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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前言

整理前言

自 20∞年 8 月开始，经过近三年的努力，我终于将清道光五年( 1825) 

刊刻的《洞庭湖志》点校完毕。这里，对古今洞庭湖、《洞庭湖志》和这次

整理《洞庭湖志》的情况做些简要的介绍，供读者用志参考。

洞庭湖，以湖心的君山古称洞庭山而得名oι位于长江中游荆江南岸，

在北纬 27 055' -30 023' 、东经 110 0 50' - 1 I3 0 45'之间，西面、南面有湖南省

湘、资、沉、灌四水汇入，北有湖北省松滋、太平、藕池、调弦 (1958 年

堵塞)四口分世长江水流，诸水合流后由岳阳城陵矶注入长江。湖区总面积

为 18780 平方公里，包括现有天然湖泊面积 2625 平方公里，洪道面积 1418

平方公里，受堤防保护面积 14641 平方公里。地跨湖南省岳阳、常德、益

阳、长沙、湘潭、株洲和湖北省荆州等 7 市、 32 个县(市、区)。

洞庭湖区是在大约1. 4 亿年前的燕山运动中形成的，湖盆是其凹陷处。

全新世纪初至西晋前期，湖区呈河网切割的平原景观，洞庭湖在今东洞庭湖

君山一带，面积约 260 平方公里，当时湖高于江，江水犯湖，湖汇于江。公

元 4 世纪至 19 世纪中叶，因为以江陵为起点的三角洲的形成与扩展，荆江

江陵河道北岸金堤的修筑，荆江之水南流大增，洞庭湖随之逐渐扩大，唐宋

时期"周极八百里"至清道光年间达于全盛时期，面积约 6000 平方公里。

清咸丰二年 (1852) 藕池口溃决，清同治十二年( 1873 )松滋口溃决，自此

造成"四口分流"局面，泥沙滚攘来，绿洲年年长，堤境渐成蜂窝，湖面快

速变小，至 1949 年缩减到 4350 平方公壁， 124 年间年平均缩减I3.3 平方公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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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志

新中国建立以后，党中央、国务院和湖区各地的党组织、人民政府十分

重视洞庭湖的治理与开发，但因没有掌握好按自然规律办事的法则，在这同

时也有过"围湖造田"的错误，影响到湖面进一步萎缩。最近二十多年来，

湖区各地认真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党和国家领导人频频视察洞庭湖，

洞庭湖的治理被列入国家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规划。随着 "4350"计划

的实施，未来的洞庭湖不仅不会萎缩、消亡，而且必将再现昔日"浩浩汤

汤"、"气象万千"的大湖景观!

"志者 l己也。"洞庭湖确该有其志书，将它服务两湖、服务长江的特殊

作用与巨大功能，将它先由小变大、后由大变小的沧海桑田之变，将它在开

发、治理中取得的成就、出现的失误，将它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历史文

化，一~ì~述下来，以存史、资治、教化。仅从这点看， ~洞庭湖志》的编

篡与整理，有其十分重要的意义，可谓是洞庭湖区文化建设的一项壮举。

《洞庭湖志》从编篡工作的启动到刊刻问世，经历了 3 代人、七十多年

的辛勤劳作，代代有人在其任上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最早着于编篡此志的是秦世基。基世基(I 702-1763) ，湖南省华容县

万庚人，字辈柱，号自堂，清乾隆六年( 1741 )拔贡。清光绪《华容县志》

称他夭资敏悟，学极渊博。凡经史庄骚，诸子百家，以逮释典、道藏，

星学、乐律，阴阳、医卡，握机、圭遁，弦弧、参同，养生家言，靡不蝉究

贯串。" ~洞庭湖志》的再订者万年淳称他是"一生精力，大约在洞庭一

湖。"清乾隆十五年 (1750) ，叶书山任湖南提学，他被延聘入幕课士、阅

i式。从这时起，他开始动员洞庭湖区学子提供府州县志，供他"依门类录

之"共录 4 卷，名曰《洞庭志~， "未及成而卒"。临终前将其未成之稿交

付门生万图南，嘱他编篡成志0

万图南( 1739一1786) ，华容塔市驿人，字衡秀，号季博，又号禹山。

廉贡。万图南欲成其师之志，但只补充了一些诗词又因病而故。他临终前，

亦如其师，将志稿拿出交给堂侄万年淳，嘱万年淳毕其志事0

万年1学 (1761-1835) ，原名康，号弹峰，乾隆五十七年(1792 )举人。

曾参修《巳陵县志~ ，主编《英山县志~ ;撰有《易拇》、《通书正本》、《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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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前言

汉八大家文选》、《古礼拾遗》、《三史抉》、《四书翼》、《楚辞注》、《诗集~ , 

共 80 余卷;出宰安徽，历任霍山、英山、巢县知县，及六安州同知、知府。

他接受万罔南之托后，即游说亲朋好友，筹措湖志的刊刻经费，因事不如愿

而搁置，后将志稿转变岳州知府沈绚堂。清嘉庆二十年(1851 )后，又受陶

剧之托，对沈药堂总篡后的志稿"订伪补缺"由沈药堂的 6 卷增补为 14

卷。

沈药堂，又名沈廷瑛，江苏常熟人，清乾隆末至嘉庆初任岳州知府。他

一到任后，便想编修《洞庭湖志~ ，撰有《征修〈洞庭湖志〉启》。听说万

年淳手上有《洞庭志》稿本，即于清乾隆 58 年( 1793 )派华容县令汤二楼

持信取到志稿，着府学教授夏大观进行增补，夏大观亦"未及成而卒"。夏

大观卒后，沈绢堂便亲自动于总墓，并呈送陶副总裁。

夏大观，号枫江，湘潭人，拔贡，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 )至嘉庆四年

( 1799) 任岳州府学教授。他受太守忧药堂之托，就秦鳖柱《洞庭志》原本

进行增辑，由 4 卷增益成了 6 卷。

陶甜 (1779-1839) ，宇子霖，号云汀，又号霖樵、桃花温者，安化人。

嘉庆七年(1802 )登进士第，官至两江总督。为修成《洞庭湖志~ ，陶溺热

忱任用万年淳这位能干的再订人，参与湖志篇目的商定，亲自修改万年淳的

再订稿，并携至安徽，动员湘籍皖宦捐资刊刻成书。他对湖志的编寨，更有

其睿智的目光，即认为《洞庭湖志》不是洞庭湖的一地之书，而是"南楚一

大典故"将它与长江联系在一起。

《洞庭湖志》当初印量甚少，据传，只用黄、白二纸各印 50 册，以后又

不曾重印，更未圈点校勘过。因为流传不广，再加上兵费水火的破坏，以致

今日洞庭湖区的市县都无刻本流传，不少从事湖区工作的同志也不知历史上

编过一部《洞庭湖志》。其实，它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使用价值:

第一，它是洞庭湖的第一志，也是洞庭湖的惟一之志。洞庭湖面积阔

大、径流宏富、资源丰厚、人文出众，与国计民生关系重大，但长期来没有

典籍记述其历史、反映其自然。宋以前，有一种《洞庭记~，宋人乐史的

《太平寰宇记》有一条引文，内容却是"志怪"。元、明两代有诗集亦无史

志。始刻于清道光五年(1 825 )的《洞庭湖志~ .则让洞庭湖有了"一方之

全史"第一次分门别类地记载了洞庭湖区的湖泊、山峦、水道、洲港、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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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志

境、税课、兵防、风俗、物产、古迹、祠庙，第一次用编年的办法记载了洞

庭湖的机祥、藩封、战守大事，第一次以"捂慌"的形式记录了洞庭湖区众

多的古史、神话、传说和风土人情、宗教信仰方面的遗丈逸事，第一次面向

整个湖区，最为完备地收录了洞庭湖的历代诗文，其中有些记载、诗文甚至

为历代正史、总集所无。如嘉靖三十九年五月的大水， <明史》缺载， <洞庭

湖志》不仅有记载，而且有详细的说明夏，建雨不止，山水内冲，江水

外涨，洞庭泛滥如海，伤坏田庐元数。水发迅速，老稚多溺死者。尸满湖

中，漂流畜产，所在皆是。有连人连房浮沉水上，犹扁户未开者。盖是岁之

潦，为古今仅见。"

第二，它成于洞庭湖由全盛走向萎缩、消亡的前夕，其内容具有划时代

意义。《洞庭湖志》问世后，只过 27 年，长江便发生了不堪回首的藕池缺

口 O 自此，洞庭湖开始大转折，泥沙淤积日趋严重，湖泊面积日益缩小。

《洞庭湖志》则以简洁的笔触记述了洞庭湖全盛时期的时况实景，如对湖面

的描写; " (洞庭)其地东北属巴陵，西北跨华容、石首、安乡，西连武陵、

龙阳、玩江，南带益阳而环湘阴，凡四府→州，界分九邑，横亘八九百里，

日月若出没于其中。"同时，还用"舆图"的形式勾画了洪水期间的水位线O

今日公认的洞庭湖全盛时期水面为 6000 平方公里的数据，就是根据湖志的

附图量算出来的。

第三，它为洞庭湖区的府州县志订正了不少错误。以清乾隆十一年《岳

州府志》的《事纪》篇言，湖志授引史料 95 则，经编者考证，纠正错误 8

条。尤其间贵的是，它不溢美，不"抢胜迹"坚持有谬必辟，有错必纠。

如君山的轩辗台， <岳州府志》载为黄帝铸鼎的真迹，湖志的《古迹》篇援

引司马迁的《史记》做出否定，而据《庄子> "黄帝张乐洞庭之野"一语，

认定"宜云张乐"。

第四，从地方志角度看， <洞庭湖志》有许多令人耳目一新之处，对当

今编修杜会主义新方志不无借鉴之用。第 ，求其实用，不铺张胜景。此

点，如万年淳在《洞庭湖志序》中所概括"洞庭之志，则山川险要、古今

战守及堤防、水利、赋税诸典章，皆于是焉可稽;今古人文、雄才杰作，欲

与洞庭争海涵地负之奇者，皆于是焉可见，亦不似太湖、西湖之志，仅记景

物之佳丽、录文词之雕镜而己也。"第二，全志 18 门，各门写有题f芋， 10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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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整理前言

写有《附论~ ，增强了志书的著述性。志书有无题序、附论之设，此前为凤

毛麟角。《洞庭湖志》以无题序说明此门的编写目的及要领，起了提玄钩要、

画龙点睛的作用。附论，一般是综合记述兼作评论，揭示此一门类的全形大

略。《洞庭湖志》序、论运用较多，却恰到好处，毫无"装饰"、"说教"、

"赘物"之嫌，篇篇言简意贩。第二， <<事纪》、《游览》两门的设置，甚有

创意。洞庭湖区历来是多种自然灾害和灾荒的多发之地，也是历代兵家的必

争之地，对此有必要做系统的记述。若单靠横分门类来记述是不足的。《洞

庭湖志》设立《事纪》这一在旧方志中并不多见、特别是在山水志中几乎是

空白的门类，则纵向记述了历史各个阶段的大事、要事，能搏益后人防灾抗

灾、备战备荒。湖志不设府州县志皆有的《人物传~ ，而设" {游览~"门，

记述游山名人，在写法上也独具匠心，府州县志的《人物志》只记本地人

物，不记境外人物;综记人的一生，不重片段，湖志的" <<游览~"门既记

所谓"地产伟人"更记外地到此的"古今来名贤硕彦"不综记一生，主

要记其在洞庭湖的游历与吟咏。这样，体现了洞庭湖名胜卓绝、人文苦萃的

特点，还体现出了山水志的自身要求。第四， <<皇言》记事，也别具一格。

《洞庭湖志》的编篡时间拉得很长，又经过多人增益和修订，其参与者

并且.都是具有深厚文化功底的秀才、举人、进士，但志书仍存在不少问题。

在史事的记述上，对已经存在的复杂的江湖关系、对早已出现了的"人与水

争地"的矛盾，仅能从《皇言》、《堤境》、《物产》等篇中曲折见到。没有

发现和记述洞庭湖潜在着的洪水、泥沙问题;对部分史事考订不严，记得不

准确，有张冠李戴或出入甚大的毛病;错字、漏字、自造字甚多，条目、诗

词相互错位者不少;收录的诗文约占全志篇幅的一半，有过多之弊。虽有这

些不尽人意之处，但总的看来，则是瑕不掩瑜，值得重视，在今天仍大有价

值。

此次整理、点校工作，基本遵循以下原则进行:

第一，以清道光五年刻本为底本，保持原貌，对其门类、史料不增不

减。

第二，参校本依据原著资料来源分别对待:对原著已注明资料来源的，

• 005 • 



洞庭湖志

如《二十四史》、《文献通考》、《资治通鉴} ，一律选择有该资料的典籍佳本

进行校改;未注明出处的，主要选取有该资料、流行较广的总集或早期刻

本、今人点校本参校。对于出现次数较多的用书，在"附二"中用列表的形

式统一说明其版本情况;出现次数不多的用书，则在《校勘记》中该用书名

称后直接说明其版本情况。湖志引用书目多用简称、俗称，点校中亦尊重原

著，概不改动。

第二，漏字、衍字、错字的改动方法为:删掉的字，用圆括号表示，居

前;补入的字，用方括号表示，居后;校改数序，用阿拉伯数字和小方括号

表示，放在改动处的右上角，凡改动处，均出校。

第四，限于篇幅，避讳字、明显刻印错误、明显同音由用错误、提行、

空格等编排错误，均径改，不出校。史实方面的错误，只在《校勘记》中交

代校改依据，不考证，不引述参校书原文;对少数查无出处的史事、非洞庭

湖区史事，只在《校勘记》中总体说明，交代查证结果，不予改动。对本有

多种说法而湖志仅取→说的史事，保存湖志之说，不改动。

第五，繁体字、异体字、古字改为国家文字委员会公布的简化字，但人

名、专用名不改。直排改为横排，夹注、按语由双行改为单行。但湖志原书

中按语即有单、双行(大、小字)之别，盖因为湖志经过几代人修订，单行

按i吾为前人所批，双行按语为最后成书者所记。故整理后的湖志，保留了这

种差别。

第六，湖志编者引用他书时，大都不是抄录原文，而是经过一番化裁，

有的甚至是两三家之说综合而戚，同原文出人很大。此次整理，对确与原文

相符者，用引号标出;如属前述情况，做意引处理，不加引号。

第七，志书末尾，有两篇整理附件: (一) {洞庭湖区重要地名新旧对照

表~ ，包括县以上地名、对洞庭湖研究有重大价值或在历代典籍常见的一些

重要地名; (二) {点校用书要目一览表} ，包括版本、。湖志用名 O

清道光五年《洞庭湖志} ，能在 177 年后的今天得到整理、重刊，我固

然付出了劳动和心血，更得力于各方面的关注与支持。首先，在于全国古籍

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湖南省出版集团、岳麓书社慧眼识珠，选择

和批准了这 课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还拨出专款，进行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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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前言一一→

助;湖南省出版集团曾主陶同志，多次过问整理工作并帮助解决了许多具体

问题;岳麓书社的责任编辑刘果同志进行了认真的编审，对提高本书的质量

起了很大作用。第三，在于有一大批仁人志士和单位鼎力相助，尤其是湖南

省水利厅厅长王孝忠先生在百忙之中，挤出时间指导了本书的重刊再版工

作，并欣然作序。湖南省水利厅副厅长张硕辅先生对本书的重刊给予了高度

的关注，湖南省洞庭湖水利工程管理局局长刘光跃先生对本书的再版也给予

了许多支持，湖南省洞庭湖水利工程管理局处长万学田先生为点校本书提供

f许多珍贵的资料，并参与了本书重刊再版过程中的部分工作。湖南省图书

馆、临湘市图书馆提供了一批珍贵的典籍或资料。荼世基的后裔荼中和、万

年淳的后裔万守凡，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凭我登门一访，便尽其所知、尽

其所有，积极提供参校史料，或领我实地考察。岳阳中学历史教师何云霞同

志也为我提供了不少帮助c

这次点校，虽然下了一番功夫，但限于点校者的水平，不准确的地方一

定不少，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以利再版时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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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刊《洞庭湖志》序

重刊〈洞庭湖志〉序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在洞庭湖的治理进入新的历

史阶段的关键时刻，岳麓书社重刊清道光《洞庭湖志~ ，使其重显于世、广

远流传，并服务当前，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这不亚于完成了洞庭湖

泊理的 项宏大工程。它的重刊，为研究洞庭湖提供了翔实的史料，为治理

洞庭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开发洞庭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洞庭湖是一块瑰宝。她养育了湖湘人民，培育了湖湘品格，锤育了湖湘

文化。它接纳四水，吞吐长江，调节南北，不仅是湖南人民的母亲湖，也是

江南人民的母亲湖O

洞庭湖是J座迷宫。从古到今记录描述洞庭湖的文字，可以说是汗牛充

栋，但真正意义上的洞庭湖的志书，却只有这一部道光年间的《洞庭湖志》。

这部成于洞庭湖由全盛走向萎缩的前夕的著作，是洞庭湖第一志，迄今也是

洞庭湖的惟一之志。为修成这部在洞庭湖的变迁史上具有跨时代意义的《洞

庭湖志~ ，前后有三代人为之奋斗了七十多年，他们或师徒相继，或叔侄相

承，后来像陶谢这样的高官显宦也曾参与其事，有三人在其任上献出了宝贵

的生命。他们心系洞庭，审时度势，赠精竭虑，其功匪拢，令人景仰。作为

今人，我们应该继承先辈的遗志，把洞庭湖研究好、治理好、开发好。

洞庭湖是一道命题。洞庭湖究竟怎样形成，怎样发育，怎样发展，主今

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洞庭湖究竟有多少水面，有多少水量，有多少泥沙，

有多少树种，有多少禽兽，王今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尤其是洞庭湖究竟有

多少矿藏，有多少文物，主今没有一个权威的回答。现在洞庭湖→期治理已

经完成，二期治理已经实施， 1350" 工程已经规划，为洞庭湖的治理进一

步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侣，从举个水利建设来看，特别是把洞庭湖治理放在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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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志

湖关系的调整、放在生态环境的调节来看，我们还没有完全破题，深感责任

重大。因此让我借此志重刊之际，谨撰数语以为序则志我对恢复"八百

里洞庭"的信心与欣喜;二则祝愿湖志对洞庭湖还其大湖景观尽其"资治"

之责;三则希望广大读者更多地关注洞庭湖，让我们共同努力，迅速地把洞

庭湖规划好、建设好，要让"洞庭波涌连天雪"要让"芙蓉国里尽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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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海内巨浸也。昔黄帝张乐于此，本以山得名 o ~山海经~: "洞庭

之Jll，在九江之间。"所谓九江，辰、 m、渐、椒、?元、西、遣、资、潮也。

九水中，五人于1元，与潭、资、湘涌而为四，同注洞庭以会江，若五口然。

故《国策》又谓之"洞庭五洁"也。然皆后世所命名。~禹贡》但谓之九

江， I才"九江孔殷"曰"九江纳锡大龟"曰"过九江，至敷浅原"日

..过九江，至东陵"皆指荆州，无及扬州者。顾自秦汉以来，九江之称，或

移之11-北，移之淮南，移之彭蠢，只以《禹贡》有九江、无洞庭，遂并九江

之名，而紊之扬州之域。俗儒耳食，入主出奴，至今犹晤。欲志洞庭，此其

大者，不容以无考也。

托i <<汉书·地理志~: ..九江郡，秦置。"而未言其地。《丽F注》谓秦

始JJ.九n郡， ?台寿春。"此盖淮南郡治，非丸江也。以寿春为九江，自元5守

六年始。其实寿春背淮负肥，南临j嚣霍，与江绝不相涉，不知武帝何由舍淮

而以江为称?窃谓九江立郡，汉之误沿于秦，而其端则起于楚。楚国都江

陵，日部中，其后迁徙，如鄂邹、如郊邹，皆以邹名。《史记~: "考烈王二

十二年，东徙寿春，命日ER。"是仍施旧号于新邑也。洞庭九江，为附近国

都之菇。邹徙，而九江亦随以徙。如东晋渡江，而南充、南徐诸州，亦因之

侨置也。然则其地安在?曰:洞庭儿江，在故邹之南二三百里间，则侨置亦

当在寿春稍南，如今六安州境ο 《史记》头九汀王英布都六

余抖此论，惟万子弹峰深然之'以为前人所未及。

刀子博学多通，豆豆独造。往时需次都门，适余案上有《洞庭湖志》

稿 ， J 'J前长沙太守沈君廷瑛属余订定者。余方巡城鲜暇，因转以属之，傅竟

只:事。越十年，而以志成告「盖是志为华容拔贡基世基所创，湘潭夏学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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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志

观增辑，以遗沈太守。万f又增之，订说补缺，倍于前书，其用力勤矣。余

毋庸多及，而惟以洞庭即九江之说质之，冀达于古今者采正焉。

大清道光五年，岁次乙西，仲夏月上淀，兵部侍郎、巡抚安徽等处地

方、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提督衔、前翰林院编修，安化陶谢拜撰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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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湖志〉序

五湖，洞庭为长。九江，湘玩最长。附洞庭得名者，首青草、赤沙，而

洞庭 J湖总统之。与湘沉争流者，首资源遭浦，皆洞庭 湖兼收之00己》

云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其余视伯子男。"四读之外惟五湖，以五湖

位置之，洞庭之为伯，元得而议焉。然太湖居五湖之末，而太湖有志;西湖

在五湖之外，而西湖有志;则洞庭之宜志也，为尤急。

虽然洞庭固不可无志，而志之成则必待其人，而后定洞庭之有志也。始

基之力，创于荼鳖柱;补辑之功，赖有沈绚堂、夏枫江;至于督修之绩，则

必归大中主云汀先生一人而已!淳忆吾邑前辈萦荤柱，知名士也，随楚南提

学叶书山先生阅试士之文，凡三府一州八县之滨湖者，橄取其志，依类而录

之，不→工年而稿本牺就，尚未呈政于提学，而鳖柱已辞世矣。整柱没，此

稿在先叔禹山于。先叔乃荤柱及门士，欲成其师之志，未逮而没，此稿遂在

淳于。淳尝阅其文，颇多|阙略，而经纪尚未尽善，欲离析而整齐之，亦以帮l

阙之事为难而中止。乾隆要丑冬，岳阳太守沈简堂先生欲寨此志，闻学博夏

枫江言鳖柱稿在淳处，遣人索取，淳举而付之，以为此书必获有成矣。及嘉

庆乙亥冬，中亟在都为侍御，忽以《洞庭湖志》一书托淳订正。淳取而观

之，始知沈简堂、夏枫江补辑之本已成，未及授梓，就裁于云汀先生。先生

乃虚问、若谷，谓淳曾修岳州《巴陵志~，熟于地方形势，悉其故实，故以属

淳而不疑也。 i享谓此书补辑辈柱所未备，而其中未备者尚多，此亦非-朝一

夕所能毕事。中亟谓不须求急，但求尽善而已。"友人陈卷山在京见此

书，借观之，后出都，竟携以南归。屡寄书索之，而道远难得，时以不能成

此书而又失去原本为恨。道光元年辛己，淳佳六安巫，云汀先生以是年蒲屏

皖省。淳每以负托为惭，先生亦含意而未发也。葵未岁电先生巡抚安徽，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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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赈饥民，淳奉橄赴汉阳买米。闻卷山司锋宜章，遣人往索此书，得之，暇

时辄一一弥缝之。甲申夏，再脱稿，呈政于中亟。中孟喜淳之卒克有成也，

乃窜之删之而趣付梨枣，曰"此志为吾南楚一大典故，不可不镑板。汝无

力任此，今南楚仕于皖者不乏人，醺金而举之不难矣。"同乡诸人欣然应命。

六越月，而梓人告成。故曰督修之绩，则必归大中Æ云汀先生一人也

暗!此书不成于书山先生与鳖柱，以其草创未定也;不成于简堂先生与

枫江，以其尚有疑而未果也;兹成于孟汀先生，所谓必待其人者O 岂不然

于?回忆整柱至枫江，时已四十余年，枫江至今复三十余年，此日脱稿又三

年，经数人篡辑参考之芳，前后七十余年而后就绪，时亦久矣。且此忐为南

楚书，不成于南楚而成于江南，岂有其时复有其地乎?盖必待其人焉耳: ，有

其人，则此书之成遂可信今而传后，使阅者知洞庭之大，数倍太湖、四湖，

而洞庭之志则山川险要、古今战守，及堤防、水利、赋税诸典章，皆于是焉

可稽;今古人文、雄才杰作，欲与洞庭争海涵地负之奇窑，皆于是属 nJ 见;

亦不似太湖、西湖之志，仅记景物之佳丽，录文词之雕镜而已也。

大清道光五年，岁在乙西，孟冬月，六安 31'1 亟华容万年淳撰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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