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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梅桑田，历史变迁。地方志，是一个行政区城自然、社会、历史、政

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民俗等的百科全书。

于因为史，于地为志。由于历史是现实的借鉴，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古往

今来，中国形成了修史编志的悠久传统。历代中央王朝无不重视修史，从而形

成了汗牛充栋的各朝正史。而地方政府亦十分重视方志的编寨，从而形成了浩

如烟诲的地方百科全书，并独具存史、资治、教化三大功能。

长寿，眉目渝之中，跨长江之上，山水果异，土地肥厚，物产丰卑，人民

安康，是中国乃宠世界唯一用"长寿"二字命名的行政区域。长寿，历史悠

久，文明早品，既是战国时期长寿文化的演化中心，又是两宋之际和朱理学的

传承中枢，自古以来人杰辈出，英才蔚起。

经济文化的发达，必然带来修志之风的炽蝶。从现存各本《长寿县志》

引用古旧县志的吉光片羽肴，清朝之前，长寿曾经不止…次修过县志，大多早

已失传，今人难得其详。最近发现，现存最早的长寿县志，是成书于明朝成化

年间( 1465 - - 1487 年)、存放于国家图书馆特藏部的《重庆府志·长寿>，

独存海内，十分珍稀。清朝康熙五十三年( 1714 年) (长寿县志>，是清初以

前长寿的百科全书，是为通行至今的第一部完整《长寿县志》。道光二十五年

(1845 年)、问治元年( 1862 年)、光绪元年( 1875 年)、民国 17 年 (1928

年)、民罔 33 年 (1944 年)、 1997 年，长寿均先后修过《长寿县志>，成为了

解研究长寿历史的第一手资料O

民国 17 年 (1928 年) (长寿县志>，较之于此前整理的清朝康熙 53 年

(1714 年) (长寿县志》和光绪元年(1875 年) (长寿县志>，对长寿县文化

的叙写更为全面系统，文献价值远超于之前的所有版本。本志杀青于 1928 年，

时值鸦片战争至新中国建立之前灾难深茧的"百年耻辱世纪"中国社会正在

痛肾深渊中为求得一线生机拼命挣扎。在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的时期，完成了

本志的采编，其间艰难困苦，令人鲜有体睐。今人捧读此书，心怀敬仰而意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谢忱。当年为本志付出心血的编写者，多腾前消遗老旧臣，辛亥革命脂又效力

于民回政府。他们秉笔直书史实而不避斧饿之祸，我们没有理由不崇拜景仰。

这部茧新整理出版的民国 17 年 (1928 年) (长好县志~ ，由西南大学文学

院、重庆人文科技学院文学新院余云华先生标点、校补、注释，堪称长寿旧志

整理的又一力作。与原书相较，本书具有四大特点。一是校补脱漏，订正错

悦。全书以民阔 17 年 (1928 年) (长寿县志》为底本，参校其他地方志书和

典籍，校iE了…些文字错误，恢复了原书的本来面目。二是化难为易，文字晓

畅。原书中的繁难字词随处可见，作者一一详注，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加以说

明，扫除了阅读中的文字障碍。二是破解僻典，论释胜义。对原书中的一接冷

僻典故，作者博采群籍，挖掘原始出处，阐释引申用意，为读者准确理解原书

内容提供了有益帮助。四是钩沉索隐，补直锦漏。对于原书的史实缺漏戒含混

不清之处，作者征引相关典籍，加以补充说明，从而大大提升了原书的史料价

值。

传承历史，弘扬精神，提升长寿文化软实力，是长寿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

选择。对多本《长寿县志》的校注、研究、学习、传播，无疑是提升长寿文

化软实力的意要途径。期待本书的出版发行，能为我们了解长寿历史，研究长

海区情，传承长湾文脉，激发爱国爱乡情怀，为加快长寿发展凝廉合力，提供

强大的精神动力。

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区长赵世庆

2016 年 1 月



〈长寿县志} (民国十七年)校注本
凡例

一、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为指导，亲和主流文化，充分利大数据

时代的海最信息，力求科学准确注释原书。

二、本着"存史资政"的原则，注释本书一为保存珍贵的历史文化，有

益于当今文明建设;工为青年人提供热爱家乡的通俗读本，使之成为培养爱国

情操的基点。因此，注释从细，语言通俗，以中学生无阻碍阅读为依归。

三、除基本的语词解读，人名、地名、职官、历史事件(从地上的到隐秘

的民间帮会)等等，主要的尽可能释注。庶几能让本志中人物、事件、时间、

空间及其相互关系明朗化，成为有机整体，令死人有"话语权"。

四、志书具有百科全书性质，注释中力争调用各学科权威工具书，避免信

息失真。

五、原志外错较多。正文→般保留原文错误之处，在注释中改正之。因为

错误之处常常要造字替代，而印刷时人造字符有的无法进入书版。故有的地方

为避免空格太多，使径改原文，在拉释中注明。

六、本志中人物、事件，涉及《清史稿》者，正文相关处仅存寥要数字，

注释中不便考释，只在《后记》择其要者略略补证。

余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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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七年《长寿县志} 1 

撞修《长寿县志》总序

背司马子长①继《春秋><ID作《史记》③，叙帝王之事则有本纪④，录贤阻

之行则有列传@，明制度@则有八书⑦，系年世@则有诸表db; 自五帝⑩以迄孝

① 司马子长:词马迁，前 145 或前 135一?四汉在冯湖I阳人，宇子长。司马谈子。

早年游历遍及南北。初任郎中。曾奉使巴、蜀、耶、榨、昆明等地，并随武帝巡游诸名山

大)11 ，重要都邑0 元丰三年，继父任为太史令，得博览奥室秘书。太初元年，参句历法改

革，与庸都、落下肉等制订《太初nJ)。又继父志，开始撰史。天汉二年，李陵降何奴，

迁为之辩解，得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发愤辑理金醒石室之文献，写成《太

史公书} (即《史记})，是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上起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

对后世史学、文学均有深远影响。

@ 春秩:编年体史书名。相传孔子据鲁史修订而成。所记起于鲁隐公元年，止于鲁

哀公十四年，凡工百四十二年。叙事极筒，用字寓褒贬。为其传者，以《左氏} {公羊》

《谷梁》最著。

@ (史记h 此处用以专称《太史公书》。

④ 本纪:纪传体史书中带玉的传记。《史记·五帝本纪》庸·张守节题解"裴松之

《史目》云:‘天子称本钮，诸侯日世家。'本者，系其本系，故日本;纪者，理也，统理

众事，系之年月，名之日纪。"

G勃列传:我国纪传体史书中列叙历史人物事迹的传记。

⑥ 制度:谓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法令、礼俗等规施。

⑦ 八书:指《史记》的《札) {乐} {律} {历} {天官} {封禅} n可渠} {平推》

八书，其内容是关于对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丽的专题记载和论述。其后iE

史皆称志。

@ 年世:年数;年代。

@诸表:此指各种表格。

@ 五帝:上市传说中的五位帝王，说法不一。此指黄帝(轩辙)、制琐(南阳)、帝

瞥(商半)、庸姐、虞舜。《史记·五帝本纪》唐·张守节正义太史公依《世本} (大

戴礼) ，以黄帝、制顽、帝替、庸弗、虞舜为五帝。樵周、应渤、宋均皆问。"



2 民国十七年《长寿县志》

武①，岁月久远，事类秦繁(ì)，篡辑@成编GP，珠联玉贯@，其才其志足以包

举@钝细⑦，不爽@纤毫@，而条理秩然⑩，无重复散搜@之嫌@，流辍@斑破@

之病@，后世史家@奉为圭泉@宜@矣。

著@圃史@，贵@有体要@，即志一县@，亦莫不然@，以县志回一县之

①学武:此词存疑。按:此句指司马迁《史记》所含史迹年代起迄，始于黄帝，止

于孝武;然掘《史记》所写史实年代实际起远是1:鹉黄帝，下豆豆、汉武帝太初年间。

@禁繁:极其繁杂。荼:念 qfo 极;很。

@ 篡辑:编集。

④ 编:此指书籍。

@珠联玉贯:如同将穆珠、美五恰到好处的串联超来，更加羡矢绵伦。

@ 钮主持:统括;全部占有。

⑦钮细:大租小。使:念 jù，大，巨大。

@ 不爽:不盏;没有盏错。

@纤毫:极其细微。

⑩ 秩然:秩序并然;整伤的样子。

@散漫:零星，零碎。散，此念 sðn o
⑩ 嫌:猜疑;怀疑。

@ 流辑:缀:念 zhul，连结;拼合。流缀，谓组织文学以成篇章。此指著作。

⑩ 斑驳:色影杂乱错藩。流缀斑驳:谓著作杂乱错落。

⑩病:缺点;错误。

@史家:史官戒历史学家。

@奉为圭臭:遵奉为准则或法度。圭枭:土圭和;1(泉。本是古代测日:影、正四时和

测度土地的仪器，用以比喻典班;准则。

@宜:合适;适当;适宜。

@ 著:写作;著作。

@ 国史:原指当代人修篡的本朝实录和本朝历史，后泛指一个朝代的历史。

@ 贵:贵重;重要。此指重要。

@ 体要:大体;纲要。

@ 志一县:为一个县编撰县志。

@不然:不如此，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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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①也。长寿县志失修者垂@六十年③，中经@反正⑤，文献@荡然⑦;故家乔

木@，无可征询@;仓庚⑩试场@，半成瓦砾@;二七民@之所聚族⑩，神社@之所

脐芋dh; 角瓜阔⑩蔬翩⑩，竟为戒冯之场⑩;雄蝶@丽谁@，不复风雨之蔽@;而

φ 此句:因为县志本来就是一县历史(的记载)。

② 垂:将近。

@ 此句:民国十七年 (1928)以前，最近…次修县志是在光绪元年(1875) ，两者

相距接近 60 年。

④ 中经:其中(接近 60 年间)经历了。

@ 反应:由邪归正。此指辛亥(1911 年)革命推翻满清，实现共和。

@ 文献:此处指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罔书资料。

⑦ 葫然:毁坏;消失。《后汉书·党锢传序): "朝野崩离，纲纪文章萌然矣。"

@ 故家乔木:谓世家(世代贵显的家族或大家)的人才、器物必定出众。

@ 征询:征求询问。

⑩仓庆:贮藏粮食的仓库。

⑩ 试场:行考试的场所。

⑩ 瓦砾:破碎的砖头瓦片。亦以形容荒废颇败的景象。

⑩ 士民:泛指人民、百姓。

⑩ 聚族:此指中国人聚族而居的风俗，即各按姓氏合靡一材，故地名中 "X 家增

(院、材、庄)"比比皆是。

@ 神址:古代祭祀社神的场所。

@ 跻芋(神社)出现在山芋~1:.的土地之上。脐:念 ji，践踏，睐。文中指战火

使村庄毁姐，成为山芋乐剧，掌管土地的社神便捷足先登。此两句:原来是士民生活的廉

搭材庄，现在变身荒土，成为土神管辖的地方(不属于笔神)。

@ 舰因:饮酒游乐的圆圆。舰:念惧，古代饮酒器。青铜制。长身侈口。口部与底

部呈喇叭状，细腰，圃足。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初期。园:庭园;供人强息、游乐或观赏的

地方。

⑩ 蔬翩:莱闹。闹:念 p说，种植蔬菜、花果成前木的园地0

@ 戎马之场:战场。戎马:由代驾兵车的马。借指军队。

@ 难喋:城上短墙。泛指城墙。

@ 丽诲:华丽的高楼。《庄子·徐先鬼h ..君亦必无盛鹤列于丽谦之间。"郭象注:

"丽诲，高楼也。"成玄英疏"盲其华丽瞧晚也。"

@ 此句:不再成为躲避风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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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①沧桑(î)，漫无@灰纪④;军旅φ胡越@，日肆⑦凭陵@。民之宛转@呼号⑩

而莫之救@者，目击@同悲弱，更何有⑩于征文考献⑩陈诗@观风⑩乎?加之替

萄@沦亡⑩，新潮~金涌@，咫闻之士@，动肆@纠弹俑，举凡@囊昔@之所褒

①人事:指人世间事。义，指人为的动乱。

(î) 沧桑沧海桑田"的略谱。引申指朝代更迭。

@ 漫无:全元。搜:副词。金。

④ 友纪:犹纲纪，亦即法度;纳常。《诗·大雅.~汉}: "早既太甚，散无友纪。"

郑玄缉人君以群臣为友，散元纲旬者，的年禄快不足，人无赏赐t缸。"

@军旅:作战或战争。

@ 胡越:比喻敌人或对立关系。此句指陶草打仗。

⑦肆:不受拘束;纵路。日肆:一天比一天厉害。

@凭陵:横行，猖獗。

@ 宛转:辗转。指经过许多人的手或许多地方。

⑩ 呼号:哀号。此句(战火中的)老百姓辗转求救。

@ 英之救:投有人去教他们。真:剧词。表放否定。不，不能。

@ 目击:目光触及;熟视。

⑩何有:有什么。哪愿有，岂有。

⑩征文带献:即"征考文献"指引经据典垮择文献。征考:垮束征倍。文献:有

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

@ 陈诗:采集并进献民间诗歌。《札记·王制): "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郑玄

注"陈诗，谓来其诗而视之。"孔颖达疏此谓玉巡守见诸侯啡，乃命其方诸侯大师是

掌乐之宫，各陈其国风之诗，以观其政令之善恶。"

风。"

⑩观风:谓观察民情，了解施政得失。语出《礼记 .X制}: "命大师陈诗以观民

@啻萄:年南望策者。

⑩沧亡t 灭亡;艇亡。

⑩ 新潮:指新的社会风气或思潮。

@ 金涌:涌出;涌现。盒，念 bèno

@咫闻之圭:知识油薄的人。作者自谦之辞。咫闻:引申指知识浅薄。咫:念 zhlo

《逸周书·太子肾}: "视道如咫。"孔拖拉..咫喻近。"闻:此指知识;见闻;消息。

@ 动肆:举止不慎重。动:行动;采取行动。

@ 纠弹:率发弹劫。

@举凡:凡是;所有。

@囊昔:往日，从前。提:念础吨，先时;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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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①而矜式@者，末不@土宜@而粪壤@矣。至若@先王⑦礼教@，已成风习db;

前圣⑩典籍⑩，相与@弦诵@者，哪11⑩且舟髦⑩，同科⑩高阁束之@矣。五纪⑩陵

① 褒扬:表扬。

@ 矜式:敬豫和取法。《孟子·公孙31下}: "我欲中国而授孟子絮，养弟子以万钟，

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赵岐住矜，敬也;式，法也。欲使诸大犬、国人皆敬法

其道。"矜:念 jïno

@ 束不:设有不，即金是。来:剧词。表示杏定。相当于"米"、"没有"、"不"。

④ 土政:楼津，糟柏。比喻微贱的东西。犹土芥。《庄子·让王>: "道之真以治身，

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豆史以治天下。"陆德明释文司马辑:土直，如粪草也。李云:土

茧，糟柏也，皆不真物也。"直:念 zhõ，腐土;糟柏。

⑤羹壤:秽土。

@ 至若:连词。表示另据…事。如同现代汉语的"至于"。

⑦先王:指上古贤明君王。

@ 礼教:礼仪教化。

φ 风习:风俗习惯。

⑩ 前蚤:古代蚤贤。

⑩典籍:指法典阁籍等荒要文献。

@相与:共同;一道。

@ 弦诵:弦歌诵读。《札记·文王世子}: "春诵，皮弦。"郑玄注"诵谓歌乐也，

弦谓以丝播诗。"孔颖达疏"诵谓歌乐者，谓口诵歌乐之篇章，不以琴瑟歌也。云弦谓以

丝播诗者，谓以琴瑟播彼诗之音节，诗音则乐章也。"眉亦以称诗礼教化或学校教育。叉，

泛指吟哦诵读。

⑩ 事1/:通"训11" 。教训11 ，教导。

⑩ 卉髦:舟，黑色布帽;髦，童子眉际垂发。古代男子行冠礼，先加编布冠，次加

皮舟，后加爵舟，三加后，即拜销布冠不用，并剃去垂嚣，理发为臀。四以"卉髦"喻弃

置无用之物。

⑩ 间科:指封建科举时代同榜考中者。按:此处泛指向代知识分子。

@高阁束之:即"束之南阁把西捆起来放在高高的阁楼上闹。谓弃景不用。问

科高阁束之(我的)问代知识分子应该弃i差不用(他们所学克用)。

@丑纪:伦， 1日指君脏、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间五种伦理关系。也称五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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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①，斯文坠地②，此志士③之所捎膺④而长太息⑤者也!鼎禧@不候⑦，谬@承

重役(2)，篡辑@昆乘@，义无可逃@o 窃@本会稽章氏方志⑩，宽@于史传@之

① 陵柬:由盛到衰。亵颓，衰落。五纪陵真:指五伦亵颓。

@ 斯文恳地:即"斯文扫地谓文化或文化人不受尊重。亦谓文人自甘堕落。

③ 志士:有远大志向的人。

(J) 捎膺:捶胸。表示哀痛或悲愤。

@ 长太息:深长地叹息。

@鼎槽:李鼎槽，本志主编。生卒年不详。学峙臂，今长寿县洪湖镇人。请来1常

生。在嚣庆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成功后，相继任蜀军政府文书局局长、镇抚府民政厅科

怅等职，部受间盟会重庆支部领略人杨抢白的倍任和器重，曾委为忠县、丰都、大竹、城

口等县知事，因无意仕途，均醉不就。制在最庆联合中学任校长，著有《寐爽轩→夕谈} , 

油印给师生阅读，宣传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民国十七年 (1928 年)主修《长寿镜修县

志)，为本县留下宝贵史料。

⑦不候:谦辞，犹言不才(没有才能)。

@谬:错误。此处用为谦词。

@ 意役:囊要而繁麓的工作。

⑩ 篡辑:编集。

@ 邑乘:此指《长寿县志》。目:此指长寿县。乘:此指县志类历史文献。
@ 义无可逃:责无旁贷，按道义不能推语。

@ 辑:私下;租白。多用作谦词。

⑩本会稽章氏方志:以会稽章氏的方志学为宗。会稽章氏，即章学诚。章学诫:

1738一1801 年， r宵浙江会稽(含浙江绍兴市)人，字实膏，号少岩。乾隆四十五年进士。

官国子监典籍。曾主讲定州、保定、归德各地书院。少时习闻刘宗周、黄宗事是之学说，鼎

于明来朝政始来。眉为安徽学政朱绚幕僚，博览其藏书。主修和州、呈送州、水清等志，主

编《湖北通志}，于方志之学颇具卓见。又有《文史通义》、《校做通义》。又曾佐湖广总

督申沉靠《续资治通鉴} ，并欲藏华沉之力搜求遗书，编巨著《史籍帮》未果。后人辑其

著述，编为《章氏遗书》。

@宽:宽阔。此指在历史学的宗旨方面拓展。

⑩史传:史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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