%

莫当而又振臂一呼杀伤者裹

足乞命逃亡者四顾远望追奔逐北灭?扫尘矣瑓瑣　

这一次的
'

执很有意思
'

?者武举卢基永等自称是卢侗其他房派的子孙

又有功名财富和人丁的优势呈控於官府由署潮州海防同知饶平县令魏

沅讯问把中舍潭判
%

四房共有然而当卢基永等纠集四方卢姓挟官威来

到冠山冠山卢氏
.

出人意料诉诸暴力以弱胜
/

把
'

?者赶走

翌年冠山卢氏申诉於惠潮道批回潮州府查报潮州知府张自谦维持

海防厅原判嗣後两造相持不下潭塘
0

荒祖祠春秋失祭乾隆元年

（１７３６）又有卢家祯?冒
%

景房子孙雇图濠乡曾姓多人拥带网船恃

1/

欲劫捞然惧我族人丁与前不同癋人人协力志在拼命彼
1

参

差未敢擅动?瑓瑤　这时冠山卢氏下
2

定夺回中舍潭以跃龙桥上潭塘
%

质将祭业典卖银两由族人卢孟可赴省控诉复有同乡嫡亲府吏卢殷宗

权力递夺 １９

瑓瑢

瑓瑣

瑓瑤

以上参见嘉靖《潮州府志》卷７〈人物志·卢侗传 〉《冠山卢氏家族谱 》〈世系
篇·始祖侗公传〉〈大事记·历代中舍潭源流侮详记〉

佚名〈历代中舍潭源流侮详记〉载《冠山卢氏家族谱》（《冠山卢氏家族谱》编

修组２００５）〈大事记〉
佚名〈历代中舍潭源流侮详记〉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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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助同往到乾隆四年（１７３９）广东巡抚王
3

重审了案件把中舍潭断还

给冠山卢氏次房照旧管业这场拖了二十多年的官司至此才真正断结乾

隆六年（１７４１）冠山卢氏又呈请将判祠勒石以垂永久得到批准这就是

今天
4

在冠山卢氏宗祠眧的〈奉抚宪大老爷王复文肃公遗昱祖祭潭碑记〉

在中舍潭的
'

夺事件中冠山卢氏次房不但保有了地方资源宗族力量

也在这个过程壮大了一方面是迁海动乱中流落它乡的族人归宗另一方面

是派系不明的同姓乡亲以合约捐银的形式入族 〈历代中舍潭源流侮详

记〉中有这样的附记

一附长房十七世毅然公十九世玉臣公均文肃公嫡裔因年

代久远系次失修斥地之後创居冠山仙龙等乡与先辈共相敬

爱情同至亲乾隆元年?派卢家祯
&

?潭塘毅然公第四子殷

宗公出身与家祯互控二年又同孟可公往省三年祭潭控复於

是殷宗公恳告族
%

愿捐银六十两帮助讼费入附长房族
%

乐愿

殷宗公等立约议明毅然玉臣二公派下子孙预祭分胙分鱼其

二公兄弟之子孙不得预分银六十两即交孟可公收藏?
'



一附二房十六世俊生公之长子君耀公因康熙二年斥地父子

分散君耀公寄居郡城鱼苍庙愿就养育继嗣陈姓之後复地以

来俊祖次子时长三子时
(

根寻请君耀公归宗公不忍养父
)

嗣抹第三子英臣继陈姓之後长子世臣次子虞臣归卢子孙历

年节祭抵祠拜祖分胙分鱼?
'

瑓瑥　

可见复界後潮州沿海地方的资源
'

夺使得那些原来离散或者未有归属的

人口加入到宗族组织中来导致了地方权力格局的变化

据族谱记载冠陇卢氏传至七世分长二两房长房祖碧涧公生四

子衍分三房二房祖若川公生三子衍分两房但各房公祖记
5

实际上

要到第１８世也就是康熙中期後才有相对比较完整的记
5

瑓瑦　我们也可以

２０
!

挺

瑓瑥
瑓瑦

佚名〈历代中舍潭源流侮详记〉附记载《冠山卢氏家族谱》

旧族谱抄本一开始就是〈历代中舍潭源流侮详记〉後面是世系表人物行?附在世

系表中其
$

容与新族谱相近由於
!

有序跋一类资料编写时间不明其世系载至２３
世而不全编写时间应该在道咸之间编写者世辈

%

２１世最有可能这时离开明清易鼎
近二百年上溯五代世系可以得到比较好的记忆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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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观察到卢氏宗族在清代的人口发展趋势瑓瑧　皍据族谱记载统计如

下（见表３）

!

３
"#$%

１７—２５
&'&()*+,-.!

１７世 １８世 １９世 ２０世 ２１世 ２２世 ２３世 ２４世 ２５世

长

房

长 １ １ ２ ８ １３ ２０ ３３ ２１ ２９

二之长 １ １ ２ ５ ７ １３ １４ ２０ ３０

二之二 １ ３ ４ ７ ６ ４ ３ ３ ３

二之三 １ ３ ９ １５ １４ １８ ２２ １１ １２

三之长 １ ５ １０ ２１ ３１ ３０ ３３ ４０ ４４

三之二 １ ２ ７ ７ １２

二

房

长之长 ３ ５ １１ １７ １２ １２ １２ ９ １１

长之二 ６ １２ ２３ ４２ ４１ ５０ ５１ ５０ ７０

二之长 １ ２ ７ ２７ ５１ ５９ ５６ ５５ ８３

二之二 １ １ １ ２ ４ ２ ２ ４ ４

三　 房 １ ３ ３ ５

合　 计 １６ ３３ ７０ １４６ １８６ ２１６ ２４１ ２１６ ２９１

注附入族中的１７世毅然公一派即世系中的长房三之长它从一开始就是长房中人数最

多的一支１９世玉臣公一派即世系中的长房三之二这一支在旧谱中只记到２３世新谱

编写时只能自３０世前推到２６世中间有两世失记归宗的１７世君耀公１８世世臣公和虞臣

公及其後裔归入二房长之二一支另三房的世系是从２２世锡龄公才开始的据族谱记

载锡龄是道光举人这一支很可能是这时附入族中的

康熙年间
'

夺中舍潭的故事发生在卢氏１７—１９世公祖身上当时全族

丁口在百人上下乾隆到道光年间 （２０—２３世 ）卢氏宗族丁口有较快的发

展到道光间总数估计在６００人左右在人口增加的同时开始有族人外出

经商例如族谱载长房长２０世翘高公?太学生少勤举业长负文名

科场窘步学有斐声姑苏寄?贸易劳形出其诚信日致丰盈?是一

权力递夺 ２１

瑓瑧 由於《冠山卢氏家族谱》世系表中
!

有登记人物的生卒时间把１７—２５世公祖的记
5

区

间定
%

清代（１６４４—１９１１）只是一个大体的估算因
%

在族谱的登记中可以看到各

个房支落代快慢的不一状癋到２００５年旧年底新谱编成时有四个房支传至３０世四
个房支传至２８世两个房支传至２８世而一个房支只传了２７世再考虑到族谱记

5

不能

详尽的情癋我们只可以从这些资料得到这个宗族的人口发展趋势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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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儒就商的成功者他的儿子
6

佑公继续?经商
7

郡?
6

佑四个儿子

都有捐职或者进泮的记载族谱又载二房长之二２４世其城公?经商琼南以

成家业???加捐州司马敕授儒林郎?其弟其美公则与哥哥?同创基

业其城公发?琼南家成巨富公在家经划诸务如建专祠设家塾广

田宅课督子弟诸大端无不次第举行?他们的儿辈也都有捐职或者进

泮的记载瑓瑨　

显然乾嘉以後潮州海上贸易的发达加速了本地从商人口的增加和财

富的积聚拥有大量财富的商人可以通过捐纳获得功名有能力建构起自

己的宗族也导致了地方权力格局的变化冠陇下社的郑氏宗族的兴起和跻

身八大姓之列其基础即在财富的积聚田野调查中我们在冠陇郑氏勤贻

堂上供奉的高祖照片四边抄
5

下原来由郑氏１７世裔孙家福用钢笔题写的资

料资料载

公乳名利号丛山校希通生於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岁十一月

十三日子时终於道光二年壬午岁八月十□日子时享寿六十七

岁皇恩砯赐诰封通政大夫议
*

兵备道加三级娶杨氏妈符

氏妈杨氏妈冯氏妈……（符氏）妈二十□岁生泽南公三十

三岁生泽昌公四十岁生泽芝公泽南公行□□□道光十三年岁次

癸巳八月在冠山乡建丛祖公祠五座?四座大厝两座南湖书屋

道光廿二年建郑氏宗祠招徕各宗亲来冠山聚居於是郑氏世族由

来耳

郑利原籍海阳南桂都迁居冠陇从事洋船贸易发家捐官鬻爵成
%

一方

豪富其子泽南道光十三年 （１８３３）
%

他建了祠堂到道光廿二年

（１８４２）郑泽南又建了郑氏宗祠?从原籍招徕宗亲到冠陇居住郑氏因

而成
%

冠陇大族

从三山王
8

保留下来的乾隆捐修新溪涵堤碑记和清代两次重修庙宇捐款

题名碑记可以看到乾隆以後冠陇乡宗族力量的变化

乾隆三十六年（１７７１）〈题捐修筑新溪涵堤碑记 〉中所记捐款情癋如下

（见表４）

２２
!

挺

瑓瑨 《冠山卢氏家族谱》〈世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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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社

姓　　氏
#

程 曾 辛
7

高 宋 杨

捐款人数（人） １ １ １ １ ３ １ １ ６

捐款数目（元／文） ０／２５０ １／０ ０／１０００ ２／０ ０／９００ ３／０ ０／３００ ９５／０

下

社

姓　　氏 周 许 卢 林 张 洪 陈 郑

捐款人数（人） ８ １０ １３ ２ ７ ２ ７ ４

捐款数目（元／文） ０／７６００ ２１／１０００ １３／３７００ ４／０ ６／２１５０ ４／０ ７／１３００ ５／０

注原刻题名按捐款数排列可推知当时银钱比价
%

１元／７００文另周氏有一人捐工２０个

工价不明未计入表中郑氏四人碑中写明是临乡仙溪盖当时郑利尚未迁居冠陇

新溪涵在冠陇乡建於明万九年 （１５８１）前後引水灌溉下游中下

外莆两都田园乡绅周宗礼有碑记瑓瑩　由於涵沟引水灌溉田园广及两都

?向来修筑就田徵派前人已有确议成规勒石有据 ?乾隆三十五年

（１７７０）洪水砯作地方崩
&

涵沟淤塞两都绅衿又协商修筑冠陇和仙

溪乡应负担工费的三分之一 ?预派应出田亩但春耕期迫诚恐摊派零

星
9

延岁月皕就乡中
1

议请捐 ?乡中绅士 ?一时急公筑输咸

集?瑔瑠　完工之後立碑题名存照

这时下社的周卢许三个宗族不论捐款人数还是款项数额都处在前

三位其次是下社的张陈两姓和上社的杨姓而上社其他各姓远远不能与

之相比

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重修庙碑〉和同治四年（１８６５）立〈甲子重修

庙碑〉中所记捐款情癋分别见表５表６

权力递夺 ２３

瑓瑩

瑔瑠

嘉庆《澄海县志》卷１２〈堤涵〉周宗礼〈筑南堤新溪涵碑记〉见嘉庆《澄海
县志》卷２５〈碑记〉又见《神山全集》卷３〈艺文集〉
据附

5

〈题捐修筑新溪涵堤碑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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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社

姓　　氏 郭 韦 程 曾
1 3

魏 叶 杨 合计

捐款人数（人） ２ １ １ ２ ２ ２ ２ １ ２ １５

捐款数目（元） ２ ０５ ２ ８５ ２５ ２ １ １ １ ２０５

下

社

姓　　氏 周 许 卢 林 张 洪 陈 郑 合计

捐款人数（人） ６６ ７１ ６３ ２５ ３３ １４ １３ ８ ２９３

捐款数目（元） ９６５ ９６ １４４ ２１ ６０ １５ １３ ７７ ５２２５

注卢姓捐款人又有五个是以小宗或房份的名义卢思敬堂卢承
6

堂卢树德堂卢双

桂堂卢馀庆堂郑姓也有一个是用郑氏宗族敬本堂的名义而程氏的捐款只用本宗族和

庆堂的名义

!

６
FG;<=1>?@A'B0CDE

上

社

姓　　氏
3

魏 韦 曾 杨
1

方 刘 余 王 合计

捐款人数（人） ３ ２ ３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５

捐款数目（元） １５ ２ ６ ７５ ３３ ０５ ０５ ０５ ０５ ０５ ２２８

下

社

姓　　氏 周 许 卢 林 张 洪 李 陈 郑 合计

捐款人数（人） ４１ ４４ ６５ １５ １９ １３ ５ ６ ３２ ２４０

捐款数目（元） ６４５ ６７ １０１ １８ ３８ ２２ ３５ ９５ ４６５ ３７０

注卢姓捐款人有七个是以小宗或房份的名义卢思敬堂卢承
6

堂卢树德堂卢双桂

堂卢馀庆堂卢贻盛堂卢纯嘏堂许姓捐款人有两个是以房份的名义许恭己堂许

嘉猷堂郑姓除了用郑氏族宗敬本堂之外郑□□堂也是以房份的名义林姓用宗族永世

堂的名义另外曾杨两姓用社的名义或者是族人组织的拜神社

２４
)

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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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５表６可以看出三山王
2

的重修者虽然名义上是?合乡绅衿?

而捐款主要出自下社几个大族瑔瑡　周卢许三族在捐款人数和款项上还是

处在前三位张陈两姓又紧跟其次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新迁入的郑

利家族已拥有财富的优势但是家族人口显然不能与大族相称这也许就是

当年郑泽南兴建宗祠招徕族人来居的动因数十年後这种努力显然有了

成效郑氏捐款人数大增两项数字都已经超过张陈两姓

这些例证表明乾隆以後在冠陇乡村的公益捐款活动中无论是捐款

人数还是款项方面上社远不能与下社相比随着宗族力量日见
(

大下社

俨然全乡的中心所在瑔瑢　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动对冠陇的民间宗教活动
#

生了

深刻影响

到了咸丰年间冠陇的民间宗教有了另一次大变化这就是一直延续

到今日的所谓?五夜份?和?六股头??神赛会规则的确立至迟从这个时

间开始上社的乡民不再以独立的身份参加乡中神明的巡?活动他们分
7

组成五个份头在正月十一到正月十五这五个晚上轮流到冠山古庙祭拜神

灵通宵达旦乡民称之
!

?五夜份 ?瑔瑣　?神赛会活动完全
!

下社几个姓

氏所控制下社八大姓周卢许林按姓氏各
!

一股张氏合洪氏
!

一

股陈氏合郑氏
!

一股共分六股称?六股头?

同时天后圣母和关圣帝君在冠陇民间宗教活动中的地位已经有盖过

三山国王的势头

现在冠陇的?天后
2

?建在神山东北坡这个地方应该是神山天后
2

的

原址历史上天后
2

曾经迁建在今天冠山古庙的左旁《神山全集》就
8



天后
+

旧在桂阁之旁今徙建明贶庙之旁瑔瑤　

《神山全集》卷前神山图?西南?一幅所绘天后
2

就与冠山古庙?排据

乡民传
8

天后是宋时冠陇林氏从福建请来的然而?天后圣母?分明是

清代以後才有的尊称?关帝庙?建在神山东北坡偏东驻云亭原址距天后

权力递夺 ２５

瑔瑡
瑔瑢
瑔瑣

瑔瑤

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重修庙碑〉纪年後面有?合乡绅衿?署款见附
.

２
根据２００１年的田野调查及冠山乡老人组主要负责人之一林老先生的报告
据２００１年乡民林ＺＦ先生的报告解放後冠陇所有庙宇的祭祀活动完全停止１９９０年
以後民间信仰活动重新出现时冠山古庙的 ?守夜 ?活动也不再进行现在上社

?五夜份?如何划分已经无人知晓

《神山全集》卷２〈建置集〉附纪?天后
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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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远虽然晚明李氏兄弟修建驻云亭时已经有把它改成关庙的打算但

是可以断定庙宇是清代才建起来的因
!

?关圣帝君?同样是清代的封号

?关帝庙?的兴建或许同清代的驻军有关瑔瑥　

这两座庙宇都很小管天后和关帝在清代都是朝廷屡加
9

封的正神

冠陇的这两座庙在嘉庆《澄海县志》的〈祀典〉中
'

不见记载反不如未见

朝廷典章的三山国王瑔瑦　不过这两位砯受皇封的神明在冠陇的?神赛会

活动中有着比三山国王更
!

尊贵的地位更值得关注的是三山王
2

中从

祀的注生娘娘在迎神赛会中能跟天后圣母平起平坐

冠陇每年正月的?神赛会是这样进行的在下社的?六股头?中由一

个股头负责天后圣母和注生娘娘俗称 ?正忠君 ?一个股头负责关圣帝

君俗称?副忠君?其他四股负责古庙和大
2

诸神灵负责?正忠君?和

?副忠君?的两个股头要在祠堂设厂迎神供奉杀
:

赛会其他四股头

只负责三山国王诸神的巡?

每十二年中周氏卢氏许氏和林氏要设厂四次供奉 ?正忠君 ?

?副忠君 ?各两次张氏洪氏陈氏和郑氏则各设厂两次供奉 ?正忠

君??副忠君?各一次轮值如表７

!

７?
HI

?
JKL;MNOPQ

时间 股头姓氏 时间 股头姓氏 时间 股头姓氏 时间 股头姓氏

鼠年 周氏许氏 牛年 卢氏张氏 虎年 许氏林氏 兔年 洪氏陈氏

龙年 林氏周氏 蛇年 郑氏卢氏 马年 周氏许氏 羊年 卢氏洪氏

猴年 许氏林氏 矱年 张氏郑氏 狗年 林氏周氏
:

年 陈氏卢氏

注姓氏在前者供奉?正忠君?姓氏在後者供奉?副忠君 ?又李姓附於洪姓合
!

一

股

据
8

这样一个?神赛会的轮流盷期是咸丰年间在一位被村民们称作

周剑爷的周姓绅士主持下订立的规矩瑔瑧　

这样一个安排的背後隐含着下社各姓宗族势力的
(

弱对比周卢

２６
)

挺

瑔瑥
瑔瑦

瑔瑧

清代冠陇有兵丁驻防见康熙《澄海县志》卷１１〈兵防·关隘〉
嘉庆《澄海县志》卷１６〈祀典〉载冠陇庙祠三计有广灵明贶庙文昌祠和朱子
祠神山天后

2

和关帝庙皆不见记载唯关帝庙见於卷首八景图中的?冠山环翠?图

据２００１年田野调查时冠山乡老人组另一负责人卢老先生的报告除了订定?神赛会规矩
的口传故事这位周剑爷的生平事矦甚至他的真实名字已经无从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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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三姓宗族力量的
(

大我们通过上文的分析已经知晓人丁和财富足以使

这三个宗族在每个盷期中有四个机会把神明?请?到祠堂来至於林姓
!

何

也有这样的地位长老们都
8

天后是林氏的祖姑原来每年?神天后都由

林姓抬出巡境的因
!

这样订立新规矩的时候林姓获得和周卢许三

个宗族一样的份额

冠陇的?神赛会在每年元宵後的正月十七至二十日举行具体活动有一

个明细的安排

正月十七日上午?六股头?中两个值年股头分
7

到神山的天后
2



关帝庙和三山王
2

恭迎天后关帝和注生娘娘的圣驾到自己的祠堂供奉

十七日下午?三山王
2

?的福德老爷出?俗称?土地爷洗路?十七日

晚值年股头以家庭或者邻里
!

单位宰杀大
:

把大
:

供在祠堂埕祭拜神

灵俗称?赛大
:

?

十八日 古庙和大
2

的三山国王和从祀诸神出?十八日晚天后圣母

和注生娘娘出?

十九日关圣帝君出?

二十日在值年股头的祠堂眧驻厂的神灵起驾回庙

把庙眧的神明?请?回宗族的祠堂眧祭拜在潮汕很多单姓村落都是常

见的做法在这些农村社区中以祠堂
!

表徵的血缘组织的力量显然超过以

庙宇
!

表徵的地域组织

冠陇?非一大姓统制的宗族社区不同姓氏乡民之间的社会组织是通

过民间宗教活动而建立?得到维的?六股头??神赛会规则的确立天

后关帝注生娘在各大姓祠堂眧轮流驻厂都
8

明民间宗教活动在社区中

的作用已经
!

一种有序的宗族活动所渗透

正月十七日进行的两座三山国王庙诸神出?也充分展示了下社宗族的

势力十七日一早古庙诸神从神山出
2

後沿着陇巷往南来到大
2

前面

的广场与大
2

诸神会合之前必须绕道在许氏宗祠面前转一圈从虎门

进入祠堂埕再从龙门离开两庙神明会合後开始巡?出?时诸神排列

顺序如下前面是冠山古庙的福德老爷巡抚总督佘道老爷化王爷三

王爷二王爷大王爷再接三山王
2

的福德老爷巡抚总督化王爷三

王爷二王爷大王爷诸神巡行的路瞃通常是这样安排的大
2→印池→

古巷→寨;→神山?神队伍在神山用过午餐下午的路瞃是陇巷→茂松

巷→池圈→茂松巷口队伍在茂松巷口散去神明各自回驾归庙从大2

出

发到印池这一段路沿着中舍潭的左岸走必须经过林氏宗祠周氏祖祠

权力递夺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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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祠）和火烧祠 （老祠 ）卢氏宗祠这是冠陇林姓周姓和卢姓的公

祠也是这三大姓摆厂的地方瑔瑨　绕过印池从古巷进入寨
;

沿着寨
&;

下

前往神山这一路又经过洪氏祖祠陈氏宗祠和陈氏小宗祠陈氏宗祠是陈

姓摆厂的地方下午的路程先走陇巷这是古早时
<

贯冠陇南北最大的路

道在上社一段有程氏家庙和
1

氏宗祠但?神队伍到了下社不再走陇

巷改道通过茂松巷来到位於乡中心的一串池塘绕池塘巡?一圈俗称

?营池圈?清代下社洪姓张姓郑姓摆厂的祠堂洪氏宗祠张氏大宗祠

和郑氏宗祠还有郑氏丛祖家庙卢氏顺祖祠都建在这串池塘的两旁瑔瑩　这
种?神路瞃的设计显然反映了下社宗族势力对民间宗教活动的影响

由於乡村宗族力量的壮大冠陇到清代中叶已经转变
!

典型的宗族社

区而?六股头?制度的确立又从相反的方向
8

明宗族力量的壮大同时

也有效地维持了民间宗教活动在多姓氏社区中所发挥的社会功能

R


ST


UVWQ"#XYZ[\M]^

上文对明清时期冠陇乡的民间宗教活动做了介绍从宗教景观和宗教仪

式两个方面可以了解到这个乡村民间宗教活动的变化透过这种宗教景观

和宗教仪式变化的映射我们得以观照冠陇乡权力格局的递夺如何体现
!

权力中心在地域上和宗族间的漂移?进一步去思考和分析更加深层的最

终是由於整个社会的变迁造成的权力基础

我们从两个层次去看待冠陇乡的权力递夺首先是乡村整合的权力由宗

教信仰组织让渡给宗族组织其次是随着宗族组织权力基础的多元化下社

取代了上社成
!

乡村的权力中心

整个权力递夺过程是由宗教景观的变化开始的从我们可以较
!

清楚了

解的冠陇地方历史的开始冠山古庙是全乡唯一
!

乡人共同拥有的主神庙

它的乡庙地位的确立应该与神山的地理位置有关管当时本地士大夫在

庙记眧
(

调国王爷有功於隋受封於宋瑖瑠　但是三山国王在明清两代毕竟未

２８
)

挺

瑔瑨

瑔瑩
瑖瑠

冠陇周氏有上周和下周两个不同来源的支派各有自己的祠堂清代两支联宗之後建

了周氏大宗祠（老祠）?神摆厂在老祠前後老祠
=

於火被称作?火烧祠?周氏

的神厂改在民国年间才建的周氏祖祠（新祠）

根据２００７年伴同我们进行田野考察的卢ＪＨ先生及其母亲的介绍
程大道〈重建广灵明贶庙记〉载《神山全集》卷３〈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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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受过朝廷
!

封三山国王庙还常常被地方官师视
"

淫祠瑖瑡　由於神山
#

下

冠山书院和乡约所的创建县官的经常?临和士大夫们对神山文化景观的

开发神山成
"

冠陇乡的政治文化中心冠山古庙也受到士绅和官师的关

注重修之後碑记的撰写和文献的记载都使它获得了政治正当性然而

这种权力基础既然可以经由教育科举和与官师的接近来获得当居住在下

社的周卢许张各姓出现了一批当过官的缙绅进过学的绅士和受官

府任命的乡官的时候他们也有条件利用这种政治正当性来分享权力建起

三山王庙於是冠陇乡同时?存着两个村落共有的主神庙标示着村落的

政治权力被下社
$

大姓侵夺瓜分了一部份一直到迁海展界之後两座庙

宇的地位似乎不分伯仲这也许跟冠陇乡的地理形态有关从景观上神山

这时候仍然是冠陇的文化中心

造成权力递夺更加激烈的原因最直观的是在经历明清之交长期战乱之

後上社和下社宗族力量对比上的变化受到明代後期华南地区出现的?宗法

伦理庶民化?趋势的影响瑖瑢　展界後下社周姓许姓宗族迅速复兴卢姓

陈姓洪姓宗族相继崛起晚明在冠陇乡地位显赫的上社李姓家族
%

在动

乱中完全陨落程姓
&

姓与前明比较似乎也衰飒不振瑖瑣　更深入去追究

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源於宗族集团获取地方控制权的权力基础的多元化

晚明清初是潮汕史上重要的转型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乡村宗族建设的普遍

化是这一期间最重要的转变由海上贸易所推动的本地商品经济的发展

开始於晚明瑖瑤　甲乙之间因
"

本地豪
'

的把持而延续不断瑖瑥　到清代海禁开

放之後本地经济几乎全
"

商业发展所左右经济形态的转型让商人和专

权力递夺 ２９

瑖瑡

瑖瑢

瑖瑣
瑖瑤

瑖瑥

陈春声〈地方神明正统性的创造与认知———三山国王来历故事分析 〉载郑良树主

编《潮州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２）科大
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

础〉《历史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３期
程氏家庙到乾隆年间才择地重建

&

氏宗祠则到民国二年（１９１３）才建成
康熙《澄海县志》卷１?山川·海上八景?条载王天性八景诗其中有 〈破浪风
帆〉一首 ?贾船商艚万里通乘风波浪似飞空回头笑指楼船锁袖手

(

谈
)

海

功?依诗题?波浪?疑是?破浪?之误王天性是万《澄海县志》主纂此诗疑

原刊於该志而
"

康熙 《澄海县志 》所?王 《志 》修於万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

（１５９５—１５９６）其时正值月港开港诗歌描绘了澄海海上贸易的繁荣?嘲笑了海禁
政策的失败

参
*

黄挺〈１８６０年以前的潮州海外移民以族谱资料
"

中心〉第二节的论述载《海交

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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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经济作物的地主得以积聚大量财富?借此建祠构屋招徕族人聚居

结成宗族在乡村宗族普遍化的情境下财富人丁和勇武也成
"

一个宗族

势力
'

弱的尺规乡村宗族不再完全控制在接受过正统教育的绅衿手中冠

陇下社宗族力量的提升就是入清以後人口增长和商业经济发达造就的结

果

虽然我们已经无从了解原先的合乡?神活动如何进行不过延续到今天

的冠陇乡?神规矩至迟从咸丰年间已经开始在这种民间宗教仪式中冠

山古庙地位明显下降让三山国
+

凸出了更加明显的村庙特徵如果我们把

下社这种八大姓轮流摆厂?神的制度化了的活动看做是在一个组织下面有

秩序地进行那麽我们可以把这个由八大姓掌控的组织看做一个民间拜神

组织同时也是一个?非大姓统制社区?的宗族联盟在祠堂设厂更是展

现出冠陇的乡村社会控制权力已经由宗教信仰组织让渡给宗族组织?且掌

握在下社精英手眧而把上社的精英排斥於附庸的位置

实际上乾隆中期以後随着经济的转型和科举的衰落瑖瑦　冠陇乡村精

英的成分和权力基础已经跟顺治康熙之前有重大变化财富人力资源和

尚武的程度成
"

地方控制的主要权力基础拥有更多人力资源的豪
'

和富

有的商人控制了宗族进入精英阶层

可以
,

在冠陇乡权力递夺的表徵是民间宗教权力递夺的关键和实质

还是宗族力量的兴衰在这个递变过程中政治正当性仍然是精英掌控地方

社会的重要权力基础文化传统是获取政治正当性的资源林氏宗族正是靠

着天后的祖姑身份而得到与周卢许三大姓?列的地位卢氏把在几代人

在府衙充当吏员的长房毅然公一派纳入族中郑利多次捐纳?皇恩砯赐

诰封通政大夫议
-

兵备道加三级?也都是
"

了取得这种政治正当性的资

源?国家?的权威依然存留?被精英们所揭
.

其表徵即
"

拥有更加鲜

明的?国家化?身份的天后和关帝成
"

祭拜和?神的主角其地位显然已

３０
!

挺

瑖瑦 地处韩江三角洲下游的澄海县有久远的海洋经济传统在明代海禁制度下农业逐渐

成
"

经济主流建县不久月港开港澄海的海上贸易复兴即使在明清之交动乱中也

未曾断
/

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撤销闽浙江三海关贸易
0

海关独存广东地方

的海上贸易更快发展在澄海海洋经济取代农业成
"

主流参见嘉庆《澄海县志》

卷６〈风俗·生业〉很值得注意的是科举随着这种经济转型的衰落整个清代
澄海县考上进士的一共是２１人其中前四朝登科的２０人嘉庆以後五朝登科的只有一
人

1

一个参照点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以前登科的有１７人之後有四人据江庆柏
编著《清朝进士题名

2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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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座村庙的三山国王之上不过在晚明至顺治康熙之时国家权威是

通过官师和绅衿们讲学行约这一类行
"

直接地实质性地得到体现到了

乾嘉以後 ?国家 ?的权威已经
(

化而表现
"

观念形态方面的影响了由

此我们可以感受到明清时代乡村社会的历史与文化变迁

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後冠陇各姓祠堂大多开始重新修葺下社八大姓

和上社的?老年人协会?（俗称?老人组?）陆续建立由这些老人组派出

的代表组成乡老年人协会 （又称 ?冠山老人理事组 ?）在老人们的努力

下古庙大
+

和天后
+

关帝庙也在１９９２年重修冠陇中断了近四十年的

?神活动重新举行老人组的主要职能除了组织祠庙的修建工作之外就

是
"

?神筹募经费在?神过程负责清洁?置祠堂安排?神队伍和祭祀活

动招待回乡的海
3

外乡亲瑖瑧　

在上述过程中又可以观察到一些有趣的变化

?神活动基本上按照周剑爷订下来的老规矩举行?六股头?的组织

神明在祠堂坐厂和传统的?神路瞃似乎可以昭示宗族势力的重兴大
+

福

德老爷的?洗路?注生娘娘的
4

位?正忠君?也让人感觉到大
+

的地位

高於古庙但是在几次田野调查的观察和访谈中我们非常清晰地了解

到大
+

在乡人心目中的地位实际上已经不如古庙

上面已经提到古庙和大
+

都是在１９９２年重修的但是古庙是由冠山

老人理事组主持发动海
3

外乡亲捐资重修的大
+

重修只是由泰国乡亲卢

两城一家捐款在２００１年?神过程的调查中我们在冠山古庙门面
5

上抄
2

到一纸通知

通知

本境天后圣母注生娘娘关圣帝君以及古庙大
"#

神

位因年久神容不美现在重新修整神容定於正月初四开光

请各知照

神事组织　　十二月二十六日瑖瑨　

权力递夺 ３１

瑖瑧

瑖瑨

当然是以海外乡亲
"

主体冠陇是潮汕著名侨乡之一据乡老人组的负责人介绍乡现

有人口一万多人而仅仅在泰国的华侨人数就有两万多人１９８０年以後乡中诸多公共
设施建设都是华侨捐资建成的

神事组织在乡民口中被称做?神事会 ?是乡中管理神庙和组织?神活动的组织其

实神事组织的成员就是乡老人协会（冠山老人理事组）的成员通知的日期?十二月

二十六日?即２００１年１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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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古庙又成
"

冠陇全境神事活动的中心而在２００７年的田野调查中伴同

我们重访三山王
+

的卢 ＪＨ先生
,

大
+

的治
+

是一位老妇女看我们有疑

问他解释
,

现在很少有人来拜国王爷平日只有一些女人来拜注生娘

显然大
+

三山国王的主位也旁落给庙中陪祀的注生娘娘了

三山王
+

的兴建和?大
+

?地位的确立本来同下社几个大宗族的崛起

紧密关联现在下社仍然是冠陇乡的中心每年一次的?神赛会仍然按照

老规矩举行大
+

在冠陇乡民心目中
%

变得无足重轻这种事实是否告诉

我们冠陇重新恢复的祠堂神庙和?神赛会与传统时代的宗族观念和地

方权力格局完全无关现在乡民们举行的?神赛会活动保留下来的只是传

统的文化符号意义已经改变

（责任编辑周惊涛）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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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溪一涵六乡咸赖吾冠山合後溪得九分之三向来修筑就田徵派前

人已有确议成规勒石有据□因去岁洪水砯作堤防将倾涵沟泥淤虽

有犹无田苗安赖岂可不急
!

之图哉是以会同六乡衿耆协力修葺吾

乡预派应出田亩但春耕期迫诚恐摊派零星
"

延岁月皕就乡中
#

议请

捐一时急公筑输咸集不日告成爰
!

之序名载贞珉以
!

急公者

劝仙溪乡郑仁安郑钦显郑钦仲郑钦贤共出艮五员又里人许宗盛拾

员县左堂高岗三员生员卢殿臣三员陈汉赐三员贡生杨子明贰员半

周发钱乙千伍百银青大夫林居安张月友林宗茂监生张宏爵辛元

辉监生杨秉文监生洪文郁生员卢克助监生卢克畴卢钦协职员陈

伯朝监生许定均生员许奇龙监生洪国策监生许奇豹已上各捐贰

员监生杨尔聘监生杨子友生员杨夙垲已上各捐乙员半周熙祖周

君可周德祥周之德曾子迎陈赞纪张揆文监生张成章卢璧可

陈兴纪监生卢钦表许君合各捐钱壹千文县左堂卢翘母□捐钱捌百

文程兴光周侯□捐工二十个生员张元哲许德锦卢克一监生许

义木张元绅生员杨君羽卢荣州监生许定皋许子高卢钦顺生员

许义质监生卢钦东卢克登陈名顺陈元峻已上各捐壹员周承殷捐

钱陆百文监生周上玉卢克会已上各捐钱伍百文宋克兴陈元策
$

君绪
$

君彰
$

廷诏已上各捐钱三百文
%

世文捐钱贰百伍十文张世

达捐钱一百五十文

乾隆三十六年岁次辛卯菊月初九日吉旦立

!"

２
-%.+

即用道郑远炳题捐银伍拾元　卢思敬堂捐银肆拾元　郑敬本堂捐银贰拾元　

卢承
&

堂捐银贰拾元　张合盛捐银拾肆元　李动记捐银拾贰元　监生许淦岭

捐银壹拾元　张瞕顺捐银壹拾元　监生周兴乡捐银捌元　曾
#

弟子捐银捌元

　武生许名扬捐银陆元　监生卢文上捐银陆元　周元恺捐银陆元　蔡万裕捐

银陆元　卢树德堂捐银伍元　卢双桂堂捐银伍元　监生卢世典许行吉张开仕

生员许际□卢南科洪光合周泽镇周儒澄已上各捐银四元　卢智盛银三元　周

显合周儒卓周玉兴乡宾周日炜周日悟周伦述许国祯生员许澄斋许国智许尊利

监生许文烁张能捷张友合张宜荣生员洪廷
'

林亲举林华盛林名耀陈德如程和

庆堂郑应符已上各捐银二元　周泽猛卢明扬许端合许国炎许盛利
$

良远林万

盛陈显万已上各捐银乙元半　周泽广周儒财周源合周万利卢德浩卢文雄卢清

权力递夺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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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卢世和许德新许德璧许世珍许世义许世乔张贞炳张亨宇张贞润张亨宜许世

龙卢其满卢昌明卢世居卢世盛许国□许世□许世辂许国□周长盛周□香周

□□周□□周家□!□□卢钦首卢馀庆堂卢钦大卢在龙卢世会张利临张利任

张必栋张宜得周和裕周□□周儒猷周家记周儒甲周儒昆许日明许国鸣许聪记

许世仰许永乐许永裕张能著张廷发洪朝拱林亲玉林茂盛陈荐盛林广合卢钦汉

卢德□卢秀熙卢其忠卢其成卢天琳卢清采卢如玉卢钦盛卢德合周儒凤周森合

周儒□许学□许□□许国銮许德□林惠芳林惠标林□科陈亭□陈芝龙许国安

许世
"

生员许铭镐陈标记陈绍光郑添合郑□□郑丰记郑四合已上各捐银□元

　周家□周泽□周□□卢□□周家□周家隆周家□卢廷□卢其珍卢璋言卢钦

爱许有福许奇纯许真记许世岷许□兴许国#

许国祠魏朝定魏朝资卢□合卢□
合张宜□张能□周□崇周□庸许儒□许世芷周家尚周儒美许国畅许世?许行

筹许武院许学谨卢钦城卢睦煌陈永章卢钦家卢其光卢其
$

卢世□卢世□张利

□张贞□张亨武周泽如周世朝周上恩周上让周儒英许世亮许耀泽许国俸许文

义卢世觉卢盛贤卢才利林六合林上合林姜合林德利周世远周世振周光盓周上

镇周明玉许致
"

许国修许有源许世馥洪日高洪兆裕许利怀蔡永赐□宜才卢道

□卢幼合卢世合□□合林起惠郭永合陈顺喜卢科记卢思记卢道安卢武合周□
纪周世仪周世明周兴学周儒耀许文澄许世安洪朝胜洪□绵杨仁谦许世□许

□□张□□叶绍万卢科雄周奕达周奕%

周饴卿周烈卿许德庵许国满许德方许

和调李绵隆郭振捷林丰合武生林□洪尊炳洪廷顺陈之时!

合如李□□卢志亲

周锦秀周三合周儒苞周尾合周儒林许学怀许文泉许德天许国履许□盛卢其纪

卢孙记卢钦华卢世明周永亮张宜珍周世庄杨义合张贞端卢钦张宜理张上声

张利瞕林亲云林亲记陈神合李长声李泽财林逊敏洪廷进曾经殿张□□张利泉

林亲凤林高士林辈合张贤溪林永吉郑正元张利爵张利泽张贞珍张振亮洪天
"

洪廷沛洪廷烈
&

朝□陈照记林德合李泽□韦明记周泽谨洪□□陈文□已上各

捐银半元

道光二十二年瓜月合乡绅衿【下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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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堂题银贰拾贰　卢睦盛题银壹拾四元　洪万顺题银壹拾四元　卢思敬
堂题银壹拾三　卢承

'

堂题银壹拾贰　周义兴坤记题银贰拾元　卢贻盛堂题
银壹拾元　许恭己堂题银捌元　郑敬本堂题银捌元　曾社题银柒元五色　许
嘉猷堂题银柒元　周源合题银陆元　张泰记题银陆元　卢泽兴题银伍元　许
济合题银伍元　林惠标题银伍元　周声德题银肆元　卢树德堂题银肆元　张

□利题银伍元　卢馀庆堂题银四元　卢纯嘏堂题银四元　卢其森题银四元　
许利和题银四元　张利临题银四元　张贞典题银四元　张裕合题银四元　韦
乾元题银四元　周合利题银三元　许盛发题银三元　许韬合题银三元　周和
盛题银三元　杨社题银三元三色　张能厚题银三元　林永世堂题银三元　周
美记题银贰元　卢双桂堂题银贰元　周和裕周闪合许世立许学森许世合许璧
合许顺盛陈泽香陈世治陈显万陈桂盛张崇记张友记卢美合林六合以上俱题贰

元　许
%

远许智合周东凤许德利以上俱题银壹元半　周万利周贤瞕周家才周
利合周名利周贤炜周蝚合周源利周广合周文合卢秀记卢道立卢德俊卢其□卢
其□卢其□卢其卢灵合卢平合卢得合卢□合卢利合卢世标卢贻玉卢大有卢
友纯卢稰合卢如玉许德恭许才有许国嗣许世实许兴合许□□许和源许学□许
耀泽许耀□许耀□许德□许国明许三合许合兴许烈合魏坑合魏兴合韦原合韦
道德邢逢吉张宜捷张兴富张□记张炳耀张两德洪大举洪兴合洪其合洪江顺李
锦隆李盛□陈□桂郑庆合林惠芳林惠精林民光林才盛郑有庆郑丰记以上俱题
银□元　卢□□卢世选卢世洁周允合周泽□周正兴周□锦周亮永周豪士周合
记周武合周声选周振福周文河周儒炳周□合周隆卿周利卿周正发周瑞得周仁
盓周来昆周儒右周日光周家哲卢泽惠卢泽正卢泽治卢泽森卢泽馨卢钦加卢文

进卢钦利卢其治卢其载卢其纪李长连李绵长
&

朝龙卢世阳卢世盛卢世利卢世

烈卢世瞕卢泽□卢泽全卢泽省卢泽松卢贻和卢科朝卢德盛卢"

合卢发记卢源

盛卢煌合卢道成卢道恭卢道合卢道深卢□元卢益泰许世'

许□合许大斌许世
滨许世孝李□松许世宗许学田许德炽许得□许文泉许□□许桢合许名实洪上
合洪廷合洪炳□洪尊戊洪□□洪杨合洪杨大洪兆如张兴民张必记张贞立张朝
合张壮锡张利护　　　林世基林世祥林兴合林五合林李合林□合林□记林信
记陈秀□许□□!

金如
!

隆合
!

盛利郑宜记郑经记郑□记郑进合郑隆盛郑文
盛郑元义郑盛□郑邦□郑邦发郑邦□郑邦合郑发合郑行智郑行□郑正练郑孔
江郑行

'

郑桂合郑行西郑孔合郑行实郑忠记郑邦□郑我□郑行□郑延□方元
合刘有记王元合余炳元□盛兴□□□
同治四年岁次乙丑季春吉日敬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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