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干昌

、. 建

升昌〉 文
史
从

是
书
• 

有
1f她" z- AS 
迈

方司

二百 志

·4『·.‘, v 棕
flri 海
边- 峡

4不人出
A 版
d 发

J;次叫 行
芬IE



图书在版编目( (‘ l P ) 数据

福建省 1[1 Ji志综录 / 郑t谦主编. 一幅 1+1 :福建人民

出版社 . 2() IO. )1( 20 1 2. 5 ~~印)

lSB :.J D78- 7 - 2 11-0 618:1 - 3 

1 . ①拓i … 11 . ①王I~ … [11 . ①福建行 地方志 目录

1\ .(1< 29 :ï . 7 

巾国版本|冬|书馆 C 1 P 数据核字 (2 0 1 0)第 1 50 716 号

福建省旧方志综录

伟 者 ~IS' i:: U~ -j三编

出版发行: jT!jo 峡 ，'1\)版发行集 fil

h'{, itr 人民出版社
网 士止 : h\l l': WWW. fJl lph. CO nl 

地 址: 仙'，')-叫什i!j; 水阶 76 日'

经 销 : 11币il!'新华发行(集!列)行限Ji fE 公司

Ep 刷: h'，; 州 )J 人彩 "11 有限公斤l

地 址 ·福州 di 华林路 16 3 号斗"f 们 r 校<1 )去

开 本 : 7H7 也米 x 1 092 也米 1' 16 

印 ~lí: : I D. 2~ 

插 页: 1 

字 数. 川门

版 次 : 20 1 0 年 川门第 1 )阪

书 号 : ISH'-I 978-7-2 11 - () (j 18S :l 
{ 足 f介: 2:10. 00 )已

电 话 : 0591 -875:~3169( 发行部)

电子邮箱: fjpph7 211 (a! 126 . com 

邮政编码 ::~ :i O()O 1 

邮政编码 : 3500 1 9

20 12 年 5 月第 1 次 印刷1)

水 15 如1 平l' EII 装 j员 l让问题.影响阅诀 . ir'f {(接 l í'J j民 EIl厂 ì)，\14决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福建省旧方志综录

王 编:郑宝谦

协 编 : 林浩刘岳龙孙晓琛 黄玉英

参 编 : 林红专颜永坚杨汉章李彬源、

郭飞雄 王 捷刘 滨李莉

升寸~j、王长? 开y己告



郎 ' i .:: U~ . \). j，~ 市 . 1 ~):'l g "!'- iì 川 ' 1 :. . 副主~Zì 州州、 1 d'î 人 。 毕业 于 国

门大'于: Ý I 、 文系 1 ~)fì() - 19 Î() 11'- íU5 任拍 f fiìi 哇农学院漳州分院、华

(斤大学 19Î:~ 年起 íU斤 {I : f,'i'i ili ~ llj 范大学 i主1 IJì 't节、 1 1' 文系、 j刀史 系 l二

作. i1 lflJJj':t系 ':t ~M'介绍 l:j ili ì卖、 Ji ，ι'字:、 ~Î 黯棋 Jln 等 课利的教学 。

仲 毛主 I .j -I t ;; ':人- 文f-ì \\ 'i ' 1 .li.1 ， 'd 飞 斥象 U求总 '~~ )) 、 íí '1' 1""[1 犬义;史 料 11-:

编 . 11' r巨|卡 I : ~ 利于，院 4 中 1.r.:1 J也 震 JJj '12 资料 il ~ 编 》 等 |习的编篡 11

'1'11'.iJ也JJ"，ι总 11 1足耍 flr'i也行地区分主编 。 怦伏 1M í主省第 一次利于:

大会 (1 然利于:成果奖段 '1' I可 J也 i是历 业 ~Gi 料编辑委员会颁发 的荣营

ilE I~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U 昌

郑宝谦先生主慕的 《福建省旧方志综录》 终于刊行了 。 这是一部让文史界

同仁翘首以待的著作。 毫不夸张地说，它不惟是一部学术巨著，也是一庄资料

宝库;读者借此可以免却许多对于本省旧方志的检索之劳，而能获取大量相关

信息。 相信众多治史、治方志乃至治古典文学者都将从中受益。 《 综录》 的上

辑，包括福建历代所修各种通志(省志、府志 、 川、|志、斤志、县志)及专志 、

杂志的志书志料书目长编，收书目达 2700 馀部，存伎尽皆囊括，总字数达 11 0

多万;其下辑附录有近十种，对与志书有关的地名、人物考证精详，篇幅亦不

下百万字 气 煌煌巨著，精言要义，堪称史志学之大观。

郑先生的 《综录p ，正如其 《 自序》 所述"余篡辑是编，孤诣苦心， 人多

未喻，短棠斗室，铅柴辛勤 'J 典籍浩浩，坠绪茫茫，先生以敬恭桑梓之情、仰

慕楷则之心"窃效愚公，不辞其怠，叩石垦壤， 王屋遂移" 。 其治史态度之严

谨，搜抉精神之专注，篡辑工作之勤苦，沟为同行之矩范。 多年前，福建师范

大学全云铭馆长 、 黄寿祺副校长为本书作序时，即对先生的勤苦精神与用功态

度深为感佩，乃不惜华藻，倾心褒扬 。 金云铭赞曰"硕彦传薪 ， 其表绩绪，家

学渊源，根抵遂深J 黄寿祺称道潜心典籍，探睹索隐，穷年累月，孜孜不

倦，实事求是，以著一书，卓然自树，而成一家 。"诚如斯言，先生以超卓智慧

与过人心力，为社会奉献一份学术厚礼口 余亦深信，先生"真积力久"之巨著，

必为嘉忠后学的名山之作;贤者览此，必生高山 1Cl7止之心 O
从 1984 年至今，二十多年来，先生碎精竭虑，专注于本书的基辑。 无论风

雨晦冥、酷暑严寒，先生都沉潜于 《综录》 的资料收集与学术考证。 他昕夕往

返于宿舍与图书馆，心无旁莺， 专精从事，诚所谓"焚膏油以继善，恒几几以

穷年" 。 长期以来，先生离群索居、敬业忘身的精神， 在学界传为美谈。 先生著

书精勤，所可言喻者，精卫填海表其志，愚公移山 比其勤，绞人织素形其苦。

如若不信 ， 可以检视先生书稿:蝇头工楷书写，百万言如一式，可以想见其续

密 ;每校必有增补，再三再四，不厌其烦，可以想见其精勤;附录一增再增，



2 情l建省 ILI Ji忐综录

篇幅因之扩大， 几近十个门类，可以想见其浩博 3 环顾四周，当今省内学林罕

见有治学专精、 成就卓著如先生者;即方诸前贤大师，先生之精神业绩亦何可

多 4上 。

早在 1992 年，余即结缘郑先生 O 当时友人介绍，先生欲出版专著， 须申请

经费若干，托为帮忙联系 。 余见其大作甚有梓于学界，力为促成，先生更勉力

增辑。 如今一晃逾十七年，书稿字数较前已增数倍，所需经费亦复如是，而先

生精耕细耘，尚未歇手， 而今先行付梓的还只是全书之上辑ι 曹雪芹曾谓所著

《红楼梦~ "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 先生较此，实有过之 他曾

作诗明志 "我愿绞人勤提拾，不教沧海有这珠。"相信先生大名亦将随此名山

之著而流誉后世。 先生自甘寂寞，谢绝纷华，淡泊荣利，不趋热络，即或些须

酬劳，亦坚辞峻拒;署名之时，无论协编、参编诸贤，均求一一列名 先生仁

者之心还在于，对倡导者和助力者之不能释怀。 亟称此书之缘起实由全云铭馆

长、张立主任之倡议， 陈树田副主任之重视支持，廖宗冈IJ 、文IJ 可仪先生之细心

校阅，后学如连天雄、陈伟庄之勤于编务，吴莉鹰 、吴兰姐之精心录排，都令

郑老感激在心，必以称其名、著其劳而后快。 二十馀年来，展续不断，都有一

些学子参与 ，其后虽生徒星散，而先生仍奋志不懈，撰著愈力终获不孤有夺刽邻1严i 

之助

先生以英年强健之躯，膺此重任，风晨月夕，青灯黄卷，伴度数千个时日，

如今蟠发霜鬓， 衰颜赢体，常因心重所务，而忽略营卫，过时未膳，唯以饼饵

充饥。 对此艰苦生活， 漠然不顾，旁投远绍， 手不停披，唯精研细考是务 反

观眼下学界中一些人，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急功近利，不耻所

为，或假手生徒 ， 或借玉他山，机作巧伪，沽名窃誉，不一而足，先生与之相

较，具有云泥之另IJ 。 先生之业绩风概，实可起懦手去贪。 此书之出，相信可以垂

范学界，一振宗风口 巍巍上库 ， 应广 大师之选;浩浩委宫，愿多名山之作 "读

其书，想见其为人口"捧读大著，感佩莫名，令人生高山景行之情 先生布衣衡

门， 家徒四壁，唯富藏书;者宿后生，过从尚密， 俗务应酬 ，则脱略不事 孜

孜花花，专心一志， 故博学专精，底于功成。 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无

昭昭之名者，有赫赫之功，先生实足以当之J 唯先生入学精深， 贪多务得，细

大不捐， 以致所收专志、杂志长编内 容稍嫌繁冗。 求全之毁，仁者谅之 此书

付梓， 喜不自胜，赘叙数语，以书所感，言不胜情，望先生及读者察之

卢美松

2009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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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张立书记初奉修志之命，尝枉过敝庐征询鄙见。 适案头有 《福建省地方志普查综目 》

一书， lì ll 宝 i兼同志前年为省科委借用时所编印者 ， 余遂举以授之。 张书记阅后，亦以为方当

草创 ， 头绪纷繁 ， 得有一书 ， 可供摸底，按图索骥，幸ljï帧实多，因甚望能索得一册。 余乃将

此意函告宝谦同志。 不数日 ， 宝谦果持一册来，谓旧印分发已尽 ， 只得转向他人乞酶以应 。

此所向乞睡之人， 即当时福师大历史系毕业生林浩同学 ， 宝谦同志之及门高足也。 林生在学

H才，常随宝谦同志查找资料， 余曾亲批让其入库 。 师弟居恒皆极勤奋，且又潜心乡邦文献。

余甚嘉其志 ， jè盼其能对著述整理早获成果，以飨当 u.t 。 余虽老朽，已无能为，惟所望于继

且新人若长江之后浪也。 嗣问张书记已嘱历史系总支陈树田书记请宝谦就旧目重11日改编， 宝

谦承命且又邀约二兰学生参预其事，为此曾时来就余商榷。 且谓有诸生相助，众擎易举，固

大好事;然人多于杂，首宜严订体例， 1卑大家戚有所遵循，乃能有济。 宝谦于是亲定凡例，

余最赏其用标注办法，凡一时尚难确定者， 不妨先列入标注，以候他日 。 如此，贝Ij{里集资料

逐得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 ; 而著录内容又可如亚夫巡垒 ， 号令严明 。 宝谦不以余为衰朽，

望余能作指导，且以回勉诸生3 余但凭须发而居先辈.略无神益，弥觉汗颜。 他日书成，先

睹为快，为撰序作绍介，所不敢辞;倘在事前， 指手划脚 ， 转使三军不昕命于其帅， 此岂可

1l1~ !宝谦固请，余难违其意，但就一时所想到者拉杂言之; 若云指导，则吾岂敢 ! 所期襄佐

诸生，同心协力，务使纷纶众于，若出一人，集腋成袭 ， 不嫌拼读。 河间载笔，典范匪遥 ，

鼠目观戚，有厚望，自 3

余维宝 Wft之编是录 ， 但就学力而言， 知必胜任愉快， 固不疑其有成;况余幡然白发，尤

殷盼是书早出，将对整理乡邦文献有所神益 ， 久穿望眼，亦深冀其有成 ; 然观宝谦入校以

米 ， 迄难施展其才学，出 l' J有碍，谁谓天宽，此则又疑其能否有成;今卒际修志之昌期，得

i者生之襄助，于主谦尚多鼓舞忱惟望其终获有成也。 此余对宝谦编篡是书最为概括之言 ，

旁人料或*11俞其意 ， 今乃就此以分析之，亦期有以国 ìff生耳 。

忆宝谦七三年底来校，旋即下乡 ， 翌年春节期间， 参加突击搜集南海诸岛资料。 当时分

配任务 . 但充脊录 ， 然不数日 ， 己据所辑资料草就一文，同时诸人皆有望尘之叹。 该文除汇

印入内部资料七tlli外交部外，后并选载入地理系疆域地理讲义中 O 他如点校 《孙子参同》

等书.亦足占见其学)J 吾友林亨仁先生 ， 探究闽剧有年，于方言读音甚有造 i旨，欲广 《戚

林八音》 、 《 美今:八汗》 之选制 . 选字近万，广出异读 . 兼注方音。 知宝谦亦通晓此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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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为介，常来问字，宝谦日与讨论，每宇辨其形义，市其音声，对常见字之异读‘剖析尤为

周详，如"不" 字便举出十音以|二 ，俱有书证， 馀皆类此， 繁征博才 1 ， JLf驾陆大字书之上

吾乡老宿胡水步先生为畏庐老人入室弟子，问之亦;[倾倒 ，且未i呆 IfIi， ~，1; I j 订交 、 dfJJl 小&虫

月，谊然谢世。 其为老成之所爱重如此， f千于是知其编篓旧志综录之必将有成也

然余见宝谦初来校，即有若不释然者，至于今已十年矣，仍有若不释然者。 人恒以此责

宝谦，而不探寻其故，终难折服其心，益l叹世无昌黎 ， 局足以如|东野!故前年有果老教授南

来讲学，与宝谦本不相识， 经人介绍，匆匆一见，便有"人皆欲杀，我独怜才"之意，愿

作曹丘生。 此事见仁见智，看法不一，或以为主谦吁 "既来则安不j:1J存"见异思迁"之

想 ， 余则以为苟能如"郁彼高松，栖根得地孰不散羡?然井i挺不食，乃不得不转盼其迁

地为良 ， 冀或楚材晋用，读退之 《榴花》诗可怜此地无车马，颠倒苍苔落络英

感慨系之矣 ! 余尚记得某年抽i萨调!陪周E司l各单位人员组}成或临时组主伊织p只、 ，从事某书之注释，余曾举荐宝

谦 ， 未蒙邀准，至今尚留深刻印象。 其后宝谦为省科委借用，参加搜集古天文资料，协助鉴

定古星图等，能以自然科学知识结合古典文献进行研究，颇具特色坎荣膺省第一次科学大

会自然科学成果奖。 后又在省地震局领导下搜集地震史料 ， 送交社科院汇编成 I-L 两次外

借 ， 借用单位皆极倚重，然却有某教师衔命专程走访叮嘱.为"喊仓?且君"之事，此中舰

缕，非余之所能言，乃信宝谦常不释然，向才|工元故 。 更忆袅时阅 《桐阴情话~ ，己甫旧郭兰

石太史尝为编修十二载，不迁秩，京师I呼|呼于为" 金不换

然矣 。 又闻宝谦先人曾受业于严几道j先t己生之门，硕彦f专薪，其装攒绪，家学渊源，根抵遥

深。 初毕业时， ~PI姐陈作述先生编某《英汉热带作物词汇》 近万条 巳 |陈先生角丰收前协和l大

学毕业，精外文及植物学，执教多年，领导有方，诱掖后址，不遗馀力 ， 后因单位裁J散，两

人分手，此事遂罢，殊为惋惜。 今宝谦编篡综录， 所边困难正多，不得如当年陈先生之可为

奥援，能否随心决恤，挽j闹障川， f卑是录之编篡卒底于成，此则余犹不敢必也

所幸高弟林、 文 IJ二生，立雪情殷，步趋惟谨 ， j!!i有困难，亦能同舟共济，鱼沫相濡，使

宝谦终获 "不孤有邻"之助，贝IJ悬 《吕 览》于国门.为期当不甚远，余拭日候之矣 l

宁斋老人全雪铭先生首与张立主任商定，拟请余就 《普查综目 》 重加改编，以成新录

太原方志会议期间，张立主任即嘱陈树田系 总支书记向余传达此意 。 故此 《 综录》 之作，

金、张二公实为首倡，余则初惟jÿ.命，而非创始，湖流寻源 ，不敢掠美 (， 厥后宁老给予指导

支持 ， 亦最得力，屡蒙指点， 俨同航海司南，至为感佩 d 方冀青黎炳照，来日正长，何期一

夕呈风 ì瑾才在梁木。 今书既印成面世，执笔者亦自壮而老，青眸绿友，非复当年，先生馆合

久才目，更不及见。 而撰序冠篇 ，平承千金之诺，亦竟成广陵散，尤为无可弥补之遗憾 付印

之际 ， 卢馆长怂恿将此是年所作指导品勉之语录出，卉诸简端 J 更念二公后先凋谢，追维倡

始 ， 不克观成，怅隔夜台，弥深腹痛 巧 作者谨识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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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黄

门前各地方志编第[.作正在大力开展， I口志之辑用!与利用，便属其中项目之一。 旧志数

量极为可观‘蕴藏资料尤其丰富.乃祖国一大宗文化选产 ， ;\ .J 于从事生产、 科研、施政等方

面 l二作，皆j-/i~资仰镜 l 况今 " 四化"建设 ， 经纬万端，茹菲无遗，竞呈效用， 方志为吾民

族文化现宝，他山政Jî ，尤不容疑

然欲利用|门志，首、气整理|门志，欲整理旧志，史才1:先摸清!门志存底不可， 故将旧志目录

编 ，' l~ ， 实为先务 ε 五十年前 ， 朱 1. 京-先生始革命J { II I 同地方志综录~ ， 一九八五年，北京天

文 fT复编 H\ { 巾 国地方，牛(J联合 FI >jO , 1足 有 i俨士武 jt牛亦早在 E十年前已有 《福建方志考

11陷》 之作 . I~f f?各蓝缕 . Jfti血后贤， !顷功茂矣 !

再友郑料宝i和好学能i寺，对于福建地方志书 ‘ 钩稽尤深 。 尝本朱、萨诸先生所作，并

博考同内外!听。接福建省方志，若为 《福建省旧方在、综~~一书 l 其 1J)分通志、专志、 杂志

工二编，今 "j函忐编.， ~完稿， 即将付印 ，专志、杂，ι两篇， 亦在编写之中 。 宝谦不以余为

哀是.乞余-为之序

余维主 id~之撰是 | 5. 实欲编:-1-1， 一部福建省旧志之详(~lJ分类目录。 所谓分类，即将自古以

米直至解放为止 . FL属本省之大小志书 ， 以类相从 . 均予收录，并编定书 号。 所谓详确 : 一

是收集之书川，力求齐全 ， 已奋之旧忐 ， 不论有供，悉行收录，期无遗漏 ; 二是各书著录内

容，力求翔实 ， 目Il刘书书之修刊情况与存供情况逐项细致探明 。 修刊情况包括书名、修篡时

间、修篡者、纪事时 |恨、历次刊印时间 、 rlJ行者 、 藏板处或印刷所等。 存供情况包括存志之

吁前收藏.&1失忐之曾见~年录与征 rJ 1 条分缕析 ‘ 详而能明，现其凡例及代自序诗注，即可概

见 其用力之勤，实令人钦敬

余尝窃 l贝近日承学之士，往往假创新之名，标奇'\[异 ， 主观臆测，架空议论 ， 而不务实

学 ， 求如宝谦之潜心典籍，探颐索隐 ， 穷年祟月 ，孜孜不倦， 实事求是，以著一书，卓然自

树 rtrj成一家之学者， r;白不数数见。 余既喜宝 谦之 -IJ; 1与 成，而又得先读为快， 爱为之序而

。|之

公元一九八七年二 月 二十五 日，即夏历 丁 卵年且月二十八日，六庵老人霞

浦黄寿祺谨棋，时年七十有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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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序

近五六年来，全国各地都在积极编修方志，发扬我国史学中这个优良传统.实是可喜的

现象。 但这个任务必须建立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才能完成。 因此，修篡新志和整理旧志之间

是互相联系息息相关的，而编撰旧志目录更具有先锋向导的作用，所以也就成为首要的工

作。 第一，把历修旧志目录编出，可以了解当地的方志始修于何时，其后几度重修，最后续

修本迄于何时，这样也就明确了新志接续的起点 ; 第二，每次重修方志，为避免材料重沓，

卷1肤过巨，往往将当时认为不必要的记载删去，但被删削的从我们历史科学观点看来，去p含

有不少难得的珍贵史料不宜摒弃者，新志正要从这部分材料中吸取营养;第三，各种旧志由

于编撰人的才识、学养不同，故水平之高低有别，如加以比较，取长补短，有助于提高新志

之质量;第四，纵览一个地方历修诸志，可以考知各旧志编修时期当地政治、 经济的悄长.

人才的盛衰以及学风、文风的变化;第五，旧志中所记载的某些土特产、工艺技术等，有的

到了后来业已衰落，甚至失传，端赖这些记载使其中仍具有重新开发的希望，这对今日城乡

经济建设很有实际禅益。 诸如此类，都是今 日新修方志所不应忽视的。

惟编撰旧志目录，绝非易事 ， 决不是单凭抄录一些图书馆、收藏家的卡片目录就可以编

好的 。 担任这项工作的同志必须具备中国文史的素养，熟悉方志学与目录学，井有对科学的

钻研精神。 福建师大郑宝谦同志和两三个学生助于编撰的 《福建省旧方志综录》一书，我

拜读了初稿 ， 是较满意的 。 此书前载"以诗代序并加详注，正可窥见宝谦同志不仅熟知

学术源流，涉猎广博，而诗句本身，清新典雅，尤足视其学养之深。 嗣翻阅部分书稿，始知

此书旨在对福建省历修诸志，不论存供 ， 悉予收录，期元遗漏。 每书除注明书名、卷肤 、 作

者、成书年代及收藏者外，遇有疑义，必一一标注，细加考索;主修、 主篡人.乃至倡修、

预篡诸人，无不分别列举，以免?民没其劳绩。 凡此皆可见其治学之严谨。 此外，对列为

"供志"者，考虑到或因访求未周，或因诸家失录，而其书实仍存于天壤间，尚有重见天日

之可能，也体现了对文化遗产十分珍惜的心情。 代序之末，偶及个人际遇， 有 《太史公自

序》 遗意，亦属人情之常。

此书之水平，本毋庸我妄加减否，出版后使用者中如有硕学深思之士，必将作出公正的

评价。 尚忆约七八年前，我重到福建师大参观时 ，始与宝谦同志谋面，后来南北睽违，少通

音问，目前也不知道他的职任。 惟当时某老教授告诉过我， 宅谦同志曾协助他校订英人李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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瑟 《中国科学技术史》译本第一分册中的差误。 因他不仅长于文史，兼晓英语、理化，常

就科技期刊中提到某一项新发现 、 新学说，辄作七绝以咏其事。 我素认为咏物诗本极难工 ，

不流于{里俗， E!1l近于灯谜. 承出示若干首， 典雅精微，另IJ饶韵味 。 又闻其广征小学旧籍，考

定福州|方言字音， 积稿盈筐。 因我于此道完全外行，未敢问津。 当时他不过三十多岁 。 所闻

一些遭遇，曾为之惋惜。 记得两年前读报，载有哈尔滨某街道工厂 文革"后期，濒于倒

闭，幸赖 i支厂女书记大胆起用某一位沦落多年的工程师 ， 不仅使得该厂立即兴旺，且接受某

项重要机械设计取得成功，为科技界作出了巨大贡献 ， 遂被黑龙江省选为副省长。 当时我曾

写了四句芜诗名驹伏韧久无聊，骏骨千金享[5院招;伯乐纵然善相马，求贤毕竟待燕昭。 "

不过，目前正是百业振兴之时，各地求才若渴，将会有知人善任的领导， 发挥宝谦同志的专

长，使他在文史领域中能尽其才11巴!

熊德基虎年序于北京，时年七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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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旧方志综录·通志编》 撰次粗就 ，

j曼赋小诗六章 ， 用代自序 ， 兼纪岁 月

远从典午溯权舆 ， 坠绪茫茫意未舒 3 硕果晨星存赵宋 ， j.字熙 、宝前重瑶E与

《隋 书 · 经籍志》有《眈间传》一卷 ， 不著撰人 ， 亦莫详其编暮年代 ， 故间省方志其著

作时间之可考者 ， 当首推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甲午 ( 394 )晋安部太守陶雯修暮之 《 闽中

记》 。 原后若萧梁武帝 中 大通问 ( 529 - 534 ) ， 顾野王撰《建安地记~ ， 唐宣宗大中五年辛末

( 85 1) ， 林语撰 《闽中记} . 末仁宗庆历二年圣午( 1042 ) 、 林世程重辑 《 闽中记》 、 高宗 f[j

兴四年甲 寅 ( 11 34 ) ， 曾师建撰《闽中记> ， 踵事增华 ， 亦皆足述 ， 惜诸书并(失.仅太元、

大中 二《 闽中记〉尚有金必王氏《汉唐地理书钞》辑本(王漠重订目录第三展 《 浙间古地

理书目》 列 此二记 ， 而 1 961 年 3 月 中 华书 局版《汉唐地理书钞》非属足本 . 故犹未载 ， 详

见张国 淦《 中国 古方志考 · 叙例》第 2 页及中华书局《汉唐地理书钞》出版说明) ，庆历

《 闽中记》有蒲忻张氏《永乐大典》辑本 . 绍兴《闺中记》有《三山志》引文 宋志之传

世者 ， 今惟上海 、 台湾两地各藏有不同版本之淳熙《三山志》 ‘ 日本内阁文库尚藏明万历四

十 一年要丑( 16 13 ) 间县林林校刊本 ， 北京图书馆藏有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旧物宝话 { f山

茹志》抄本残卷 ， 如是而已 ， 硕果晨星 ‘ 弥足珍惜 窃以为如能芸集此不同版本.施加互

校 ， 印 行传世 ， 继承往哲 ， 喜惠来学 . 其有功于乡邦文献 ‘ 良非浅鲜 台湾方志学者及旅台

福建同 乡 ， 倘能声气应求 ， 共襄盛举，股子望之 !

明清方志大张皇 ， 宝藏元穷此蕴藏。 汲11端资有修绩，更催"阿化" 可1腾骤

吾国地志肇于 《周官 》 、 《禹贡> ， 渊源极早 ; 追明清间 ， 霞蔚云蒸 ， 遂臻全盛 间省县

级以上政区 ( 省、府、州、 厅、 县) 之方志 ， 据初步统计 ， 存者共 289 种 、 中明清两代修

篡者居 227 种 ， 占 78 . 5 5 9毛 ， 供者约 361 种 ， 中明清两代修莘者居 255 种.占 70 . 64 '1( 卷

快浩繁 ， 内容宏富 ， 诚不可多得之瑰宝，以视西方诸国 、 但有《耶路撒冷志 》 、 《 大不列颠

志 》 寥寥数书者( 转引英人李约瑟语 ) ， 真不可同日而语也 且古今巨著 ， 每多取材于是:

昔孔子采百二十 国宝书 以成《春秋> ， 实为百世以下利用方志之~范 厥后如班固撰 《 汉书 ·

地理志 > ， 司 马 光撰《资治通鉴} . 顾炎武撰《天下郡国利病书》、 《 肇域志 》 、 朱彝尊撰

《 日下旧 闻> ， 钱大昕撰《辽史拾遗)陆心源撰《宋史翼} . 无不征诸郡固地志 近人若章

鸿钊撰 《 古矿录> ， 堂可祯撰《五千年来中国气候的变迁 ~ . 李约瑟 .J oseph Needham 撰 《 中



《 福建省旧方，ι?';f- ;R ' 池，ι编》 撰次粗就 ， 漫赋小诗六章，用代自序 ， 兼纪岁 月 9 

国科学技术史} ， 咸以方志藉作羹材 ， 尤为彰明较著 。 日本学人利用《八闽通志》、《霞浦县

主》之资料 ， 撰文著论 ， 促进渔业生产 ; 桑田 ，需藏利用闽、粤方志撰《蒲寿庚事迹} ，美农

林学家施永恪 Wal le r Tennyson Sw ingle 参考闽粤方志研究福桔、广柑生长规律 ， 皆成绩斐然 ，

啧啧人口 乃至近年天文学家徐振韬优俑 ， 摄拾方志中十七世纪之大阳黑子纪录资料二十 三

条 . 她创己见 . 友为宏论，一新世人之耳目 ; 其 中 六条且在太阳活动衰落之蒙德极小期

Mauncler minimu lTI (天文学上以称自 1645 年[清顺治二年乙西]，至 1715 年[康熙五十四

年乙未]间太阳活动衰微、黑子数相对低落之期间)内，尤为难得(按 : 十八世纪后期西

方天文学教科书声称 "十七世纪后期太阳无黑子近来虽不如是武断，然犹以为 " 蒙德极

小期中几无出现黑子 电 至少在 1 672 - 门04 年间，太阳北半球迄未出现一黑子 ， 仅 1660 年与

1671 年各出现一黑子而已 " 。 追徐氏之论一出 ，表明蒙德期中我国史志仍有六次目视黑子纪

录。 且按天文学规律 ， 肉眼可见者往往属于濒近极大年之黑子群 ， 一般尚伴随有肉眼不见之

大量小黑子 零阳白璧 ， 容有微瑕 ， 而谓碧空净绝纤尘 ， 未免过于张大，昔人云纣之不

善 . 未若是之甚 " 者 . 正类此耳) 。 故 1980 年 2 月 4 日《泰晤士报》一经披露 ， 举世瞩目 ，

虎观谈经 . 辈声国际 ， 方志之可以古为今用而大有禅于 . . 四化 " 者 . 斯可见 已 。 晚近颇闻

科学界利用方志以研究万有引力常数 、 地震规律、极光现象、文献报矿等 ，皆有可喜之成

效 展望将来 ， 方兴未艾 ，必能干推动科学进展之中大放异彩 ，自 无疑义 。 世之治古典文献

者 ， 辄患献身 " 四化 " 苦乏津梁，苟能取资于居全部古籍十一以 上之方志 ， 定当受用不尽。

灯火阑珊 ， 那人正在，凡诸有志 ， 主兴乎来 !

水火.úl.兵妒简编 ，几多图籍散如烟。 旁搜远绍存鳞爪啕典也金豁启后贤 。

孙承泽云嫖如之侈，造物所忌 。 " 吾国古籍 ， 散铁板多 ，地志亦何莫不然 o 年代远

者且无论 ， 即如清乾隆四十二年刊王宝序慕《南靖县志》 二 十卷 ， 前年便同故宫所藏孤本

已霉烂不可读 。 譬若老成 . 又弱一个 ， 为唏嘘叹息者弥日 。 因念前人已见及此 ， 故有致力于

辑快之事 、 如金茹王漠《汉唐地理书钞》之辑 ， 其中便有闽省供志数种 ， 导夫先路 ， 厥功

甚伟 ; 蒲士斤张国淦先生继起，亦从 《永乐大典》中大量辑出诸志快文 ; 近来福建师范大学

图书馆、上海师范学院图书馆先后俱有 { I恼汀志》辑仕本 ， 踵武前贤 ， 亦不可没 。 此项工

作 . 今后尚可大力开展 ， 余先草成供志存目(即本编之 " 铁志部 .. ) ， 冀于操是业者或有 引

线穿针之一助耳

域中毕l叹供 《河图} ， 蓬山开欣传一本J瓜。 愿得微之判死保唐元棋 《栋珠行》 有"海波元底珠

沉海. .:/幸珠之人在IJf巳J革 " 之句.不敦沧海有遗珠。

邻邦日本自来收藏汉文古籍甚富 . 且多中土侠书 〉 彼国仁和 、 宽平中 (约 当 唐{喜宗光

启元年乙巳 ( 885 )至昭宗乾宁四年丁巳 ( 897 ) ， 藤原佐世据日清和天皇贞观三年乙未

( 875 ) 冷泉院烬馀唐以前流传书奉软编 定 《日 本国见在书目 ~ ， 分 40 家 ， 收 书 1579 部，

16790 卷 . 中 《 子部 · 老子类》收书 26 部 ， 不见于 " 隋志 " 、 " 两唐志 " 者 20 部 . {集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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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类》收书 6 部， 不见隋"志

《侠存书目} ， 收中土 已快被邦尚存之书，经、史、子、 集共 125 种 ， 外力口附录多种 。 即此

统计 ， 已甚可观， 倘更深入探求，遗珠容当尚有 。 清光绪八年圭午( 1882 ) ，使臣黎庶昌曾

访得快书 27 种 ， 经杨守敬辑校成 《古逸丛书 } ， 于光绪十年甲申( 1884 ) 就东京使署影干iJ.

再传中土。 近年傅衣凌赴美讲学途经日本 ， 亦携归复印日东洋文库藏本明叶春及 《惠安政

书 } 5 册 ， 后 于 1987 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印行 ， 时亦以 为快志 ( 按~惠安政书》收入

《四库全书 · 集部 · 另 IJ 集 · 石洞集} ，载台湾商务 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第 1286

册，尚非仕志，四库目录及索引 皆但标《石洞集》之名 ， 非翻阅所含内容 . 难从检索发现，

故至今尚多以为国内已快 ) 。 黎、杨与傅，皆留心文献， 名 山搜访 ， 异域探寻 ， 遂使柱下添

藏 ， 后先辉映 ， 皆足传为佳话 ， 而播誉书林。 余频年留心搜集此类资料 ， 亦发现若干被认为

"铁志 " 者 ， 今在日本尚有收藏 : 如顺治十六年己亥( 1659 ) 孔自沫修 ， 杜汝用幕 《延平府

志} 1 + 22 卷 ， 万历二十年圭辰( 1592 ) 孟冬至二十一年陆以载修、陈世理慕 《福安县志》

9 卷 ， 万历四十年f子( 161 2 ) 孟冬序刊杨国章修 、 黄士绅篡《惠安县续志} 4 卷 ‘ 道光十

年庚寅( 1 830) 至十一年正月章复旦、金涛修 ， 蔡锺鸣 、 蔡鸣凤篡《尤溪县志} [0 卷等皆

是 。 意者 ， 天壤之大 ， 恐沧海遗珠正复不少 ， 若能力口意探求 ， 庶不 11-没，诚美事也 「 在昔拿

州 残稿 ， 得自卖俑 ， 古文《孝经} ， 归从海外，所冀惠施潜心搜聚 ， 渴者肆力访求 ， 侮孤本

重干11. 散亡复集 ， 千章万卷 ， 日见流通 ， 吾愿与普天下有心人共矢斯志也 Q

狂)泸文献合侯蜻，路 H在敬恭桑梓情。 著述藏山吾岂敢 ， 勉从挡'墨答异平 一

莺岛、匡山倦羽归，石渠两度叩瑶扉。 草玄微意如1谁会 ， 正恐翻贻覆ifli Ì，几 U

余前后数次为外单位借用 ， 曾参加庐山、厦门等地有关方志会议 ， 两度赴京查阅志书 ‘

并获识方志学泰斗朱蓉江先生士嘉 ， 亲承教诲 ， 受益匪浅。 继又应省科委之命 ， 随二三同志

之后， 合撰《福建省地方志普查综目》等书 。 当 时虽 蒙省第一次科学大会附入其他古天文

学研究项目， 列为全省科研成果奖 ， 而草率成书 地漏不少 ， 谬种流传 ， 尤难辞其咎 耿耿

私衷 ， 久思刊正， 遥巡未果 ， 良用悚惭。 故有机会重编 ， 悼偿宿愿 ， 敢不勉竭鸳验 ， 自忘谱

陋 ， 力求补正 ， 冀赎前惩 。 固知兹事甚细 ， 智者弗为(借用陈垣先生语) ， 窃效愚公 ， 不辞

算番，叩石垦壤 ， 王屋遂移 。 夫文史本非素习 . 滥竿之哨 ， 自属必然 。 另|不务正业，学殖凤

荒 ( 余初就读厦大化学系 ， 继又诵习 f去卢文字文革"下放 ， 笔现久疏 ， 要 丑以还 ， 改行

工作 ， 上库西席 ， 徒系钝瓜，轻鸟重鱼 ， 杜陵浩叹，霜毫雪颈，白傅深哇) ， 每借酒杯 . 浇

兹块垒 ， 知我罪我 ， 其惟《春秋》 。 余篡辑是编 ， 孤诣苦心 ， 人多未喻 ， 短柴斗室 ， 铅菜辛

勤， 辄诵斯言 ， 寄深慨焉 !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岁在柔兆才是提格，月当头之夜，郑宝谦未是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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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全书定名

书名 《福建省旧方志综录》是在着手编写之初按照当时设想拟定的。 现在印出的成书，

真实际情况与当时设想存在不小的差别 。 如果两相比照，认真考虑一下，设想拟定书名的涵

义与今天成书实际内容不是完全契合;但若含泪一屿，似乎也可说的过去。 现在就把前后情

况且一说:当初设想、编出的 《福建省旧方志综录机涵义远较目前广阔，福建省是指历史上

福建省辖境之地， 具体地说.包括了台澎地区;而今仅指当前福建省辖境之地。 设想编的目

录是严格属于旧方志 旧"这个时限指的是 1949 年前成书的方志"指的是通志、专

志、杂志二大类的志 二I ~ ; 而目前成书却含有仅属志料而不成为志书的内容，时限也有在

1949 年之后者 : 由于解放之后，省内不少地方人士如萨嘉捷 、 萨伯森、郑丽生、王铁灌、

张善贵诸先辈，编出不少专志，或是搜辑一些志料， 填补 f前此的空白 ， 这些也构成专志的

一个重要部分n 如以这些书提写时间晚于 1949 年， 受到时限限制，未予收列，委实可惜。

故专、杂志收录范围予以放宽，宽在如下两点: 一为时限延至 1949 年以后 ，不受限制; 二

为不成志 iJì仅属志料者亦子收列 。 这样，势必与总书名 " 1 日方志综录"会有抵悟，似乎称

《专、杂志志书志料问目妖编》 更为确切。 至于名为"综录当时指的是要编成兼具收藏

日录、版本目录、解题目录三种性质的综合目录;而 曰前成书只有 《通志编 · 存志部》 所

列诸书确是经过普查 ， 对现存传本罗列了本地、省内、省外、国外四类 LI生藏者 ( 包括收藏

的单位和个人) ，算是比较完整的收藏目录;而专、杂志仅就所知略举一二收藏者，还称不

|二是收藏日录 全书对存志基本亦仅列出现存传本 电 对其已供不传版本还未细考列出，诸传

本间的系统关系，多半亦未探明 。 可以淳熙 《三山志》 为{ýl1: ~三山志》 梁克家初撰成在南

宋孝宗淳熙九年-f:寅( 1182) ，朱貌孙续篡成在南宋埋宗淳桔八年戊申( 1248) ; 今存传世

I=J J本仅有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类fI. ( 1613 ) 林材校刊本与明思宗崇祯十一年戊寅( 1638 ) 

林弘衍越山草堂: 1斗 l本二种。 早期著录则有《文献通J号 经辑:考》、《宋史 · 艺文志》与徐蝴

《红雨楼 阳才 ~ o {)且考》与《宋史》 著录书名为《民乐志~， ~红雨楼书目 》 作 《三山志》 。

《红雨楼 |到书》云是"万历 三 |二年圭寅( 1602 ) 编成而其中 《明诗选》 所引有启 、 祯作

肯及南明可1、光元年乙 l坷 ( 1615 ) 殉节之陈元龙，贝IJ其补续断限当在清初。 溯自淳熙九年至

万历四十一年共历 431 年，当有 《通考》与《宋史》 若录之不明版本及林材刊前谢肇涮、

E宇曾以见示之马森家人传抄本 . 今皆莫知其详 、 现转录所列诸版本中，谢肇涮小草斋旧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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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与郑开极对勘小草斋藏本校刊本 。 据谢肇油IJ卒年为天启四年 l尹 子 ( 1 624 ) ， n j' ;i二 为当间万

历四十一年林材刊本系统 ， I~东女11张德荣抄本 、{pt:j J车全书》 所据两谁马裕家藏本等 . 始忏属

于崇祯十一年林弘衍刊本系统 而中华书局 1 990 年 5 月 《宋元方志丛 I~n 第 8 J肘影印所称

" 马森旧藏抄本\书前印有万历要丑林材序及崇祯戊寅林业衍序 . 显已表明屑于崇祯 1 . 一

年刊本系统，谓为 "林材刊前即肇制 、 正宇先以见示之马森家藏传抄本\ M系伪托。 编撰

年代较晚的志书， 一般虽无已供不传之版本，然传本非一，书未经 11民‘单凭转求，版才又 1ft

误，在所不免。 综上所述 ， 全书著录版本多欠精确，自元疑义 。 至于本欲拉: { I且| 库全阳，总

目提要》 之例各书悉附提耍，更未做到，仅将撰有提要之如l 见四家书目 ( { 四 !辛全书总 |斗 》、

台湾商务馆出版王云五主持重校 《续修四库全书提要》 、齐鲁书社 1 987 年 8 J-l 一版陈光贻

编 《稀见地方志提要》 、台北以美图书公司出版金恩晖主编 《 中国地方忐总目挝~~ )所撰

各该志提要之册卷页次列于各志之上，以便寻检 。 由此可比.原始设想与成-I 'ì 实际存在不小

差距，这一缺憾只能寄望于后继者来弥补。 现有问名仍沿旧拟， 自句有闹肌l不1佩阳呱l

器失其制而不为棱"之名实不符之病。 但因苦于找不到适当的替代名称 j茎仍因循术改吨

明知有欠妥贴，权且含1昆支喜，况有朱土嘉之书秒rlJ可援 ， 立名亦未必全属无1tti

二 、若录项目

( 一)书名

1- 本 " 名从主人" 之旨，书名悉按原书本名及印本卷揣著录，不稍擅作更变

例见 S 333 1 、 3351 、 339 1 、 365 1 等志

H 书名附有冠词 ， 亦仍其旧

1.书名 j加11川1]冠词"新修

2. 书名称"新志" 、"续志

3. 书名前冠朝代。

4. 书名前冠隶属政区ο

( 二)分类

所收各书先行归类定位。 类别采取多层次区分，各类层次多寡不一，其最后

层次为最小类 。 下将所收忐书依其成书先后编44·收夕IJ 0 

1. 全书分正文 、 附录 i从i大部分.作为 k 、 下二辑先后出版 二辑各有 门 录 . 分见二

册书首。

11 . 本录原拟按方志学分类分成通志、专志、 杂志二三编 ， 平等分列 ，制 |对专、杂二在;

所收书目未经妥善整理删定，仅属初稿，故合并 ~史称 《专杂志志 1 ~ 忐料书 门 长

编~， .. 长编"之下分列专、 杂二志。

l 通志系指以政区划分，横扫l' 门类 . J.!丑记一地全面情况之志-t~ ) 县以上政区分有

级、府级、县级三个级次 : 县以下政区即乡镇，不再~IU分级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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