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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明朝檔案看明末廣東社會
日本・大分大學 甘利弘樹

報告者從前在「關于張惟天之亂 ─以檔案史料的分析為中心─」(『東方學』

97，1999 年)，使用中國第一歴史檔案館所蔵的明朝檔案，説到了在明末廣東發生

了有關反亂與反亂地域的社會変動。后来『中國明朝檔案総匯』(中國第一歴史檔

案館、遼寧省檔案館編，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出版，辦得到確認其書籍

包括關于明末廣東社會新歴史事實了。

根据以上内容，於本報告運用『中國明朝檔案総匯』（以下簡称『明檔』）所

収的明朝檔案，重新研究在明末廣東社會的張惟天之亂等諸反亂。同時，研討有

關地域的各種問題，特別關于政治、軍事的問題。并考察動亂時期的明末廣東社

會于明清交替期如何顕示変化了。

明朝檔案表示如張惟天（崇禎元～二年）１以及五總賊、鍾凌秀（崇禎四年～六

年）２山寇是大規模的，超過報告者於前稿解明的規模３，更關于其集團有接聯４。

我們不能忽視山間地的山寇活動聯繋了海域世界。即経常出現山寇與海寇聯動

的模式５。

關于廣東社會與海外的聯繋，以澳門為擧例。檔案中具体地曉得在澳門“紅夷”

勾結福建商人、廣東地方官做壊事６，也可以窺見“紅夷”聯動將福建作為活動拠

点的“海寇”７，位于其中間地点的潮州府、恵州府的防守是對于明朝地方官重要

問題。

不過当該地域的地方官缺多空額，防守不如意。即使設置郷兵，也有時賊混進

其中８，広東東北部地方是危機状態。

於如上情況下，値得特別冩出是紳士、民衆的活動。他們做新行政區画設置的

原動力９，或是掀起了請求優秀的地方官的留任運動 10，并且取得使郷兵組織有效

地利用的成果 11。透過這様紳士、民衆的活動，可以發現其活動是清代以降廣東

社會的基礎。

〔註〕

１ 『明檔』「兵部為續報贛兵助剿粤寇獲勝并陳善后事宜事行稿」崇禎元年 10

月 23 日。

２ 『明檔』「兵部尚書張鳳翼等為粤寇敗帰画守編甲會剿事題本」崇禎５年 12

月 28 日。

３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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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註１『明檔』。

５ 『明檔』「兵部尚書張鳳翼等為議除粤東海寇鄭芝龍接済澳夷等弊事題行稿」

崇禎７年４月 22 日。

６ 『明檔』「廣東巡按監察御史晏春鳴為循例擧劾武職官員事題本」天啓７年

２月 24 日。『明檔』「署兵部尚書霍維華等為粤東海賊突入福建并擧劾失事

官員事題行稿」天啓７年８月初２日。

７ 『明檔』「兵部尚書王之臣等為官兵剿撫閩省海寇鄭芝龍等失事并遵旨議處

辦事題行稿」天啓７年７月初３日。

８ 同註３。

９ 『明檔』「兵部為査明両廣會剿有功官員議叙事行稿」崇禎 10 年閏４月 15

日。

10 『明檔』「兵部尚書熊明遇為請命恵州参將朱汝忠仍調廣西柳慶事題行稿」

崇禎４年８月初７日。

11 註２『明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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