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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自

序

绍兴历来注重方志的编篡，自 《越绝书》 以下，可以称道 门

的，略略一排，就有 《嘉泰会稽志》 、 宝庆 《会稽续志》 、万历

《绍兴府志》 、 《康熙会稽县志》、《嘉庆山阴县志》 等数种。 新

近编篡出版的 《绍兴市志~ ，更是美誉多多。

绍兴历来也注重对方志的校评。 晚清李越缰先生曾有评乾隆

《绍兴府志~ ，更有评 《嘉庆山阴县志》。 李越缰评 《嘉庆山阴县

志~ ，并末使其失去佳志地位，反而是相得益彰，更显其美。

《绍兴市志委校》 正是因此而产生的。

如果我的校著能对 《绍兴市志》 有益，也能"更显其美

那么，我一生读书而人生清淡，也就得到了莫大的慰藉。

丁亥中秋后三日 类如松识于浮庐



凡例

凡

例

一、本书校勘之《绍兴市志~ ，采用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1 

年 11 月版本。 总篡为任桂全。

二、本书间或有一二评品之语，因以校勘为主旨，故以

《绍兴市志委校》名之。 校记列于所校引文之下，前置"松按" 。

三、本书结构依循《绍兴市志》 顺序，去除其卷序号以为

本书之篇名 。 如《绍兴市志》之 《卷 1 .建置》 篇，本书为

~ < 建置〉校》 。

四、《绍兴市志》卷以下章节，本书不作标明 。 为检阅方

便，在所引《绍兴市志》文下，标明有引文出处《绍兴市志》

的页码。 而对于 《艺文~ ~人物》 两篇，本书在标明页码外，同

时标明了所引诗文、人物传的篇名 。 在 《政府》 篇中，则标明

了职官任职的年代与所任官职之称谓。

五、 ~ <方言〉 校》 中，对 《绍兴市志》 引文中注音，本书

没有校阅，因此省略。

六、有些需要使用繁体字的地方，使用了繁体字。 勾践之

"勾本书采用"句" 字;引文各依原著，作"句"或"勾"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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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校记中，不置一个"错"字给《绍兴市志》 。 为此，

以"非如《绍兴市志》所载或" ~绍兴市志》误"等言语述

之，意在尊重读者。

八、为尊重《绍兴市志》的编篡者，特设《关于〈绍兴市

志〉的背景材料》 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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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校

《概
述
》
校

1 汉代会稽郡守任延、张霸，以尚贤为治而俗始贵士

一→-引自《绍兴市志》第 7 页

松按汉代会稽郡守任延查《绍兴市志·政府·机

构~，汉代郡守中，无此人。

《嘉泰会稽志》载有任延 。 《嘉泰会稽志》载曰"任延，字

长孙，南阳宛人。 更始元年拜会稽都尉。"任延在会稽郡任的是

"都尉不是"郡守" 。

王十朋《会稽风俗赋并序》中有句任延、张霸，以尚贤

为治，而俗始贵士。"句后细注曰汉任延为都尉，聘高士董

子仪、严光，待以师友之礼;张霸为守，表用处士顾奉、公孙宏

等。"任延，也是记为"都尉"的。

诸如朱是讲学稽山书院，吕祖谦投业噪县鹿门书院，王

守仁主讲阳明书院，刘宗周技徒鼓山书院，蔡元培掌校府中

学堂等。

一一引自《绍兴市志》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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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按:一、关于"朱嘉讲学稽山书院" 。

朱嘉没有在稽山书院讲过学。

《嘉庆山阴县志·学校》载曰旧稽山书院在县治卧龙山

西冈 。 宋朱子尝司本郡常平事，讲学敷政，以倡多士。三街马天

骥建祠祀之，其后，九江吴革因请为稽山书院。 "

朱嘉 (1130 -1200) ，是在南宋淳熙八年(1 181 )的十二月

初六日，以宣教郎直秘阁任提举常平仓事到绍兴的，到第二年的

九月十二日，除直徽献阁、除江西提刑离开绍兴。 朱嘉在绍兴，

曾"讲学敷政" 。 朱嘉在什么地方讲学，县志没有记载。

马天骥是在淳桔十年 (1250) 的八月二十七日，以朝请大

夫直秘阁、浙东提举而"兼权"绍兴知府。十月十四日，始任

绍兴知府仍兼提举"。到淳桔十一年十月十一日，除权兵部

侍郎、十七日除知庆元府离开绍兴。 马天骥在绍兴任上，为朱嘉

"建祠祀之" 。

而吴革任提举常平仓事到绍兴，是在"宝佑二年，以朝奉

郎，八月十三日到任" 。 "宝桔二年公元 1254 年。 吴革到任

后，因见有马天骥所建的朱嘉祠，因此而"请为稽山书院" 。 稽

山书院是因为吴革之请而建立的。 此时，朱嘉已逝世五十余年

了，怎么可能会出现在稽山书院的讲堂上呢!

二、关于"刘宗周授徒蘸山书院"。

刘宗周称"荒山先生其授徒的那书院，当时不叫"最山

书院而叫"蘸里书院" 。

《嘉庆山阴县志·学校》 有载鼓山书院，在郡治东北三

里戒珠寺后。 山巅旧有明中Æ徐如翰书院，以地多植竹，名祺

园 。 时与刘忠介宗周会讲于此，名鼓里书院。 "

清绍兴知府俞卿，撰有《蘸山书院记略} ，辑录在《嘉庆山

阴县志·学校》 。 其文有曰越城，山与秦望为主客者惟卧龙，



元微之所谓小蓬莱也。 其东北曰‘蘸山\晋王内史卡居山椒，

尝拾宅为戒珠寺。 明季，念台刘公直谏放归，会讲山堂，学者咸

称‘蘸山先生而志其地曰‘葳里书院' 。 "

由此而知，刘宗周授徒时，其书院称"鼓里书院" 。

以一篇《山居赋)) ，开创我国山水谢灵运寄情山水，

诗派。

《
概
述
》
校

一一引自《绍兴市志》第 7 页

松按: {山居赋》是一篇骄文。以一篇骄文，来开创我国山

水诗派，逻辑上有问题。

3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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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校

4 光武帝建武十四年 戊戌 (38) 

会稽大疫，死，者数万 。

一一引自《绍兴市志》第 24 页

松按: {后汉书 ·列传第三十一 ·钟离意》传文记述建

武十四年，会稽大疫，死者万数。"文中记述到会稽大疫，死者

数是"万数而《绍兴市志》则曰"数万 o 万数"与"数

万是有差异的。

《后汉书 ·志第十七·五行五·疫》篇"安帝元初六年夏四

月，会稽大疫"条，注文中有曰; .. {古今注》曰 ‘光武建武十

=年，扬徐部大疾疫，会稽江左甚。'案传，钟离意为督邮，建

武十四年会稽大疫。 案此则频岁也。"从引文句中"频岁" 一词

看建武十四年会稽大疫是连着建武十三年，在"会稽、

江左"发生的。

灵帝是平元年圣子 ( 172) 

十一月 会稽人许昌与其子韶在句章率众暴动 。 许生自



称阳明皇帝，聚众以万数，攻破郡县。 朝廷遣扬州刺史戒

吴、丹阳太守陈贵破之。

《
大
事
记
》
校

5 

一一引自《绍兴市志》第 26 页

松按:有关此节史实， {后汉书·孝灵帝纪第八》是这样记

载着的十一月，会稽人许生自称‘越王寇郡县，遣扬州

刺史喊曼、丹阳太守陈黄讨破之。"并对句中"寇郡县"有注。

注文曰: " {东观记》曰‘会稽许昭聚众自称大将军，立父生为

越王，攻破郡县。{后汉书》中寇郡县"的会稽人父子叫

做许生"、"许昭" 0 {绍兴市志》则曰"许昌"、"许韶"。在

所引《绍兴市志》句中，其后有"许生自称阳明皇帝，聚众以

万数，攻破郡县。"疑前"许昌"为校对不严所造成。《后汉

书》中许生自称为"越王而《绍兴市志》则为"许生自称

阳明皇帝" 。

元，帝大兴三年庚辰 (320)

琅邪阳都人诸葛恢出任会稽内史，临行，元帝司马睿为

之直酒，谓曰今之会稽，昔之关中，足食足兵，在于良

守。 以君有在任之方，是以相屈 。"恢茬官三年，政清人

和，为诸郡之首，元帝以诸葛恢政绩第一，特增恢秩中二

千石 。

一一引自《绍兴市志》第 28 页

松按:据《晋书》载，诸葛恢至少曾两次出任会宿。一次

做的是太守， 一次做是内史。 诸葛恢首次出任会稽太守，是

"元帝司马睿为之置酒"的那一次，也即应在"憋帝即位"之

后。 非如《绍兴市志》所载在"元帝大兴三年" 。

成和九年甲午 (334 ) 

三月二十七日 会稽、诸暨地震。



引自《绍兴市志》第 28 页

松按: {绍兴市志》这段记载， {晋书·志第十九·五行下》

记载为九年三月丁菌，会稽地震。"当时会稽"地震自然

就包括属县诸暨在内的，因此没有必要在此特别地点明"诸暨"

的。

《绍兴市志 ·历代灾异录》有"晋咸和三年 (334 ) 三月丁

菌，会稽、诸暨地震"的记载。 其中"诸暨"同样没有必要特

支 别地点明 。 且‘"‘晋咸和三年"飞，\，应为"晋咸和九年"
市
主 孝武帝太元二年丁丑 (377)

校 十月会稽内史王彪之卒。 在任 8 年，豪右敛迹，亡户

6 归者 3 万余口 。

一一-引自《绍兴市志》第 29 页

松按:以"豪右敛迹，亡户归者 3 万余口"之政绩，王彪

之应该是一位可以称道的会稽内史。 他任会稽内史八年后，于兴

宁三年 (365 )做了尚书仆射。 太元二年 (377 )卒。 王彪之并

没有在会稽内史任上"卒"的 。 因此， {绍兴市志》在"十月，

会稽内史王彪之卒"句"会稽内史"前，应加一个"前"字。

安帝义熙八年圣子 (412) 

三月 山阴地陷四尺，有声如雷。

一二引自《绍兴市志》第 29 页

松按{绍兴市志》记载安帝义熙八年圭子 (412 ) 三

月，山阴地陷四尺，有声如雷。 " {嘉庆山阴县志·横样》 载曰:

"义熙三年，地陷，方四丈。有声如雷府志。 八年春三月圭寅，

地陷，方四丈通志。 " {晋书·志第十九·五行下》 记载为安

帝义熙八年三月 三E寅，山阴地陷，方四丈，有声如雷。 "



比照《嘉庆山阴县志》、《晋书》记载，与《绍兴市志》所

载有不同: ~绍兴市志》载为"地陷四尺而《晋书》、《嘉庆

山阴县志》记载为"地陷，方四丈"。一曰"尺一曰"丈

一无"方"字，一有"方"字。

如按《绍兴市志》所载，可以理解为"整个山阴县地向下

陷了四尺" ~晋书》、《嘉庆山阴县志》意思、记载得非常明白，

就是:山阴发生地陷，地陷范围只发生在"方四丈"的-块巴

掌大的地方。这个"方"字，万万不可省 ! 《
大
事
记
》
校

(421) 

复会稽郡。

一一引自 《绍兴市志》第 30 页

武帝永初二年 辛西

正月 罢会稽国

7 
松按:此条内容，在《宋书·本纪第三·武帝下》篇中为

‘(永初二年春正月)己卵，禁丧事用铜钉。 罢会稽郡府。"

前废帝景和元，年 乙巳 ( 465) 

十月 会稽太守孔灵符，因犯忡近臣，为人所馋构，被

鞭杀，其子湛元、渊元赐死。

一一引自《绍兴市志》第 30 页

松按:照《绍兴市志·政府·机构》所载，孔灵符任会稽

太守，第一次在"大明二年 (458)" ，第二次在"大明八年

(464) " 。 而孔灵符被杀之年，据《绍兴市志·政府·机构》所

载，此时会稽太守，正由一个叫刘子房的人做着。 也就是说，孔

灵符被杀之时，孔灵符并不在会稽太守任上。《绍兴市志》应该

在此处"会稽太守孔灵符"前，加一个"前"字，作"前会稽

太守孔灵符" 。

而孔灵符之子，名字不是如《绍兴市志》所载，叫"湛

元"、"渊元而是叫"湛之"、"渊之" 0 ~宋书·列传第十



四·孔季恭》 篇"前废帝景和中，犯件近臣，为所诲构，遣鞭

杀之。二子湛之、渊之，于都赐死。"句中，孔灵符的两个儿子

的名字叫"湛之" 、 "渊之" 。

武帝永明三年 乙丑 (485 ) 

会稽太守王敬则，将会稽民丁按夫交佳，以民间自筹修

理塘球桥街用钱为税收，收归政府。 会稽边带湖海，民丁无

士J夜， 皆月民保塘役。
绍
兴 一一引自 《绍兴市志》 第 30 -31 页
市

主 松按:上所引内容， ~南齐书·列传第七·王敬则》 篇记在

校 "永明二年而非如 《绍兴市志》 所述在"永明三年" 。 而记

8 述因果，则颇不一致。 《宋书》 曰"永明二年，给鼓吹一部。

会土边带湖海，民丁无士庶，皆保塘役，敬则以功力有余，悉评

敛为钱，送台库以为便宜，上许之。 "

永明四年丙寅 (486)

正月 唐寓之于钱唐称帝，国号吴，年号兴平，遣会稽

太守孙部攻山阴 。 会稽郡悉张忠、祖遣决口戌主汤休武与孙机

战于浦阳江，列、浪兵败被杀。

一一引自 《绍兴市志》 第 31 页

松按:这位攻山阴的"会稽太守孙烛在 《绍兴市志·政

府》 篇中没有记载。《南齐书·列传第二十五·沈文季》 篇中，

孙也则记为"伪会稽太守" 。 其文曰又遣伪会稽太守孙8["取

山阴 。 时会稽太守王敬则朝正，故寓之谓乘虚可袭。 "

临贺王太清三年 己巳 (549) 

十一月 侯景将宋子仙攻钱塘，戴僧遏出降。 宋子仙乘

胜渡浙江，至会稽。 邵陵王萧纶闻钱塘己败，遂自会稽出奔



都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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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引自《绍兴市志》第 31 页

松按: "11伍贺王太清三年 o 太清"为武帝萧衍的年号。

又据《梁书·本纪第四·简文帝~: "太清三年五月丙辰，高祖

崩 。 辛巳，即皇帝位。"因此，太清三年十一月，做皇帝的，其

实已是简文帝萧纲了 。

"邵陵王萧纶闻钱塘己败，遂自会稽出奔都阳。"此条内容，

《梁书·列传第二十三 ·高祖三王》篇中，邵陵王萧纶传文不

载。 萧纶传文中有关太清三年的记载，只一句话"三年春，纶

复与东扬州刺史大连人援，至于骤骑洲 。 进位司空。 台城陷，奔

禹穴。 "
9 

捷、宗贞元元年 乙丑 (785) 

浙东观察使皇甫政凿山阴玉山、朱储二斗门以蓄水，后

筑塘，直玉山闸、朱储斗门 。 后没废。

一一引自《绍兴市志》第 34 页

松按:皇甫政任浙东观察使， <<嘉泰会稽志》、乾隆《绍兴

府志》均记载在"贞元三年" 0 <<绍兴市志》也载在"贞元三年

(787) " 。

《嘉泰会稽志 ·太守》载曰皇甫政，贞元三年二月，自

权知宣州刺史授;十三年三月，改太子宾客。"据此而知，在

"贞元三年二月"以前，他在"权知宣州刺史当然，他不可

能到越州来，以"浙东观察使"的身份"凿山阴玉山、朱储二

斗门"的。

.. <<嘉泰会稽志》有曰玉山闸，在县北一十八里。唐正元

元年观察使皇甫政始置斗门，泄水人江。 后置闸。"正元元

年当指"贞元元年" 。 此处载"唐正元元年观察使皇甫政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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