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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强

1960年生，江苏兴化人.大

专，馆员.

岁月匆匆，从事过多种行业、

多种工作:下乡插队、教师、档

案、党史、地方志.

一个除看书外别无爱好的人.

一个热爱家庭，热爱事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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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典籍卷跌浩繁， <<三坟》、《五典》、《八索》、

《九丘))，应有尽有。尔后马、班作史，记事、记言。记

载过去事迹者称为史，记载食货、职官、礼乐、地理、

兵刑者则曰志，而记载一方的全史称方志。

方志即详细记载一地的地理、沿革、风俗、教育、

物产、人物、名胜、古迹以及诗文、著作等等，成为备

载古今各种事物的百科全书。如兴化为楚将昭阳采

邑，旧隶海陵，至杨吴置县，乃迁、固之作、《国策》、

《五代史》所未载，而邑乘载之。倘无邑乘，后人焉知

昭阳之食采，杨吴之置县!明代隆庆首辅李春芳，

《明史》虽有传，然《辞源》、《辞海》至今未列李春芳条

目，故未能名满天下，耳熟能详。甚至连皇皇大著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均将其

误载为福建兴化人，可见方志不可须央或缺。

历朝历代无不以修史篡志为要务，前人的经验

之谈是"修史之难，无出于志"(郑樵《通志 · 总

序)))。难就难在收集资料殊为不易，资料的丰富翔

实决定了方志的学术性与可信程度，编篡者还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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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载笔高手。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云..志之重

要，在于资料 O 整理成书，可供参考。日志日吏句名

称不拘 O 利在厚生句即是珍宝"。厚生者即以民为

本，使人民生活充裕。故博雅君子为官-一方.必先入

境问俗，查询志书佳恶，久废者则侣修之。兴(七陈氏

五进士之一的陈以 j陶，康熙时宰平遥.即主修《平遥

邑志》。兴邑之令，若明之胡 )11员华、欧阳东风.清之张

可立、梁园楝皆视修志为远大要务，不遗余力，亲执

其劳 O 编篡邑志，功莫大焉。可以"娓耀住古，昭示

来兹"，"考古今之异同，鉴世道之升降"(李清《康熙

兴化县志·序)) ) ;可以"失口古、知今、知利、知弊"(梁

园楝《咸丰重修兴化县志·叙)) ) ;可以充分发挥"资

政、教化、存史"的作用 O

就兴化而言，宋、元方志皆不存，亦未见任何记

载 O 明高谷有《题兴化邑志初稿))，诗中提及兴化地

理、物产、秩官、名宦、寺观、掌故、古迹云云.可知邑

志初稿之大略 O "篡修承国典，编辑会民风" ....方舆

稽未尽，史笔载无穷，赖尔关西裔.重来究始终"。可

见文义公曾参与其事 .iiti生王均实传中也捉到《高文

义公志稿》。应该说，高谷编:慕之《兴(七邑志初稿》为

发韧之作 O 情乎久仗，无从得见。

嘉靖三十八年 (1559) 知县胡 )11阿华主修《县志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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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称《胡志))，为现存世最早之兴化《县志》。胡字宾

甫句湖广武陵进士，居兴五年，深得民心.后升南京兵

部主事 O 胡令敦 i青结绅胡时可、诸生陆西星、赣州府

致仕推官潘应诏等共襄此事，参与篡修。《胡志》仿

《犬明一统志》体式勉成四卷，设十六门 O 书中有关

门日记述之后，往往附以奏疏等历史文献，以示足

征 O 人物显微兼志，其有事迹昭著于时者，必表而出

之.对未盖棺者.据事直书，不妄加品评，仅于科贡类

中记其官爵，此为同时期志书中鲜有之举。全志记

述虽不尽周详.但于明代中期之前兴化基本状况，保

存了不少宝贵的历史资料，可以说粗具轮廓，然冗、

缺、地、失在所难免 O 盖因胡 )11页华守兴时，倭寇猖獗，

搜于巡城、御贼、筑垣，仓促成书，约五万字，内容过

筒，以致"碌落错陈"(欧阳东风《万历兴化县新志·

序)) ) ，亟待修订。故三十年后，欧阳东风编出《新

志)) ，以示在《胡志》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耳 O

兴化虽为主主尔小邑.僻处淮海一隅，然人文不

乏，文苑昌隆 Q 有明一代，竟出三宰辅:历永、洪、宣、

正、景"五朝元老"高谷..状元宰相"、隆庆首辅李春

芳，崇祯季年次辅吴姓 O 岂止宰辅显宦，文苑巨擎也

应运而生。施耐庵、宗臣、陆西星、李清、李僻、郑板

桥、文IJ 熙载等句联翩而至，璀琛夺目，熠熠生辉。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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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令茂宰，造福水乡，自宋而迄明清，代不乏人。且

不必说宋代先忧后乐的范文正公，也不必说元代继

修捍海堪的詹士龙句单说明清两代的胡 }JI页华、欧阳东

风、刘士王景、张可立、魏源、梁园禄就噪然可观矣。再

加上邑乘篡修者不乏学苑泰斗，一代宗 1)币.因而琳琅

满目，蔚为大观.为后人留下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

茵 O

"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不可口传.必凭

诸史"(韩愈《进 }llifi 宗皇帝实录表状>>)。我以为，来兴

从政者，不妨于公余之暇句从《县志》中哎取爱民惠政

的经验 O 学者论文，可目之为信史而以为据 O 我市

史志档案办为弘扬兴化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彰显

文化兴化的魅力.特点校并注释《嘉靖兴比县志)) ，历

时三载，五易其稿，其力也勉，其功也钮，付梓在边.

略陈片言.卉诸卷首.是为序。

山川书吵如L
2010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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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tt说明

一、本书点校注释以明知县胡 JII阿华嘉靖《兴化

县志》刻本为工作底本。

二、本书点校注释时，对刻本原文按现代汉语

予以分段，并按现代汉语加标点符号 O

二、原刻本正文十六篇的篇头概说及书中的按

语、附录、诗文小序等句文字曾作缩进处理，区别

明显 c 点校注释时一句概况、附录、小序皆缩进居

中.按语问IJ 左缩右不缩，以保持刻本原风格 O

四、原安1] .本中涉及古代帝王、天子、诏令、

奏、国家、国朝、朝廷及土司职衔等字样.均有抬

头、空恪现象.点!交注释时.纯一按现代文版式紧排 O

五、刘本原文用字 J情况十分复杂，大量使用异

体字、俗字、古丰字、通假字。为更丰1] 于文化传承

和普及，本书除少数人名、地名和个别易引起歧义

的字外.均使用规范的简化字。

六、安IJ 本原文中遇有漏字.现径予补上，所补

字加[ ].并出注说明:遇有错字，视情况或不予

变动，或径予改正.亦出注说明;遇有衍字，不作

删除处理-但出注说明:通假字一般予以保留，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兴 1t 县志

出注说明 O

七、原刻本第二卷有几处印刷滤漫文字难辨.

则参校与其最接近的万历《兴化新县志》补正.并出

注说明 O 其人物篇分目标题为..名贤列传、代勋列

传、忠烈传、孝、 il隐(忠急逸、寓贤

{似以以"名贤、武勋、忠烈、孝行、隐 j逸更免』、寓贤"为当 O 然点

校注释时保持刻本原貌，不作改动 O

八、嘉靖《兴化县志》原版为竖排版，每版九

行，每行二十一字，分大字正文和小字双行夹注 O

点校注释本则改竖排为横排.原正文大字仍用大字

排出，原双行夹注小字则用小号宇单行排出。努力

保持刻本原风格。

九、原刻本人物篇中的人物传为大字，而杂志

篇中的方艺、方外人物传为小字。点校注释时，两

种人物传的大小字一仍其旧，保持不变。

十、点校注释者的注释、考校说明 I/\~ ..注

释"起头列于县志原文节后.并以楷体区别于志书

原文。"秩官表"和"选举表"表式中的注释、考

校说明，为便于排版和方便利用，用小字加[ ] 

随文夹注 O

十一、原刻本目录以篇分为十六门.未注页

号 O 标点校注本另外编加了四级标注页号的细目.

以方便检索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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