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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稿钞本(第一辑)》

内容概要

诚如戴逸先生所言，“编史要务，首在采集史料，广搜确证，以为依据”。对于国家清史工程来说，
文献的发掘、搜集、整理乃至出版既是纂修前代全史的基础，同时也是抢救、保存清代史料、从而进
一步保护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命意所在。
《清代稿抄本》（第一辑）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2006年正式批准立项的重点文献整理项目。全书以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孤本）、抄本和少量稀见刻本为影印对象，收录清
代未刊日记22种、未刊诗文集144种、清末广东咨议局相关档案文献22种，编成大型清代文献汇刊，第
一辑包括正度16 开本50册、约合5400余万字。
《清代稿抄本》是清史研究中弥足珍贵的原始资料，对清史纂修，特别是深入研究清代政治、军事、
经济、社会、文学、学术、对外关系以及岭南区域史具有重要意义。
一
第一辑收入的未刊日记包括《还京日记》、《北行日记》、《雪鸿山馆纪年》、《同治元年岁次壬戌
日记》、《望凫行馆宦粤日记》、《邓和简公日记》、《瞻岱轩日记》、《惠行日记》、《光绪丙午
年日记》、《光绪丙申年日记》、《滇游日记》、《双松馆日记》、《袁太史日记》、《公事日记》
、《北上日记》、《民初日记》、《从公笔记》、《赴厦日记》、《庾生日记》、《黄沅日记》、《
居游日记》、《蛮爱会案国防日记》等22种，分23册编印。其中，以《望凫行馆宦粤日记》、《邓和
简公日记》、《黄沅日记》、《瞻岱轩日记》4种最为珍贵。
择要介绍如下：
1．《望凫行馆宦粤日记》，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清代稿抄本》第一辑第10～19册。
该日记为浙江山阴人杜凤治所撰，藏于中山大学图书馆。
日记始于1866年5月，终至1882年10月，16年未曾间断。稿本共41册，原缺第2册。作者曾在第39册作过
“损毁”说明，此乃迁移途中不慎掉入水中所致。
作者于日记第1册封面手书“订于城南京寓”字样，说明作者日记之始寓居京师。杜凤治开篇说明了
记日记动因和寓京缘由，得官前后的生活情况。此后，他辗转广东乡县官场，历任广宁、四会、南海
等县知县。日记逐日记录了同光间所在地方的风土民情、官场风气、上下关系、办事规则、基层断案
过程，几致“事无巨细”；记载了自己的出入行藏和对朝政世事的联想心得，几致“感慨良多”。所
记甚至连四时变化、阴晴圆缺也无一遗漏，这就使他的日记成为研究晚清基层社会以及地方官场的珍
贵史料。比如，作者任广宁知县时，曾详尽分析讨论了知县与地方士绅的合作与冲突，认识到地方“
学校、征输、听断、缉捕”四要务,必须赢得士绅的合作与支持，否则将无法正常行驶知县权力。杜凤
治曾经在征收钱粮时，贸然使用了威胁、强制手段,引起地方士绅的不满,继而引发了士绅的上控和闹
考，几致酿成大祸。后来，经过一番较量，县衙、士绅双方达成妥协,最终虽然互有损失,但也分别保
住了官职与功名。
咸同年间是官绅关系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这种变化既开启了晚清中央地方权力争斗的端倪，又造成
权力格局的变化，还逐渐形成了地方权力扩张的态势。在这些变化里，广东的情况更有其特别之处。
日记中记载了大量的地方事件，过程详尽；同时记载了政届往来情况。这些史料为我们提供了晚清基
层政权与基层社会极为珍贵的个案资料，可以增进我们对晚清社会的真切认识，同时推进社会史、政
治史、法制史乃至民俗民风研究的深入。
全书以行书书写，品质不高，但字迹尚属清晰，容易辨认。
2．《邓和简公日记》，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清代稿抄本》第一辑第2册。
该日记为广东顺德人邓华熙所撰，藏于中山大学图书馆。
邓华熙，字小赤，又作小石，卒谥“和简”。咸丰元年中举，光绪十二年任云南池常道，次年任云南
按察使。此后历任湖北布政使、安徽巡抚、山西巡抚等职。光绪二十九年因病辞官回籍。宣统三年，
广州将军凤山被炸死，邓华熙遂与梁鼎芬主持广东咨议局宣布广东独立。
邓华熙一生著述极为丰富，所遗日记共10卷，现存8卷。卷一至卷四起止时间为咸丰七年至光绪十一年
，卷七至卷十起止时间为光绪二十二年至民国五年，大体覆盖晚清咸、同、光三朝、将近60多年的历
史。详细记载时人、时事、时政、时文，是晚清政坛亲历的第一手资料。比如，日记中存留了不少京
中刑部琐事、外放途中见闻、公务往来情况，成为研究清末官场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作为士大夫文人
墨客，日记也免不了记些抒发情怀的诗歌散文，甚或还有随手抄录的药方、梦中情事。有趣的是，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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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作者在辛亥之年一定程度上参与革命，但私下日记却仍以“宣统”纪年。只是在《日省录》一文此
年项下这样写到，“中华民国元年壬子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p550），下年改成“旧历癸丑年
日记 即民国二年二月”p553，再下年写作“甲寅年旧历元旦”后附小字“即新历一月廿六号”，同时
，还在此页页眉上写着“即宣统六年正月民国三年” （p556），竟不知是当日的批注还是日后的标识
。再往后，宣统纪年差不多都列在民国纪年之前，也不断有完全宣统纪年的信函抄录在册。这些都是
过渡时代过渡人物矛盾的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
该日记行书流畅，字体清新典雅。
3．《瞻岱轩日记》，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清代稿抄本》第一辑第3～8册。
稿中署名为瞻岱轩，据考证瞻岱轩即为范道生（第3册第460页上有“试用知县范道生”字样），参与
乡试科考“对读官”等，其人生平不可考。作者似乎是山西人（起首日记中记“回介休”<第3册第4
页>，“检点行李回介展墓”<第3册第4页>,还多处记有流淌在山西南部的漳河、早期出入行藏亦多在
山西境内的地理记录，另据行“展墓礼”祭祖来看，至少他是山西籍人氏）。从日记中往来同僚以及
衙署判断，此人官阶不算高。
日记记载的时间为1871—1899年，逐日记载了作者在山西、福建、北京、浙江为官的情况。有些记录
语焉不详，但也有感慨世事、记录官场、针砭时政、议论人物的宝贵记录，还有游走南方、从事“贸
丝”的生活描摹，至于那些文人遇山水名胜必感慨，必题咏的习气当亦不免。
全文行文整齐，书写端正有力，是为有个性的行楷。
4．《黄沅日记》，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清代稿抄本》第一辑第21～23册。
稿本页首署有“乐琴书室沅浦录”字样，所载时间为1902—1918年，共64册，其中缺第52册，底本藏
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黄沅”为项目组提供的考证名，就目前掌握的资料看，作者生平不可考。日记所记往来人物甚多，
其中不乏官阶较高者。所记出入行藏、交游活动以及大量交往细节和议论，如禁烟、戒赌、立宪等，
是为这一历史时期不可多得的民间感怀时政的士人亲历。另外文中大量出现“逸仙”一名，但不知此
“逸仙”与孙中山有何关系。
日记笔迹为行书，尚工整。
二
《清代稿抄本》第一辑收录了广东藏清代未刊诗文集144种。集中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清代稿抄本》第一辑第24～48册。
这一部分清代文献较为集中地展示了岭南学术研究的成果，撰者多为清季南粤名流与地方士绅，还有
一些江浙一带名人士绅，以及江西、湖南、辽宁、河南、山西等省地方士绅，他们中既有清代名流邓
华熙的《邓和简公书牍存稿》、《邓氏纳楹书屋存稿》、《邓和简公墨宝》，也有《李树煌杂稿》、
《李树煌文稿》、《李树煌文论》、《希古堂稿》、《希古堂诗存》等不为人知的地方士绅的书稿，
也有目前仅存于世的《西湖近稿》等手稿本，可基本反映清末岭南以及一定的全国学术水准。辑录的
诗集多咏岭南风情、人物、政情、社情，也包括部分名流唱和之作。近年来，随着新文化史研究的深
入，史料的概念和外沿已经获得了很大地延展，而陈寅恪先生倡导的“以诗证史”，也历来是学界追
求的研究方法之一，在这一意义上说，这些未刊诗集的面世必定为“以诗证史”拓宽了新的资料渠道
，是清史研究不可多得的新史料。
清末广东咨议局的相关文献收录了22种，集中汇编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清代稿抄本》
第一辑第49～50册。
这一部分史料包括《广东咨议局第一次会议报告书》、《广东咨议局第一期会议速记录》、《广东咨
议局第一次临时会议报告书》、《广东咨议局第二次常年会议报告书》、《广东咨议局协会决议办理
事项》、《广东咨议局议案》、《咨议局章程及选举章程解释汇抄》、《广东宪政筹备处报告书》、
《广东地方自治筹办处第二次报告书》、《广东清理财政局呈送汇编广东崖州属各县宣统二年夏季分
四柱总册》、《广东全省禁烟总局筹办推广牌照捐章程附办事细则》、《广东调查陆军财政说明书初
编》、《广东调查局公牍录要初编》、《编查录》、《广东提学使司留学生公牍（光绪三十四年—宣
统元年）》、《全粤社会实录初编》等。
这些文献多为存世的油印本、石印本，发行数量很小而史料价值较高，是研究晚清地方政局变幻、地
方财政收支、民间社团组织、宪政准备、地方自治的重要参考资料。如宣统二年（1910）广东民间社
会调查团体所编辑的《全粤社会实录初编》，调查了广东的慈善团体、医院、戒烟会、赈灾机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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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改良组织、村社自治研究会、阅报社等等民间社团组织的规章制度，详细开列了各省同类机构的名
称、主管名录以及倡仪组建两广慈善总会的士绅名单。这些都是地方社团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原稿破损严重，亟待抢救整理。此次它被纳入清代文献汇编，一举解决了保存与使用的矛盾。
上述资料皆是从中山图书馆各类特藏文献和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善本书精选出来的。
三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是我国大型综合性公共图书馆之一。它创建于1912年，前身为明代羊城胜迹“南
园”，至清代，成为广雅书局藏书楼。该馆以历史悠久、典藏丰富而闻名海内外。中山图书馆历来重
视文献史籍的收集整理工作，目前，该馆藏有各类特藏文献66万余册（件），包括珍本、善本2万余册
；普通古籍20万余册；金石拓片3万余册（件）；另藏有丛书16万余册。中山大学图书馆其历史可追溯
到1906年创立的两广高级师范学校藏书楼。正式创办于1924年，初名为广东大学图书馆，由广东高等
师范学校、广东政法专门学校、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和广东公医学校的藏书合并而成。1926年，改名为
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中大图书馆部分藏书调配至其他高校，而自
身则形成了以原中山大学文理学科藏书为基础，收入岭南大学图书馆藏书和中南地区其他高等学校图
书馆的部分藏书，形成多学科的综合藏书体系。目前，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图书近40万册，其中
善本2000多种、30000余册，碑帖近30000件。还藏有朝鲜刊本古籍176种968册、日本刊本古籍85种831
册，中国历代石刻拓片35000多件。
上述两馆典藏基本反映了广东藏清代稿本、抄本及珍稀刻本的保存现状。《清代稿抄本》就是在这一
典藏基础上编辑整理的，纳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汇编，成为重点出版项目之一。该文献汇编由
长江学者、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桑兵担任主编，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李昭
淳研究员、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教授担任副主编，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合作
编辑，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广东大沿海出版工贸有限公司发行。
已出版的《清代稿抄本》第一辑只是古籍整理规划之一部分。全书计划编印正度16开本共250册，分辑
出版，计划整理古籍约150万页，总字数超过3亿（这只是目前估算的数目，除外还有民国史资料，其
规模相当可观）。清代稿抄本不仅是广东省最大的清代文献整理、出版项目，同时也是国家清史工程
最大的文献整理影印项目之一。我们相信，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将使一大批珍稀文献变得容易获得和
方便使用。
目前，国家清史工程正扎实稳步地向前推进，作为主体工程的资料基础——清代文献、清代档案的整
理工作也在紧张有序地进行。我们相信，随着《清代稿抄本》等一大批珍贵文献的整理出版，必将为
清史研究的深入提供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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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清代稿钞本》丛书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五千余种清代文献中整理、编选
出极具史料价值和收藏价值的二千余种稿本、钞本及部分独具价值、留存较少的珍稀刻印本，影印出
版。第一辑出版五十册，收入日记二十余种、诗文集一百四十余种、清末广东咨议局等机构的公文档
案二十余种，共计一百八十余种。
《清代稿钞本》第一辑所选日记及手稿大多属鲜为人知的秘藏孤本，均属首次披露，内容丰富、异彩
纷呈，史料价值上乘，涉及当时政治环境、经济状况、民俗风情、文化流派、社会风尚和人生感悟、
精神风貌等，是了解和研究清代历史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对深入研究清代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
化学术等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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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第一辑第五十册，邓雨生《全粤社会实录初编》
2、只有在中山图书馆才有的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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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清代稿钞本》总目录第一辑第一册还京日记、北行日记、雪鸿山馆纪年、同治元年岁次壬戌日
记、庾生日记、滇游日记、袁太史日记第二册邓和简公日记第三至八册瞻岱轩日记第九册北上日记、
公事日记、双松馆日记、光绪丙申年日记、光绪丙午年日记、从公笔记、蛮爱会案国防日记第十至十
九册望凫行馆宦粤日记第二十册居游日记、惠行日记、民初日记、赴厦日记第二十一至二十三册黄沅
日记第二十四册浮槎文集、蓼莪唫馆诗集、十一草玉沙集素声集、越巢诗集、石岳文寄石岳诗寄、蕉
鹿草堂遗稿、勺湖亭稿、粤游偶咏、道盥斋诗稿、吴六奇书札、方纲致秋盦残笺第二十五册寅吉存草
、东谿诗选、花韵轩咏物诗存、玉辉堂诗草第二十六册玉岑诗稿、续刻心喜集、四益堂文稿诗草、听
雪集、南雪巢诗钞、西斋集、吴学士集、复斋诗钞、竹堂文类、黄叶楼诗钞、陈曼生先生简札第二十
七册云海集、醉易斋文稿、心亭亭居文存 诗草杂存、求真是斋诗钞 诗余第二十八册石云山人集、静
远草堂初稿、露香阁诗集、实事求是斋文钞 留香小阁诗词钞、实事求是斋集存、留香小阁诗 词 文第
二十九册怀古田舍诗钞、经义堂存稿、吟秋馆诗草、可斋诗钞第三十册罗萝邨文稿 附行述、寄鸥馆诗
集、足吾好斋六如琐记、海陀华馆诗草、杨黼香先生遗稿补编、半村草堂文钞、谭风月轩诗钞、退思
轩诗存第三十一册电白芝房诗钞、电白邵子京诗存、思益堂诗集、吴城竹枝词、越州明贤赤椟存真、
梯云馆诗钞、荔庄书屋诗钞、静香阁诗存、红蝠山房二编诗补钞、慎诚堂集、觉庵杂记稿本、舟车随
笔第三十二至三十三册邓氏纳楹书屋存稿第三十四册邓和简公墨寳邓和简公书牍存稿清人书札寄寰宇
斋吟草第三十五册壬英闲吟、竢实斋文集 外集、丙戌余录、葵诚草、东篱词第三十六册希古堂稿、希
古堂诗存、巴里客余生诗草、肄雅堂诗钞、红藕花馆诗集第三十七册韩斋稿、梦轩笔谈、心远论余、
浣雪山房诗钞、舫楼诗草第三十八册香山黄氏诗略、南海康先生口说、香雪堂诗稿、养真斋诗集两种
、閟翠山房吟草第三十九册獧斋丛钞、画虎集 画虎续编虎尾吟、瀛海珊瑚、忏花盦文存、龙佩荃诗集
第四十册四素余珍、孏余文钞 时文、求慊斋丛、秋晓盦诗稿第四十一册用晦草堂骈文 诗、闻妙轩诗
存、芙蓉馆随笔 诗钞文钞两种、梅庐吟卷、漉云斋诗存第四十二册香草斋文甲集 乙集 三集续集、史
论管见、玉壶书屋存稿、知非堂未定稿、守恕堂诗钞第四十三册颐养轩管见录、东谿罗浮集、养骚兰
馆诗存、寄巢游草、吴阳女士诗第四十四册李树煌杂（卷一至卷五）第四十五册李树煌杂（卷六至卷
十一）、李树煌文论、李树煌文稿、鸿迹猿声、饭颗山房文钞第四十六册铸强斋稿、半湖山馆集、石
门诗存、梅江草、东江草、龙田集稿、李梦醒遗着、萧斋余事约刊、剑啸草堂诗、黼堂涂鸦稿第四十
七册西湖近稿、思敬室稿本偶存、问桃花馆诗钞、素馨田华农吟草第四十八册一壶吟稿、张珠垣诗文
集、壮游集、岳麓堂咏史、伴梅诗选、覆瓿诗钞、石屋磨芡稿、小芝阁诗集、黄叶山房诗稿天觉词钞
、方德骥遗文、梦余吟草第四十九册开办船牌章程二十四则、广行善堂章程、广东提学使办理留洋学
生公牍(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元年)、广东咨议局筹办处第一次报告书、广东咨议局筹办处第二次报告
书、广东咨议局第一次会议报告书、广东咨议局第一期会议速记录、广东调查局公牍录要初编、广东
咨议局第一次临时会报告书、广东咨议局第二次常年会议报告书、广东咨议局协会决议办理事类报告
书、广东咨议局议案第五十册咨议局章程及选举章程解释汇钞、广东宪政筹备处报告书、广东地方自
治筹办处第二次报告书、广东清理财政局汇编司局等库宣统二年春季分收款报告册、广东清理财政局
呈送汇编广东崖州属各县宣统二年夏季分四柱总册、钞录广东省试办宣统三年预算岁出地方行政经费
总册表、广东全省禁烟总局筹办推广牌照捐章程附办事细则、全粤社会实录初编、编查录、广东调查
陆军财政说明书初编、公益堂通融三益会部、新会江门自治研究社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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