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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我在各地搜求到多種明 清史資

料時，發現一些廣東明 清時期的筆記 ，由於或

為抄本，或為 流傳不廣的刻本， 一直罕罵人

知。現 擇其中幾種 真有較珍貴史料價值的筆記

作一簡單的介紹，以饗同好 :

〈離亂見聞錄》三卷
(清) 陳舜系撰' 海鹽朱氏舊藏傳鈔本，文有

《高涼書舊遺書》本。

陳舜系( 1618-1679) '廣東吳川人。

長 期任私塾教師，永歷間，入李定圈部任醫

生。該書記載了大量的有關明末清初廣東社會

經濟狀況的史料，如閩廣闊的長途販運質易、

洋貨銷售 、市鎮盛衰、幣值變動、物價升降、

賦役征派、黃冊的編制和接送等等。同時對明

清之際東南地區的抗清鬥爭 有詳細的敘述。書

中所記，多為陳氏親歷目睹，比較真實，可補

史乘之闕如。

《華衰手記}一卷
( 清) 蔡皇襄攘，鈔本。

蔡皇襄 ( 1620 -1717) ，廣東海豐鹿

境人 。 明 季生員。 該 書記事始于崇禎四 年

( 1631年 ) ，終于康熙三十九年( 1700 ) ， 

共六十九年，按年月次序記述廣東惠梅潮地區

的重大政治經濟事件，如劉香犯海豐， 惠州劉

進忠叛亂，清兵攻打廣州及潮 惠等地的抗清鬥

爭，海豐治海人民被強迫遷移入內地的悲慘遭

遇及蘇成領導的反抗“遷海"的 鬥爭 ，對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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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價、田地買賣、賦重役煩、人民貧困以及

捐納貢生等等，都有詳細生動的描寫，是研究

明末清初 惠潮梅地區歷史的重要資料，十分珍

貴。

《吉康治亂記}一卷
(明) 彭希周撰，鈔本。

彭希周，萬曆時任惠州知府。是 書記敘

萬曆年間歸善人民採礦，隆萬間陸豐人民反抗

鬥爭 以及賦役、物價、田價等情況。雖是一鱗

半爪，然而字字珠磯，十分難得。

〈雷州記〉一卷

( 清〉李廷聽撰'鈔本

李廷繫 ( ?一1849) ，山東章丘人。嘉

慶進士，道光時任雷州、|知府。全 書數千言，仿

唐宋人小體文字，以游記隨筆形式寫成。內容

記述 雷州歷史山川、語言風俗、物產勝跡，較

為翔實，尤其能辯地方上流傳訛說，不隨俗

論，更為難得。文字簡樸'敘述雅潔，辯論有

據，是珍貴的地方文獻。

《甲申商社鄉寇變紀略》一卷
(清) 謝重華撰。

謝重華，生卒年不詳，東亮人，崇禎舉

人。是書記崇禎十六年東亮、新會等地奴僕、

個戶起義事。是 書只有撰錄本，印數少，流傳

不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