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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雷州半島古稱「雷州」、「雷陽」，地處中國大陸最南端，遠離政治中心，經濟、文化、教育

發展落後，故長期默默無聞。自宋代始，隨著北方人口的大量南遷，雷州人口猛增，雷州歷史

文化才揭開了新的一頁。宋代，朝廷在雷州築城駐軍，加強了對雷州的軍事防禦，同時重視選

拔委派清廉賢能之官治理雷州，在經濟上推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重視水利設施的興建，使雷

州的政治、經濟、教育文化都得到了較大的發展。雷州雖地處邊陲，山高皇帝遠，但元代統治

者並未因此而輕視雷州；相反，在軍事設置、政治治理方面都給予了重視，使雷州地區水利得

到興修，經濟發展，交通開闢，學校教育也得到持續發展。明清兩代，雷州地區長期處於動亂

之中，有邊疆地區少數民族的反叛，有海盜、倭寇的作亂，有改朝換代的激烈爭奪，還有官逼

民反的鬥爭。然而，雷州人民雖然歷經磨難，仍然不屈不撓，不離不棄，堅守本土，竭力奉獻。

雷州在明清兩代教育事業蓬勃發展，成效顯著，有「海濱鄒魯」之美譽，人才輩出。雷州籍官

員政績顯著，官風清廉，其中尤以清代封疆大吏陳瑸為典型代表，被譽為「天下第一清官」。

本書 15 篇論文，是作者最近耗費幾年時光，從未經整理，無標點無分段的地方志影印本

中，爬梳史料，自行標點，對地方志中記載較詳、史料較豐富的雷州地區自宋元至明清時段的

若干歷史文化問題展開了深入、細緻的探討研究。所有論文都是開拓性研究，是言人之所未言，

見人之所未見；因而，錯誤、偏頗也可能在所難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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