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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前言

福建地处东南一隅，夙称“海滨邹鲁”、 “文献名

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八闽大地积淀了丰厚

的文化底蕴。自唐宋以来，经济、文化取得长足进步，

英才辈出，学者云屯，名著山积，虽屡经劫火，仍多遗

珠。其中不乏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的闽人

著述和闽事文献。这些流传下来的重要典籍，有的庋藏

于各地图书馆，有的由私家收藏，有的流失于海外。这

是一宗十分宝贵的福建历史文化遗产。

福建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共享

中华文化惠泽的同时，理应共同担负起弘扬和发展中华

文化的重任。在闽人著述和闽事文献中，无论是对八闽

大地风物、风情、风俗的记述，还是对历史人物和事件

的追思与评述，都蕴含了有关福建政治、经济、文化、

宗教和社情民俗等的大量信息，彰显了福建独特的地域

文化面貌。传承优秀文化遗产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种责任感既是源自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之情，也来自

于对当前社会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认知。众所周

，’，，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离不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

≯，发展。要使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文史研究成果寿世行

．二，“必藉于文”，须栽于籍。

福建省文史研究馆作为福建省文史研究的一个专业



机构，理应为全省文化建设作出贡献。为此我们整理出

版上述文化遗产并定名《福建文史丛书》。丛书内容既

包括历史上的闽人著述和闽事记载，也包括当代的闽人

著述和闽事记载，特别是本馆馆员的著述。本馆于1953

年1月成立至今，先后聘任馆员(含名誉馆员、撰述

员)总计348人，多是学有所长、艺有专精、年高德劭

的文化名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历经社会沧桑，充满爱国

爱乡情怀，从各自的视角，论史叙事，将自己的学识和

见解形诸笔墨。他们所记述的亲历、亲见、亲闻的人与

事，为今人和后人留下反映历史变迁和时代风貌的宝贵

资料。

整理出版《福建文史丛书》，并非陈陈相因，不加

选择，而是古为今用，与时俱进。为此，我们努力挖掘

具有学术研究价值和新的资料价值的文史著述。尤其要

重点整理出版那些“文直而事核”或“文赡而事详”的

文稿。在当今社会急速变化和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整

理出版文史丛书将能带给读者以新的理性的阅读感受，

体会福建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也是治疗学术浮躁

和著作急就的良药。

编印《福建文史丛书》。事繁且钜，至祈社会各界

襄赞并对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惠赐宝贵意见。

福建省文史研究馆



出版前言

屏南县地原隶属于福州府古田县，清雍正十二年(1734)，

福建总督郝玉麟割古田县横溪、新俗、移风三里地，设立屏南

县，是为建置之始。

屏南开县后，前二任县令或任期数月，或以古田令兼摄。至

乾隆元年(1736)，县令沈钟到任后，开疆定制，兴治三年，一

切始粗备。后沈钟以城工事被议而罢任。事平之后，以纂辑县志

之愿未偿，慨然返屏修志，于乾隆五年(1740)告成，凡八卷

(卷首一卷)，并刻版行世，是为屏南设县以来的第一部志书。

嗣后，道光九年(1829)，知县梅鼎臣续辑，成六卷，但纂

修未竞而卒于任上，存稿六卷。同治八年(1869)，知县程廷耀

续修，后半毁于火，继之全稿散佚。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

知县江若斡主持修志，成十二卷(卷首一卷)。人民国以后，县

志又经两修。1918年，知县何树德主持重修县志，时因地方不

靖，期于速成，凡八月稿成，藏于县署；至1941年，邑人陆章

铨以何修县志为基础续修，体例如前，“后者增之，漏者补之”，

历九阅月，成卅一卷。

纵观屏南县旧志，200余年间凡六修，今所存者共四部(乾

隆、道光、光绪、民国各志)。其中以“乾隆志”价值最高，创

始之功，要不可没。纂辑者沈钟，全局在胸，提纲挈领，严谨细

致，记述详明。间发议论，鞭辟人里，为后志所转承。道光、光

绪两志对前志订讹纠谬，多有增益润饰。“民国志”篇幅最大，

采摭淹博，门类齐全，后又得我馆薛敬渊已故馆员审阅并提出多

条意见。



以上四志，真实记录屏南自然和社会历史风貌，颇具存史价

值，如对廊桥建筑、火葬习俗、“虎婆”传说等，都利于今人了

解屏南，发挥其存史、资政、教化之功用。

屏南现存四志中，只有“乾隆志”曾经梓行，其他仅以稿本

或钞本形式勉为流传。历代修纂屏志本属不易，前贤苦心，付梓

无期，自然令人仰屋浩叹。上世纪八十年代，县方志办为供编修

新志参考．曾对四志加以整理、影印，仅在内部流通，残缺舛

讹，在所不免，印量所限，寻读为难。有鉴于此，我馆将此四种

志书汇总编成一册，整理以供出版。此举不仅有利于地方文献的

保存流传，更有助于文史爱好者与研究者的查阅利用。此书的顺

利出版，得力于邑人陈俊孙先生多年苦心收集，并倾力校点，我

馆连天雄精心审校，订讹纠误，用功綦勤。三年功成，得偿百年

来屏邑先贤刊布之愿，是何幸哉。此书面世也为今人了解屏南历

史和资政研究，提供有重要价值的历史文献，实有功德存焉。

卢美松

2014年4月3日



整理凡例

一、本书收录乾隆、道光、光绪、民国四种屏南县

旧方志，汇总成编，定名为“屏南县志(四种)”。

二、“乾隆志”以《故宫珍本丛刊》第120册福建

府州县志第1册影印乾隆十七年(1752)沈宗良补刊本

为底本，并以福建省博物院藏乾隆五年(1740)初刊本

作为参校。

三、“道光志”以屏南县档案馆藏上世纪五十年代

传钞道光九年(1829)钞本为底本，并以福建师范大学

图书馆藏传钞本作为参校。该志津梁志、学校志有数处

出现“咸丰”、“同治"年间的记载，当是后来所羼入，

本次整理，为保持原貌，一仍其旧，未作删改。

四、“光绪志”以《故宫珍本丛刊》第120册福建

府州县志第1册影印故宫藏钞本为底本。

五、“民国志”以《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

辑》第14册收载影印福建省图书馆藏钞本为底本，并

以屏南档案馆藏民国三十年(1941)稿本作为参校。

六、因本次所用的底本多系钞本，原来钞誊不精，

故舛讹之处甚多，在整理过程中，利用同一种志的各种

版本进行互校的同时，又取各志互为校勘，时又参以各

家诗文进行校勘。遇漏字、衍字，予以删补，有异同

处，并出校注；明显的错字、别字，则径予改正。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七、本书按现代汉语规范进行点校，在保持原书风

貌的基础上，对版式作适当的调整。繁体字、古体字、

异体字均改用简化字，易引起歧义的人名、地名等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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