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

!"#$%%&

"

'()*

!

'+,

#"#$%

-

&

.

$ %

/

$!"%

徐冠勉!莱顿大学区域研究中心!荷兰莱顿市!电邮""#$%&'()*)+,'-.,#/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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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香港新界沙田!电邮"1&2.,32*'-.,#/0$&.$

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得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哲学硕士
"

学金以及国际潮学研究会"#$&

年第七
#

硕士论文资助计划资助$本文部份
$

容曾於"#$(年在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发表演讲!对当时与会各位老师所提意见深表谢意$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感谢

何
%

%邢寒冬%陈兆跑%陈国威等几位老师在田野考察中提供诸多便利条件#感谢郑祥鹏%

杨继伟学友在海南%潮州田野中提供帮助!以及娄敏学友对本文初稿的建议$最後!感谢香

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蔡志祥%马木池老师对本文的悉心指导!以及上海交通大学邱澎生%赵思

渊老师的鼓励与建议!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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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近代中国!地方社会如何参与长程贸易'传统的观点是"

地方社会通过施坚雅所提出的巨区结构参与长距离贸易$也就是

&

!地方社会?不直接参与长程贸易!而是遵循市场的等级结构将

货物逐级汇集到它们所在的巨区的中心城市!再通过中心城市参与

长程贸易$但是!基於在
'

西南的调查!笔者发现这种模式未必适

用於沿海地区$沿海地区的地方社会!因
(

海洋贸易的存在!有能

力构建自己的长程贸易市场空间!来绕过巨区结构的限制直接参与

长距离的海洋贸易$就清代
'

西南的广州湾地区而言!乾隆年间出

现的潮州会馆就扮演这样一种角色$该会馆一方面深入
'

西南的乡

间墟市!另外一方面连接着整个沿海的贸易网络!同时又以会馆
(

中心在赤坎埠形成独特的会馆社会$通过这种由商业会馆所形塑的

既(跨域)又(在地)的社会空间!

'

西南沿海地方社会在$(世纪

下半叶开始出现一系列变化$

234

"潮州会馆%沿海贸易%社会空间%糖%广州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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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近代中国!地方社会如何参与长程贸易'这一问题在上世纪&#年

代!曾引起过一位美国学者***施坚雅45#//#,.6078#33+'9***的关注$施

坚雅在四川盆地调查乡村市场网络!发现四川乡间其实有着不同等级的市

场!这些市场构成乡村世界的人%物%资讯交流的空间$

!

!在这之後的几十

年间!施坚雅逐步提出"传统中国的市场是等级化的!通过这个等级化的市

场空间!乡村的商品逐级往各自流域的中心地集中!其结果是整个中国形成

九个巨区4.,$'&!'+-#&3)9$每个巨区
$

部的商品通常不会直接往其他巨区移

动!而是先集中到各自巨区的最高级市场!也就是各自巨区的商业中心城市

4.+%'&:&/#)+)9!然後跨区的贸易主要是发生在这些中心城市之间$

"

!

但这套基於四川盆地的模型很难被照搬到中国沿海$在中国的沿海地

区!除了长江%珠江这样的大型河流三角洲外!?不存在一个像四川盆地那

样的由大型流域构成的巨区结构$在珠三角和长三角之外!中国沿海有着诸

多由中小型河流形成的流域$这些流域有着各自的贸易中心!这些中心
)

有

理由一定要汇集成一个盆地模式的巨区$更
(

重要的是!由於海运的存在!

在中国沿海!长程贸易也不一定必须要逐级%分段地进行$地方社会有能力

通过海洋贸易跨越巨区!直接参与长程贸易$可见!沿海与
$

陆的情癋差
*

迥?!我们需要跳出巨区模型来思考"沿海的地方社会如何参与长程贸易'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简要回顾施坚雅的理论渊源$施坚雅的(巨

区)模型是基於(中心地理论)4$+3%',/:/,$+9!但该理论在关於空间4):,$+9

的讨论中很早就已经受到批判$

#

!在过去几十年间关於(空间转型)4):,%#,/

%*'39的讨论中!学界已经充份认识到!地理空间不应该是一个
+

对的%限制

人活动的范畴!相反!人的活动可以形塑已有的空间!?创造新的%多元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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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4$%GI9;$%I!""(<=>,'8+%#3- ,3? 7&$#,/7%'*$%*'+#3 @*',/

A(#3,;B,'%CCCDE!"#$%&'()*%+,-.)( /0&1.#-"&;H 4$%GI9;HGH!H%%0

-.//.012345.66789:).;.7J06= K.7808?BL>MN>?0/4LJ;71J9F.6 !"#2.03.( 4)0#567#'.)*

2".()D+?05#//#,.6078#33+'47%,3F&'?;7%,3F&'? G3#"+')#%H B'+))D$%OO9D"OI!HI$0

)08>/L6 )08;.78对这一问题有过精的分析!见)08>/L6 )08;.789:P8.<.6J06= QR>/@;.>6 >M0

27><80SB.?0/E=70CTB7*0?8>87<.>6 .6 )B.609F8%1#'( 2".() "(;$ 4"##"9;O%!$&"$此外

近期许檀也对施坚雅的市场等级模型有过实证性的反思!见许檀! +明清时期华北的商

业城镇与市场层级,! -中国社会科学.!"#$G年!第$$期!页$(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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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空间4)&$#,/):,$+9$

$

! (巨区 )理论***包括其所依据的 (中心地 )理

论***之最大局限恰恰就在於它忽略了地方社会的能动性$而这种能动性又

因
(

海洋贸易的存在!可以在沿海地区的得到更
%

的体现$

(

探讨沿海地区如何参与长程贸易这一问题!我们於"#$I至"#$G年间对

'

西南雷州半岛的沿海商埠与墟市展开一系列考察$我们考察的地区是过去

鲜有学者重视的雷州府城之外的遂溪%徐闻等地$这些地方按照(巨区)理

论都非常边缘4:+'#:(+',/9!但是偏偏在如此(边缘)地区!我们
,

发现不少

直接参与长程贸易的商业会馆$遂溪和徐闻作
(

清中叶兴起的
-

糖区!吸引

很多外地客商!尤其是潮州商人的到来$这些商人的活动和本地原有的墟市

结构发生关!打破市场的纵向等级结构!直接发展出跨越(巨区)的
.

向

空间联$

不同於苏州%汉口%天津等中心城市
$

的商业团体!

'

西南的这些商业

会馆是在未形成发达商业中心的地方自成体系地发展$这种边缘地区的商业

会馆与之前学者们讨论的会馆非常不一样!他们既不同於罗威廉45#//#,.I0

@&2+9%邱澎生%周琳等学者所研究的处於长江流与大运河商业中心的会

馆!因
('

西南的会馆其实出现在西南海疆的边陲之地#

%

!也不同於何炳

棣%王日根等学者所归纳的移民会馆!因
(

他们的目的?不是
(

了移民!而

是
(

了在边缘地区开展商业$

&

!

这些会馆在
'

西南的出现!更像是一群商人有组织地拓展他们的商品边

疆4$&..&?#%H F'&3%#+'9***最初是糖业边疆$

'

!在某种程度上!

'

西南的会

馆社会!反而有点像华人在东南亚%台湾乃至日本从事商业扩张时所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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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

%

&

'

关於空间转型的讨论可谓长篇累牍!但最重要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上世纪G#年代在法

国兴起的关於社会空间UJ>?.0/JS0?7V的讨论"K768.N7M7WR879!"#9'%1&:0.%( %+/7):#D

%',3)0J&3,/? K#$(&/)&3!7.#%( 4LMF&'?;N/,$82+//D$%%$9<J&'++3 >,))+HD;%'/7):#

4O&3?&3;7P6QD"##I9$

-.//.01T3A>X79<)(=%>?2%66#':#)(1 /%:.#03.( ) 2".(#-#2.03@ABCDEAFFC 47%,3F&'?;

7%,3F&'? G3#"+')#%H B'+))D$%(&9#邱澎生! -十八%十九世纪苏州城的新兴工商业团

体./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 0#周琳! +城市商人团体与商业秩序***以

清代重庆八省客长调处商业纠纷活动
(

中心,!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1人文科学1

社会科学0!"#$$年!第"期!页(#!%%$

何炳棣! -中国会馆史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GG 0#王日根! -中国会馆史.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O 0$

关於商品边疆的讨论见"Y>B6 Z3A.?B08=J9!"#G(#(1.(H ;'%(0.#'?,( I(J.'%(6#(0)*

<.-0%'3%+0"#I)'*38%1#'( K%'*1 4N+'8+/+H;G3#"+')#%H &FA,/#F&'3#,B'+))D"##H9<I)*8,),

>#R*)(#.,D6+&'-+N'H,3 7&*R,D,3? J+33#)LS/H33D+?)0D<.(0#'*)(1-)(1 2%6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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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6#)(1 0"#9%*.0.:)*I:%(%6.:L#J#*%76#(0%+,-.) %J#'0"#4%(H I.H"0##(0"

2#(0&'34O+#?+3;N'#//D"#$I90

(

!华人在东南亚和台湾的商品边疆的扩展不一定是以会馆的名义组织!而是经常会用(公

司)/东南亚0和(郊 )这两种组织形式$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考"K&/,A&&8+,3? O#

I,3,D+?0DK)0#';'%(0.#'?2%66#':#)(1 0"#2".(#-#.( 0"#4%>#'8#=%(H 47#3-,:&'+;

7#3-,:&'+G3#"+')#%H B'+))D"##&9<A,'/P0I'&$8#D9'.(:#%+9.')0#-?!"#!#6#(HH%(H-)(1

0"#L#J#*%76#(0%+$%"%')(1 /.(H)7%'#@ABFMEAFFN 47#3-,:&'+;G3#"+')#%H &F7#3-,:&'+

B'+))D$%O%9<>,'H S07&.+')T+#?(*+)DO)(H=) !.( )(1 8#(0%=9#77#'@2".(#-#/#00*#6#(0

%( )( 5(1%(#-.)( 5-*)(1 47#3-,:&'+;C3)%#%*%+&F7&*%(+,)%P)#,3 7%*?#+)D$%%"9<5,3- I,#

B+3-D!"#P'.H.(-%+2".(#-#Q%(H-.4B+%,/#3- U,H,;B+/,3?*8 B*1/#$,%#&3)D$%%&9<O+&3,'?

N/*))VD=A(#3+)+A+3%*'H;I(+Q#-(%++3%( A+3%*'H #3 %(+A(#3,7+,@+-#&3DE,':".7#*I(

4$%%%9;$#O!$"%#林玉茹! -清代台湾港口的空间结构./台北"知书房!$%%G 0#林

玉茹! -清代竹堑地区的在地商人及其活动网络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

"### 0#蔡志祥! +汕头开埠与海外潮人身份认同的建构"以越南西贡堤岸市的义安会

馆
(

例,!载李志贤主编! -海外潮人的移民经验./新加坡"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

八方文化企业公司!"##H 0!页I#"!I"##朱德兰! -长崎华商"泰昌号%泰益号贸易

史/$(G"!$%&# 0./

/

门"

/

门大学出版社!"#$G 0$

社会组织$

(

!在这些地区!会馆作
(

一种社会组织!实现商人从事长程贸易

的三个现实需要"其一!维持与一个跨区域 /海洋贸易 0网络的联#其

二!建立与腹地本地市场供应的关#其三!以会馆
(

中心
(

旅居者提供社

会文化服务$

带着这些思考!我们把焦点放在雷州半岛东北部的遂溪县东海岸$在$%

世纪末被划
(

法国人的广州湾租借地之前!该地区有两个商业中心"海边的

赤坎埠与位於
$

陆的麻章墟$赤坎埠在$%世纪是一个由五大会馆主导的社

会!?且主要由外地客商居住#而同时期的麻章墟则是主要由本地商人控制

的墟市!?有着一个独特的庙宇系统$通过分析碑刻材料%口述历史%会馆

档案以及传世文献!本文将讲述一个赤坎埠与麻章墟***也就是埠与墟***

的故事$该故事将深入讨论一个由外来客商
(

主的会馆社会如何在
'

西南一

个原来很(边缘)的区域形成和发展!?进而对当地墟市带来深远影响$全

文分
(

四部份!分
*

讨论外来客商何时及
(

何会通过海洋贸易来到
'

西南#

最初的会馆如何形成#本地商人如何应对会馆社会的兴起#会馆社会如何在

$%世纪进一步发展$

B

#

CD

$

EF-

%

7*+,:G@A

不同於由大江大河形成的长江和珠江流域!

'

西南呈现一种典型的沿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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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地丘陵地貌$这种地貌的最大特点就是缺乏大面积?积平原!?因此缺乏

一个由大型盆地组成的(巨区)结构$沿着雷州半岛%海南岛和北部湾的海

岸瞃!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中小型河流$这些河流很少有良好的通航条件或充

足的水量!除雷州府城周边的东西洋田部份得益於南渡河外!

'

西南再无其

他由单一水系支持的大范围灌溉流域$位於这些河流旁的市镇通常只能作
(

小流域的中心!而难以(自然而然地)发展
(

整个巨区的中心城市$这种地

理环境可以
&

是长三角和珠三角以外的中国其他沿海地区的普遍情癋$因此

在研究中国沿海市场网络时!我们必须面对这种中心地的缺失性或者
&

模糊

性$

但是中心地的缺乏?不妨碍
'

西南的海洋贸易$从历史记载和考古发掘

来看!至少从西汉开始!

'

西南/徐闻县0就已经是亚洲海洋贸易网络中的

重要一环$

)

!无论是作
(

中国和东南亚贸易的中转地!还是作
(

香药%珍珠

等贵重物品的出
-

地!

'

西南吸引来自中国沿海不同地区的海商$

*+,

!但是在

大部份历史时期!这种贸易都不是我们认
(

的大宗商品的长程贸易!因
(

在

这种贸易中主要流通的是奢侈品!而且多来自於山林海洋!与本地乡村农业

的发展关?不密切$

不过大概从明代中後期开始!一种新形式的大宗商品贸易开始将
'

西南

与中国沿海其他地区更加紧密地联起来$据现有史料看!最早成规模来到

'

西南?购大宗商品的是闽南米商$由於人口的增长%盐场制度的变革以及

以糖
(

代表的商品作物的兴起!闽南自明中期起就已经打破海禁政策的限制!

通过沿海贸易进口大米$

*+-

!到$O世纪初!闽南已经成
(

东南沿海至关重要的

稻米进口市场$

(

了供应这个市场!闽南的海商从沿海各地进口大米!其中

最重要的是浙南%闽北%潮州和
'

西南$就已有的研究看!

'

西南很重要的

一个大米出口市场是在鉴江下游的
!

川县梅?$明末清初!梅?成
(

一个发

达的市镇!大批闽南商人被吸引到梅?购买米$

*+.

!明万後!梅?以西的

CDE

I

)

*+,

*+-

*+.

张荣芳%周永卫! +汉代徐闻与海上交通,!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

年!第H期!页$[($

贺喜! -亦神亦祖"

'

西南信仰构建的社会史./北京"生活1读书1新知三联书店!

"#$$ 0!页&#[GH%$$G[$"&#焦鹏! +清初广东对日本贸易***以 -华夷变态 .

(

中

心,!载-海洋史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0!第G辑!页I&[O%$

叶锦花! +亦商亦
0

"灶
1

管理模式转变与明中期泉州沿海地方动乱 ,! -学术研

究.!"#$&年!第I期!页$#O[$$I$

!

滔! +清代广东梅?镇的空间结构与社会组织,! -清史研究 .!"#$H年!第"期!

页"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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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寮也有相当数量的福建人定居$

*+/

!明末清初的
!

川邑人陈舜系亦记载" (又

闻芷寮初属荒郊$万间!闽%广商船大集!创铺
1

百千间!舟岁至数百艘!

贩?米!通洋货$

!

川小邑耳!年收
2

饷万千计!遂
(

六邑最$ )

*+0

!管如

此!在整个$O世纪!虽然已经发展出杂的沿海贸易网络!闽南商人?
)

有

以会馆的形式来组织散?各个贸易据点的商人群体!会馆的出现还要等到下

个世纪$

*+1

!

而米贸易本身也仅影响到
'

西南的局部地区$由於水稻种植对生态条

件的要求!只有像鉴江下游流域和雷州东西洋田这些有能力发展灌溉系统的

地方!才能被开发
(

稻米的主
-

区!其他以旱地或小范围水田
(

主的区域难

以持续地输出米!参与长距离米贸易$

*+2

!而且!到$(世纪!由於台湾被

更紧密地融入全国市场!闽南商人不再依靠其他地区的米供应!而更多地

垦殖台湾!得地利之便进口大米$

*+3

!由此!

'

西南和闽南间的大规模米贸

易逐渐进入尾声$

此时!一种新形式的贸易开始在
'

西南兴起!那就是蔗糖的出口!从事

这一贸易的商人主要来自潮州$大约从$(世纪前期开始!潮州商人在整个中

国沿海建立了一个糖业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主要的糖业市场在华北/主要

通过天津0和江南/主要通过乍浦和上海0两地$最初主要的糖
-

区在潮州!

但随着贸易增长!供不应求$$(世纪後半叶!潮州商人开始将目光南移!往

雷州半岛%海南岛乃至暹罗等地开拓新的糖业边疆$到$%世纪早期!他们建

立一个从中国东北延伸到东南亚的巨大糖业商品链$

支持这个商品链的一个(基础设施)!是散?在沿海各个港市的潮州会

馆$可追溯到康熙年间的苏州潮州会馆!是有据可考的最早的潮州人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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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舜系! -离乱见闻
5

./李龙睶等点校! -明清广东稀见笔记七种.!广州"广东人

民出版社!"#$# 0!卷上!页I$

目前看来!$(世纪闽南商业会馆网络的形成与他们在台湾的活动关密切!尤其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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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

*+4

!此後!乾隆年间!潮州人在中国沿海建立一系列会馆$从最北边的

天津!到江南地区的苏州和乍浦!再到
'

西南的雷%琼等地!潮州人通过会

馆建立起一个沿海贸易的网络$这个网络!基本上覆盖了$(世纪中国沿海最

重要的蔗糖消费地与生
-

地$

*+5

!

在这个链条中!

'

西南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在乾隆-澄海

县志.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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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这描述曾引起过很多学人的关注!从中可以看出雷州和琼州已是当时潮

州沿海糖业网络的一个重要供给地$但是!

,

从未有研究者对潮州商人在
'

西南的活动有过系统研究$带着这条瞃索!我们对分?在
'

西南的潮州会馆

进行多次考察$我们发现!从乾隆年间开始!一系列潮州会馆出现在雷州和

海南沿海$ /其分?情癋和建立时间见附表$和附图$ 0

这些会馆到底在潮州人的沿海糖业网络中扮演什
6

角色'又与
'

西南的

地方社会有什
6

关'学界目前对此一无所知!因
(

从未有过对
'

西南糖业

史的系统梳理!也
)

有过对当地潮州会馆历史的完整调查$可以
&

!潮州人

在
'

西南的故事仍隐藏在当地碑刻和档案之中$基於这些材料!本文把焦点

放在位於雷州半岛东北部的赤坎$这是因
(

赤坎留下相对充份的史料!可以

让我们追溯该地的社会空间如何从$(世纪下半叶起!因糖业的发展和潮州客

商的到来!而出现一系列的结构性变化$

CDE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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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苏州潮州会馆具体的成立时间存在疑点$根据乾隆年间的碑刻来看!该会馆明代成立於金陵

/南京0!清初建立在苏州北濠$因
(

(基址未广)!康熙四十七年/$O#( 0迁到苏州上塘

街$苏州博物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合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

刻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0! +潮州会馆碑记,!页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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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记载出自道光-遂溪县志.!这是我们在传世文献中能找到的关於

潮州商人在赤坎活动的最早记载$从中可以看出!对於这本地方志的编纂

者***县令喻恩荣而言!遂溪民
7

与外来客商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不同$前

者质朴守法!他们之所以能
8

过上
9

饱生活!?非因
(

精於从商!而是因
(

当地有大量未开垦的土地$然而!两座商贸重镇***麻章和赤坎***

,

有很

多来自潮州和广州的商人$这种论述
%

调一种理想化的本地农
1

与外来客商

的区
*

$然而!这些外来客商
(

何而来!什
6

时候来!以及与地方社会有什

6

关'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把注意力放在所谓的(行店多潮广客)的

麻章和赤坎上$

麻章和赤坎都位於遂溪县的东海岸地区!两地相距约五公里$据道光-遂

溪县志.记载!麻章是 (墟 )!意即墟市#赤坎则被归
(

(埠 )!意即商

埠$

*6.

!但县志对二者记载非常简略!具体空间位置其实可以更直观地反映在

法国人的地图上$$(%(年法国要求清政府租借广州湾!派兵?领赤坎?试图

向遂溪县
$

陆推进$次年$$月!中法两国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赤坎成

(

广州湾租借地的一部份!而麻章继续在清政府的管辖范围
$

$法国军方

$%##年绘的广州湾地图/见附图" 0!显示赤坎的聚落规模明显大於其他市

镇!已发展成商业汇聚之地和雷州半岛东北部最重要的商埠$

*6/

!而麻章的规

模则远小於赤坎!但仍是交通网络中的一个中间节点!将赤坎连接到遂溪县

的广大
$

陆腹地$

但这种看似等级化的市场结构?非从来如此$检
:

此前康熙 -遂溪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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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我们找不到关於赤坎的任何记载$从该县志看!麻章是县城以东地区

唯一的较大市场$对於东海岸南部的平乐%旧县和通明等沿海聚落!县志也

只记载其交通资讯!未提及商业$当时该地区唯一和海洋贸易关密切的墟

市是在海湾顶端的两家滩!该地是在遂溪县和石城县的交界处!远离麻章

墟$

*60

!也就是
&

!直到康熙年间!遂溪县的广大
$

陆地区其实?
)

有建立与

沿海贸易网络的紧密联!其市场结构主要服务於本地交易$

但一个多世纪後!道光-遂溪县志.

,

对赤坎多有着墨$其中最显著的

变化!是遂溪东海岸出现一系列的商埠!赤坎被列
(7

商埠之首!被称
(

(商旅攘熙!舟车辐辏)之地$

*61

!在县志中!这种商业地位最直接的体现是

在
2

收上$道光-遂溪县志.记
5

遂溪县衙向停靠赤坎的商船徵收数种(特

*2

)!一部份用於维持县城官学遂良书院的运作!一部份用於赤坎和遂溪

县城河道的维护!一部份用於赤坎的治安$这项(赤坎船照银)每年收入约

(

四百馀银元$

*62

!由於外来客商有力地增加了遂溪县的收入!官府开始考虑

给他们提供保护$於是!以(商船蚁集!懋迁者多!洋匪不时劫掠)

(

由!

官府调拨海头汛/赤坎以南十馀公里海边!$(%(年法国海军的登陆地0守兵

防赤坎埠$

*63

!

-遂溪县志.两个版本相隔一百六十多年!显然这段时间遂溪县东海岸

最大的商业发展就是赤坎埠的崛起$如何解释这一历史现象'传世文献?
)

有留下答案!我们试图从湛江市博物馆馆藏的十馀通碑刻中寻找瞃索$上世

纪I#至(#年代!赤坎的会馆和庙宇等多座旧建筑相继被拆除!一部份碑刻被

湛江市博物馆收集$

*64

!其中年份最早的两通来自潮州会馆!落款年份分
*(

乾隆四十八年/$O(H 0和五十八年 /$O%H 0$两通碑刻都名
(

(题建正座碑

记)!记
5

了捐款者的姓名和捐款金额!但
)

有正文解释立碑前後的具体事

由$

(

了挖掘其中历史资讯!我们需从碑刻中的人名入手$

$O(H年的碑刻记
5

了$%H位捐款者的名字!他们共捐赠$dI%(银元修缮赤

坎潮州会馆$其中名列首位的陈泰兴! (加捐典地价)G#银元用於购置土地

/除该款外!他还另外捐了"&银元0$随後!王
;

利捐款$##银元!陈信丰捐

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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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G&银元!王顺利捐款G#银元$馀下$(%名捐款者各自捐出$至I&银元不等!

不过其中的大多数是捐资仅一%二银元的小额捐款者$

这些捐款者是谁'碑文仅简略介绍道" (今将客号商行船
1

题名标列$ )

可见这些给潮州会馆捐款的人!

+

大部份都是客商!而且他们之中应该有不

少直接参与海洋贸易的船
1

$那这些商人具体又是何人'

(

了追寻他们的来

历!我们把目光移到潮州$据笔者在潮州的调查!名列首位的(陈泰兴)其

实是潮州府揭阳县的一家知名商号!创办人陈秋
;

的家谱记载他发?於海上

贸易" (时值海禁初驰!因即创置海舶!贸迁有无!?设泰兴字型大小!广

(

延揽!四方之货!蚁集而鱋屯者!咸乙太兴
(

邱之垤!蜜之脾!於是业日

益隆!声日益振$ )

*65

!该家族在道光年间已经成
(

潮州知名的富商!?通过

大量捐纳
(

其家族成员获得一个知府的实缺$

*7,

!

更有意思的是!该碑文中部份捐款者的名字出现在同一时期的另外一块

碑上!而那块碑位於几百公里外的潮州$$O(&年!在(题建正座碑记)碑勒

石次年!一群船商在潮州府潮阳县城南赤
-

天后庙前
<

立一块(廉明县主毛

太爷牌示)碑$这通碑记以潮阳县令毛圻的名义!公?对出海遇溺身亡船员

的赔偿标准$碑记列出G&位商船
1

的名字!这些船
1

都登记在潮阳!主要从

事江浙闽
'

沿海各省间的长程贸易$他们在当地招募海员!

(

避免海员伤亡

责任的纠纷!就通过县令统一规定赔偿标准$

*7-

!有意思的是!这其中有八位

船
1

的名字也同时出现在赤坎潮州会馆碑刻上!而且他们在赤坎的那块碑上

都属於
7

多仅捐款一银元的小额捐款者$

*7.

!由此可见!他们很可能在$O(H年

到
'

西南的赤坎埠贸易!?给赤坎潮州会馆捐资!然後一年後回到潮阳!?

参与潮阳本地船商的一次集体立碑行
(

$

除了这八名来自潮阳的商船
1

的捐款!来自潮阳的影响还体现在赤坎的

庙宇上$$%I(年被拆以前!双忠庙是赤坎的重要庙宇!供奉来自潮阳的神

癨***双忠公!赤坎民间甚至流传有(未有赤坎!先有双忠)的传
&

$这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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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揭阳陈氏思成堂支谱./上海"上海图书馆家谱部藏!$%"( 0! +碑记%传略%年

谱%遗像%墓址%蒸业,及+秋
;

公传略 ,$该家族的族谱其实由其在上海的分支编

撰$该支的创始人建威公於太平天国时期作
(

(潮勇)在江南抗击太平军!最终获得提

督一衔$

(潮州府属捐输运本银两各殷
1

清单 )!道光年间!台北故
=

藏!道光军机处档摺件

#OO(HG故机#O(HO&$

-廉明县主毛太爷牌示.!乾隆四十九年/$O(& 0立!碑存潮阳赤
-

天后庙!感谢潮阳

中学陈泽文老师和韩山师范学院杨继伟同学帮助寻得$

他们分
*(

"蔡永盛%林万财%马恒顺%马恒泰%马顺利%李有财%陈得利%郑万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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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宇的唯一遗存是一块落款
(

嘉庆丁丑/$($O 0的石匾额!其中一面写着(保

障全潮)!落款者
(

(潮阳
7

商船)$

*7/

!

$O%H年!潮州商人再一次向赤坎潮州会馆捐款!?立 (题建正座碑记 )

碑$这通碑是一块残碑!尚存$$G位商 /船 0

1

的名字$由於此碑下半部缺

损!我们无法计算捐款总额!也无法确知有多少潮州商/船0

1

捐款!但我

们仍能见到$O(H年碑记所载的包括陈泰兴在
$

的六位捐款者再度出现!而剩

馀的捐款者之名则属首见$

*70

!这
&

明!一小部份潮州商人已於$(世纪晚期定

居赤坎!?与当地建立持续性的联!而大部份潮州商人只是再次匆匆而

过!他们活动的空间是按照季风运行
.

跨整个中国海的贸易网络!而不是每

次必然经过赤坎埠$

这些捐款人的背後!其实有着各自的商业组织$碑刻通常将他们称
(

商

1

或者船
1

$如果把两通(题建正座碑记 )碑放在一起来看!$O(H年和$O%H

年分
*

至少有$%H和$$G个潮州人的商业组织存在於赤坎$如果我们假设每个

商号或船
1

都有若干夥计或船员!当年在赤坎经商的潮州商民可能多达上千

人$这种社区规模已远非一个小型的地方墟市可比$

潮州人在赤坎埠的历史还可以从民国年间的一宗官司来追溯$$%&O年!

彼时广州湾租借地刚刚回归中国!改称湛江市$当年!潮州会馆理事长陈渭

川作
(

代理人!将欠租多年?用会馆铺屋的徐氏告上法庭$陈渭川供述" (乾

隆初年旅坎潮属同乡
(

联络乡情起见!捐资设立潮州会馆!购置
-

业以
(

常

年经费$ )至於
>

议的铺屋!则是乾隆三十七年/$OO" 0至三十八年/$OOH 0

间买地!嘉庆初年由林氏拿到批文建造!其後被售与潮州会馆$会馆在
?

身
<

立带字轨的石碑!?登记在契据簿中$民国初年徐氏租下!民国六年/$%$O 0

拖欠铺租引起诉讼!虽诉至法当局的赤坎市政厅和初级审判庭!

,

一直遭到

拖延而难以执行$最後!国民政府设立的湛江市地方法庭将铺屋判归潮州会

馆$

*71

!这个案件
&

明!$%&#年代的潮州会馆其实还保留着早期的契据!可以

用来追溯他们所控制的房
-

渊源!而部份房
-

的渊源甚至可以上溯至乾隆年

间!也就是上述两块捐款题名碑
<

立的时间前後$

结合已有的传世文献%碑刻%民国档案以及口述历史!我们大致可以看

CDE

$$

*7/

*70

*71

双忠信仰源自潮阳!祭祀对象是唐代因安史之乱而殉难的张巡和许远二臣$

他们分别是"余兴顺%李实合%马光利%合兴正记%陈合利%余万元%陈泰兴$

该案件详见本文第四部份$ (广东湛江地方法院民事判
@

三十六年广诉字第十号 )!

$%&O年"月!湛江市档案馆藏!全宗号##$!目
5

号 ]$"e&H!案卷号#O#!顺序号##H!

页号##$[##H$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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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潮州客商在遂溪东海岸发展的轨?"大约从乾隆年间开始!潮州商人越来

越频繁地光顾此地!他们主要选择了一处被称
(

赤坎的地区发展商业聚落#

同时!也是从乾隆年间开始!潮州商人选择在他们立足的赤坎埠建设会馆!

?不断
(

会馆添置房
-

与土地!建造房屋!从而在
'

西南的遂溪东海岸形成

一处由会馆主导的潮州人聚落$

虽然潮州会馆代表潮州客商扎根赤坎埠%长期在地发展的一种选择!但

同时该会馆又处於跨越数个(巨区)的长程贸易网络之中$通过调查!我们

发现!清中叶兴起的潮州沿海贸易网络中的多座潮州会馆其实存在某种联号

关!而赤坎潮州会馆恰恰是其中一环$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各地潮州会馆名

称存在相联性$最早成立的苏州潮州会馆被称
(

(万世荣 )!

*72

!其後成立於

乾隆年间的上海潮州会馆被称
(

(万世丰 )!

*73

!同样成立於乾隆年间的天津

闽
'

会馆中的由潮州商人主导的
'

帮被称
(

(万世盛 )$

*74

!而
'

西南也有一

连串的万世辈的潮州会馆!海口的潮州会馆被称
(

(万世隆)!徐闻潮州会

馆(万世泰)!水东潮州会馆(万世丰)!赤坎潮州会馆(万世瑞)!安铺

潮州会馆(万世春)$

*75

!这种联号关甚至拓展到东南亚!新加坡的第一间

华人庙宇
'

海清庙其实是由潮州人的 (万世顺 )公司管理!

*8,

!马来西亚槟城

的潮州人则在$%世纪上半叶组成一个名
(

(万世安)的庙宇组织$

*8-

!到$%世

$"

012

!

345

*72

*73

*74

*75

*8,

*8-

苏州博物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合编! -明清苏州工商业碑

刻集.! +潮州会馆碑记,!页H&#[H&&$

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 -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0!

+上海县
(

潮州会馆契买市房以充祭业
A

予备案告示碑,!页"&%$

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编! -天津商会档案

编/$%$"[$%"( 0./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0!第"

B

!页"#%O%"$#H$

-重修会馆捐题碑记.!光绪六年/$((# 0立!碑存万宁潮州会馆!笔者"#$(年G月拓

5

/该行程由海南师范大学邢寒冬教授带领!在此深表谢意0$该碑刻记载五家
'

西南

(联号)潮州会馆及多家行商铺号捐款协助万宁潮州会馆重建$

根据潘醒农/新马潮州侨团领袖 0在$%I#年的著述!新加坡的潮州人在道光二十五年

/$(&I 0左右成立两个社团!分
*(

义安公司和万世顺公司$这两个公司直至"#世纪初

都在活动!?捐助当时新加坡的华文教育$潘醒农! -马来亚潮侨通鉴./新加坡"南

岛出版社!$%I# 0!页&##汤锋旺%李志贤! +"#世纪前期新加坡华人会馆学校社会经

济史研究***基於潮州公学瑞蒙学校经费的分析 ,! -世界民族 .!"#$&年!第&期!

页(I[%H$

道光二十六年/$(&G 0立的 -万世安碑记 .目前还保存在槟城对岸的簔都交湾U_0;@

,0X06V!该碑其实是一块关於当地万世安神庙的重修碑!可参见王琛发! +糖蔗%会

党%许武安"潮州人开发簔都交湾的历史印象,!载许
C

智%

D

挺主编! -海外移民与

原乡文化"第九
#

潮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H 0!页HH&[H&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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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下半叶!汕头开埠时!来自潮州不同属县的潮州商人组成一个称
(

(万年

丰)的会馆$

*8.

!在此我们还不能仅仅根据这些看似紧密的字面联!就断言

他们已经构成一个类似欧洲汉萨同盟那样组织严密的垄断性跨国行会网

络$

*8/

!但我们至少可以比较肯定!这些潮州商人团体在选择自己的名字或者

表明自己身份时!是清晰地知道在中国沿海的其他城市或港埠!有着其他名

称相似的潮州人组织$若将这些地方连起来!我们其实可以大致勾勒出潮州

人跨越数个(巨区)甚至(国家)边界的庞大贸易网络$

P

#

Q-#R7ST

对於这些跨界的网络!笔者将有另文论述!本文重点在於这个网络到底

如何在遂溪东海岸建立在地的联$对此!我们难以在一个由外来客商主导

的赤坎埠找到直接的答案!必须深入到
$

地!看看遂溪县旧有墟市的
$

部变

化$

麻章墟作
(

联结赤坎埠与遂溪
$

地的连结点!是了解这种在地联的关

键$关於麻章墟的历史!最早的记载出现在万-雷州府志.$该志的地理

卷列明雷州府的所有重要墟市!其中有六个在遂溪县!而麻章/鮉漳0就是

其中之一$

*80

!之後的康熙 -遂溪县志 .继续将麻章列
(

墟市$

*81

!但除此之

外!传世文献的记载寥寥可数$能
8

反映麻章墟清代历史的材料主要是该地

庙宇中的碑刻$不过!在分析这些庙宇碑刻前!我们需要对麻章墟的庙宇系

统进行简单梳理$

在我们的田野考察中!我们发现麻章墟的传统地方社会存在一个称
(

CDE

$H

*8.

*8/

*80

*81

)B>.)B.[?B7@6<9 :A.?79 T870;LD>8;J06= ;B7)B0>fB>@ )B.67J7N.06B0>]JJ>?.0;7

)>1S06.7JC)>6J;8@?;.>6 >M04>@;B )B.60[K>6<,>6<[4>@;B70J;]J.0)>11>=.;Lg7;X>859

$(I#J[$%H#J9F.6 8#':")(02%66&(.0.#-.( ,-.)@ADRREACFRD+?)0O#3 W*!X* ,3? >,?+/+#3+

Y+/#3DI(0

关於欧洲这种垄断性长程贸易组织的新研究可参见 4B7./0<B P<./R.795(-0.0&0.%(-)(1

I&'%7#)( !')1#?8#':")(0T&.*1-@ARRREAFRR 4A,.1'#?-+;A,.1'#?-+G3#"+')#%H B'+))D

"#$$9#关於汉萨同盟的研究可见T,33& N',3?D+?0D!"#T#'6)( <)(-#.( 9)-0U9'#-#(0

I&'%7#?,8#1.#J)*4#)H&#)-) 8%1#*+%'8%1#'( 5(0#''#H.%()*2%%7#')0.%(V 46'&3#3-+3;

T,3)+B,)),-+D"##O9<U*)%H3,5*1)!>'&R+2#$R,3? 7%*,'%U+38)D+?0D!"#<)(-#.(

8#1.#J)*)(1 I)'*38%1#'( I&'%7#4O+#?+3;N'#//D"#$H9$

万-雷州府志.!卷&! +地理志二,!页"I$

康熙-遂溪县志.!卷$! +墟市,!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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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境五庙)的社会结构$据我们对该墟天后庙的八旬庙祝%来自附近回龙

村的郑观富所做的访问得知!麻章墟位於一座形似(铜锣地)的平缓山坡之

上!整个墟分
(

东西南北四境!五座庙分
*

位於四境之中$在当地人的认知

中!排名第一的是玉
E=

/北乐境0!其二是天后
=

/西安境0!其三是比

邻的康真君庙和华帝庙/南康境0!其四是武帝庙 /东镇境 0$

*82

!每年农

正月廿二和二月初一!全墟四境由头人组织!举行盛大的?神活动$每逢一四

七墟日!周边四%五塘路/一塘约五公里0的人都来(趁墟)$

*83

!

走访五座庙後!我们发现玉
E=

%天后
=

和武帝庙尚存清代的碑刻和铁

钟$通过其中的文字材料!我们得以了解$(%$%世纪麻章的社会经济情癋$

这其中最早的一块碑刻!是位於供奉玄天上帝/北帝0的玉
E=

!立碑时间

是乾隆五十五年/$O%# 0!距赤坎潮州会馆的第一次大规模募款已经过了六

年$此碑讲述了一则引人入胜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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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83

*84

当地民
7

称天后
=(

(阿婆庙)!有当地文史人员认
(

武帝庙本称(关帝庙)$

郑观富口述!笔者记
5

!"#$G年O月!湛江市麻章区麻章镇天后
=

$

-麻章墟重建北帝庙碑?.!乾隆五十五年/$O%# 0立!碑存湛江市麻章区麻章镇玉
E

=

!笔者"#$G年O月拓
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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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大意是麻章墟原来就有一处祭祀玄天上帝的场所!但该场所显然破

陋不堪!以致於信
7

不得不把神像移入家中供奉$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乾隆

四十年/$OOI 0!而改变的初衷是由於麻章墟和赤坎埠之间的蔗糖贸易的称

重标准存在
>

议$对麻章墟的蔗糖供应商而言!赤坎埠收购商的糖秤过於不

公$因此他们
@

定在玄天上帝的神像前宣誓设立新的行规!设置他们认可的

标准秤砣$可见此时玄天上帝信仰已成
(

麻章墟本地商人组织集体行动的一

个重要基础$

(

了让这种行动变成一种稳定的制度!这批糖商
@

定从蔗糖贸

易中抽取一定费用!用於投资建造一间新的庙宇$

在积累八年的抽成後!麻章墟民
7

於乾隆四十八年 /$O(H 0开始兴建庙

宇$但显然他们低估了修庙的成本!通过蔗糖贸易抽成攒存下来的资金?不

足
8

$此时!他们只能通过其他管道筹集资金$除了传统的募捐方式!还可

以看到一种很有意思的发展!那就是一种抵押债券类型的投资方式"建庙投

资者将未来的蔗糖贸易抽成作
(

抵押来融资建庙$从碑文的後半段来看!他

们的方法是按照年份进行抵押!比如他们将甲辰年的抽成抵押给万吉号!从

而借入H#千文钱$

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寻求直接的捐款$在碑文的後半部份!就记
5

了

HG(位捐款者的姓名!他们总共捐出$"H银元和"&Gd&&I文铜钱!用於重建玉
E

=

$值得一提的是!这其中最大的一笔捐款/"#银元0来自
'

海关!这个
'

海关应该是指当时
'

海关设在麻章墟的?号口#

*85

!其次则来自 (潮会

馆)***基本可以断定
(

前述之赤坎潮州会馆!因
(

根据我们已有的材料!

麻章墟及其周边地区从未有过其他潮州会馆$可见!潮州会馆和
'

海关这种

原来只在长程贸易出现的组织和机构!已经因
(

蔗糖贸易的整体兴起而深入

'

西南的一个乡间墟市$

历时七年!庙宇终告竣工!一番波折的重要起因竟是麻章墟与赤坎埠之

间关於蔗糖贸易的
>

议!足见此时蔗糖贸易对这个地区的重要性$这种重要

性还可以在$%世纪早期的材料中得到进一步验证$$($O年! (糖行
7

信弟

子)同时向玉
E=

和武帝庙捐献两套礼仪用具!从铁钟的铭文可见!每套包

括两座香炉%一口钟%一面镜子和一个鼓$我们不清楚上述糖行商人是本地

商人还是外来客商抑或两者皆有!但是至少可以看到这些庙宇的背後是由很

多糖商在支持$$("O年!玉
E=

再次重建!上百位商人和商号捐资H"%银元!

此外(糖秤租银)租银则已累积到$O$银元!最後不足部份则再次通过抵押

CD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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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廷
F

总纂!袁锺仁校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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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的(糖秤租银)来借贷$由此可见蔗糖贸易的抽成仍在稳定运行!?被

持续投资到庙宇的维修$

*9,

!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随着赤坎埠的兴起!麻章墟成
(

糖商

汇集之处$这种糖业的兴盛还可以通过比对两个不同时期的-遂溪县志.来

验证$康熙-遂溪县志 .只列明糖是当地的土
-

!未有详细
&

明$

*9-

!道光

-遂溪县志.

,

详细记载当地出
-

的五种糖"片糖%白糖%冰糖%洋糖和赤

砂糖!?明确提到这些糖经过长途贸易销往 (天津各省等处 )$

*9.

!如果放大

到整个雷州半岛!糖业兴盛的局面会更加显著$嘉庆-雷州府志.记载雷州

半岛的甘蔗有乌
G

蔗和茅蔗两种!徐闻多有种植!糖蔗之利几与相半$

*9/

!

这其中! (糖名颇繁!不外乌%白二种!22乌糖其行不远!白糖则货至苏

州%天津等处)$

*90

!

综合这些讨论!我们认
(

!麻章墟和赤坎埠在$(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变化

其实是同一历史现象的一体两面"即
'

西南的地方社会开始越来越紧密地参

与到跨越巨区的长程海洋贸易$在赤坎埠!蔗糖贸易兴盛的表现是潮州客商

的出现及其会馆的兴起!潮州会馆联的是天津%上海%苏州等地的整个潮

州商人海上贸易网络#在麻章墟!蔗糖的兴起带动的则是该墟市庙宇体系的

发展$麻章墟目前 (四境五庙 )中排名首位的玉
E=

的主神在乾隆四十年

/$OOI 0之前还
)

有自己的庙宇$当蔗糖贸易兴起之後!本地的蔗糖供应商

因
(

与赤坎埠的客商
-

生关於称重标准的
>

议!?处於下风!这才开始发展

自己的行规和称重标准!继而利用糖商对玄天上帝的共同信仰将这种商业行

(

制度化$如果
&

潮州会馆是赤坎埠的潮州商人参与长程贸易的商业组织!

那
6

麻章墟的庙宇则是遂溪本地供应商参与长程贸易的商业组织$两者的关

既是互相合作!从而实现蔗糖从遂溪东海岸腹地往沿海商业网络的流通#

也是相互制衡!从而实现度量衡的标准化和商业纠纷的解
@

$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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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天后庙碑.!道光四年/$("& 0立!碑存湛江市麻章区麻章镇天后
=

!笔者"#$G

年O月拓
5

# -重修武帝庙碑.!同治元年 /$(G" 0立!碑存湛江市麻章区麻章镇武帝

庙!笔者"#$G年O月拓
5

$

康熙-遂溪县志.!卷$! +土
-

,!页&#$

道光-遂溪县志.!卷$#! +物
-

,!页G$

嘉庆-雷州府志.!卷"! +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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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雷州府志.!卷"!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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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潮州商人在$(世纪後半叶因
(

蔗糖贸易而出现在遂溪东海岸!在赤坎

建立会馆!?进而给当地市场带来深远影响之时!我们?未看到其他客商的

材料$但进入$%世纪!多地客商开始在赤坎活动!?且建立各自的会馆$到

了$%世纪晚期!赤坎俨然已成
(

一个由五大会馆主导的会馆社会$此时!蔗

糖贸易很可能已经不再是这些客商最主要的生意!他们还出口花生油和花生麸

等大宗土
-

!?且进口洋杂等商品$

*91

!至此!整个会馆社会已经形成!?主

导赤坎埠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这五大会馆
(

潮州会馆%福建会馆/又名漳州

会馆或闽浙会馆0%广州会馆/又名广府会馆0%高州会馆与雷阳会馆$这

些会馆的情癋各不相同!有些保留有民国时期的部份档案!有些只给我们留

下零零星星的碑刻材料$通过梳理这些瞃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会馆在赤坎

埠究竟如何运作$

福建会馆似乎是几个地区性闽南商人群体组成的散联盟!曾数易其名$

原先在闽浙会馆
$

的四通碑刻!目前被收入湛江市博物馆$

*92

!最早的碑刻是

$($G年所立!但?未提及(福建会馆)或(闽浙会馆)!而是以(诏安港)

(

名$该碑刻记
5

&I名来自漳州府诏安县的船
1

名字$三年之後!出现了另

一通以(云霄港)

(

名的碑刻!云霄同样是闽南漳州府的属县$该碑记载(云

霄港 )购置了赤坎的两间瓦铺!其租金收入用於 (供应天后圣母祭期之香

资)$此类捐献以不同区域商人的名义持续进行!在此过程中!一个整合不

同区域商人的上层组织逐渐形成!亦即(福建会馆)$$(OO年!一群来自漳

州府漳浦县的商人在赤坎购置一间瓦铺连同土地!登记归
(

福建会馆漳浦港

(管批)$$(($年的-云霄港瓦铺碑.记载!来自云霄县的商人分
*

在光绪

元年/$(OI 0和光绪三年/$(OO 0先後购置瓦铺三间!其中一间位於大通街

(诏安港公铺)之侧$通过这些碑刻!我们推测$%世纪在赤坎经营的福建商

人主要是漳州人!?可能以(福建会馆)的名义联合在一起$这家会馆的身

份认同灵活变动!反映在其名称的更改之上$$(OO年-漳浦港瓦铺碑.称之

(

(福建会馆)!$((#年-乐善堂碑记.则称之
(

(漳州会馆)!而到了"#

世纪初!又以(闽浙会馆)著称$

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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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
6

在赤坎会出现以福建地名命名的港口'我们在田野调查中发现!

在"#世纪的数次填海造陆以前!赤坎是一处地势较高的半岛$从高地往下!

$#座踏跺式渡口拾级而下即抵海湾或浅滩!海上贸易甚
(

便利$

*93

!在赤坎埠

染房街所在的渡口门楼旁!我们发现一通嵌在门侧的乾隆四十九年/$O(& 0

碑刻!其以(埠)

(

名$碑记所称的(诏安港)% (云霄港)和(漳浦港)

等!可能就是指来自闽南不同地方的客商控制的几座渡口!以他们的籍贯地

命名!?在渡口近处购置房
-

收租$

我们不能确定潮州会馆是否也控制某座渡口!但确定无疑!潮州商人也

如福建商人般购置大量土地$如前所述!潮州会馆通过潮州商船的捐款从乾

隆年间开始在赤坎控制土地$我们对生於$%H$年的陈家如先生进行深入的口

述历史访谈$陈先生的父亲陈传薪曾在上世纪&#年代长期出任潮州会馆理

事$陈家如回忆!潮州会馆的馆址?地Gd###多平方米!三进?局!正厅供奉

金身天后像!有龟池竹林等园林景观!二战时期新建(潮园)俱乐部!以及

利用会馆场地办学%供潮籍客商子弟读书的韩江小学$会馆
$

供奉天后!不

仅得到潮籍商人信仰!更广受赤坎民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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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家如所比较的当地天后庙!道光-遂溪县志.记载其香灯田由(水手

!

忠)捐献!?在赤坎埠有铺址一间$

*95

!该庙至今仍存!

(

一进式建筑!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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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赤坎区益民路!与潮州会馆旧址相距仅百米$而潮州会馆正厅的天后神像

同样与海洋贸易密切相关!有庙祝专门打理!且外观更
(

宏伟$

此外!潮州会馆在赤坎鸭?港附近拥有一处名
(

(潮州塘)的水塘!塘

畔设有义眆!?有专人管理$二战时期因应广州湾法当局开公路之需!会

馆将义眆搬至赤坎郊外的坟山$至$%&"年大多棺木已由亲属迁葬!尚馀%#口

无人认领!其数目之多可见经过多年(在地化)发展!潮籍人士已将他乡视

(

故乡!潮州会馆在赤坎根基日深$

(

了符合(本会馆养生送死之道)!理

事陈渭川主动提出担任代表前往致祭!准备纸钱%烧
I

和包子等礼仪用

品$

*:,

!根据陈家如的回忆!位於赤坎郊区的新坟山面积达二十多亩的坟地!

所有的墓碑都面向大海!因
(

(潮州人是从海上来的)$

潮州会馆在很早以前就控制大批土地!会馆允许承租者在这些土地上建

造房屋商铺!若干年後连地带屋归会馆所有$潮州会馆因此拥有大量房地
-

!

潮籍人士租用会馆的
-

业享有租金优惠$这一
&

法也与-题建正座碑记.捐

款置地的记载
J

相呼应$通过这种方式!鼎盛时期潮州会馆曾在赤坎埠控制

有I##多间铺屋$

*:-

!

这种
&

法得到档案材料的印证$我们在湛江市档案馆找到两百多份潮州

会馆档案/以$%&#年代的会议记
5(

主0$从这些档案来看!当时的潮州会

馆理事会其实相当於一个处理不动
-

事务的管理团队!他们常常招标开发土

地!将房
-

编列字轨!聘请专人登记房地
-

和租
1

资讯!确保租金按时收

入$

*:.

!在$%&O年的那场
>-

官司!理事陈渭川回顾潮州会馆置业的过程和管

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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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

!从整个赤坎埠来看!自乾隆年间以来!潮州会馆在福建街%潮

州街%新街头/今中兴街北段0%大通街和克兰满索街/今民主路0等地购

置大量土地?建造铺屋以组成公
-

!部份用於出租民居!部份租给同乡经营

土杂洋杂%药材和布匹等生意!至今赤坎旧街区尚存(潮州会馆尝业)% (潮

州会馆铺)等石碑$此外!潮州商人还在近郊围海开(潮州塘)用於水
-

养殖!塘边开摊位出租#还拥有大片田地林地出租与人种植果树花卉等!

在$%&#年代被称
(

(振农园)$

*:0

!

赤坎的几家会馆普遍具有丧葬和慈善等社会功能$不仅潮州会馆有学校

和义眆!其他会馆也有类似的功能$例如!赤坎广州会馆的一块光绪十年

/$(OI 0的碑记载了道光二十四年/$(&& 0订下来的(公议章程)!清楚规

定!广州府来赤坎贸易的商船和商人如果要加入会馆!必须要给会馆交(香

资)!而且广府客商来赤坎(贸易按年均有抽分归入会馆)$作
(

回报!会

馆则设立义眆!?设有种福堂负责义眆的祭扫!同时还明确规定!如果在赤

坎的广府客商/後人0入籍遂溪!就不再纳入会馆祭扫之列$

*:1

!可见会馆一

方面是一种可以投资入股的在地控
-

机构!另一方面又是一种不断
%

调成员

侨居身份的跨域社会组织$

$%世纪下半叶会馆社会更进一步发展!五大会馆在光绪年间共同出资组

成了一个慈善机构***乐善堂$乐善堂由各会馆派人轮值!管理所属铺屋地

-

$碑刻记载乐善堂的职能
(

(施棺)***埋葬死者!善堂收到的部份捐资

放在赤坎当铺生息!相当於一种通过慈善进行投资的方式$可见彼时赤坎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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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不仅是各地客商临时落
G

的埠头!而会馆也不再仅仅是一个商业团体$无

论是作
(

个体的客商!还是作
(

集体的会馆!已然形成聚落社群!必须处理

生老病死这些日常生活的现实问题$

会馆在赤坎的
%

势地位还体现在光绪初年的(闹矨)事件上$光绪二年

/$(OG 0!广东省政府在下四府设立矨厂徵收矨金!其中一所设在赤坎$矨

厂受到商人暗中抵制!次年正月赤坎?神期间!该矨厂遭到赤坎附近村落

(浮浪子弟)打砸!遂溪县令徐赓陛归咎於商人唆使$

*:2

!最後经过多方交

涉!政府不得不妥协!撤销矨厂!?将权力下放给原来的海关子口与赤坎的

(闽广潮雷四行行商)$矨金局将矨票发给四行!饬令他们每月将所报的矨

金逐款登记!?(常川与海关子口查对!以免弊混)$可见管官府短暂介

入!最终能
8

控制当地商业者!仍然是这个从$(世纪末$%世纪初开始逐渐形

成的会馆社会$

$%世纪末时局剧变!清政府於$(%(年四月被迫将广州湾租借给法国人$

对此!由外地客商主导的赤坎埠与由本地乡绅主导的麻章墟有着非常不同的

反应$$(%%年二月上任的遂溪署理知县李锺癐意图阻挠法国人圈?赤坎埠!

他(借喻办团练
(

名!传福建%潮州%广州%高州%雷州五会馆董事商人!

访问该埠商务)$

*:3

!可是!当法国在广州湾登陆?向赤坎埠进发时!赤坎的

五大会馆?未组织抵抗$

*:4

!一些客商反而选择与法国人合作!绰号 (八百

眼)的潮州人陈敬伍
(

遂溪县团练保甲总局赤坎公局长!曾
(

法国人充当

导和传递情报!激起民愤$知县李锺癐授意悬赏!

D

略乡绅王缉堂策划练勇

在赤坎潮州会馆附近刺杀陈敬伍$

*:5

!

但当法国人试图进一步深入
$

地时!便遭遇地方团练的抵抗$李锺癐筹

集资金组织地方团练!团练总部设在
D

略睶移书院!下设六个营!每营"I#

人!其中一个营就设在麻章墟$

*;,

!当年$#月!团练与法国驻军发生数次武装

突!麻章与赤坎之间的新埠和东菊等地即
(

战场!双方互有死伤$随着

突进一步扩大!加上$$月$"日两名法国军官被团练所杀!法军更
@

意加大?

CDE

"$

*:2

*:3

*:4

*:5

*;,

徐赓陛! -不慊斋漫存.! +

H

覆查办赤坎矨厂滋事案,!页&$&[&$I$

李锺癐! -遂良存牍.! +

H

呈赤坎地方未便开埠通商,!页"(["%$

_78;806= *0;>;9;%'0O)3)'1?W&)(1 *) ;')(:#J#(1).0-%( %7.&64O&'3&3%;S',3\&#)N&*'#3D

"#$H9DHH0

陈永忠! +智斩汉奸陈敬伍,!载政协广东省遂溪县委员会编! -遂溪文史./遂溪"

$

部资料!"##G 0!第$H辑!页"&["O$

阮应祺! -湛江遂溪抗法
>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0!页&I[&O$

)

*

+

,



领力度!大肆进攻
D

略和麻章等地!面对法方
%

大的军事和外交压力!清廷

高层最终妥协退让!同意签约$

*;-

!与此同时
(

防事态扩大!谈判代表广西提

督苏元春派人告知麻章团总冯绍琮" (界务已定!赤坎归法!

D

略%麻章属

华!即日勘界$各团不得执械出队!致滋事端$ )

*;.

!

$(%%年$$月$G日中法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划定边界!$%##年初在法

属印度支那总督保罗1杜美4B,*/J&*.+'9主导下!殖民管治的行政架构正式

在广州湾租借地建立$自此!麻章与赤坎以文章河
(

界!分
*

属於中国和法

当局管辖$麻章绅民在$%"I年重建跨越边界的桥睴!

*;/

!命名
(

(寸金桥 )!

取意 (一寸山河一寸金 )$从此!这个乾隆年间开始在赤坎形成的会馆社

会!被纳入法国殖民管治之下!?一直担当广州湾经济中心的角色!发展成

现在的湛江市赤坎区#而麻章则一直属於中国政府管辖!行政区划屡经更

迭!今
(

湛江市麻章区$

[\

"

]:$%&'^/&_`7ab

根据巨区理论!

'

西南应该属於一个所谓的(岭南巨区)!?以广州
(

中心!参与长程贸易#

*;0

!但是!我们的调查几乎从一开始就完全否定了这一

点$乾隆年间出现的赤坎潮州会馆
+

不是
(

了将遂溪东海岸与广州相连!相

反这群潮州人生活在一个巨大的跨越数个(巨区)的空间中!他们的会馆遍

?华北%江南%

'

西南乃至东南亚$他们从遂溪东海岸购买的商品糖!毋须

经过(中心地)广州!而是通过沿海贸易直接销往华北和江南!可见他们的

市场空间远远超越了巨区$那
6

这个跨域的市场空间又是如何形成'要回答

这个问题!我们恐怕还需要更大的视野$

在沿海这一长串(万世)辈的会馆中!最先成立的是苏州潮州会馆!创

设於康熙年间甚至更早!而当时苏州城其他地域商人的会馆也正在兴起!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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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郭康
%

! +$(%([$(%%年中法广州湾租借地勘界交涉研究 ,! -史林 .!"#$(年!第&

期!页$"O[$H($

李锺癐! -遂良存牍.! +

H

陈法人设计攻破
D

略村旋即收复事,!页HO$

即道光-遂溪县志.记载的(赤坎桥)!桥名残碑存湛江市博物馆$

这个结构其实也误导了穆素洁关於广东糖业史的研究$该研究认
(

广东省的糖业市场存

在一个等级结构!站在这个结构最上层的是广州的行商!可参见 4@?B7;0*0f@1=089

/&H)')(1 /%:.#03.( 2".()?9#)-)(0-@!#:"(%*%H3@)(1 0"#K%'*1 8)'=#04A,.1'#?-+D

>,))0;T,'",'? G3#"+')#%H B'+))D$%%(9D"%I!HHO$

)

*

+

,



以
&

很难断言谁是这种类型的商业组织的创造者$但有意思的是潮州商人的

策略!他们?
)

有只在苏州城这种商业发达的(中心地)发展会馆!相反地!

到了乾隆年间!他们几乎把会馆建到了天涯海角$从某种角度来讲!他们通

过会馆创造出一个有利於发挥他们流动性的空间$这种市场空间既不是由地

理环境
@

定!也不是由国家制度
@

定$这些潮州商人所体现的流动性!反倒

很像张鹂%项飙等人所研究的"#世纪%#年代
9

州商人在中国各地形成浙江村

的历史过程$

*;1

!

与此同时!会馆还在创造另外一种空间$这种空间扎根在地方社会!它

包括两个面向$第一个面向是会馆如何建立本地的联$显然就遂溪东海岸

而言!潮州会馆?
)

有出现在当地旧有的墟市系统中!潮州商人选择在赤坎

另起山头!发展出一个以会馆
(

主导的社会$从他们乾隆年间的两次捐款来

看!他们完全有足
8

的财力这
6

做!而且从麻章墟的反应来看!以外来客商

(

主的赤坎埠反而(後来者居上)!似乎处在更
%

势的位置$麻章墟本地糖

商通过庙宇来组织起来的一系列策略!其实是
(

了应对一个控制着长程贸易

市场的?购商的
%

势地位的被动行
(

$但是这种抗衡?未造成市场的隔阂!反

而有助於商业
>

端的解
@

$这种由外来商人控制海洋贸易!本土商人控制
$

陆原
-

地贸易的模式其实在中世以降的海洋亚洲普遍存在$

*;2

!只是在以往中

国海洋史研究中!学者?
)

有关注到中国
$

部不同族群间也会在中国沿海地

区形成这种二元关$

第二个面向是会馆如何创造一种在地的空间!让客商长期经商和生活$

这就涉及会馆的一系列社会职能!包括宗教%丧葬和教育等!这些职能是赤

坎埠会馆社会在$%世纪最主要的发展$如果
&

乾隆年间的潮州商人还是初在

赤坎埠立足!$%世纪就有越来越多的长期定居者!同一时期其他客商也活跃

CDE

"H

*;1

*;2

N.hB06<9/0')(H#'-.( 0"#2.03?X#:%(+.H&')0.%( %+/7):#@9%>#'@)(1 /%:.)*Y#0>%'=->.0".(

2".()Z-;*%)0.(H 9%7&*)0.%( 47%,3F&'?;7%,3F&'? G3#"+')#%H B'+))D"##"9#项飙! -跨越边

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生活1读书1新知三联书店!"### 0$

在印度洋和东南亚的研究中已经出现过不少这样的例子!例如在印度马拉巴尔胡椒海

岸!穆斯林商人在沿海形成商业聚落控制海洋贸易!而
$

陆胡椒的生
-

和收购则是由印

度本地商人控制!可见 D806<7最近的研究"47W0J;.06 A3D806<798%(-%%( 5-*)6?!')1#

)(1 ;).0" %( 0"#8#1.#J)*8)*)[)'2%)-04A,.1'#?-+;A,.1'#?-+G3#"+')#%H B'+))D"#$(9#

再比如在苏门答腊东南部地区!沿海的贸易是由马来人和华人控制!但是
$

陆的生
-

和

收购就是由 >#3,3-8,1,* 人控制!见 N,'1,',5,%)&3 P3?,H,D!%4.J#)-O'%0"#'-?

/%&0"#)-0/&6)0') .( 0"#/#J#(0##(0" )(1 I.H"0##(0" 2#(0&'.#-4T&3&/*/*;G3#"+')#%H &FT,2,##

B'+))D$%%H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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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开始各自建造会馆$最终$%世纪末形成的所谓(五大会馆)局面!其

实就是这种在地发展的结果$五座会馆负责各自籍贯商人的在地经商和生活

的问题!规划?且规训4?#)$#:/#3+9了赤坎埠这样一个社会空间!同时也帮助

客商维持与跨域网络的联$

这种发展非常像O+F+1"'+在其著作中所举的威尼斯的例子$威尼斯本来

只是一个海边的
K

湖!但是
,

因
(

当地商人和地中海%中东以及西北欧的贸

易!被改造成一座世界级的城市$

*;3

!赤坎原来也只是广州湾边上一块高地!

,

因
(

潮州等外来客商的到来!从$(世纪下半叶开始发生巨变$这些客商将

一部份贸易利润投资到他们在赤坎的会馆$而这些会馆则将这些由长程贸易

而来的原始积累转
L

%?再造成
(

在地的资本与文化资本$在这个投资%转
L

与再造的过程中!他们形塑这座城市的
-

权结构%人群认同%公共空间以及

市政管理$纵然历史背景%城市规模迥?!我们仍然可以大胆推论!推动威

尼斯和赤坎城市空间形成的机制是共通的!是一种由长程贸易所主导的社会

关$

/责任编辑"唐金英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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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fgh:,g7MN&'

位置 始建年份

雷州半岛

赤坎/遂溪0 不晚於$O(H年

安铺/石城0 未知*;4

!

水东/电白0 未知

徐闻县城 乾隆早期*;5

!

海安/徐闻0 未知*<,

!

迈陈/徐闻0 未知*<-

!

曲界/徐闻0 未知*<.

!

海南岛

海口/琼州0 $OIG年*</

!

嘉积/琼海0 $(#O年*<0

!

白沙门/琼州0 $OII年与兴化商人合建兴潮天后
=

*<1

!

万州/万宁0

$OO$年
*<2

!

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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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

*<-

*<.

*</

*<0

*<1

*<2

-重修会馆捐题碑记.!光绪六年/$((# 0立!碑存万宁潮州会馆!笔者"#$(年G月拓

5

/该行程由海南师范大学邢寒冬教授带领!在此深表谢意0$该碑刻上面列有五家
'

西南(联号)潮州会馆的名字!分
*(

"海口潮州会馆(万世隆)!徐闻潮州会馆(万

世泰)!水东潮州会馆(万世丰 )!赤坎潮州会馆 (万世瑞 )!安铺潮州会馆 (万世

春)$

-万世永赖.!乾隆四十八年/$O(H 0立!碑存湛江市徐闻县博物馆!笔者"#$G年G月

拓
5

$该碑其实是一块重修碑!上面提到了会馆初建的年份$可惜该年份无法断定!因

(

在(乾隆)与(年)之间有一个字因
(

磨损而无法辨认$不过因
(

只有一个字!所以

很大可能是在乾隆元年到十年/$OHG[$O&I 0之间$

"#$G年在徐闻县文史工作者何
%

老师的帮助!笔者探访该处遗址!但是未发现碑刻$

"#$(年G月据何
%

老师讲述!该会馆的遗址被彻底摧
M

$

曾青%何
%

! -老徐闻掌故./徐闻"

$

部资料!"#$H 0!页$G$[$G&$该书由何
%

老

师赠与!谨表谢忱$

曾青%何
%

! -老徐闻掌故.!页$G$[$G&$

小叶田淳! -海南岛史./台北"学海出版社!$%O% 0!页"I"$

周伟民%唐玲玲! -海南通史1清代卷./北京"人民出版社!"#$O 0!页"HO$

+兴潮天後
=

碑记,!载周伟民编! -海南碑碣匾铭额图1龙华美兰卷./海口"海南

出版社!"#$I 0!页"I($该碑讲述潮州和兴化的商人如何重修当地一座已有的天后

庙!?将其命名
(

兴潮天后
=

$

道光-万州志.!卷O! +前事略,!页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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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O,*'+3%N&33#3D+?0D=A,'%+?* I+''#%&#'+?+]*,3-!I$(V+&*DE7+'"#$+-V&-',:(#̂*+?+

/_C3?&$(#3+D$%##$

图片
&

明"底图
(

法国人$%##年绘的广州湾租借地地图 /局部!原
(

彩图!用红色标记聚

落0!中文地名
(

笔者添加!上面还标示了不少糖寮的位置$图中其他市镇的聚落均

呈点状分?/包括麻章0!而赤坎的聚落连成了片状!显然规模大於其他市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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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B,*/6,FF,'+/D=O+I+''#%&#'+?+[&*,3-!I$(V&*DE4) L\7]:"#:%*%(.)*#.**&-0'\#(;"$

4$%#(9;"%%0

图片
&

明""#世纪初!中国工人疏浚赤坎水道/今赤坎区民主路一带!"#世纪"#年代中期填平造

地0!身穿白衣的法国官员在旁监督$中远处歇山顶建筑
(

闽浙会馆/又称(福建会

馆)等0!"#世纪(#年代被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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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F&'P'+,7%*?#+)

O+#?+3 G3#"+')#%H

Y#̂#5G

J+:,'%.+3%&FT#)%&'H

I(+A(#3+)+G3#"+')#%H &FT&3- [&3-

!"#$%&'$

T&2?#? /&$,/)&$#+%#+):,'%#$#:,%+#3 /&3-!?#)%,3$+%',?+#3 +,'/H

.&?+'3 A(#3,aI(+%',?#%#&3,/)%*?H ,::'&,$( F&//&2)5#//#,.78#33+'_)

=.,$'&!'+-#&3E .&?+/D 2(#$( ,))*.+)%(,%/&$,/)&$#+%H ?#? 3&%

:,'%#$#:,%+#3 /&3-!?#)%,3$+%',?+?#'+$%/HD1*%"#,(#+','$(#$,/.,'8+%

)%'*$%*'+0C3 %(,%.&?+/D$&..&?#%#+)2+'+F#')%$&3$+3%',%+? )%+:!1H!

)%+: #3%& %(+$+3%',/$#%H &F+,$( =.,$'&!'+-#&3ED&3/H F'&.2(+'+%(+H

$&*/? +3%+'$'&))!'+-#&3,/D/&3-!?#)%,3$+%',?+0J',2#3- F'&.+.:#'#$,/

'+)+,'$( #3 )&*%(2+)%+'3 6*,3-?&3-D%(#),'%#$/+,'-*+)%(,%,3 ,/%+'3,%#"+

.&?+/+M#)%+? &3 %(+A(#3,$&,)%/,%+)%)#3$+%(++#-(%++3%( $+3%*'H0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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