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游火帝歌》看清代棒林社会
兼论潮外｜歌册的社会史资料价值

陈吞声

1991 年以来，由于参加“华南社会史研究计划”，作者在韩

江三角洲北缘的著名古港一一梅林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J 在

当地文化、博物部门和文史工作者的大力支恃下，莞集到一批

有价值的民间文献，其中有一部题为“梅林游火帝歌”的潮州

歌册抄本。结合对文献记载和口碑传说的分析，我们认为这部

歌册的内容，包含了丰富的线索，有助于加深人们对这个中外

学者已有颇多研究①的社区的内部关系及其历史变迁的理解。

现简单介绍如下。

一、潮州歌册与《棒林游火帝歌》

潮州歌册是一种民间说唱文学形式， 一般认为它与弹词有

· “华商社会史研究计究”创主持人为原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陈其商博士。 中
山大学历史系刘志伟副教授参加了在梅林的大部分田野调查工作，本文许多观点和
思路的形成得益于与他的多次深入讨论 。家父文思先生多年来协助搜集有关地方史
料． 并多次陪同下乡调查， 使作者得以顺利进入所调查的社区． 梅林当地的李组雄、

蓝春荣先生提供了许多资料和大量方便．参加该计划实地考察的陈支平、罗一星、藕
志丰学、魏援兹等学者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本文部分内容曾提交 1993 年 1 月香港

科技大学举行之“民间文献与华南地搜社会研讨会”，此次修改发表得益于’迪生先
生的评论和与会者的批评意见。 谨此一并致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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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渊源关系，还有人将其与唐代的变文联系起来②。 其句法

基本为七字句，每四句为一组，每组一韵，押潮州话的平韵，第

一句字韵，第二、四句协韵，第三句为仄声。歌词行文至高潮

时，可夹上一段四字句、五字句、三字句、或三三七、 三三四、

三三五的句法，常押仄声韵飞

歌册的作者一般为地方上的下层文人或粗通文墨者，如教

书先生、闲散市民、帐房先生和潮剧艺人等，俗称“无路秀

才”或“半秀才气说唱者和听众绝大多数是家庭妇女和儿童，

没有职业说唱者， 一般在绣花场、抽纱场、或庭前院内， 一个

人看着本子唱，其余的人边听边做手王活。 歌册的语言基本上

是潮州话的日常口语〈如“做阵”、“乞你”、“地人”〉和口头俗

语〈如“七嘴八舌”、“食大赔细勺，少数文言也是潮剧戏台上

的常用语。情节布局比较单纯，线路分明，所以识字不多的妇

女易昕易记，颇受欢迎。笔者孩提时代也常在夏天的夜晚，昕

聚集在“外埋”（院子）的邻居婶燎们唱歌册。

歌册的内容大多取材于戏剧、小说、弹词等，也有一部分

是根据地方民间传说、故事改编而成，或描写地方的风土人情

的。

清代咸丰年间，潮州府城的李万利杂货店率先木刻印刷潮

州歌册，以后其第二代万利老店、万利春记和其它商号如王生

记、万利生记（万得和王生记合店）、陈财利堂、吴瑞文堂、瑞

元堂、瑞经堂、五福堂、友文堂、王友芝堂等都营印歌册＠。 这

些潮州城印的“府城歌册”在民间颇受珍视，有点门风之家常

常在嫁女时随嫁妆送上一两部。许多歌册往往传了好几代人气

刊刻的潮州歌册的数量已不可考，不过，仅李万利一家，至民

国时己印有木刻本五、 六百种＠。本世纪 50 年代，澄海县文化

馆收藏的歌册也有 300 多部⑦。 郭马风先生 《旧潮州歌册调查杂

• 80 • 

…’“…“……-• ….. .. . . . -. 



. 

记》所附“旧潮州歌册版本初步调查目录”，录有他 60 年代初

在汕头、潮安、澄海等地调查时翻阅、寻访到的歌册 221 神。谭

正壁、谭寻 1982 年出版的《木鱼歌潮州歌叙录》 载有他们在上

海、广州两地古旧书店所见的潮州歌册 162 种，其中有 16 种是

郭氏文章中所未提到的。近年汕头市群众艺术馆又重新誉印潮

州歌册 130 多种。

除了书坊、商号刊刻的以外，许多地方还有传抄的歌册流

行。这些未付梓的作品往往不太规范，文学色彩相对较弱，但

对地方社会的描写更为直接、 生动 。《梅林游火帝歌》就属于这

类歌册。

《游火帝歌》是 1987 年在编辑 《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

广东卷》“澄海县资料本”的过程中，由梅林当地的文史研究者

李绍雄先生采集的，原抄本藏于当地一个退休干部家中。《游火

帝歌》开首八句：

尤绪登基国太平，十八梅、内俱中兴，

正是国泰民安乐，凤调两）I顶好年情．

自同传古及至今，情叙多端难尽陈．

男，l州府县不必唱，单唱澄海人知因．

表明歌册写于清末光绪年间。 作者署名为“清闲”，其真名实姓

和生平已不可考，但从这个署名及歌册的内容推断， 亦应为

“无路秀才”一类的人物。《游火帝歌》有唱词 698 行，中间还

抄入约 400 字的游火帝“引路牌”内容，共约 5300 字．《游火

帝歌》 在形式上不太规范，未严格遵守四句一韵的惯例，夹杂

了大量的两句一韵、 三句一韵或五句一韵的情况 。 由于是抄本，

这种情形也可能是传抄过程中形成的。

《游火帝歌》 以梅林埠的主神－一火神巡游为主线，记叙了

清代梅林内部街区布局、市场情况、地方权力体系、对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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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戏曲、民风民俗等等方面的内容。

二、六社八街与火帝庙的建立

韩江三角洲平原是由于韩江带来的泥沙淤积，于 6000 年前

开始形成的，至今平原仍在发育。 平原形成过程中韩江不断分
汉，最后分 19 口从澄海县入海＠。韩江最北面的支流即为北溪，

北溪入海口与三角洲北缘的莲花山之间有条宽 2- 3 公里的狭

长冲积带，成为三角洲往东北方向进入福建省的必经之地，明

清两代广东通往福建的驿路从这里经过，民国时汕（头〉悻

（林）公路和（潮）安黄（岗） 公路亦在此地交汇飞 梅林就位

于这个交汇点上，北依莲花山，南扼北溪口 。

清代中期以后，梅林人在描述本地的内部地域关系时，习

惯上采用“六社八街”的说法，正如 《游火帝歌》 所述：

澄海管落棒林乡，乡中宽阔实非常，

共有六社八街路，行口钳户极多间 。

本文所附地图反映了民国初年障林的街区情形。可见所谓“八

街”是指自北向南从村子中间流过的小河两边的 8 个商业街区，

即地图中以黑色表示的街道。 小河下游的水道折向东方汇入大

海，这段东西向的水道为著名的梅林港，涨潮时海水可达仙桥

街附近＠。 西、南边缘被小河和港口围绕的地区以一个城寨为中

心，分为东、西、南、 北 4 社。 梅林港正好位于商社边上， 所

以当地人也称之为“南社港飞小河的西边有一个大水塘，以其

为界，北为仙垄社，南为塘西社。“南社港”以南的新兴街形成

年代较晚，习惯上讲到“六社八街”时并未将其包括在内。

从文献记载和口头传说中，可知“六社八街”格局的形成

经历了约 200 年的时间 。

根据 1981 年 8 月在当地发现的 －“建寨呈文”、“抄录呈明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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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沟河界址”、“古迹大观”等一批文献ω，可知梅林作为一个聚

落，是明代嘉靖三十五年由原散居在莲花山边的 15 姓居民（主

要是谊民或蛋户）筑寨居佳而形成的。万历二十五年，梅林分

为东、西、南、北 4 社。 同年，村子西南方向隔河相望的地方

开始有人居住，是为“塘西村”。乾隆八年以后，忖子西北方向

河对岸的荒丘上亦有人定居，这就是后来的仙垄社。东、国、南、

北 4 社和塘西、｛山垄都有自 己的社神，西社拜祭玄天上帝〈北

帝），北社祭祀七圣夫人，其它 4性的社神都是三山国王法。直

至乾隆初年，现在的“梅林”仍然分为“障林”（即东、西、南、

北 4 社）、“塘西”、“仙垄” 三个聚落。这个社区在地域上的整

合，是随着“南社港”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八街”的兴起而形

成的。

明代实行海禁政策，在大多数时间里，海上贸易是政府所

不允许的。当时潮州府沿海的私人海上贸易，主要集中在荒僻

的南澳岛和饶平县拓林港两处。清朝康熙二十四年开海禁，随

着海上贸易的合法化，地处韩江入海口河海交汇之处，有最便

捷的水路直通潮州府城＠，并与韩江三角洲各地有？可网沟通的

棒林，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当时粤东最大的近海帆船贸易口岸。乾

隆六年广东巡抚王安国密谕署粤海关监督“劝谕各商贩余米谷

入口发卖”。次年奉旨免征米谷税银，使商民运米入口尤为踊

跃飞乾隆二十年定广东商民运米回粤议叙条例，依数量多寡 ，

生监可获吏目至县萃的职衔，民人可得九品至七品顶带＠。 这些

规定无疑对梅林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根据嘉庆年间任澄海知

县的尹佩绅的说法，撑林港的米模输入在解决当时缺粮严重的

潮州地区的民食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飞 乾隆三十二年运

米回粤而被议叙的 9 名商人中，有 7 位是澄海县民。。 在梅林港

从事贸易活动的就是著名的“红头船”， 1971 年和 1972 年，在

• 83 • 



. 

槽林附近的河滩出土了两艘清代红头船，真中一艘还刻有“广

东省潮州府领口双榄宣倩肆拾伍号蔡万利商船”字样 .·ll O 时过

境迁，现在可考的红头船商号和船名己为数不多，有意思的是，

《游火帝歌》 保留了有关这方面的资料：

此是闷丈说不完， 唱 出人物忽如坞，

男女约有五十万，全顶色顶敖十员 。

举贡生员甚是多，尚书边士也蚕元，

积租富贵也不少，发有洋船敲十号。

姓陈发只恩隆域， 一号溥发史才能，

姓杨一号叫和裕，娃洪万昌愈史兴。

姓许有只美芝公，发有三号史威风，

二号叫做万合发，二号叫做万合隆，

三号叫做万合成，瓜册合爷史才睛，

－号行洋叫福Jl顷，一号玉）l顷走太什。

歌中提到的商号和船名的详细情况，仍有待继续调查 3 但梅林

当地目前还流行一句很粗俗的口语，从中也知道有条江头船名

为“万昌”的＠。

关于清代槽林作为海上贸易港口的具体情况，笔者将另文

讨论c 这里要提到的是，乾隆年间由于海上贸易的发展，梅林、

塘西、仙垄中间的水道两旁兴建了八个商业街区，使这三个原

不相接的聚落在地域上连在一起，改变了整个社区的恪局，形

成现在的梅林埠。 根据乾隆五十六年所立《梅林扩埠碑记严所

载 ：

花隆七年，卒前县宪杨给示，招氏户将棒林沟两旁沟

轧荒地许民首建主铺，李西两共汁建铺一百零二间 。 后接

盖小木板， 丁曲河沟沟水疏通灌溉 。 每年输纳官租，迄今

四十九载，历输元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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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八街”兴起是乾隆七年以后，即清政府开始鼓励本国商

人从遥罗等地运米回粤之后的事情 。 所谓“八街”是指民发、古

新、广盛、仙桥、洽兴、 j帧兴、永兴、仙园等 8 个街区，嘉庆

以后虽建新兴、元通二街，而大塘桥以南一段官路（铺仔前

街〉也发展起商业铺号，但习惯上人们只称‘八街”。而且旧八

街的地位要明显高于后起的街区，这一点在稍后关于精火帝的

讨论中可以看出。“八街”之中，又以仙桥、长发二街最盛。当

地人有“金仙桥，银长发”的说法 。 《游火帝歌》描述了八街商

业贸易的情形：

只等按下不必言，唱出八街人知端，

第一有钱长发厂，第二有钱永兴街，

枯抒豆行全整齐。第三就是西门外，

西门一厂人俱闷，厂名叫做古新街。

第四仙桥边涵头，高楼荼居缸，都齐。

第五就是洽兴街，洋货交易在外哗。

第六 JI顷兴多洋行，也有当铺甲糖房。

第七广盛销；辛味，亦有扣姑共牵晋。

第八仙园四角街，酒坊药行也大 l词 。

这段叙述的价值在于，它揭示了一个传统贸易口岸内部商业街

区的分布及其贸易情形。同类型的材料目前还不多见。

随着“八街”兴起，社区在地域上整合为一个大的有明显

商业色彩的聚落，民间宗教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发生了变化。真

中最引人连目的就是整个梅林埠的主神一一火帝崇拜的开始。

关于这个变化，《游火帝歌》记述了一个在当地几乎家喻户晓的

传说：

余下船名记不完，唱出神事人知端，

马路尾个火帝庙，神灵显赫不虚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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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乾隆三年问，二甲出身杨老爷．

到任来做澄；辛县，遇逢拜客桦林行。

杨爷地理精万千，路涛直入长发街，

举首一望直达箭， J顶途游过马路前 。

吩咐住桥出「1 来，抬头一看心内知，

当面山形成火局，九然迫i丘克疑猜c

此街生成一烟筒，冬天－ J•l 义自缸，

不时定然遭九祸，为何元人识行藏？

当时-1..轿溥入城，主入式庙关爷厅，

和尚 l羽扣来迎接，接入县主到大厅 。

杨爷丁礼拜神明，和尚格鼓共敲钟，

拜毕进入后堂来，和尚进茶不迫停。

棒林司爷｛闯扣，慌张也到武庙来 ，

六私乡绅也尽，j ， 非L毕坐下言点画。

杨爷开口说一声，本县路边大街行，

我现此街生火然，切须料理快施行。

众人听着喜冲天，大人明见元差远，

正是年年遭火难，二年一次真惨凄 。

大人有也可安排，好来示阮众人知，

为民保得平安福，感戴大人恩万千 。

杨爷开口再说言，若欲调理不艰难，

市嘴建个火帝庙，可保合埠稳平安。

杨爷说罢就起行，摆i革回返；登海域 ，

众人听伊就料理，择日兴工庙建成 。

··.......... 

自此埠 中愈中兴，供知杨爷个恩情，

不觉杨爷去存仙界，刻伊禄位请入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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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字以为天德爷，每年神涛出来营，

开摆44卡有四抬轿，铜锣十三贡贡声 。

这等福分本非轻，杨爷乎生行好心，

今日且有障如此，香名给人传古今。

这个传说有两个地方是有疑问的：第一，歌册中写明讲杨

老爷游长发街和倡建火帝庙的时间为乾隆三年，但从前引《梅
林扩埠碑记》 可知，位于撑林沟西边的长发街是乾隆七年才开

始形成的；第二，查乾隆以后的 《澄海县志》，其中并无一位叫

“杨天德”的知县。 从 《明清进士题名录索引 》 中，知道雍正庚

戌科云南楚雄县出有一位叫杨天德的进士，列三甲第二一四名，

亦非歌册中所讲的“二甲”。 嘉庆 《楚雄县志》 载真出任过广东

顺德知县，而广东的几部县志表明，他乾隆八年任封川知县，十

一年任保昌知县，十四年调署琼山知县，十六年又回到保昌任

上飞 在所有的官方文献中，找不到这个叫杨天德的人出任澄海

知县的记载。

对我们的研究来说，是否真有杨天德其人其事本来是不重

要的，但有意思的是，这个故事一直流传下来，而且当地人在

知道上述的疑点后，仍然坚持这个传说的真实性。 他们的解释

是，可能 《游火帝歌》 的作者把时间搞错了，建火帝庙应在乾

隆八年忽，而‘杨天德任封川知县之前在广东候补过一段时间，

乾隆七年短期署理过澄海知县。……或因署理时间过短而县志

不载。”＠

以杨天德为中心的这个故事，谊染的重点在于杨天德的身

份和有份参与建庙决定的备色人等的地位。我们发现在这个传

说中，知县、梅林巡检司和六社乡绅都参加了决定的过程（实

际上还有绿营一一众所周知，议事的关帝庙是驻守梅林寨内的

南澳镇澄海协右营守备官兵祭祀的庙宇句。这不但赋予火帝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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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以正统性的色彩，而且暗示着火帝庙的建立从一开始就得到

地方上最有势力者的承认。 那么，实际上真正有份建设和管理

火帝庙，并可能大力渲染这一传说的是什么人呢？从火帝庙建

于八街街口，传说中建庙的直接动因在于防止商铺的火灾这两

点己可推想，火帝庙最初可能是八街商人的庙宇。 后来它成为

棒林全乡的主神，成为整个社区中唯一可以游遍全乡的神明，或

许反映了海上贸易发展过程中，商人在这个港口市镇上的地位

和影响力的提高。以下对火帝巡游的讨论可进一步证明这一点。

关于杨天德的故事和游火帝时以全套知县执事抬着杨天德牌位

开道的做法（这种做法在清代实际上是违制的），为火帝的主神

地位提供了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上的合理性。 如果从这个

意义上考虑，与其去考究“杨天德”是否真有其人，还不如直

接从“天德” 二字的辞语学含义去理解这个传说更接近实际一

路 。

三、火帝巡游与社区地域关系

火帝巡游是 《游火帝歌》 描述的主要内容。 火帝巡游的活

动从每年二月初一开始，至二月十五游神正日结束，历时半个

月。在此期间，游神成为整个梅林埠压倒一切的公共事务，社

区内部地域关系的方方面面，在一系列的仪式上得到充分展

现咎。

二月初一至十四的主要活动是以“八街”为中心的“坐

厂”。 《游火帝歌》 这样描述“坐厂”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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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餐桌席来奉承，夜来同去看,ft.灯，

又有洽戏共革戏，八个神厂赛月宫。

八街尽主挽天来，街吊灯橱共灯牌，

纱灯活灯柴头景，龙虎狮象做一排。

行店各自彩铺前，门口吊有灯橱哗，

两旁对联贴雅雅，又吊鲤鱼汶水笑。

亦有古玩走马灯，骨景奇花样样清，

彩有飞禽共走善，亦有海味绣球灯。

所谓“坐厂”就是在神庙之外设置临时的“神厂”，把神明请到

“神厂”安放并供人拜祭的仪式。从二月初一开始，长发、古新、

广盛、仙桥、洽兴、顺兴、永兴、仙园等八街各设一厂，分别

摆放火帝、夫人和 6 位太子的神像，其中摆放火帝和杨天德牌

位的一厂为“大厂”，余称“子厂”。“大厂”和“子厂”按顺序

在各街轮流设立，每个街区 8 年有一次设大厂的机会。按民间

的传说，神明“坐厂”带有巡视治境和保佑地方平安的意思，火

帝“坐厂”严格限制在‘八街”的范围内轮流，说明他确实是

“八街”的神。而且除了帝君、夫人，刚好有 6 位太子，正好一

街一厂，也不能不是有意识的安排。

对于在商业活动中发展起来的“八街”来说，“坐厂”提供

了充分展示其经济力量的机会。 正月下旬起八个街区的上空已

全部盖上蓝白相间的长大布条，以遮阳光及防春雨。即《游火

帝歌》所称之“挽天”。“神厂”设在商铺里边，被选中的铺号

要歇业半月。“大厂”一般要占两个铺面。“神厂”以榕树枝叶

扎成彩口，门口撞上灯橱和各种灯饰，厂内布置典雅，摆放着

桑枝桌椅、醉翁椅、花几、名人字画、盆景等等，入夜还请有
清音小锣鼓，奏乐配唱，各厂陈放的花好大多是从府城定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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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厂”和巡游的费用完全由八街上的商号捐题，不向一般民户

摊派。“大厂”的开销颇钮，故各街每年都节余下一些钱准备 8

年一次当值‘大厂”时用。

按照当地人的说法，火帝坐厂长达半个月，实际上是八街

的商人想多赚钱的→种安排。梅林的火帝巡游在周围地区遐还

闻名，澄海、海阳、饶平、南澳和闽南诏安各县的人，都有专

门来棒林看游神和花灯的，如《游火帝歌》所述：

白字画桑共外江，共凑约有廿外事，

连做四夜共四日，引动4)$i在外乡人。

其中来者外海客，海 J.., 浮任后宅江，

南澳斗门云盖寺，尽未得吃兼着人。

过海之人爱凤骚，头毛赤赤目汁流，

辫后锅条虹棕索，染薯裤2巳赤衫头。

山内出来多达虾，内寨丰花黄山坑，

攻于雨亭甲官波，洪屠哺内人史加。

溪西隆域十丘乡，南溪龙头加西洋。

域头岱美溪哗势，牟陇水寨西陇乡。

澄域，莲阳尽都来，百号人物谁都知，

男妇老幼过热闹，骨盲腰龟也到来。

这些人在梅林的亲戚朋友中一住半月，每天上街观灯、看戏、昕

曲，无疑会使八街的商店多做生意。还有，火帝忌水，而农历

二月十五往往已届春雨时节，游神时如遇雨就必须顺延，叫

“挨日”。有时一挨十天半月，令家里住满亲戚的人家叫苦不迭：

亲情来到一大堆，可比－群拉来龟，

域市之人爱脸面，创鸡蒂鸭掠池，鱼。

所以，当地人常常无可奈何地抱怨，“挨日”的惯例也是八街商

人想出来的鬼主意。近几十年已无外乡人云集棒林看游神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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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去调查时，几乎所有的老人都提到“挨日”及其与商人

的关系。

二月十二，有一个“洗路”的仪式。一顶小竹轿抬着一个

戏台上驿主打扮的自鼻头“小老爹”，在仪仗的引导下沿火帝将

巡游路线．巡查寸遍，含净道之意。

二月十三称为“分标”日，由巡检司署向八厂的队伍分发

“标仔”（详后）。

二月十四的活动是“营古亭”，如《游火帝歌》所述：

十四名为营古亭，分做八厂各沸行，

六私八街俱佳透，然后坐厂各回程。

“营”是潮州话的谐音字，这个音作为动词时，表示一种

“在行进中展示”的意义。“古亭”是一座木制的精致小亭，称

为“蓬莱佳境”，由四人用木杠肩抬。后面跟着两人扛的香案，

插上若干烧点着的香枝，游行六社八街，所到之处，人们争相

换香，带回家中，以祈平安。

二月十五是游神正日，《游火帝歌》这样描述游神的队伍：

大厂执事全摆齐，路牌引进在头前，

放起三个宣天炮，于f起行k头先。

大厂在后也起程，执事摆行也分明，

一百对缘丝缝缎，绿前彩对绣球灯。

摆有八对企脚牌，执事八宝共金狮，

百杖纷花雨伞仔，八音数＃£. I司精椅。

ι有高灯共彩旗，吹着一路唱曲诗。

小锣鼓仔十汁痹，亦有童子歌曲言，

古亭彩碍蓬莱l祠，杠景压到面红红。

天德老爷轿四抬，前面数对虎头牌，

杀首四名两咛摆，铜钦十三扣人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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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庄香亭世元双，四面«.鸟照见人，

八仙过海真且雅，双龙抢宝在镇中。

廿匹马景更好看，中、做戏出人知端，

孩童趣味得人惜，请来扮景给人观。

八个扛神戴红缀，身穿红袄有分明，

脚穿花鞋手持扇，水晶眼镜挂眼睛。

大班锣鼓十外事，各班皆有几十人，

衣裳打扮各国色，编有大辫笑死人。

锣卢鼓乐闹喧天，各处边神I哥嗅嚼，

乡绅者老随圣驾，神人共欢乐尧天。

游神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游神的路线（叫“安路勺， 《游

火帝歌》中录有清末的“引路牌”内容（详见资料），我们发现，

近年的火帝巡游仍然按照这块引路牌开列的路线行进。细心分

析这条 u安路”就可看出，火旁巡游过程中“重八街、轻六

社”的原则仍然在起作用 。 游神队伍至少经过八街的范围 4 次，

走遍每一条街道（有的街道甚至两次经过），而在六社则只是从

每社的中间一穿而过。

“安路”被安排从六社的每个社庙门前的外埋通过。 但庙前

的仪式或活动有很大差别，反映了各社及其社庙历史发展过程

和在社区中地位的差异。

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安路”七弯八拐地避开了西社

“玄天上帝”庙前的一段路。玄天上帝（北帝〉庙原为西社社庙，

据说明代天启四年当地举人郑廷捕到北京参加会考时，就曾得

到北帝庙的资助。现在庙门上有一石匾，刻着“雍正甲寅桐月

之吉日”字样，也许这是其最后一次重修的记录。 乾隆年间该

庙仍香火很盛，《梅林扩埠碑记》 记载，乾隆七年在梅林沟两旁

盖建铺屋时，就有“郑允倍等十二间，地租向无输官，历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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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帝、土地爷两庙香灯”，被称为“香灯铺”。 乾隆五十六年

还立碑再次强调这些香灯铺的地位，③说明当时北帝庙尚未衰

落 。 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北帝庙已香火稀落，满目疮虞，早已

失去西社社庙的地位。 当地人对这种转变的解释是：西社社神

原为“七圣夫人”。 明末梅林寨被一伙以“曾阿三” 为首的海盗

攻破飞 西社冤死鬼太多，经常作乱，“七圣夫人”以女流之辈，

过于懦弱，无力弹压，只好辞职到北社当社神。 玄天上帝来此

接任，把所有冤魂收起来压在自己座下，所以再也不能出门巡

游 。 西社人为了能有一个可巡路的社神，就把原在村外山脚井

仔泉地方的土地爷（感天大帝） 请到村内为他修了一个行宫，开

始时只是巡游那几天才摆在宫内， 后来干脆不再送回井仔泉旧

庙 。 这样，“感天大帝庙”就逐渐取代“玄天上帝庙”成为西社

的社庙。 我们觉得，北帝庙的衰落与火帝庙的兴起可能有较大

关系 e 北帝属水， 与火帝相克， ． 而火帝庙又位于西社之内，与

北帝庙隔河相望。 这样，他们巡游时就会遇到难以克服的矛盾，

特别是火帝成为全乡主神后，每次巡游一定要经过各社社庙，而

北帝庙门前是无论如何也不可以去的，结果就只能是北帝庙丧

失其社神地位。 所以， 与北帝有关的禁忌和北帝庙的衰落，实

际上反映了商业街区与原来的农业社区、 商人与一般居民之间

的矛盾和彼此力量的消长。

另一个引起我们注意的现象是，二月十五早上各厂把神像

抬到塘西国王庙前集中，由此出发开始一天的巡游。 塘西社的

长老要摆香案跪送“圣架”，并准备一台戏（潮X§lj或外江戏） 昼

夜演出。 《游火帝歌》 载：

闲话不必去唱伊，今日就是十五天，

反时出缚起圣笃，巳时上马无延迟。

号统一啕合埠知，八厂各各俱安排。

……”’ 一 …令’m ..’ 『 …－一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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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到瑭画来集会，八厂齐齐做二排。

塘回国王庙前的仪式，反映了塘西社在整个社区的特殊地位。如

前所述，乾隆初年以前，塘西一直是障林西面一条独立发展的

“村”。“八街”兴起后，塘西在地理上与梅林连成一片，逐渐被

整合为 u梅林埠”的“六社”之一。但嘉庆《澄海县志》 仍把

H塘西”与“梅林”并列为两条村’，说明至少在当时的官府看

来，塘西仍然是一个独立于梅林的行政单位．也许正是这种相

对猫立的历史发展过程，使塘西的国王庙取得一种可与商社的

山海雄镇庙〈详后）相抗衡的地位，使一年一度的火帝巡游要

在它门前（而不是火帝庙门前）开始。

南社的三山国王庙（山海雄镇庙〉是火帝唯→在“八街”外

“坐厂”并供人祭拜的地位。南社提前在此搭了高大的安放神桥

的棚子 （即“厂勺，供游神队伍中午吃饭时安置神像。“神厂”

之前摆有许多祭台，供乡人摆放供品拜祭之用。“神厂”对面同

样搭有戏棚，连演几天大戏。 二月十五中午吃饭时，这里热闹

非凡，成为一个祭拜的中心。 我们 1992 年初在当地参加游神活

动时，曾多次间有份抬神轿的人，为什么中午火帝要在南社宫

前坐厂，得到的回答都是：“南社富国王很大， 全乡有份，所以

火帝要在这里停一停”。障林建寨 30年后，即万历十四年，山

海雄镇庙就已建立，并成为全村的主庙。万历二十五年梅林分

东、西、南、北 4 社，它在当地人的观念中具有了双重的意义，

一方面它成了南性的社庙，另一方面又仍然是梅林乡最“大”的

庙，是全乡都有 u份”的．南社富的三山国王坐厂和巡游时，全

乡人都来祭拜。每年全乡各家各户门植上都会换贴一张盖着

“山海雄镇”四字的神符，保佑平安。据说该庙的药签甚为灵验，

村里人病了，都可来此求签，按签号向庙祝易取药方，就可到
药铺取药治病。＠火帝庙建立前，山海雄镇庙在社区中拥有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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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和最大的影响力。所以，火帝巡游时到此“坐厂”决不

是偶然的。

四、《游火帝歌》所见之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的关系

除了“六社八街”之外，清代棒林内部尚有一个特殊的地

域，就是东、西、南、北四社中央由石寨墙环绕的城寨。《游火

帝歌》这样描述城寨的内部情形：

中央建有一庄域，域内设有三官厅。

内间分司左副府，一庄宽阔文帝祠，

理事就是陈老师 。 南门一庄武帝庙，

庙内并元人混杂，俱是僧人在居住。

所谓“三官厅”，即梅林巡检司、守备署和汛署，而文帝祠和武
帝庙也是分别属于巡检司、守备署的庙宇。 从地图还可看出，城

寨中尚有驿塘（急递铺〉、城惶庙等官方的机构或庙宇。《游火

帝歌》以较多篇幅叙述火帝巡游时城寨中官员们和军人的所作

所为，从中可看出社区内部官府与民间社会的关系。

已故著名社会经济史学家业师傅衣凌教授十分重视中国传

统社会中，“乡绅”阶层在基层社会控制中的作用。按照他的观

点，“乡绅”是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社会阶层 z

高度集权的中央政权实际土无法完成其名义土承担的

各种社会责任，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只能由一个现重身份

的私合阶层未完成，这是‘乡绅’阶层长期存在的根本原

因。乡绅一方面被国家利用控制基层社会，另一才面又作

为乡族利益的代表或代言人与政府抗衡，并协调组织乡族

的各项活动。＠

从《游犬帝歌可以看出，实际控制棒林社会的，也是这样一群

乡绅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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埠中虽是杂性人，并元相欺西共点，

不论士农工商客，合埠俱是乡里人。

六社俱有大乡绅，照理接末人士商，

如是做事不合理，拿i运司爷办伊身 。

第一大拉西非陈，雄息太公是伊人。

第二就是仙咙私，取居世袭名麦爷 。

二等北私黄拍太，四等炎太塘西件。

王L等南私秋老师，六等在社让秀才 。

乡绅个个好名声，理事公道无乱行，

商士不敢妄法做，合埠和JI顷 .t.惊苦。

近年笔者在梅林调查时， 一直试图弄清 《游火帝歌》 所讲的这

些乡绅的具体情况，但因年代久远，已无人可以讲清。 不过，从

这段歌文仍可看出，乡绅们在社区中被期待的角鱼是“理事公

道”和“照理按柬人士商”，而且是由他们把“做事不合理”的

乡人“拿送司爷”的，其影响力和权威可见一斑。

乡绅们在火帝巡游中也扮演重要的角色 。 前述有关火帝庙

来历的传说中，杨天德就是向‘槽林司爷”和“六社乡绅”建

议“市嘴建个火帝庙”的，由这一情节亦可了解乡民观念中乡

绅的地位。二月十五日游神正日，乡绅们是伴随在 “圣驾”左

右参加巡游的：

锣卢孰乐 l司喧天，各处i皂神闹事事，

乡绅者老随圣驾，神人共欢乐尧夭。

在游神这类带有强烈象征色彩的仪式中，伴随圣驾自然是一种

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标志。 不过，对于“六社乡绅”与“八街商

人”之间的关系，还是一个有待深入考察的问题。

作为社区内部最重要的官方机构，梅林巡检司署也象征性

地参与了游神的活动，这就是二月十三日的“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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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今看完归田家，各各田it心头膏，

不觉过丁十歇日，二月＋三分标夜 。

司爷阿奶爱看灯，打有银牌点黑龙，

缸纯做镖为灯赏，街内彩得十分清．

火灯钞灯入城来，亚奶看丁赏银牌，

八昔锣鼓赏缘仔，八厂得赏笑唠咳．

这个分标的仪式，具有多重的意义。首先，尽管火帝是清代官

方认可的神明，但梅林火帝庙绝对是一个民间的庙宇，地方官

员从未在此举行过任何官式的祀典。虽然“分标夜”各厂抬入
城寨领赏的是花灯，而不是神像，但作为整个游神活动的一部

分，“分标”这一行为可给整个活动带上某种“正统性”的色彩；

其次，在梅林那么多神庙的活动中，唯有火帝巡游有官员的正

式参与。如果说在传说中把火帝庙的来历与杨天德这位可能是

虚拟的知县拉在一起，使该庙作为全乡主庙的地位有了文化上

的证据的话，那么，巡栓司爷、司奶仅为参加火帝巡游的八厂

队伍分标这一事实，就可视为火帝庙主庙地位明确而实用的政

治标志；又次，在正式的巡游开始之前，八社花灯、花旗队伍

恃意先到城寨中为巡检司署表演、展示这一事实，强调了实际

发挥基层政权职能的巡栓司在地方社会中的权威。而从二月初

司署即已张灯结彩，“分标夜”司爷、司奶亲自颁发“银牌”、

“标仔”（小旗〉等活动，又可视为地方政权“与民同乐”，协调

与百姓关系的一种姿态．

就笔者所知，巡栓司等基层官员参与民间庙宇的游神活动，

并成为定例的情况，并不多见。 梅林巡栓司的做法，也许与当

时梅林已成为澄海县北部地区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地这一事实

有关。

康熙三年迁界之前，梅林和塘西地方并无任何官方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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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林居民隶属于东陇河泊所管辖＠。 康熙八年奉旨迁民归复开

耕，同年迁东陇河？自所署于梅林＠，梅林始有官方行政机构之

设。雍正九年应广东总督郝玉麟之请，“裁广东澄海县东垄河泊

所大使缺，改设梅林镇巡检一员。＠按规定，巡检“掌捕盗贼，谙

奸究。凡州县关津险要则置”。＠就笔者看到的材料，巡检司还参

与社会管理，赋税催征、狱讼调处等等事务，实际上是次于县

的一级行政机构。障林巡检司是当时澄海县的两个巡检司之一，

其管辖范围并不限于梅林本乡，而是包括了苏湾都北部的大片

地区 。

康熙八年复界时，两广总督周有德颁发《安定拓林、梅林、

南洋汛地兵营牌》，确定在梅林建立兵营，安置官兵防守飞是

年署澄海知县闰奇英修建东、西、南、北四社中央的城寨，周

围→百四千丈， 高一丈四尺。＠城内设右营守备署⑧和梅林母汛。

乾隆年间守备署有马、步兵 660 人，营房七十四间，专辖澄海

县沿海地区的水陆汛地 18 处。梅林、汛为右营守备下辖的 6个母

汛之一，有营房 9 间，泪兵 24 名，并辖苏湾都北部的东陇、鸿

沟、盐址、丸溪桥 4 汛。③

由于这种地域性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地的地位，官员在这

个港口乡镇有较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也许这种情况使政府和

民间社会两方面都感到基层官员适当参与民间大型节庆活动的

必要 。

有意思的是，与对司爷的恭敬态度不同，《游火帝歌》表达

了一种歧视、对抗兵丁的情绪，唯一一段提到汛兵的歌文，居

然是指责他们与恶棍串通，设局诱赌，坑害良民的 z

一种叫做啄虎须，三支竹子滑溜溜，

一支带有缸丝线，压着赔钱全元抽。

虽然百钱对百钱，其中总是有藏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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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中十人伊居九．任尔单人难赢伊。

，旦到 只在张食人，三群四党合一痹，

借有号衣穿身丰，乌表叠面假闲人。

人人拿着 l司猜椅，你若挽着伊就来，

口说欲级手抱丢，伊i先九炭你唔扣 。

不若挽着伊假弟，你必欲伊来赔钱，

拳头对面就擦去，才了丁倒咀你才T伊 c

有人鸟哀企一边，勇士出现穿号衣，

将伊伙记就掠去，等你缀去打官司。

其实，这种与兵丁对抗的心理，从康熙八年右营守备署设

立时就开始了 。 当时人是这样看待军队进入本社区驻防的：

康熙八年己百许海内之民归复开耕，即于是年议设营

墅于求陀波头榕脚。因乡乏人理事，被究棍攒来俺乡中筑

盼 。 周一百四十丈，高一大四尺，直三门，设中备一页，兵

五百名以御卫，从来设兵以卫氏，今且氏以卫兵，哇怪矣

哉！＠

不满、排斥的心态跃然纸上。本社区成为商业中心以后，商人

与军队之间的矛盾也一直十分尖锐，嘉庆年间曾在梅林任塾师

的本县人黄蜡桂，就记载了一些海盗抢掠商船，汛兵坐视不理，

反责怪逃命的商人纵盗的事实。＠

五、余论：潮州歌册之社会史资料价值

稍为翻阅 《梅林游火帝歌》 全文，就会发现，本文引述的

只是歌册的部分内容 。 因篇幅关系，我们对 《游火帝歌》 所反

映的梅林与周围社区的关系、宗教活动与地方戏曲（特别是潮

剧） 发展的关系、以及许多有关风土人情的资料，都未能展开

讨论 。 尽管如此，以上的讨论仍可说明，过去长期被史学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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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的潮州歌册，是研究潮州地域历史发展的宝贵资料。

国际性会史研究的现代发展中，最引人注目的趋势之一就

是日益重视民间地域社会，重视民间文献的发掘和利用。从书

信、账本、日记、民间传说、戏曲剧本等等材料中，揭示百姓

日常生活、基层权力结构与社区关系、 普通人的心态和行为伦

理等社会生活内容，正成为对新一代社会史学家越来越有魅力

的学术课题，并已有许多有价值的作品问世．对潮州歌册的发

掘和利用，无疑是符合这一学术发展趋势的．

《梅林游火帝歌》属于当地人记当地事的作品，在其流传的

年代，每年都有游火帝的仪式举行，乡间妇女传唱时，自然有

足够的经验知识来俭验其内容的真实性，所以本文基本上是将

其作为可信的史料来利用的。在潮州民间，这类未曾刊印的歌

册抄本为数甚多，因为没有出版时的修饰整理，可能更多地保

留了有关乡村基层实况的内容。如有机会把这些歌册抄本鬼集、

整理出来，研究者们对传统潮州文化的了解一定会深刻许多．

就是已刊刻印刷的歌册中，也有许多是描述潮州地方的人

物事件的，如《吴忠恕》、《刘进忠队《枫溪械斗案》等等，＠其

中同样保存有大量珍贵的潮州社会史资料．以《吴忠恕全歌》为

例，尽管其中对吴忠恕之乱的过程有许多文学化的渲染，但仍

然保留了大量在方志、笔记和其它史籍中不易获见的民间仪式、

村际关系、官民关系、社会心态等方面的宝贵资料。如吴忠恕

的军师对海阳、澄海二县地方情形的描述，就有助于加深人们

对清末该地区“乡族”关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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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异庵埠丰有钱，庵埠－得有主施，

陈杨二姓皆古富，放勒谁人敢不依。

若是不听报言圈，许一过去就蜻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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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钱谁人俱畏事，必希腊报之白金．

陈杨玉林一相听， 7咛还有月浦余，

渔洲陈慕共吴李，南面末远蓬洲城。

鸥汀背乡不相高，在畔官袋共洋边，

浮陇落去浮陇尾，沙足点墩i![.海棍．
即使那些不以潮州人物、事件为描述对象的歌册，也可成

为潮州文化研究的资料依据．因为这些潮册大多是潮州下层的

读书人撰写和改编的，又在民间广为传唱，所以，其反映的价

值观念，包括行为伦理、关于国家政权的看法、对日常生活的

态度等等，必定是在民间得到广泛认同和共鸣的，更深层地表

达了某种基层社会的“集体无意识”。许多歌册是从弹词、小说、

传奇故事等改编而成的，若得将两者互相比较，一定可使人们

对潮州传统文化的特点和整体风貌，有更丰富的认识。

而另一方面，潮州歌册的读者和听众基本上是文盲或半文

盲的妇女和儿童。这些由读书人写出来的歌文实际上又有某种

“文化传播”的作用，妇女们在潜移默化之中，不但由唱歌册而

学会五、 六百个常用汉字，而且也会受到一种带有读书人色彩

的文化的感染。所以，对于妇女史的研究来说，潮州歌册也是

一种难得的材料，潮州妇女文化所特有的风貌，也许与唱歌册

这种习俗的流行高很大关系．对于儿童来说，从婴儿时代就开

始耳闻目染，也容易接受歌册所宣扬的伦理准则和对历史、对

人生、对社会的解释，歌册的广泛流传就有可能影响到潮州人

从孩提时代就形成的“集体记忆”，从而具有某种“文化传承”

的意义。当然，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对潮州歌册的研

究必可加深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①本世纪 30 年代以来，对该社区已有许多有影响的研究.1934-19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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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陈达教授在“太平洋国际学会”资助下，主持有关南

撑竿侨与闽粤社会的研究计划，梅林即为真重点研究的 3 个华侨社区

之一〈参见陈达《浪迹十年》，文海出版社 1981 年版，贾 3-7）。 1938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氏著《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一书，约三分之一

的篇幅引证的是梅林（即书中之“华侨社区丙勺的调查材料。参加这
一调查的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卢明和陈国粱除协助陈达搜查整理有

关资料外．还于 1936 年出版了《梅林社会概况调查》 一书（中山大学

社会研究所出版〉，发表了陈善未收录的其它调查所得 。 近 10 年对障林

海研究成果最多的是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张映秋教授，她多次率队

到此地调查， 已发表 《槽林港埠与红头船》（《汕头文史》第 8 辑，页

205- 215）、 《近代潮汕人民向外移殖及其对潮汕经济开发的影响》

（《华人华侨历史论丛》，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1981 年版，页 239-

260）、《对广东澄海人迁移海外的观察与思考》（《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1989年第 2 期，页 2一13）等一系列有深度的论文。槽林本地的文史研

究者李绍雄先生也是对这一古港研究颇为深入的作者，著有《梅林沧桑

录》 （澄梅县政协东里镇联络组、渣海县文联 1990 年印行〉一书和《清

代粤东咀洋总汇” －一梅林港》〈《澄海文史资料》第 5 辑，页 13-

19）、《梅林古港繁荣时期的几次情劫》 （ 《渲梅县志通讯》 1987 年第 3

期，页 17-18）、 《粤东梅林古港二月花灯盛会纪要》 〈《汕头文史》第

11 辑，“潮汕文化丛拾”，汕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2 年版，页 207

-217）等文章－此外，有关悻林的论著还有回fJc康《17-19 世纪中叶

中国帆船在东南亚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页 18-1的，叶显

恩主编《广东航运史（古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 1989 年版，页 224

- 225），段立生《澄海槽林港、红头船与潮属人民旅遇韧探》 （《华人

华侨历史论丛》，页 261- 273），林远辉、张应龙《清代楝林港与早期潮

讪人的出洋》（《侨史学报》 1986 年第 3 期〉、《潮州梅林史略》（《海交

史研究》 1992 第 2 期， 1993 第 1 期），黄光武《雍正潮州海盗、广东海

防与红头船》〈《澄海文史资料》第 8辑，页 15一19）和刘益《民初以

来楠东一带金融点滴》（《渣海县志通讯》 1989 年第 1 期，页 23-25)

等。 本文从以上的研究中族益良多。

②参见郭马风《旧潮州歌册调查杂记》，载《广东出版史料》第二辑，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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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省新闻出版周《广东出版史料》编辑部 1991 年印，页 114-1241 伯

容《变丈与歌册歌的价值比《侨港潮汕文教联谊会会刊》第三期（1974

年 9 月）．页 160.

③参见《澄梅县文化志》，理海县文化局 1988 年油印本，贾 144一 146 .

④参见郭马凤《l日潮州歌册调查杂记h 薛汕整理《潮州歌册选集》〈上、

下册），汕头市群众艺术馆 1992 年编印 F 谭正壁、谭寻《木鱼歌潮州歌

叙录》，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2 年版．

⑤陈觅、郭华《潮汕妇女与潮州歌册》，《国际潮讯》第十二期（1990 年 9

月），页 121- 124.

⑥陈觅、郭华《潮汕妇女与潮州歌册｝．

⑦《澄海县文化志》，页 44 .

⑧由于 60 年代以后人工圈海造田和井围培口的工程，现在韩江只有 5 个

入海口 ．

⑨汕障公路和安黄公路东段为现在广〈州）福〈州3 公路〈国道 324 线）

的一部分。

⑩这里描边的是本世纪 50 年代以前的情况．在此之后由于圈海造田，原

梅林港已变成一段没育出海口的水道，逐渐龄积．近年由海外华侨捐

款，准备疏搜这一水面，建设梅林古港公园。

。这些材料和同时发现的真它一批 17 至 18 世纪的槽林地方文献的抄件，

以“梅林乡土史料”为题，作为专集收藏于澄海县博物馆。感谢该馆的

大力支持，使作者得以利用这些重要资料．

＠关于六性的历史及其社神崇拜的形成过程，可参见陈春声、陈文惠《社

神崇拜与社区地域关系一一幢林三山国王的研究》，《中山大学史学集

币~）第二辑，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尽管韩也有 19 个入海口，但一般认为，由北溪口溯流而上，经宋代人

工开凿的运呵仙美溪， 进入东溪，上至潮州的水路，是从海上坐船到府

城航程较短、通航条件最好的航线e

＠乾隆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广东巡抚王安国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

年间由泰国进口大米史料选》，《历史档案》 1985 年第 3 期 ．

＠杨应瑭《海洋运米商民酌情议叙疏》，乾隆《广州府志》 巷五十三，艺
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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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参见尹佩绅《凤山记序·拨充凤f自庙把祭香灯章程碑记》，道光七年刻

本，面 23-25.

。 《明清史料》 庚编，第 8 本，页 736一 738. 有关清代潮州府缺粮和米糟

进口的情况，可参见拙著 《市场机制与社会变迁＝十八世纪广东米价分

析》，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页 35-44, 52-56, 59-62. 

⑩参见《澄海县文物志》， 1987 年铅印本，页 52-53 .

⑩参见黄光武《万昌一一从乡言口语知一红头船的商号»＇ ｛温海文史资

料》第三辑（1989年 5 月〉，页 17 .

＠《澄海县文物志》，页 135-136.

＠参见禀庆《楚雄县志》 册 7，人物$乾隆《保昌县志》卷 8，职宫，咸

丰 《琼山县志》巷口，职宫．

＠参见李绍雄 4粤东古港槽林二月花灯盛会纪要”’《汕头文史》第十－

辑，“潮拙文化丛拾”，汕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2 年版，页 207-

2171 （东里镇大事记（1743-1911 ）》， 1989 年油印本，页 1 .

＠黄光武《云南进士 广东知县一一杨天德生平简介），《擅海文史资料》

第 9辑（1992年 10 月 ），页 47-49 .

＠’庆《澄海县志》 卷 16，“祀典”载 ： “关帝庙，在梅林城堡南门内．靡

熙年间建． 乾隆丸年甲子右蕾守备谢英重修。嘉庚六年辛百守备谢富、

绅士陈先等重修。”

＠本节关于游神活动的叙述，除了《游火帝歌》所述之外，主要根据 1992

年春我们在障林实地参加游神活动的调查所得，并从李绍雄先生 《粤东

古港梅林二月花灯盛会纪要》一文藐益良多．

＠ 《澄梅县文物志》，页 135- 136.

＠ “曾阿三打破梅林寨”在当地是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说，大海盗曾阿三

〈曾把头） 活动于正统十一年〈参见顺治《潮州府志》 卷 7，兵事部，页

14一1日，悻林耍在 110年后才建事．

＠嘉庆《澄梅县志》 卷 8，都图，页 3 .

＠参见现在山海雄镇庙前之《庙宇重光碑记L

＠陈达 《南洋华侨与回粤社会》，页 245 -246.

＠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8 年

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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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林乡土史料·乡党里甲解艇》。

＠嘉庆《澄梅县志》卷 4，文署属．

＠《清世宗实录》卷 105，雍正九年四月戊戌．

＠《清史稿》卷 116，职官志三．

＠《梅林乡土史料·乡党里甲解疑》．

＠乾隆《潮州府志》卷 6，城池．

＠靡熙二十三年右蕾守备辑移佳南洋，乾隆八年再迁回槽林，直到清末。

＠嘉庆《澄梅县志”卷 22，蕾ffl.

⑩《檀林乡土史料·上林氏记述》．

＠黄蝙桂 t立雪山房文集·晏海渺论》．可参见拙作《市场机制与社会变

迁z 十八世纪广东米价分析》，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页 176-177.

＠有关目录可参见郭马风＜ I日潮州歌册调查杂记儿

资料

《梅林游火帝歌》（潮州歌册〉

光绪登基国太平．十八省内俱中兴，正是国泰民安乐，风调雨顺好年惰。

自同传古及至今，情叙多端难尽陈，别州府县不必唱，单唱遣海人知因。

澄海管落檀林乡，乡中宽阔实非常，共有六社八街酶，行口铺户破多间。

中央建有一座城，城内设有三官厅， 内间分司左副府， 一座宽阔文帝祠，

理事就是陈老师． 南门一座武帝庙，庙内并无人混杂，俱是僧人在居住。

埠中且是杂姓人，并无相欺西共东，不论士农工商窑，合埠俱是乡里人。

六社俱有大乡绅，照理按柬人士商，如是做事不合理，拿送司爷办伊身。

第一大位西桂陈，雄恩太公是伊人。 第二就是仙陇性，职居世袭名麦爷。

三等北社黄面太，四等炎太塘西社。五等南社秋老爷， 六等东社让秀才．

乡绅个个好名声，理事公道无乱行，商士不敢妄法做，合埠相顺兔惊蕾．

只等按下不必言，唱出八街人知端z 第一有钱怯发厂，第二有钱永兴街，
来古行豆行全整齐． 第三就是西门外，西门一厂人俱闲，广名叫做古新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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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仙桥近涵头，高楼茶居也都齐． 第五就是洽兴街，洋华交易在外畔。
第六顺兴多洋行，也有当铺甲糖房。 第七广盛销海睐，亦有扣舶共牵曹．

第八仙回四角街，酒坊药行也大间．中股行过是马路，早市到来人万干。

早时到市粟共羹，在菱芹菜黄豆生，大莱白菜荷兰置，冬瓜秋瓜共番瓜．

商离芜要六茄蒜，粉莱馨莱格兰花，真珠蔓莱莱仔冀，菜头番茄吊瓜葱，

青茄白茄甲粉豆，克莱应菜斗大丛． 芋头芋卵芋枝仔，蕃葛多种价不同：

亦有番种英哥番，又有惠来鸡蛋红，文来双种白菜仔，大叶婆种双又馨，

赤种花神在粪堆，鸟叶自叶灰伙艳，贡种绝种甜果种，三廉婆种赤米龟．

鸡鸭摆在栅门边，许个秤中无私偏，买卖尽着交伊秤，只鹅赚人四文钱．

此是闲文说不完，唱出人物惩知端，男女约有五十万，金顶色顶数十员 ．

举贡生员甚是多，尚书达士也萎无，积植富贵也否少，发有洋船数十号．

姓陈发只恩隆城，一号痒发更才能，姓杨一号叫和楠，姓洪万昌愈更兴。

姓许有只美芝公，发有三号更威风：一号叫做万合发，二号叫做万合隆．
三号叫做万合成．瓜册命爷更才惰，一号行洋叫福顺，一号玉顺走太升．

余下船名记不完，唱出神事人知端：马路尾个火神庙，神灵显赫不虚传．

乃是乾隆三年间， 二甲出身杨老爷，到任来做澄海县，遇逢拜客障林行 ．

杨爷地理精万千，路游直入长发街，举首一望直过箭，顺途游过马路前。

吩咐住桥出门来，抬头一看心内知，当面山形成火局，火煞迫近兔疑摘．

此街生成一烟筒，冬天一到火自红，不时定然遭火祸，为何无人识行藏。

当时上桥游入域，和尚闻知来迎接，接入县主到大厅。杨爷下礼拜神明，

和尚擂鼓共敲钟，拜毕进入后堂来，和尚进茶不迟停。障林司爷一闻知，

慌张也到武店来，六社乡绅也尽到，礼毕坐下言东西。杨爷开口说一声t

本县路过大街行，我现此街生火煞，切须料理快施行。众人听着喜冲天，

大人明见无盖迟，正是年年遭火难，一年一次真惨凄。大人有也可安排，

好来示阮众人知，为民保得平安桶，感戴大人恩万千。 杨爷开口再说言，

若欲调理不瑕难，市嘴建个火帝庙，可保合埠穗平安． 杨爷说完就起行，

摆道回返澄海城，众人昕伊就料理，择日兴工庙建成．就刻帝君一金身，

又刻一位是夫人，前面二位双太子，两旁太子加五身。吉日开光闹猾捕，
好戏做有十外台，庙前摆斗打大敬，师公出来茂大狮。又与老爷祝寿辰，

六月廿三帝君身，九月十五是帝君，庆祝圣寿事非轻。上好外江请二棚，

每班两日共二夜，算来共凑有八厂，演或一月日连夜． 各厂备有大五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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