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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削牘瑣記》 2卷，光緒34年(1908年)刊於桂林。作者朱文煒，番禺，生平待考。卷首自序曰：「余游

幕西粵，凡三十餘年，君臬幕者二十年......閑居桂嶺，追憶前塵，及取幕中治牘之事，平日聞外舅徐子遠

師及身所親歷，可以辨其是非得失者，綜述大略，分為二卷，名曰《削牘瑣記》。」從本書可以了解清末地

方司法之實際運作情形。

　　《心遠小榭文集》3卷，附《詩集》2卷。光緒乙酉（11年，1885年）刊本。作者梁松年，字夢軒，番

禺人。生於乾隆末年（約1791年以前），卒於咸豐同治之間（約1865年以前）。曾課讀於學海堂，然終生

不第。除本書外，還有《夢軒隨筆》20卷、《心遠論余》143卷等著述。本書收錄了作者所寫的論、贊、考

辨、書、策對、文、記、碑、說、銘、傳、表、跋、雜志、題辭、行述、序等文章及詩詞。其中有一些比較

有價值的資料，如 〈兵不可一日忘論〉 一文除反映出鴉片戰爭前後廣東下層紳矜的動向外，還涉及到當時

廣州貿易的一些情況。其他如〈代周近庵重修濂溪先生詞碑記〉、〈為胡鏡泉重修龍眼洞文佛廟記〉、〈為

周夢石石岡墟石路碑記〉、〈士華重修大廟碑〉、〈重修南約沙浦洪聖廟碑〉、〈梁厚本堂義地序〉等，皆

為華南地域社會文化研究之有興趣的資料。

　　《靜觀齋文存》3卷，1927年刊，作者陳其壽，台山人，生平待考。卷一為《尺牘初階》，有多篇是在

外洋給家人的尺牘範本。卷二 《書牘》輯錄了作者的多份書信，其中多涉及到民國初年的種種社會現象。

這裏摘引一段以見其趣：

　　「羊城之祠宇書室變為旅店客棧，所由來者舊矣。然必得族人之同意，乃敢將詞投充。未有族人皆曰不

可，而一二人違眾以舉事者也。然且應試之際，尤必取回以為莘莘學子之用，則建祠之意可知也，而祠之名

為書屋亦可知也。今國體既變，祖祠亦當與時為變通。前此應試之士，無異今之留省讀書也。應試者優待如

彼，而讀書者乃無地容足焉。揆之情理，詎可謂平。」 (《復本族留省紳商學界諸君》)

　　卷三《雜著》為作者的其他文字，亦頗多有興趣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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