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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校说明

1.本次选用民同 22 年(I 933)时任县长刘玉矶主持重修的《临汾县

志》版本进行点校。

2.考虑到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将原志有读竖排改为左读横排。 原志文

中表示忐文顺序的"右""左"等字未予改动，分别做"前川后"之意。

3.原志繁体字，改今用简化字，人名、地名中的异体字按原字排印。 人

名中简体字对应多个繁体字者用原字。 难认难读、无简化的繁体字，仍按

原字排印

4.志文断句，依原句意按现行标点符号用法加注标点。 志文中人名、

地名、朝代名 、年号下均加横线以示区别于一般语句，但在表格、

标题中不加横线。

5.原志文中明显漏字、错别字或错ìf七字，均予更正。 个别质疑之处仍

依照原文。通假字改用易认易读易打印的字。冷僻、多音、难读难认的字不

作注释，以免失误。原志文中，引用其他著述省字致使文意难通难解者，在

括号"( )"中补人，不予注释。

6.清代为避康熙帝玄烨及乾隆帝弘历讳，原志"玄"作"元""弘"作

"宏如"玄孙"作"元孙川弘泊"作"宏泊本次点校予以改正。 原志对少数

民族称谓所用如"渔"等一些字，对农民起义、义和团运动与刘渊建立的汉

|五|贬称如"寇川盗川匪川拳祸川伪汉"等字或说法，不作改动，保持原样。

7.卷肯萧良有、徐芝俊的两篇旧序，以朝代岁次为序排列。 艺文类部

分目中辑录文章未按时序排列，仍依原版顺次。

8.卷一所用 12 幅图，一律缩小照排，一如旧观。

9.原志装帧系 6 卷本套函线装，本次改为统排页码，合订为一册，以

合时风，以利护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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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篡张其吕彭双寿关鸿宾刁射斗史连异

民国《临汾县志》点校工作职名

编 审 尉晨光

学术指导 李百玉

初 校 卢玉龙

复 校 李百玉师希平

终 校 尉晨光张洪亮

协 理 李军许小梅张亚琴

美 术 李百王

摄 影 郭刚勤

电脑制作 磷同阁工作室

电脑排版 张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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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申秋月，花果飘香;唐尧故都， 杨保春

再启新程。 正当全区人民团结一心 中共尧都区委副书记、区长

奋力打造"实力尧都、创新尧都、魅力尧都、幸福尧都、清风尧都"

的时刻，民国 22 年(1933 年)版《临汾县志》点校本即将出版面

世，为全区人民奉献一部珍贵的地方文化典籍，可喜可贺!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 此次点校的民国

22 年版~ I临汾县志~，全书共 6 卷，近 55 万字，距今已有 83 年历

史。 该志将域内上至四千多年前的帝尧时期、下至民国中期的

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各种状况载列记述，较全面客观地概括

了尧都的历史足迹，映衬出尧都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特

点，内容丰富，资料翔实，编篡规范，具有较多独到的优点。 该志

内容均为没有标点符号的繁体字文本，异体字、假借字使用较

多，给读者阅读带来诸多不便，不利于研究、传承和利用，故点校

就显得尤为重要。

区志办的同志们，从传承优秀文化遗产、汲取历史文化智慧

的角度出发，聘请地方志研究者，同时选派办公室骨干力量点校



这部县志，以适应当代修志事业和社会发展需要，其价值和意义

不言而喻。 他们从 2008 年开始，历时 8 年，反复点校 9 遍，还请

北京方志出版社的专家审阅指导，最后才成就这样一部文化精

品，亦为我们更好地了解尧都、宣传尧都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

借此机会，对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谢!

盛世要修好志书，更要应用好志书。 剔除糟柏，吸其精华，继

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是支撑创新发展的灵魂所

在。 诚愿这部珍藏版的文化典籍，嘉惠尧都学林，在大繁荣大发

展的尧都文化建设事业中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即如上言，是为序。

2016 年 11 月于尧都

如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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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卷六艺文类下( 22-23 页)
A卷四古迹记( 80-81 页)

A 卷五艺文类上 (2-3 页) A 卷六杂记类( 95-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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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校工作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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