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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清易代轉折所引發的後續效應，對於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各個領域，

至今仍具有相當深遠的影響，而南明政權的興衰起滅，最具有實質的關鍵意

義。基於南明史研究的重要性，「南明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特地在曾是南明永

曆政權的國都──貴州安龍縣舉辦。本屆研討會議於2015年7月8日正式開幕，

分組會議區分「政治．軍事」、「思想．文化」、「人物」三大組別，與會學者

來自中、韓、日、新加坡、港、臺等地共67人，發表專文60篇，參與研討會

議者共180餘人。會議期間並考察安龍縣境的南明歷史遺址：明十八先生墓

祠、安龍博物館(永曆行宮)；以及當地歷史文化景點：興義府試院、壩盤布依

民族村與清修招堤。會議結束後，筆者前往貴陽市的貴州圖書館蒐集明清文

獻與地方史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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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 

一、 目的 

明末清初是歷史上的動盪期，影響深遠，此後不斷有史家投入這段時期的研究工作，亦出

現不少斐然的學術成果與研究貢獻。雖然南明史的重要性是眾所周知，然而學界尚未舉辦過以

南明史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各地研究南明史的學人也缺少互動交流的平臺；於是在中國

明史學會、貴州省文史研究館、安龍縣人民政府的推動下，促成 2015 年首屆「南明史國際學術

研討會」的開辦，專家學者得以共同分享彼此的最新研究成果。藉此機會，筆者提交專論〈晚

明清初李開先《盤餐錄》筆下的亂世經歷〉，與學者們進行交流討論，而主辦單位也將徵選審查

論文，正式出版研討會論文集。 

本次會議主題涉及的面向有：南明政權與抗清鬥爭、南明人物及明遺民研究、永曆政權與

安龍、地方史志南明史資料整理與研究、南明歷史遺跡的發掘與研究、南明歷史文化與安龍旅

遊發展等等，可見舉辦大型學術研討會除了要推動南明史的研究外，也有發掘地方文化資源，

促進地方文化事業發展的目的，以提升當地的能見度，其採取的作法正好也是我們可觀察與學

習的重點。 

二、 過程 

會議地點安龍縣位於中國貴州省西南部，隸屬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雖然主辦單位提

供的手冊提到安龍縣的交通便利，但是安龍縣最近的機場是興義機場，這並非是一個國際機場，

臺灣並無直航飛機可抵達，最便捷的方式就是由貴陽轉機到興義，再由興義乘車到安龍，或是

從貴陽搭車前往安龍，不過安龍距離省會貴陽市約三百多公里，舟車勞頓自是難免。臺灣到貴

陽的直飛航班也相當少，例如復興航空一星期只有固定兩班，中國南方航空每日雖然都有航班，

可是一日卻只有一班。簡言之，從臺灣出發前往安龍，是必須要轉機與換乘陸路交通工具，因

此前往會議地點仍需要費些時間。 

此次出國，筆者先於 7 月 6 日下午搭機到貴州省會貴陽市，次日報到日當天再從貴陽轉機

抵達興義機場，主辦單位在機場則有專車接送至會議地點。研討會日程共兩天：7 月 8 日上午

是開幕式與大會主題發言，下午是分組會議；7 月 9 日參與了中國南明歷史文化研究中心的揭

牌活動，考察、調研縣城內歷史文化景點。7 月 10 日研討會所有活動結束，轉往貴陽市的貴州

省圖書館、博物館蒐集文史資料，利用兩天的時間，在圖書館內查閱臺灣未有收藏的文獻，摘

錄一些筆記，至 7 月 12 日搭機返回，以下是出國行程的主要內容。 

 

(一)學術會議的活動 

7 月 7 日傍晚報到後，領取大會致贈的《服務手冊》、《南明史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匯編》、

《南明歷史文化學術研討會論文集》、《貴州文史叢刊》、《南明史料集》等諸多刊物作品，方知

自己除了要擔任大會的主題發言外，還要負責分組會議的主持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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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8 日上午的開幕式活動，由主辦方代表一一致辭，其中中國明史學會常務副會長毛佩

琦指出過去南明史出現三個嚴重錯誤解讀書寫：第一是南明歷史被官方錯誤書寫；第二是南明

歷史被東林黨人及其後裔錯誤書寫；第三是南明歷史被當代通俗史學的錯誤解讀。 

接著是大會主題發言，分別是李伯重〈全球史視野中的永曆政權西遷〉、彭勇〈“從賊的貳

臣”與南明政局走向──以柳同春為個案的研究〉、謝貴安〈《安龍逸史》考論〉、唐立宗〈晚明

清初李開先《盤餐錄》筆下的亂世經歷〉、趙現海〈南明軍鎮“藩鎮化”現象及其歷史源流〉、馮

玉榮〈“滄海棲薄軀”：幾社領袖徐孚遠與南明政權〉、黃萬機〈南明抗清兩督師──史可法與何

騰蛟之比較研究〉、張祥光〈永曆帝在安龍――讀屈大均《安龍逸史》〉。 

首先主題發言的李伯重教授，是國際知名的中國經濟史研究專家。他利用大量圖文說明永

曆政權 1652 年遷至滇黔交界的安龍，1656 年遷至雲南，1659 年遷至緬甸，這種天子播遷至西

南蠻荒之地，最後逃入蠻夷之國，在中國歷史上是獨一無二，其背後的原因正是早期經濟全球

化所導致的東亞世界政治、軍事局勢劇變的結果。第二位發言者彭勇是北京中央民族大學歷史

文化學院教授，筆者曾申請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青年學者學術輔導與諮詢」計

畫，邀請彭勇教授來臺，並到本校歷史系訪問交流。他利用清初柳同春所撰《天念錄》，輔以《清

實錄》、《清史列傳》、《清史稿》等史籍，分析明清易代之際大明、大順、大清和南明等四個政

權在逐鹿天下時期，「從賊」的「貳臣」表現及其命運對南明政局的影響。第三位是武漢大學教

授謝貴安。謝教授認為《安龍逸史》與屈大均(1630-1696)的行文風格不符，應是溪上樵隱調查

訪問後的作品，並指出該書屬於綱目體，綱簡目詳，層次分明，敘事清晰，要言不煩，突出綱

常倫理和正統觀念，記事相對可靠，特別是永曆帝在安龍時期記載，具有獨到的史料價值。第

四位是筆者報告，強調《盤餐錄》的內容，正好相當程度可以彌補明清之際四川文獻散佚的缺

憾，該書所記載的晚明時期大江南北的紛亂、清初四川重慶成都的慘重傷亡、川東地區軍兵勢

力的紛爭、彭水縣境的民生社會現象，都可以增進我們對明末清初這段地方史實的了解。第五

位趙現海是中國社會科學院歷史研究所副研究員，他認為南明政權藩鎮化趨勢原因既與當時的

戰亂環境，南明政權弱化有關，也與明朝一直延續的重武傳統，及其在明後期，尤其晚明面對

邊疆危機衍生的總兵官權力逐漸提升有關。第六位馮玉榮是華中師範大學歷史文化學院副教

授，其發表的論文以幾社領袖徐孚遠(1599-1665)為個案，考察明亡後江南士人流亡的路線，包

括流亡時的衣冠服飾，進而揭示晚明社團與南明政權之關係。第七位報告者黃萬機是貴州文史

研究館、貴州省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他對史、何二督師加以比較，從軍事才具、人格聲望、駕馭

將領、用人行事諸方面進行論列，認為二人各有千秋，即便易地而守，也不可能改變天下格局。最

後的發言者是張祥光，他是貴州省文史研究館館員、貴州師範大學教授，論文梳理永曆帝在安

龍期間所發生的一些重大歷史事件，並兼評一些史籍記載的錯誤。 

7 月 8 日下午，則依照政治、軍事、思想、文化、人物等類別，進行三大分組的交流討論，

其各組的詳細議程，可參見本文附錄一。筆者是參加第二組的「思想．文化」場次，並負責擔

任上半場的主持人工作。本場次的提交論文，多偏向於明遺民學術思想與抗清活動的討論，例

如關於明遺民顧景星(1621-1687)、李清(1602-1683)、顧炎武(1613-1682)、瞿式耜(1590-1651)等

人經歷活動，深具研究意義。有的論文則檢討南明史料的意義，例如史家溫睿臨受到萬斯同

(1638-1702)的倡導和鼓勵，完成南明三朝史事最完備之書──《南疆逸史》，該書特別重視表彰

忠烈，鞭撻那些不能恪盡職守乃至喪節之人。同時，也有的南明相關史料需要進一步檢核，因

為某些文獻會有貶抑南明政權的意圖，正如乾隆《南籠府志》避談南明時期安隆所改為安龍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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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因此南明史料的徵引與判別，猶待吾人持續留意。 

 

(二)學術考察的行程 

7 月 9 日上午，大會安排參觀盤壩村文化村寨，項目內容包括了八音古樂等民族表演、古

法造紙、布依族原生態生活。盤壩村位於貴州省安龍縣萬峰湖鎮東南部，與廣西隔南盤江相望，

村民們沿江而居，寨子依山傍水，是黔西南州境內南盤江上游保存最完好的布依古寨之一。 

到了當日下午，則是參加在安龍博物館舉行的「中國南明歷史文化研究中心」掛牌儀式，

並參觀安龍博物館，從中更深入了解安龍地方的歷史發展。安龍在明代原是千戶所，明洪武二

十三年(1390)，設置所署於今安龍縣老城區南門上，隸屬貴州都司，安龍建城歷史自此開始。

南明永曆六年、清順治九年(1652)，南明永歷朝廷播遷到安龍，改安隆所為安龍府，「安龍」之

名由此誕生，而安龍博物館的所在地，正是永曆行宮的舊址。 

南明永歷朝廷播遷安龍期間，還發生「十八先生之獄」與諸多戰事，也留下「永曆行宮」、

「御校場」、「三王墓」、「明十八先生墓」等歷史遺跡。與會學者一行人並參觀了當地天主教堂、

興義府試院、半山亭、招堤景區等歷史文化景點。 

 

(三)貴州省圖的古籍文獻 

7 月 10 日星期五上午大會安排專車分別送往貴陽與興義機場，因航班緣故，筆者選擇在貴

陽停留兩日，於 12 日星期日上午搭機返回臺北。在貴陽期間，參訪貴州省圖書館與博物館，查

閱了部份古籍文獻收藏現況。 

在臨行出發前，曾預先做了一點功課，根據《貴州古舊文獻提要目錄》一書的介紹，有幾

部文獻是筆者感到相當有興趣的。例如《王犀川中丞年譜》、《羅文彬日記》、《唐樹義日記》等

等，這些史料都是收藏於貴州省博物館。不過，到了位於貴陽市北京路上的貴州省博物館，才

發現該館是舊館，全館主要是展示貴州民族文物與手工藝品，並未有古籍文獻的收藏部門，懷

疑這些史料目前可能都置放在貴陽市觀山湖區林城東路上的新館內，而新舊兩館相距十多公

里，估量自己停留貴陽的時間有限，遂打消前往新館的念頭，因此以上的年譜、日記等文獻，

此行未能見得。 

貴州省圖書館同樣在北京路上，與貴州省博物館舊館距離相當近。該館是貴州省全省最大

的公共圖書館，在館藏 25 萬冊(件)古籍文獻中，其中有善本 72 部 1033 冊，珍藏善本圖書以兵

書為主，並有 27 種明、清版兵書。該館的古籍閱覽室是在六樓，入室不需要申辦閱覽證、不需

要單位介紹信，僅在櫃檯前稍做個人資料登記即可。館內並沒有公開陳列其古籍庋藏目錄，要

取得該館的古籍資訊只有兩種途徑：其一是利用館內的電腦檢索古籍文獻，在該館網頁上，有

建置「民國圖書書目庫」、「貴州府縣志輯圖片庫」、「貴州省古籍聯合目錄」、「縮微品目錄」等

查詢系統，不過在館外則無法連線查詢；其二則是利用館內的古籍圖書目錄卡片櫃，要用手工

方式一一查閱。整體而言，查詢古籍資訊的便利性還是有限。 

到館後，花最多時間的還是利用卡片櫃在查閱古籍目錄，同時還得上網比對臺灣公藏機構

有無收藏或出版，以避免浪費更多的時間。查詢卡片後，再填寫索書條，交給館員代為提領。

筆者所調閱的明清文獻有：《素園遺稿》、《王孚齋文集》、《宦黔紀略》、《邱給諫奏稿》等等，這

些文獻都是普通古籍，調閱手續相當便捷，但這些古籍都是臺灣相當罕見的史料。值得一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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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素園遺稿》是筆者第二次在臺灣以外的地區寓目，第一次則是在廈門大學的圖書館古籍室

內。《素園遺稿》的作者熊興麟(1606-1694)是福建永定人，南明永曆元年(1647)出任湖廣監察御

史，隨即遭遇清兵，被執獲羈禁，直至清順治十年(1653)獲釋。熊興麟雖不苟同清朝政權，有

著強烈的遺民意識，但是當地方官號召徵聘下，他最終還是投身本地修志的活動，其修志動機

與寓意是很值得探究的。 

貴州圖書館另一大特色收藏是在地方文獻閱覽室，主要提供 1949 年以來的地方版圖書、新

版地方志及部分該省人士捐贈的圖書閱覽，除了週一休息外，週二到週日下午均有開放。正好

7 月 11 日星期六這一天，古籍閱覽室並不開放，因此本日的計畫就是到該館 5 樓的地方文獻閱

覽室進行查閱。地方文獻閱覽室亦不需要辦理閱覽證，室內圖書都是開架式，可自由取出閱讀，

但不能攜帶至室外。筆者感興趣的書籍有《黔南叢書》、《續黔南叢書》、《陳夔龍全集》、《陳法

詩文集》、《潘氏八世詩粹》、《碧山堂詩鈔》、《竹莊詩草》，這些都是近期點校本出版品，還有貴

州當地少數民族地區的地方志書，如土家族自治縣志、侗族自治縣志等等，臺灣也同樣少見。 

 

三、 心得 

記得收到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明史學會寄來的邀請函，看到開會地點是貴州，就頗為心動，

畢竟對常跑沿海城市進行研究、且從未到過西南地區的人來說，這真的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感謝本校經費審查會議委員們的支持，讓我得償所願，並承蒙主辦單位的厚愛，安排擔任大會

的主題發言，因此我在公開場合特地介紹學校山城風光特色，還提到日月潭附近分布的少數民

族邵族，是臺灣原住民山區人口最少數的一族，當然貴州肯定有不一樣的風土人情，但是仍然

可以針對兩地特色與發展進行研究比較。 

經由研討會議的參與，會見了不少同行舊友，也結識了不少新面孔，還有更多向海內外名

家請益的機會。這次會議是一次大規模的國際研討會，根據當地媒體報導，本次研討會創了三

個第一：歷史上第一次召開研究南明史的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一次匯集海內外南明史專家學者

集中研討南明史，第一次收到數量和質量較高的專題研究南明史論文。我們也格外感受到主辦

單位推動學術研究的用心，例如收到的贈書《南明史料集》三大冊就收入了 140 多萬字的文獻

資料。透過本次會議，讓我們了解南明史研究還有許多有待深入討論的議題，而參觀博物館等

行程活動也對明清史的教學工作有頗多助益。 

此行另一個讓我有收穫的是在貴州省圖關於明清古籍文獻的探索，雖然利用館藏的時間不

長，但足以知悉該館古籍與珍藏文獻的保存現況、了解調閱手續，更重要的是可以閱讀到平常

難以見到的史料，在館內還可充分始用數據庫檢索文獻，倘若有較長的行程與時間，相信是可

以更廣泛的利用該館館藏資源進行研究課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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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主題發言與分組交流 

(一)主题发言: 二楼大会议室，7 月 8 日 9：15～11：30，每位专家 15 分钟左右。 

1.李伯重：全球史视野中的永历政权西迁； 

2.彭  勇：“从贼的贰臣”与南明政局走向――以柳同春为个案的研究； 

3.谢贵安：《安龙逸史》考论； 

4.唐立宗：晚明清初李开先《盘餐录》笔下的乱世经历； 

5.赵现海：南明军镇“藩镇化”现象及其历史源流； 

6.冯玉荣：“沧海栖薄躯”：几社领袖徐孚远与南明政权 

7.黄万机：南明抗清两督师――史可法与何腾蛟之比较研究； 

8.张祥光：永历帝在安龙――读屈大均《安龙逸史》。 

 

(二)分组交流：7 月 8 日下午 

第一组：政治·军事  负责人：高寿仙  地  点：二楼大型会议室 

高春平  李志强  田  冰  胡  凡  杨春君  高寿仙  赵现海 张海英  尤淑君 

孙祥宽 阿  风  李和承  年  旭  张金奎 龚剑锋 李华彦 唐保华 韩继伟 

张祥光  罗 燕 

 

上半场：14：00～15:15 主持人：张海英 阿  风(每人发言不超过 8 分钟) 

1.高春平(赵俊明代)：试论内讧对南明永历政权败亡和抗清斗争的重大影响 

2.高寿仙：南明永历初年一次夭折的改历事件 

3.胡  凡：南明隆武朝开科取士钩沉 

4.李和承：明末清初郑芝龙父子在东南沿海的商业活动研究 

5.田  冰：从大量追谥前朝官员看南明政权与反清复明的抗争 

6.杨春君：南明乡试考 

7.李华彦：阮大铖的交游网络与弘光朝人事 

8.年 旭：南明情报的日本传播及东亚涟漪 

9.李志强：李自成大顺军余部参与郑成功收复台湾 

 

茶歇：15：15～15：30 

 

下半场：15：30～16：45  主  持：胡  凡 李华彦(每人发言不超过 8 分钟) 

1.张海英：明清易代之际各政权合法性的述说 

2.尤淑君：从迎立之争论南明弘光政权的失败 

3.阿  风：南明时期的徽州“黔兵案”及其对南明政局的影响 

4.张金奎：隆武朝锦衣卫略论 

5.龚剑锋：南明鲁王政权的失败原因和存在意义 

6.孙祥宽：南明弘光政权始末 

7.唐保华：安龙县南明史研究回顾与资源利用初探 

8.韩继伟：从亡国悲情视角看南明永历王朝存在的三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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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罗 燕：南明政权建设与抗清斗争研究 

 

第二组：思想·文化  负责人：谢贵安  地  点：二楼中型会议室 

耿  勇  谢贵安  李伯重  杨绪敏  阳正伟  刘建明  赖玉芹 龙尚学 陈时龙 

谭家齐  夏小双  郭嘉辉  周喜峰  李德楠 王路平  夏爱军 朱松华 唐立宗 

郑任钊 彭建兵 岑 鸿 王仲坤  

 

上半场：14：00～15：15  主  持：唐立宗  陈时龙(每人发言不超过 8 分钟) 

1.赖玉芹：明遗民顾景星所体现的士人文化责任 

2.周喜峰：清初明遗民及其华夷思想 

3.谭家齐：“风趣判牍”：南明史学大师李清早年所著的大众读物《折狱新语》之成书、流
传与影响 

4.杨绪敏：论温睿临与《南疆逸史》 

5.李德楠：乾隆《南笼府志》阙载南明安龙府原因蠡测 

6.耿  勇：明清易代之际的“南宋”议论 

7.刘建明：论南明政权与诗文创作 

8.王仲坤：依凭史料，开拓研究思路 

 

茶歇：15：15～15：30 

 

下半场：15：30～16：45  主  持： 谢贵安  谭家齐(每人发言不超过 8 分钟) 

1.陈时龙：瞿式耜的军事思想 

2.王路平：南明王朝护持滇黔佛教考论 

3.赵连赏：十八先生官服考 

4.郑任钊：顾炎武的春秋观 

5.郭嘉辉：“南都旧事”——南明诸臣文集揭微：以《赐诚堂文集》《可经堂集》等作探析 

6.夏小双：“一燕南征秋满苹”：瞿式耜三通手札中之家事与国事 

7.龙尚学：南明永历七件敕谕的史料价值 

8.朱松华  永历朝廷建都安龙之文化传播：儒家精神及西学东渐的传扬与再造 

9.彭建兵、岑鸿：“安龙――荷香皇都”旅游文化品位提升策略 

 

第三组：人物  负责人：彭  勇    地  点：二楼小型会议室 

刘永霞  王雪华  张昭炜  冯玉荣  吕  杨  何歌劲  黄万机  唐  宸  朱忠文 

秦  博 徐卫东  翟爱玲  赵会娟  何先龙  厐思纯  雷兴龙  余晓聪  刘少华 

彭 勇  

 

上半场：14：00～15：15 主  持：张金奎  王雪华(每人发言不超过 8 分钟) 

1.刘永霞：王船山与南明王朝 

2.何歌劲：何腾蛟湘潭殉难事迹详考 

3.阳正伟：清代对马士英的评价 

4.张昭炜：方以智与南明永历政权札记 



  7

5.吕  杨：陈于鼎事迹考述 

6.秦  博：南明永历朝佞幸严云从事迹考——兼论明代“文职荫武”群体的政治庇护 

7.朱忠文：论明代开国功臣家族在弘光朝的活动――以刘孔昭为中心的考察 

8.雷兴龙：云南明代文学家雷跃龙研究资料述论 

9.厐思纯：南明王朝中的贵州群像 

 

茶歇：15：15—15：30 

 

下半场：15：00—16：45 主  持：彭  勇  何歌劲(每人发言不超过 8 分钟) 

1.翟爱玲：王铎“贰臣”根源论 

2.王雪华：论黄宗羲与南明行朝 

3.刘少华：从仕宦到隐逸：明清鼎革之际的东莱赵氏家族 

4.赵会娟  太仓十子与钱谦益交游考 

5.徐卫东：黄斌卿事迹志疑稿 

6.余晓聪：雷跃龙卒年考辨 

7.唐  宸：寇白门别传 

8.何先龙：贵州南明遗臣事迹初考——以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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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當地媒體與網頁的報導 
 

〈2015 年南明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貴州安龍召開〉，《貴陽網》，2015 年 7 月 8 日，

http://www.gywb.cn/content/2015-07/08/content_3437826.htm，擷取時間：2015 年 7 月 28 日。 

〈 南 明 史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隆 重 閉 幕 〉，《 手 機 人 民 網 》， 2015 年 7 月 9 日 ，

http://m2.people.cn/r/MV80XzM4MTQyNTVfMTI5Ml8xNDM2NDMxMTM4，擷取時間：2015 年

7 月 28 日。 

王蘇園，〈安龍縣舉行南明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國內外著名專家彙聚 南明史研討創下三個世

界第一〉，《黔西南政務網》，http://www.ldqxn.com/news/anlong/20150708/287842.htm，2015 年 7

月 9 日，擷取時間：2015 年 7 月 28 日。 

〈 貴 州 安 龍 成 立 全 國 首 個 “ 中 國 南 明 歷 史 文 化 研 究 中 心 ＂ 〉，《 中 國 新 聞 網 》，

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5/07-09/7395844.shtml，2015 年 7 月 9 日，擷取時間：2015 年

7 月 28 日。 

〈2015 年“南明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安龍縣召開 學術成果顯著〉，《中國商務新聞網》，2015

年 7 月 10 日，http://guizhou.comnews.cn/xy/webinfo/2015/07/1437924365339550.htm，擷取時間：

2015 年 7 月 28 日。 

〈南明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安龍舉行〉，《黔西南網絡廣播電視台》，2015 年 7 月 10 日，

http://www.qxn.tv/newscate/10113/f257a2fa0164c935/1.htm#0-tsina-1-62788-397232819ff9a47a7b7e

80a40613cfe1； 

http://www.qxn.tv/videowatchcate/321009/08deb830-1975-45a2-a440-2ca81b47119a.htm， 

擷取時間：2015 年 7 月 28 日。 

〈推動南明歷史研究 發掘地方文化資源 ——2015 年南明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貴州安龍

召 開 〉 ， 《 印 象 黔 西 南 》 ， 2015 年 7 月 12 日 ，

http://www.yxqxn.cn/f/2015-07-12/851.html?from=bdshare#0-tsina-1-39148-397232819ff9a47a7b7e

80a40613cfe1，擷取時間：2015 年 7 月 28 日。 

〈接天蓮葉無窮碧 映日荷花別樣紅—— 來自南明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專題報導〉，《中國

黔 西 南 網 》 ， 2015 年 7 月 13 日 ，

http://www.zgqxn.com/News/ShowNews.php?NewsID=75703&page=1，擷取時間：2015 年 7 月 28

日。 

張彪，〈中國明史學會、貴州省文史館、安龍縣政府成功主辦南明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貴

州 省 文 史 研 究 館 官 方 網 站 》 ， 2015 年 7 月 17 日 ，

http://www.gzwsg.cn/list2.aspx?iid=2136&mid=101&show=info，擷取時間：2015 年 7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