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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9年10月起，我们为了编纂《江苏出版志》，开始征集、

整理出版史料，先是点点滴滴，后来就涓涓成流了。其中有不少长

篇的出版史料专辑，是专家、学者们经过长期辛勤劳动所积累而奉

献出来的巨著，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虽说这些史料大部份属于江苏

地方性的，也足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出版事业对于整个国

家、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关系极为紧密，影响极其深远。而

现有史料之丰富，远非一部综合性的、受体例和篇幅限制的《江苏

出版志》所能容纳的。如果把大量史料继续束诸高阁，弃之不传，那

就太可惜1，我们这些出版史志工作者也会长久自愧不安的：

由此，我们引发出一个念头，就是在编纂《江苏出版志》的基础

上，再编辑一套《出版史志丛书》，不仅可以把已征集来的专题史料

传之于世，还可以继续从我国历史文化宝库中发掘有关的珍品予

以出版，这无疑将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的事情。 、．

．但是，编辑出版这套史志丛书，不能不说又是一项十分艰巨的

工程。它涉及的内容很广(包括编辑、印刷、发行、管理诸多方面)I

范围很大(从本省到区域直至全国)；时间跨度很长(上溯至发端，

下限于当今)。我们的初步打算是；实事求是，分步实施，细水长流。

先从编纂江苏地区的出版史料做起，然后面向更大范围征集，逐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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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成熟一本，出崩L---本，积少成多。不仅如此，出版这套史志丛’ 一，

． 书，要有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这也是一大难题，需要求、
V。‘

各方面的协调才能解决． 、，、7|
‘ +

。

。令人振奋的是，这一出版工程。首先得到了江苏省出版总社蒋
’

迪安等领导同志的重视和关怀，他们从出版事业的长远利益出发，
， 既在编辑思路上加以指引；又在人力和经费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江

、 苏人民出版社也乐意接纳出版。同时社会各界有关专家、学者和我。 一、

．。
． 省出版界的前辈，都热情关注j积极参予了编纂工作。：。 ，

h ‘

= 经过五年多来的耕耘，除《江苏出版志》外，《出版史志丛书》的 -一

‘·。 第r批选题已编纂成书，将陆续问世。它们是： ．
，

， ；j：《江苏出版大事记》 ：．， ·㈡ ’，?， ∥。， ·、

．

’。 -j，《江苏出版人物》： ’，
_：·· ． ：．。 ．．i。

’? 《江苏出版机构》’ ．，，· ·， ?，
，’ ． 。

．t《江苏刻书》 ，
． ，，，

．“’，’ _，
’，

，-．
《江苏图书编辑史》’ ．‘j ⋯o‘，一j j ．_，i ⋯． ．

。⋯ ：j，《江苏报刊编辑史》 ．一|：．．．．’j。’． 。。’．，． 。：，j一．，i
，L

·
。 ，《江苏民国时期出版史》 。，、、 ，‘t|．． ．，： ，

一‘。
‘r

。：一，■《民国党派社团出版活动史略》√，：．一v 。、，-．i —r：、： 。，，．

、
《华中解放区出版事业简史》， ’。

+． j ‘?，。．』、

《江苏革命出版活动纪事》 。一 。，。_t，．：
‘

· 《江苏艺文志》(以市为卷) 、’；．’，．·。，，：， 。
“ j

_这批丛书，总的来看，它的史料性、学术性、时代性i是相当鲜

明的。其中大部份虽系地方性史料，由于江苏地区自古以来经济、

文化比较发达，伴随而产生、发展的出版事业，在全国也具有显著

1的影响，因此它的实际价值，势必远远超过它的地方性。．相信它将，

。为当今深化出版改革，繁荣出版事业起一定的借鉴作用，为更深层。 一一

。’

次地进行出版科学研究创造一定的有利条件：果能如此，我们也就+ ’，’

j． 算尽到了一份责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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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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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批丛书的编辑出版过程，我们深感它是集体智慧和力
‘ 量的结晶。江苏省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出版史志编辑部负责具体

地策划和组织工作。南京图书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档

：案馆、省博物院、省地方志办公室、省委党史工委、省政协文史办以
． 及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许多单位

及其专家学者都热情给予了配合和支持。南京大学张宪文教授、倪

“波教授、南京师范大学赵国璋教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方庆秋研

究馆员、出版家周天泽等分别担任各书的主编。江苏省出版工作者

协会主席高斯、省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高介子和全体编委、江·
’

苏省出版总社柯光勤、江树廉、朱文虎、朱兴乔等分别为丛书审读。

丛书由省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顾问、编审俞洪帆主编，省出版史志

编辑部主任、副编审穆纬铭任副主编；王春南、邱禹、徐飞、钱兴奇

等分别担任责任编辑。在丛书付梓之际，我们对所有为丛书作出贡

献的同志表示衷心地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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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

． 《江苏艺文志》编纂委员会名单
●

、
．1

‘

主编赵国璋

副主编7江庆柏
。

·

’

编委r赵国璋江庆柏汤大民谢秉洪

《江苏笼文志’．徐州卷》编写组名单
● 、

．

主编邱呜皋 ．．

副主编赵明奇

撰稿人赵明奇严国庆陈军汤大民

《江苏艺文志·连云港卷》编写人员名单

撰稿人 汤大民赵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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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要继承并弘“，，

扬民族的传统文化，必须广泛深入地开发文化资源，编制各种典籍
。

目录实为当务之急。我国又是目录学起源很早的国家，公元前一世

纪，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校理天下遗书，先后撰成《别录》和《七 ，

略》，奠定了我国目录学的基础。东汉班固节录《七略》撰成《汉书艺 ．

文志》，开创了我国史志书目的先例。以后历代各有制作，形成系列一
，化的具有独创性的我国目录学优良传统。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典

’

籍的日益丰富，目录技术的不断进步，目录学著作的种类与数量都

迅猛增长。、 j’一。一。’．j：’。'．．，．。7、⋯f ～

．

：一建国以来，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作为文化信息载体的目录著：’

作，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如《全国新书日》、《全国总书目》等连续

出版物相继问世，及时提供了全国范围的图书出版信息，并且为今 t

。

后的文献积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些大型的综合书目、专题书’。
， 目，如《十史艺文经籍志》、《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丛书综录》。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四部总录》等陆续出版，为学术研究提供7
1

了良好的检索工具。，
‘

：：
’

1，
c

．t、但是，现有的成绩仍是不够的。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文化遗

产极为丰富，目录学上有待开发的领域十分广阔，地方著作目录就

是其中之_。
‘

～． ·
·

．’．

、，，

，

’

。 地方著作目录习惯上叫作地方艺文志。我们这里指的是地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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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士(包括一部分侨居或寓居者)的著作目录：地方艺文志，按其性： 一‘

。质来说，应是史志书目的分支，大致又可分为省志和府县志两级。。
“

7由于地方艺文志取材的地域小，更接近于著录对象，就具有。地近
’

则易核i时近则迹真”(章学诚《修志十议')的优势：地方艺文志不。

．。 仅对研究地方文献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充实完善史志书目也有积． ．．

一‘4 极意义。
“ ’ 7

卜：．：’～，7‘一 ⋯

，j。-．
’ 地方艺文志性质上虽属于史志书目的分支，但是却长期未受’，

- 到应有的重视。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起源较迟：据唐刘知

． ，几《史通·：书志篇》记载，北齐、北周间宋孝王著《关东风俗传》中的 ，7

一、 ，《坟籍志》，著录了当时邺下文士的著作；这大概是最早的地方艺文 ．

’． 志：同第一部史志书目《汉书艺文志》相比，约晚了500年；此后又 ．，

，t t。经历了600余年才有了南宋高似孙的《郯录》(今浙江嵊县地方一

’． ．’志)，其第5卷、第6卷著录了当地文人的著作，并辑录了有关当地． 。。_

j：．r。，+的诗文：4这是现存最早的地方艺文志。．地方艺文志的大量出现已 ‘．‘

-．。经是明、清两代的事了：二：内容不纯’．地方艺文志顾名思义，当以-。一

；‘。一收录本地人著作目录为限，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前述《郯录》即既收，广“?
‘， 。目录，又录诗文。流风所及，诚如姚名达所说：“明清志家，多抄诗文．

“：’．而少于目录．?(《中国目录学史》第386页)所收内容尚不止此，姚。十
‘ 氏举出乾隆《归德府志·艺文略》竞列出四子目；学宫经籍：名家著 ?。

一．、述；金石文字，郡县志乘。这是对地方艺文志内容的最广泛的理解。’‘，‘：

，．，．’：还要补充说明的是，经常有人把著录本地入著作的地方艺文志和，，’．，

、辑录有关某地方的地方文献书目并为一类，．孙诒让的《温州经籍 ‘’：

’

、’：志》就包含这两部分内容，他把前者称为内编，后者称为外编。其实

．一． j 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书目，我们认为分开编写为宜。兰、类别不明。 -，

。

|' 地方艺文志是记载二-定行政区域内著作之总目，行政区域是一定

．‘．-历史时期国家为进行分级管理而划分的区域。如果说史志书目是，’·⋯

’．_定历史时期的全国总书目(又有通载与断代之分)，地方艺文志，。．

’无疑是相当于这二总书目的地方分卷。：容肇祖在1928年发表的’。’

·．2一V．，‘，·。 ．。】-：，一 一、
．一：，-，：一，，。

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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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目录学家著述之分途》一文中已把《地方目录及地方志之日录》作

， 为“史家目录”的一个分支，可惜这一正确分类似乎未被广泛采用。

四、新修地方志不列“艺文志”这_类日。’建国以后，。60年代、80年

代两次掀起新修地方志的高潮。这是我国文化史上的大事，规模宏

大，意义深远。新志中门类齐全，而独无“艺文志”。我们认为这并

不足怪，因为“艺文志馒专业性较强的部分，独立出来作为专志之
一，比收入地方志中更加适宜。 、。。 ”。 一

，

我国幅员辽阔，历代文献浩如烟海。为了全面地查清这一文化

-资源，包括已佚的和现存的，我们认为最好的方法之一，是全国各

省、市、自治区，通力合作，统一体例，各自编好本地区的艺文志。我

国已故著名的图书馆学家钱亚新先生，生前得知我们这一想法时，‘

非常赞赏，说：。这样我们就有了二部翔实可信的《中华艺文志》r

了1打是的，这正是我们的最大愿望。一部《中华艺文志》，与先进的

电子技术相结合j就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华民族著作的信息库，其意

义该是何等重大!’ ．

。。 、?

j 这是二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当然不是少数人短期内能够完成

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了促使这二宏伟目标能早日实现，我们

不顾力量有跟；提出了《江苏艺文志》这一课题，愿意为这巨大工程

～．添砖加瓦，铺路架桥。 ：．-一 o
4．+ ’一一一，|．

关于。江苏艺文志”，前人已编写过以下几种：(1)乾隆《江南通
‘

志》中的《艺文志》，共5卷，收书数千种，依四部分类，著录书名卷

，数作者，间有作者简介或按语。(2)清末常熟人潘任编著誓江苏艺文

志》，存经部稿本14册，著录简略，藏南京图书馆。这是清末宣统年

’间缪荃孙主编的《江苏通志稿》的一部分。(3)金铽撰《江苏艺文t

志》，是197．9年前后纂修的《江苏通志稿》的一部分，全书未完。其

《经部》发表于《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年刊》第6、7、8期(1933—

1935)；《史部》稿本全19册，藏南京图书馆。此书著录极详，其版本

r项列举收藏该书之各馆藏书目录，近似联合书目的体制。用意甚
●

，

’
·

，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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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可惜未竟全功j．(4)1945年汪伪时期以吴廷燮为总纂所编《江 。．一

i苏通志稿》，其中亦有t艺文志》，按当时府县政区分为17卷，著录

’简略而且草率，似为耒定稿；这部《通志稿》正在整理中，今后可望
出版；，．‘ ‘，。?!一。o’：7i≮，，i—I。’；，。，一、一·： ；／，，．， 。一

． ～二我们这次重新编写《江苏艺文志》，其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求j一’，

‘全。凡本省籍人士著、编、注、评、校勘、增补、翻译，以及重要的校刻’．j
’

之书，不论存佚，均加收录。我们认为著作与整理都是文献工作，艺 。， ：

，．～； 文志应当一视同仁．予以著录。二是求实．，材料务必信而有徵，表“，．

-述力求繁简适当，查阅便利，一以向读者负责为宗旨。’在编写体制1 ：．

、 和俸例方面有以下五点须加说明：’√：．．一一。一；．，? o}
’

，

?_

+。．_、本书为多卷集。以1990年本省行政区划为分卷标准，以每．，
‘

，’ ：一省辖市及其属县(含县级市)为l卷，全书共分11卷。每卷内市～?
～1 及直属县作为·个单元。其余属县仍各自作为独立单元。这样的体’。+，。

， 7制使本书可分可合，分之可成为市、县艺文志，合之则为全省艺文+．．，

．志。
．，， 。‘，■+。。一： 。．¨．．： 。·．‘‘’：√．，’i，o．

‘

j，}二、时间断限。，本书收上古至清末(1911年)本省籍及定居本‘、’ ，

一+ 一，省的人士的全部著作j生于晚清活动在民国期问的学人，其著作基 ‘，，

，。 本上属于传统文化经、史、子、集范畴者(或谓之?旧学书”)则酌收。：
+

1’

．!这一弹性断限是为了保持传统文化相对的完整性，‘又不致过多地一 、一

，。、‘。打乱清末与民国之间的时代界限。：‘一～。；．¨’．≯；⋯j-。．．：‘。
’

‘，8 ·o：三、全书结构。本书采用“以年系人，以人系书”的编写方法，不．’。÷·
‘

’’同于以著作分类为序的习见的编写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人与书
、、

‘紧密结合，便于，知人论书，因书知入骨相互印证，避免了分类排列、

：．。’人书脱离或人的介绍失之过简的缺点：这种方法的不足之处是不’ ，
。

、·。 便于读者簟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章学诚《校雠通义，互著》)，我们 ，一

，补救的方法是i一是每书之下标注类目，二是全书完成之后拟另编‘
’ ， 《书名分类索引》。．』⋯-、i．、，：：：。。o? t’ ：‘．|==' ．‘：．。J’～ i．

一
? 四，关于存佚。大量典籍遭受历代天灾人祸而散佚损毁，古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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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谓之“书厄”，这是令人痛心的事。．‘隋书·绎籍志》兼记亡书，为后

．世树立了良好榜样；宋郑樵‘校雠略》特著《编次必记亡书论：}等篇

以阐述其意义；清朱彝尊‘经义考》于书名下分别注明存、佚、阙、未：

见四类，为后来多数书日所遵循。本书简化为三。存、佚、未详(不

写)。因资料不足，有些书存佚难定，不得已只好空着此项留侍以后

填补。 ．

五、关于零星篇章。。本书以著录独立成书的著作为主，但有些

人以单篇名作流传人问，有些人集子已佚而总集或其他书籍中保

留其若干篇章。吉光片羽，弥足珍贵，本书亦间加著录或在按语中
t 道及。 ．， 一．， ． 一 ，。·’。，t-．． ，

．

．、我们十分感谢江苏省出版总社领导和江苏省出版史志编辑部

的同志，他们在目前“出书难”的情况下慷慨接受了本书的出版，并

对本书进行了认真的审读编辑，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可以说没

．有他们的热情支持，要出版这样一部巨著是十分困难的。我们也感j

’谢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和江苏省教委、南京图

书馆以及各地各单位的编写者，没有他们的关怀、资助、撰稿、协

作，我们是不可能顺利完成这部著作的． 一 +
-，

，

我们的专业水平不够，见闻有限，荐加上人力不足，时问紧迫，

书中难免有不少缺点错误．诚恳希望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

正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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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1．本书著录上古至清末及部分生于晚清而于1949年9月30+
目之前去世的江苏籍作者著作，酌收外省流寓并定居于江苏的作．’ ·

一i者著作。’ ．j． ．。 一，、 ，j ，’·。 一j 一：：。

2．本书以江苏省1990年行政区划分卷，每一省辖市及属县 _

一． (含县级市)各自成卷，共11卷‘古代行政区划归入现今相应的地
。’

． 区。．已划归他省市者(如上海松江)不收，原无建制者(如张家港

市)亦不单独列出。，2．：． 。7：
。 ，。。‘。 ． ．

“

． 3．本书采用以年系人、以人系书的编纂方法，每一条目包括人
。

物小传与所著书目两部分。人物以生活年代为序，生平不详者，附
， 于大致相应的年代后面。 ，j 1。：”．：、“7一。、’7。一：．

‘

；，。 一4．所收书目以编集成册的古典文献为主，酌收零散作品。现代．，
。

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著作及现代文学作品，一般不列入。 ‘．

‘

·’‘’．’5．著录各书依经、史、子、集、丛书的次序排列。i书名下注明卷 ．

，数、四部类目、存佚。现存书注明版本，稿本、抄本：稀见本等注明收’．r
． 藏单位．佚书注明出处。 ，

’

．
。

．‘ 6．丛书子目在10种以下者全部列出，10种以上且《中国丛书

综录》已收者注明“子目从略一。如不见于。综录”，则子目均一一列

’‘，‘，出，以备查检。。 ．

一

．I 一

7．各卷末附人名索引。全书各分卷出齐后，再另编全书的人名

总索引和书名分类索引。， 一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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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卷》引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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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徐州那源远流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人们就会惊奇地发现：

这方古老的大地所拥有的不仅仅是刀光剑影的悲壮史和大河横流’

的血泪史，更有那璀璨的南北文化交融史和荟萃人文的创造史；这

里是历代英雄豪杰辈出的帝王之乡，也是目录学之祖、文献学宗师

刘向、刘歆父子的故土。汉高祖一代人文，称雄天下，把。汉”字印记

传播久远I而刘氏父子创始的古籍整理方法以及为之顽强不息的 +．

奋斗精神，则成为中华民族二种优良传统，金声玉振，超越时空，永

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龙的传人为之献身。 ‘

-．，古籍整理，贵知往明来，考镜源流。前事无忘，乃后事之师，故

考存佚之典籍，既可知古人之功，亦可明古人之心；既可励今人之

志，亦可鉴今人之行。徐州为古今胜地，历代著作文章如江如河，JJ1．

流不息：汉高祖响遏行云唱《大风》、刘子政纲纪群籍著《别录》、刘

义庆记言记事叙《世说>、刘知几横评纵论写《史通》、陈师道穷而后．

工作‘后山》、张竹坡淡意仕途评奇书⋯⋯在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和

江淮文化的交互作用下，徐州历史文化异彩纷呈，展现出多元性、

开放性的特点。许多宦游、客寓徐州的迁客骚人，也留下了千古绝

唱，诸如孔夫子吕梁临河叹逝水、李太白下邳圯桥怀子房、苏东坡

率民抗洪颂黄楼、文天祥燕子楼下诗意长⋯⋯徐州人和外乡人一

起以山河为竹帛，以生命作笔墨，创写了徐州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

和不朽的学术影响。今天，继承这种优良传统，光大这种学术影响，．

对于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两个文明建设，开发历史文化资源有
’

‘

，

”

’．． 7



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秉承古训，昌明今

言，创议编纂<江苏艺文志》，借以弘扬我省历代著作之盛，诚为胜

事。我们受命编写《徐州卷》，遂有肇事之初。

然徐州向无。艺文”专志，地方志书中的。艺文志●或。经籍考?，

_，亦残缺疏漏甚多。究其原因：一者南国重镇、北国雄关的交通地理

形势，使徐州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从楚汉相争到近现代，大小战事，



《连云港卷》引言

，
一．7．、‘|

． ’汤大民．+_：一c；，． ．

：1：。： ． 。‘。．：‘ ．．“’· ’o √
-|；‘-1

# ‘

。， 据现建制，连云港市为江苏省辖市，下管东海、赣榆、灌云三。

·7县。本卷撰纂了这一地区本土及长期寓居的239位学人传略及著

-述简况。”时间跨度为三国至近代小 ’’，
j

，

，．‘连云港市是一座新兴的海港都市，但又有着悠远的古文明背

景。早在十万年前，就有人群楱息于斯。五千多年前，少吴氏族的先

民们在这儿经营了原始农业，被称为“东方第一天书”的将军崖岩

画，就生动地纪录了当时的生活景观。在夏代的版图上，这儿的经

济文化已相当繁荣。’历殷商、西周而至春秋，传说孔子曾登临今新．

浦西边的_座山峰眺望大海，发出了。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浩

+叹。’而信史表明，千古一帝秦始皇确曾东巡至朐山，于此立下了石

阙，作为统一的中华大帝国东大门的标志，并面对大海中缥缈的仙

境做了一个乘风御浪、跨越生死的宏伟的梦。在上古，这一片海天，

之间神奇的空问，为我国古代的哲学、宗教、文化、艺术提供了美妙

的幻觉、痴迷的信仰和激越的诗情。 ：
，‘： I o

一，。r汉武帝是务实的。，他在这里设置了朐县城邑，建立了乡里编

一制，官营冶铁，征收渔税。终两汉至三国，这儿为东海郡、国属地，文

化归属齐鲁文化圈，东海(包括朐地)学者是当时齐鲁汉学的劲旅。

1三国时事魏四世的朐人缪袭，以为曹魏与撰《皇览》、制礼乐、著兵

‘书，揭开了本土著述史的序幕。而麋信则以注疏《春秋》左氏及谷粱

传，显名当时。两晋至南北朝，该地区曾作过东海、朐山等郡治，东

魏时始称海州，辖彭城等6郡19县，号称六郡故都，从此该地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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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j” 一 二：⋯。 t’r

● 、

二o
，

’。
海州名称，彪炳中华史册。4南北朝时，美文学大兴，东海籍鲍照、鲍

泉、徐伯阳之流，仕宦江南，享文誉于海内．。俊逸鲍参军”，他以善

，诗赋，尤擅古乐府，与谢灵运、颜延之并称“元嘉三大家一，为李、杜
、． 而下百代崇仰j二’

’

-
‘

’

．

隋唐之世，海州经济文化出现了新的繁荣。开元间人口达18’
’

万之多。而壮丽的自然景观也得到了初步的开发，成为当时诗人骚 。_

，’ 。|7。客向往的胜境．_李白曾“翩翩东海上，策杖名山游”，乃至云台山上j 。+。．+

’。 一。至今还有“李白涧”古迹，。俗传李白游海上曾饮于此”(《云台山、 ’。

+，志》)。李邕、刘长卿、崔国辅i独孤及、钱起等皆与海州结缘。+。他们：j．

的诗文胜迹使得云台山水烙上了皇唐气象：其时本土文人著述虽 一
’ 传世不多，却对全国产生了影响。隋包恺从王仲通受史学，与萧该·1|，，．+

。

』 同称《汉书》宗师，聚徒达千人：唐吴少微以文章与富嘉谟齐名‘，为j．，p=’

j j．．文本于经典，雅厚雄迈，力破徐庾时风，号“吴富体7。、吴通之、少微． ．

i，’ ．兄弟“俱博学，善属文，文采绮丽”(《旧唐书》本传)，朝野罄慕：神奇。-。．

．‘|．韵山海还孕育了宗教文化的兴隆，道观入云‘，佛号喧天．流放郁洲_， ’二

， ．的道士成玄英在此氛围中，注疏了《庄子》，使之成为《道藏》经典：j。一‘
- ：，北宋承唐发展态势i海州人口达五万多户。“波涛起天来，舟楫一’，

‘

·+一满城隅”(宋冉秀《海州》)，海、河航运迅速发展，成为外贸重要海 。j一

．’’．港，接待高丽商八水手达5千之众，而“山海之利，以盐茶为大宗”。 ．

、_(《宋史0食货志》)。此时的海州全面进入国人大视野。沈括来考 、：

，． 察了地理沿革：乐律戏曲、武器工具，为海州人文在《梦溪笔谈》中
一 +、树立了不朽丰碑。石曼卿贬至海州，读书，涤缨、诗酒流连于峻山深． ，

一 ，，．壑中；还把花籽树种裹为泥丸，满山抛洒，。坐令空中出锦绣，倚天’
。

：‘z照海花无数”(苏轼《和蔡景繁海州石室》)_。‘苏东坡三次来游，写下
’

2

i ，了14首诗和2首词，海州山水因之而璨然生色。凭添许多潇洒与、．

。风流。祖无择《三字诗》至今留于郁林观东岩，千古不磨。张末离开．·一 。

：； 海州后j“梦魂犹在海边州”。海州风韵眩目于大宋入文盛境中。“．
‘

， 但到了北宋末年，海州大地上金戈铁马，海州儿女佩剑带刀。 ， ：

． _‘。10。 ．；!一．。”：．o。一’‘．一． ，|。-· j．。．。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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