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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珍稀的地方历史文献

——《粤闽巡视纪略》评介

黄家蕃

《粤闽巡视纪略》，康熙朝工部尚书杜臻撰的排日体笔记。原书七卷，《粤

略》《闽略》各三卷、附录《台湾澎湖纪略》一卷，卷首有《沿海总图》，今所

见的是“孔氏岳雪楼影印本”仅存《粤略》一卷和卷首《提要》、《序言》二篇，

《沿海总图》亦缺。差可据一斑而略窥其全，剩卷内容均有关桂东南与粤西的

史料，惊为首见，弥足珍贵，故不惜殚精竭力，谬加校注，旨为地方存史之助。

此卷记述地域，除自京赴粤沿途见闻，重点是西起防城，东止雷州沿海地

区的山川形胜、兵制营伍、村落地名、古迹物产以及轶事异闻。故校注时改用

《粤西沿海巡视纪略》似较完妥。本书除“岳雪楼影钞本”未见别刊本。考岳

雪楼者，是清季粤东南海藏书家孔继勋的斋名，用现代技术影印，故能保全原

手抄八开本原貌，从标准馆阁体端楷字体推断，似属内府本，不失为珍稀版本。

著者杜臻，字肇余，生卒年不详，浙江秀水(今嘉兴县)人。顺治十五年进

士，改庶吉士，授编修，累迁内阁学士，擢史部侍郎，进工部尚书和刑部尚书。

康熙二十二年(1683)，与内阁学士石柱同受钦差赴粤、闽沿海办理“复界”善

后事宜，从粤西极防城沿海岸东行，至粤东汕头南澳止，历时六个月(在廉、雷

逗留二个半月)，视察了七府三州廿九县，安置因元年“迁界”流亡人口三万一

千多人，还民土地二万八千二百顷。

所谓“迁界”，是满洲政权为隔绝东南沿海人民与号召反清复明的台湾郑成

功的联系，从顺治十八年(1661)开始，强制边民内迁五十华里的空前浩劫。“迁

界”造成东南沿海千余里成为无人区以及官兵借机奸掠屠杀的暴行，史不绝书。

锁海闭口带来的对沿海经济的破坏，社会动乱的恶果，虽遭杜臻和福建总督姚

启圣、广东巡抚吴兴祚等身居枢要的官吏反对，但只能到郑氏政权附和三藩叛

乱平定，清朝政权巩固之后，才考虑到“复界”(准许迫迁人民回籍恢复生产)



问题。杜臻等人是受命前来办理此事的，他在粤边巡视期间，为“复界”做了

“按籍还田于民，弛鱼盐之禁，通市舶货贸，更置屯戍兵制”等等，为恢复沿

海经济和强化海防作出了历史的贡献。他不辞劳苦，跋涉穷乡僻壤，访问野老

戍卒，掌握第一手材料，随地逐日笔录，积稿成书。象他这样钦差大员的平民

化作风，历史上并不多见。

本书的价值：一是正面否定“迁界”的祸害；二是资料来自躬亲采访和参

证当代方志典籍，有高度的真实性和丰富的历史性知识性；三是有他书未载的

轶事异闻，是研究本地区古生态环境和野生动物资源的可贵资料；四、对明朝

以来两广边防营伍设置论述甚详，是研究粤海军事史的重要借鉴。但是，本书

也存在不少封建迷信的糟粕。对山川地理记载也有多处失实甚至谬误之处。对

于作为走马观花的外省籍人，要求他对异土他乡一丘一壑都能了如指掌是不切

实际的。至于内容芜杂和层次紊乱则属其次，这些差失，终究瑕不掩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