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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廣總督周有德 

周有德字彝初，漢軍鑲紅旗人。順治二年(1645)自貢生授弘文院

編修。康熙元年(1662)遷國史院侍讀學生，隨擢昇為弘文院學士，

康熙六年(1667)擢兩廣總督。十九年(1680)病卒。 

康熙六年十一月，原任山東巡撫的周有德升任廣東廣西總督。他

一直對禁海的政策不以為然，早在康熙三年就多次上疏，請寬山東

沿海登、萊、青三府海禁，俾居民得捕魚資生。他到任後，親臨邊

界巡視，瞭解民生疾苦，並看到前任巡撫王來任的展界復鄉遺疏，

感慨萬千，覺得有責任去完成王來任的遺願。他不僅將王來任《展

界復鄉遺疏》遞了上去，還上疏道：“廣東沿海遷民，久失生業，

今海口設兵防守，應速行安插，復其故業”。 

    康熙七年（1668 年）八月，皇帝派都統特晉到了廣東，與平南王尚可喜、總督周有德、

巡撫劉秉權和提督等會勘廣東沿海邊界，見遷民流離狀，上疏請求立即復界。疏中寫道：“前

者，待會勘至竣，始請安插，恐時日稽緩，開墾艱難，牛種不能早辦，有誤春耕，至是遂令

複業。” 

    十月，總督周上疏請先展界，而後設防。他在奏章中寫道：“界外民苦失業，聞許仍歸舊

地，踴躍歡呼。第海濱遼闊，使待勘界既明，始議安插，尚需時日，窮民迫不及待。請令州

縣官按遷戶版籍給還故業。”同年十一月戊申日，兵部議覆周有德的上疏，康熙皇帝下了一

道聖旨：“著都統特晉等，與該藩、總督、巡撫、提督會同，一面設兵防守，一面安插遷民，

毋誤農時，致民生失所。”就在此時，周有德的父親病故，按照制度，他應該離職回家守孝

三年。平南王尚可喜上疏言，沿海兵民，方賴經營安輯，請命在任守制。康熙皇帝在奏摺上

寫了“欽此”二字，周有德就在任守制三年。 

    康熙八年（1669 年）正月，清廷下令允許康熙三年的遷界地區得恢復原籍，但康熙元年

的遷界地區尚屬於界外禁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