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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史书资料记载，镇
海楼是潮州府府衙的谯楼，东北
向。谯楼就是府署的大门，明洪
武二年（1369年），原建在金山的
府署迁到“新街头之北”（即现在
的文化公园一带），并在昌黎路
建起了镇海楼，此后历任主官各
有增建重修。

至清宣统三年爆发辛亥革
命，广东宣布光复后，起义军进
兵当时仍由清潮州知府陈兆棠
控制的潮州府城。陈兆棠据府
署抵抗，镇海楼在火中坍塌，成
为一个历史时代的终结点。

作为府署的大门，镇海楼
是府署的配套设施，但它并不
是一个简单的门洞，而是一座
有屋顶的建筑物，也是城内的
最高点，仅次于以广济楼为首
的城墙的第一道城防防线，镇
海楼是府署的第二道防线，城
防的意义重大。

为了突出府署大门的重要
性，镇海楼前面有照壁，两侧有

“八字墙 ”。其照壁左右各有
“旌善”“申明”二亭（二亭是明
清时朝廷令各地设置，有宣达政
令 、彰善惩恶 、淳化风俗的功
能。其中旌善亭在申明亭左前，
且亭稍高三等，蕴含着崇高抑恶
之意），而“八字墙”则类似于古
代州府的新闻发布处。因此，府
署门口昔日是一个非常热闹的
场所。

在我国沿海一带，镇海楼并
非潮州独有。镇海，有雄镇海
疆 、拱卫家邦的意思 ，如河北
窑洼，浙江杭州、宁波，福建福
州 ，广东广州 ，香港等均有镇
海 楼 ，其 中 广 州 越 秀 山 镇 海
楼 、杭州吴山镇海楼 、福州屏
山 镇 海 楼 并 称 为 中 国 东 南 沿
海三大镇海楼。

潮州镇海楼之名为乾隆四
十三年（1778）由潮州知府方应
元所题，而在此之前，据成书于
乾隆六十年(1795)曾衍东《小豆
棚》卷十五《猴诉》记载，该楼还
曾名“揭阳楼”，不过当时的揭
阳系沿用秦汉古称，与现在的
揭阳市是风马牛。

对于潮州市民来说，对镇
海楼最为熟悉的应该就是关于
府楼猴的传说以及原为潮州内
八景之一的“镇海晚钟”（也称

“府衙钟声”）。
为什么府署的大门要设木

猴呢？原来，旧时把一个府当成
一个诸侯国，“侯”和“猴”谐音，
因此府楼猴有祈望为官一任，造
福一方，能“封侯拜相”的寓意；
而由于谯楼本身较高，站在楼上
瞭望，城中的警情一目了然，加
上古代社会的标准时间，是由官
府掌握和发布的，所以镇海楼兼
具多种社会功能，楼上设有钟
鼓，除了报时以便民众合理安排
作息外，当重大事件发生时也能
起到报警的作用。

形态各异的府楼猴，留着清朝
长辫的行人……这张黑白照片中，
100多年前的潮州镇海楼再现真貌
——这就是潮州镇海楼目前能找到
的唯一一张影像资料。

收藏着这张老照片的是土生土
长的丁铨，深厚的家乡情怀让他十
余年来一直不断收集潮州历史照
片。日前，羊城晚报记者专访丁

铨，听他讲述一段“打捞潮州历史”
的故事。

“2013 年，一批中国老照片出
现在古巴的一场拍卖会上，其中就
有 20 多张拍摄于 100 多年前的潮
州府城，镇海楼也在其中，这些照
片后来几经辗转被我收藏了，当时
一看，我就觉得这张照片太重要
了！”丁铨告诉记者，这批珍贵的老
照片大有来头——

潮州镇海楼 1911 年在战火中
被烧毁后，人们便难以在档案中看
到它原本的模样，而历史十分凑巧
地让来自德国的拍摄师刚好在镇
海楼被毁前的一两年（约 1909 年-
1910 年间），用他们手中的相机留
下了珍贵的镜头。

丁铨说，这张“会说话”的照

片，透露了很多历史细节。最值得
一提的，就是城楼上最具代表性的

“府楼猴”。目前，有两只如今收藏
在潮州市博物馆内，它们是潮州镇
海楼存留至今的两物件，是明初潮
州木雕的代表作之一。

提起潮州历史，丁铨滔滔不
绝。不过，他却说自己以前“完全
就是个历史白痴”，转折发生在大
二那一年：丁铨上网逛阅外国图书
馆时，无意间发现了一些关于潮州
历史的资料记载，激发了他继续探
索的兴趣。

“看到这些老照片的时候，我
是很震撼的，那种感觉就好像看到
我爷爷的照片一样，回顾了他从幼
年到老年的经历，对我来说是非常
有感觉。”丁铨说。

自此，丁铨开始活跃在论坛、
微博、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分
享关于潮州历史的老照片，没想到
还得到了很多人的共鸣，网友还会
向他提供资料线索，如今，他的公
众号已经拥有过万粉丝。近年，丁
铨还将积累的大量素材集结成《旧
影潮州》一书，一经出版便引发了
许多关注。

“一百多年前一群外国人不远万
里来到潮州府城，并留下了珍贵影像
资料，这些跨越百年的影像对话，成
了当下人们记忆这座古城的方式。
曾经的潮汕地区非常富裕、开放，潮
人华侨遍布海内外，所以潮州走出
去的东西很多，也希望有更多海内
外的、年轻的学者从更多渠道挖掘
潮州历史文化。”丁铨感慨道。

5 月 26 日-30 日，来自全国各地
的 50多名媒体“大咖”齐聚潮州市潮
安区，参加“乘高铁 游潮安”高铁沿线
媒体采风行，聚焦潮安山水之美。

汕头华侨试验区金湾学校足球场、澄海中
学白沙校区足球田径场和澄海实验高中足球场
三个亚青会足球场地近日通过竣工验收，将为
参赛运动员提供优异的训练和比赛环境。

由揭阳市委宣传部、揭阳市委网信办、揭阳
广播电视台联合创作的原创MV《揭阳红》近日
正式上线，该部作品以歌声颂扬革命英烈，用光
影记录时代新声，讲述揭阳更精彩的故事。

经各县（市、区）商务主管部门组织申
报、资料审核、专家评审、社会公示等程序，
14个商号、商标或品牌于日前被正式认定
为第一批“汕尾老字号”。 （赵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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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百年之后，潮州旧府衙的代表性建筑镇海楼将

重新回到海内外潮人的视野之中，并有望成为潮派建筑

的集大成者、维系乡情的文化地标——5月25日，备受

海内外潮人关注的潮州镇海楼（旧府衙）复建工程在潮

州古城昌黎路文化公园动工，晚清时期潮州内八景之一

的“镇海晚钟”（也称“府衙钟声”）也将再现凤城。

事实上，从毁于战火的无迹可寻到在原址上基本按

原样复建，镇海楼（旧府衙）复建工程是潮州市深入实

施古城提升行动计划的重点项目，不仅将起到“以点带

面盘活古城文旅资源，推动潮州古城展现新魅力，谱写

文旅融合发展新篇”等积极作用，而且对延续城市千年

历史文脉，凝聚海内外潮人精神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复建地标建复建地标建筑添古城韵味筑添古城韵味
潮州文潮州文旅融合旅融合展现新魅力展现新魅力

镇海楼是古潮州府署的谯楼，始建
于明代洪武年间，起瞭望、防御等作用，
是潮州作为历代县、郡、州、路、府治所
的象征标志，也是潮州作为粤东地区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一辉煌历史的有
力见证。

辛亥革命时期，连同镇海楼在内
的潮州府署毁于战火，很长一段时间
无迹可寻。直到今年初，青年摄影师
丁铨收集编著的《旧影潮州》增订本出
版后，一张由德国摄影师拍摄于1909

年-1910年间的镇海楼老照片才清晰
地还原了镇海楼当年的样貌，这张分
量十足的老照片也是目前唯一能找到
的镇海楼的影像资料。

羊城晚报记者日前在潮州采访潮
州籍摄影师丁铨时也看到了这张珍贵
的历史照片，只见历史上的镇海楼共
有三层，“潮州府”三个大字居中高悬
于城楼上，城楼两侧对联上的首字

“镇”“海”若隐若现，有部分残损的木
栏杆上立有形态各异的“府楼猴”木雕；
镇海楼的首层是府署的大门，门口伸出
两面墙，远远望去好像一个“八”字，正
如民谚所说的“衙门八字开”。而镇海
楼墙角下摆地摊卖东西的摊贩，墙角
立着的石碑和石狮，衙门两侧灯笼上
写着“鼓门”等细节同样清晰可见。

按照相关规划，潮州将依此按明代
传统谯楼建筑仿古设计并复建镇海楼，
基本按原址复建，坐北朝南，遵从原形

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的原则，努
力把镇海楼建设成为潮派建筑的集大
成者、维系乡情的文化地标，工程建设
工期约需1年。

复建后的镇海楼位于现昌黎路古
城文化公园前部的府衙广场，将再现

“府衙钟声”场景，建筑物共三层，以混
凝土、砖、石、木、瓦为主要建筑材料，并
结合府衙广场景观设计，配套建设前广
场道路及排水、绿化、监控及照明等工
程，总建筑物高度超19米，总面积超过
1000平方米。

其中，建筑物一层为石砖砼结构，内
共7开间，外观为仿古城墙及城门洞，正
面门洞前两侧设石狮一对，另建有围墙
八字环抱前广场；二、三层为纯红木结
构，以传统木结构形式营造，内均为五开
间，设双木梯，外设回廊，外廊栏杆望柱
108支，柱顶按原来府楼猴柱头雕刻；而
屋面为采用红陶瓦，并按古代官制的形

式灰脊歇山顶设计。据悉，歇山顶的形
制又称九脊顶，在古代的谯楼建筑、官
制建筑、宫庙宇等属于官方的、形制等
级比较高的建筑广泛采用。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坊间关于府楼
猴的数量，存有18只、36只、108只等不
同说法。此次复建工程将以108只府楼
猴来设计建设，并将向社会征集府楼猴
设计方案。据悉，所谓的“府楼猴”，即
是立在镇海楼栏杆上的木猴装饰构件，
旧时把一个府当成一个诸侯国，作为府
署的象征物，塑“猴”以寓“侯”，祈望为
官一任，造福一方，能“封侯拜相”。

文史专家曾楚楠曾在《〈重建镇海
楼记〉读后琐议》一文中提到，在辛亥
革命炮火中幸存的三只府楼猴，今分
藏于广东省、潮州市博物馆。素雕木
猴造型生动、形神不一，雕刻刀法明快
洗练，重在传神而不注重细部刻画，显
然是明初潮州木雕之特有风格。

“镇海楼（旧府衙）复建工程是研
究传承保护潮州文化、恢复粤东首邑
历史荣光的有力抓手，对巩固提升潮
文化发祥地的根源地位，最大程度凝
聚海内外潮人同胞的共识与合力，共
同把潮州建设得更加美丽均具有极为
重要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和文化意
义。”在日前的镇海楼（旧府衙）复建工
程动工仪式上，潮州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温金荣如是说道。

确实如此，镇海楼（旧府衙）复建
工程是潮州围绕“把潮州建设得更加
美丽”这一目标，系统深化潮州文化
传承保护研究、奋力将潮州建设成为
中华传统文化重要展示窗口的一个
缩影。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去年 12 月，
潮州便制定出台了《潮州古城提升行
动计划（2020—2025 年）》，提出深化古
城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等 24 条具体措
施，列出第一批 26 个重点项目，拉开
了古城提升的序幕。镇海楼（旧府衙）
复建工程便是上述行动计划的重点项
目之一，它将以点带面盘活古城文旅
资源，推动潮州古城展现新魅力。

在健全完善管理体制机制的基础
上，潮州正以 26 个重点项目为抓手，
以古城北部府衙片区为重点，深挖古

城历史文化内涵，全面拓展古城空间
格局，奋力打造世界文化旅游体验目
的地。目前，已完成“黄尚书府后座修
缮工程”“湘桥区博物馆、文化馆新馆
建设”“建设潮州古城全域旅游智慧导
览”等项目。

今年 1 月，潮州古城文化特色区
被认定为广东省旅游度假区。潮州以

“古城文化旅游区”为统领，将韩文公
祠、广济桥等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与潮
州古城文化核心区、笔架山潮州窑考
古遗址公园、西湖公园等节点进行捆
绑，全力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与此同时，潮州正持续推进“百
家修百厝（祠）”，一处处包含历史的
老宅院在专业护养下焕然一新；古城
内139处登记文物点和已登记授牌历
史建筑的修缮保护工作也正在陆续
开展；涵碧楼、茂芝会议纪念馆、左联
潮州英杰故居等革命文物保护工作
得到进一步加强，《潮州红色革命史
展》和《潮人下南洋》预计均在 7月试
开展。

在统筹推动文物修缮保护工作的
同时，潮州也在积极推动非遗文化的
保护与传承。据悉，潮州正依托“潮汕
文化（湘桥）生态保护实验区”完善规
划，开展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创建工作，目前正编制申报国家级文
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规划纲要，不断提
升非遗保护层级；并以创建“世界美食
之都”为重要抓手，推动美食产业与潮
州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融合，推
动潮州菜品牌化、产业发展。

旅游让传统文化“被看见”，传统
文化也让旅游“被记住”。据透露，潮
州正以打造“古”的典雅为目标，积极
促进文旅综合体加紧落地。其中，包括
引进万科对下东平名人故居片区进行

开发，计划打造3000平方米集文化体
验、住宿、美食、酒吧等业态的文化综
合体；引进碧桂园集团对宰辅巷16号
进行盘活，目前提升方案基本完成。

潮州还与广东省民宿协会合作，
正在积极研究制定产业引导政策，探
索建设高端民宿聚集群和乡村民宿发
展示范区，打造高品位、高质量民宿品
牌，希望通过历史建筑串联旅游路径，
把古城建设成为不同时代精品建筑云
集的“活态博物馆”。

丁铨：跨越百年的影像对话，是人们记忆古城的方式

潮州正在复建古城文化地标镇海楼潮州正在复建古城文化地标镇海楼，，将以点带面盘活古城文旅将以点带面盘活古城文旅
资源资源，，延续城市千年历史文脉延续城市千年历史文脉，，凝聚海内凝聚海内外潮人精神力量外潮人精神力量————

陈贤武 蚁璐雅 摄

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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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重现古地标风采 将征集108只府楼猴设计方案

复建后的
镇海楼夜景效果图

受访对象供图

复建后的
镇海楼推动潮
州展现新魅力
受访对象供图

复
建
后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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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

受
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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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