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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由储家藻续修，徐致靖篡的《上虞县志校续)) (下简称《校续)) )是上

虞这些历代志书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志书 O 此志正文共 50 卷，卷首卷末各 l 卷，

共 90 余万字，分方舆、沿革、职官、选举、列传、舆地、食货、建置、学校、

武备、经籍、金石、杂志及文征 14 类，其体例多仿正史或前志。志书中选用

10 余幅图，虽无今日测绘之精准，但亦与旧志多有超越，志书还制作了大量

的职官与选举表。此外，此志凡例颇详，共列 18 条，概说各门类编篡之方法。

我们在阅读此志的过程中，颇觉其编篡方法、编篡特色及志书本身对于当今

修志仍具借鉴意义。

一、关于《校续》的编篡过程

上虞修志始于元代，历明、清及民国，官私修撰的县志不下 15 种，其中

宫修元代 2 次，明代 3 次，清代 4 次，民国 2 次;私修明代 l 次，清代则有

邑人王振刚、沈奎仙对上虞志有过增补和刊误，分别有沈奎仙辑，王振纲续

辑的《上虞志增补~ 24 卷、王振纲篡《上虞志备稿~ (不分卷)和沈奎仙辑、

王振纲续辑的《上虞县志刊误)) 5 卷存世。这些地方志书都记载了上虞的自然、

经济、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历史，包括人口顷田、赋贡物产、农田水利、自然灾害、

人文盛衰等，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

然而自元代至清嘉庆以前的上虞诸志，卷数多在 20 卷及以下，文字多在

20 余万字，且万历《新修上虞县志》之前的 5 部县志均已不存，其志书的篇

目无法了解，仅在后代的志书中看到一些旧序以及引用和参订，从而使后人

了解，在徐待聘篡修万历上虞县志之前，尚有多部志书存在过。现存最早的

万历《新修上虞县志》藏本也较为稀见，原刊本在全国仅天津图书馆、中国

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图书馆收藏，浙江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上海

图书馆的为残本。而上虞图书馆所藏即为明万历三十四年刻本影印本和仿古

本，是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所藏本为蓝本，以浙江图书馆藏本为参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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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保持志书的真实原样，从而也比较真实地了解此志的全貌。万历《新修

上虞县志》至光绪《上虞县志校续》间，上虞先后在康熙十年( 1671 )、嘉

庆十四年( 1809) 、光绪十六年( 1890) 三次官修志书，但各志亦多"疏漏

不文其间上虞士人如沈奎的《虞乘刊误补遗 þ ，王振纲的《虞志备稿》

等则对嘉庆《上虞县志》等之前的历代志书多对其刊误、中l、漏和增益。

光绪十六年( 1890) 由唐照春修，朱士献等篡的《上虞县志)) (下简称

唐志) ，共 48 卷及首 l 卷末 l 卷，此志"搜采浩博，体例精严，视嘉庆以

前诸志，疏陋不文，举莫与比。"然此志由于唐照春的调任阅数月即衷

然成快，盖未暇博考详订有必然者。"自始事迄成书，未及一年，克期告

藏，外误遗漏，在所难免。"因此都人士以为未昭信实也，于是以通详

立案，设局重修，请于今令储公。储公"即储家藻，号仲璋，直兴人，

于光绪十八年七月至二十四年六月任上虞县令，在虞期间，多有政声，颇关

注水利，其修志之功也不可灭。最初觉得"兹事体大，盖姑待。"但都人士

一再要求重修，于是储家藻同意开局重修，并邀同乡徐致靖主其事。徐致靖

( 1844 ~ 191 7) ，字子静，江苏直兴人。光绪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

累迁侍读学士，至内阁学士、署理礼部侍郎 O 他碍于储家藻的多次邀请，于

光绪二十二年夏至上虞，或实地采访，或与士人相商，之后又"取新篡各稿，

与原书互相校勘，参之旧志，证之史籍，误者正之，阙者补之，率者详之，

赘者省之，去取未审论断未允者斟酌而慎订之;又据近五六年中采访各条之

可信者，屡续而增入之。"历时一年左右，总成《校续 þ ，颇受县令储家藻

及都人士的认同 O 原本共二十册，天津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

浙江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台北有《中国主志从书》影印本。

二、《校续》的编篡特色

(一 H校续》为篡辑体志书。篡辑体志书最大的特点"信载籍而不信传闻，

不考旁稽。"篡辑体志书是乾嘉时期的一个重要流派，其代表人物为钱大昕、

戴震、洪亮吉，这一流派亦称考据学派，由于尤地理与资料，故又称地理学派、

篡辑学派。同时《校续》的编篡者还以为前人著作不得掠美，凡有援引，

概注书名;其有采摄成篇者，则逐段注明所据何书;如文有剪裁，事本群籍，

则每条下总注某书某书 o 正因为此志逐段注明出处，导致志书文字规模的

庞大。

(二)提出"实事求是"的编篡思想。《校续》是在唐志的基础上进行

的一次修寨，是唐志的校续，即大多内容承袭唐志，对唐志作了大量的刊误

补遗，且根据采访增加了唐志以后的内容。正因为唐志有诸多的遗漏和外误，

也有不少"未审论断未允者斟酌"的内容，因此，储家藻在《校续·序》提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志者，所以志其事之实，而必求其是也。"而此志的《凡例》中也写道兹

编义取正伪补阙，凡原书外误遗漏，及空言论断未见确当之处，或更正，或删除，

惟期实事求是，并非故与为难。"志书中对一些历史，在列举诸多资料出处

的同时，对前人无确切证据的，或臆断的尚难定论的，多存以备考， {校续》

有多处附考，如上虞诸多舜迹的附考，职官表、选举表后的附考。再如不少

正文有诸多的"案多与正文相左或存疑，亦为考证之类的内容。

(三)章学诚方志学"方志立三书"说在此志中有所体现。在《校续·凡例》

的第一条就说志书即古国史之遗，春秋之义，首书春王，所以大一统也。

会稽章实斋先生《永清志》首列《皇言L 即宗斯例。仿而行之，首卷恭纪《天

章> 0 "其内容多为与上虞人物和事件有关的"皇言"或奏疏。章学诚的"方

志立三书议"学说在《校续》中也有很好的体现，章学诚以为方志直立三书，

即志、掌故和文征。掌故记录典章制度，文征收录文献资料。《校续》在"志"

以外，特设"文征"八卷，内编四卷，外编四卷，其中内编收录上虞人和上

虞籍人相关文献资料，外编则收录外籍人士叙述上虞人物与事件的文献资料。

至于"掌故"即典章制度的记载虽仅在极少数的卷章如《武备》卷中有所体现。

章学诚所倡"方志立三书议虽然在他所寨的《和州志)) {永清县志》及《湖

北通志》中各有表述，但由于章氏所编志书由于诸种原因，或不成稿，如《和

州志》仅存"序例" , {湖北通志》仅有《检存稿 L 而《永清县志》仅有"掌

故但没有"文征故《校续》实为章学诚"立三书"理论有所体现，

虽没有完全汲取，然亦为他志所不多见。

(四)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此志一个很大的特色是记载了大量的人物

与人名，不仅记载了如度尚、顾雍、龙泽i峰、刘书田等名宦，王充、基毋俊、

谢安、倪元璐等名贤，还记载了大量德、业、孝、友之民间人士，如记载了

经纬、连仲愚等热心社会公益的立德之人，也记载曹娥、朱娥等孝德之人。

值得一提的是， {校续》还列载了大量在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被太平军伤亡的

众多上虞的官员和平民。此外，还可以从文征中看到不少中国历史上的名人

与上虞名士的交往，如朱嘉与上虞潘友恭、潘友端的诸多探讨理学的书信来往;

如文天祥与上虞刘汉传的书信来往;如全祖望、毛奇龄、章学诚、李慈铭等

为上虞名士撰写传记、行状或墓志铭等。从这些名贤、名宦及诸多民间人士

的记载，可以看到编慕者的以人为本的思想，也反映上虞自古以来名人萎萃，

人文底蕴深厚的地方特色 O

《校续》关注民生，凡与民生相关的人和事，都加以浓墨重彩的记载。

上虞枕海面江，水利是上虞的命脉，故关乎民生的水利特详，分海、江、河、

溪、沟、浦、湖、股、山塘、堪、坝、闸、堪诸条，志书之所以特详水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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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水利关乎农政，尤其是境内北乡三湖，其迹最古，而其利害为最巨，

故其事视他湖肢为特详，如夏盖湖， <<校续》在"山 )11 "门下有"夏盖湖"目，

在"水利"门下亦有目，且记载尤详，叙述夏盖湖自宋代以来改湖为田和还

田为湖的反反复复的过程，而且载录了不少有识之士对"改湖为田和还田为

湖"利害得失的奏议，仅"水利"门下夏盖湖条文字规模多达数万字;皂李湖、

西溪湖、白马湖以及上妃湖等，也记载着大量的"改湖为田和还田为湖"的

内容。再如海塘、江塘的记载也十分详尽，海塘、江塘关系着沿海、沿江居

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历代上虞官员和民间有识人士对此高度重视，也得

到绍兴府的官员的重视，在"水利"门海塘、江塘条下，也大量记载府、县

官员和民间人士兴筑水利的事迹，如康熙五十九年，绍兴俞卿、上虞知县王

国棵共筑海塘，孟腰专门俞卿筑海塘赋《海塘歌> 0 再如乡贤连仲愚，善干事，

不避劳怨，其尤尽力者在江海塘工。"道光季年，洪流啃堤，连决大口十有

七，邑令张致高贷库银三千两，委仲愚筑复，计长万余丈，自此经理三十年，

水不为患，亦不请公帮焉 连仲愚晚年为善益力捐，置敬睦堂、义田、管

塘会田及义渡、义家等田，建捍海楼于孙家渡，并著《塘工纪要》四卷。连

仲愚死后，其子连茹、连芳、连裔继父志修复海塘、江塘及其他水利设施，

造福桑梓。

除兴修水利外，对于民问办学即义塾、民间施药、施棺、掩埋露骸， ~校

续》有记载也较详尽，不仅记载了兴办此类慈善事业的人和事件，如连氏家族、

经氏家族、罗氏家族等较多人积极参与，而且他们在兴办过程都有较为详细

制度和管理方法，可为后人借鉴。

(五)注重消亡事物的记载。志书为什么要重视对消亡事物的记载呢?

笔者以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向后人作交代。志书的一大作用就是"存

史存史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使后人了解这段历史，知道历史的原貌，另

一方面也为后人提供研究和借鉴。消亡事物或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

原因，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被历史淘汰了;或因为当政者一时的政策失误

或其他原因，使事物暂时消亡，事后又得到恢复。这种情况在历史上也是屡

见不鲜的 O 再如绍兴的禹庙，始建于南朝梁代，但在十几个世纪中几经毁坏，

面目全非，然也屡废屡建。那么这些事物，如果没有志书记载，或许永远毁

坦了 O 但事实上，如禹庙， 20 世纪 80 年代重新修复时，就是按照历代地方志

予以修复的 O 这种情况事实上各地都普遍存在的，可见志书记载消亡事物的

重要性。再如严耕望先生在他的《治史问答》中谈及《仙人唐公房碑> ，此

碑现藏西安碑林第三室，此碑有云公房，成固人(今陕西城固县) . 

王莽居摄二年，君为臣吏(汉中郡) ，……是时府在西城，去家七百余里。"



然而乾嘉考据学家阎若暖怀疑《汉书·地理志》各郡国第一县就是治所的传

统说法，认为"汉中郡治所是南郑不是西城"的例子。《汉书·地理志》中

汉中郡第一县列了西城，而阎若嚷认为汉中郡实治南郑，不治西城。按《汉

书·地理志》所记汉中郡的辖境是汉水流域的上半部，西至汉中(南郑)小

盆地及其四周山岳地带，东到武当山及筑水(南河)流域山岳地带。南郑县

是汉水上游小盆地的中心，经济物产比较发达，又为西汉京都长安到蜀(今

四川 I )交通的要冲，而西城在今陕西南部的安康县，虽地居中，但已是山区，

就作为一个郡府的条件而言，南郑诚然远比西城合适。而且南郑很早已为名

城，汉高祖刘邦称汉王时就建都于此。而东汉汉中郡又实治南郑，为此阎若

嚷断定《汉书·地理志》中郡国第一县不一定是郡国治所的最坚强的例证 O

《汉书·地理志》是根据西汉末年元始二年的版籍所写的，此碑所记正在西

汉末年，是西汉末年汉中郡府在西城的铁证。阎若嚎可能没有看到这一碑文，

就此否定了前人的结论，结果是纠"错"更错了 O 志书的另一大作用就是"资

治 o 志书不仅仅是为存史而侈，前文谈到，存史的一个目的就是为后人提

供研究和借鉴。无论是研究和借鉴都具有"资治"的内涵。比如，汉代楼兰

古国、宋代泞梁城的消亡，主要原因是自然灾害，那么在自然灾害的背后有

没有其他原因，比如人们的过度砍伐，使森林遭到破坏，导致气候变化，沙化、

水灾终使旧日繁荣的城市被沙和水、泥土所覆盖，通过这些记载就是提醒当

政者如何处理建设与环境的关系 O

《校续》中于《金石》尤为详备，编篡者应出于上述两方面的考虑，在其《金

石志》篇末中说虞邑金石文字，汉晋以来，散见于他书者不少，求其现

存十不获一，其存者又多文字溃、册，难供摹揭 O 邑钱汉村玫有《上虞金石志略)) , 

山阴杜尺、庄照作《越中金石记~ ，本之自元以前，采获略备。钱氏之力可

谓勤矣。数十年来，风霜兵焚，较汉村时又多磨失。今不治，后来其何考焉?

爱就碑喝完善者，详载高广之制及字数款识，其久经剥蚀椎拓无从者，亦采

群书所记备录撰书姓名，自汉迄明，略可睹矣。清碑记，不胜枚举，择其尤

要者录之。" 因此， <<校续》又云"吉金乐石以时代为次，其有事关掌故，

或涉水利者，别录其文于各篇之内 o ~金石志》中，第详年月、姓名、款识、

字数，此外则尽录全文，兼附考证，一以钱汉村《金石记》为底本，惟钱书

以元为断限，今仿汪谢城先生《乌程志》例，自汉迄今，悉著于编。"

三、《校续》存在的问题

(一)篇目框架结构。《校续》的篇目结构多仿正史与他志，较之前的

上虞历代旧志有较大的改进和增加，然亦存在一定的不足。大凡读者阅读一

县志书，首看一县之境域，因而疆域志多为志书正文之首卷。徐渭在编篡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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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会稽县志》谈到余志会稽县，首地书，而地之目六，曰沿革、分野、

形胜、山川、物产、风俗是也。"又说长是邑者，犹工也，告工以其器，

故必先冶，告长以其治，故必先地。或者曰:地先而邑之沿革则后，若夫分

野则天也，天又先于地，于志而首沿革何也?曰呼马者，呼驷马则他马不得

应，徒曰马，则他马得应之。今志邑者，不首沿革，是呼马而不呼驯马也，

他邑者且纷起而应之矣，亦何有于分野? "徐渭也参与了张元忡、孙赣摹修

的万历《绍兴府志 þ ，而万历《绍兴府志》卷一为疆域志，下设沿革、隶州、

领县、区界、坊里、市、镇、关、形胜等目;万历《新修上虞县志》卷一至

卷四为舆地志，下设沿革、分野、疆域、坊都等目。而《校续》则首卷为方

舆图，卷二为沿革表，而舆地志则放在卷二十及之后，不是十分妥当，疆域

实为一志之"皮而他志则为一志之"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校续》

放在卷二十及之后，实似"皮"之裹在肚内。再如， <<校续》将风俗、寺观

设为杂志，亦不十分相宜，万历《新修上虞县志》将"风俗"列在舆地志，

将寺观庵院专列丛林，较为妥当。所谓"杂志"、 "杂记一般记一些不

能列入正志的内容，显然风俗、寺院等能反映一地的民风习俗的内容，完全

可以列入正志 O

(二)交叉重复的处理问题。《校续》总体上而言，在大的门类因交叉

而重复的问题上处理较好，如前文提到的"夏盖湖在"山川"门下叙述

湖的地理位置和湖的基本功能，而"水利"门下则叙述湖的兴废及对农田产

生的影响 O 但门类内的交叉重复的处理相对较不妥，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

正文中先作叙述，而引文中又有重复，体现在一些水利工程完结后，当事者

多勒石以记，而记的内容又往往记述工程兴起缘由、经过等，与正文中所记

基本一致，此类情况在"水利"门下常见，如夏盖湖、西溪湖、海塘、江塘

条下都有多个碑记，这无疑扩大了文字规模，也使读者感到厌烦。二是在文

征中收录多个名人对某一人的记载，诸如传、行状和墓志铭，其所记述的内

容也大体一致，文字略有不同而已，如倪元璐，文征中有蒋士仕的《倪文贞

公传》、黄道周的《倪文正公墓志铭》、全祖望的《明太保倪文正公祠堂碑铭》。

固然，倪元璐是可值得大书特书，然如此重复记载似乎不必，若其文中内容

多有不同，则可在人物志概而述之。抑或《校续》的编篡者借以收录名人作品，

保存资料，似觉无可厚非，然此实为资料长编之责，非志书之所需。

(三)关于人物志的问题。《校续》在对历代前志收录的人物中有他籍

之人多有见地，或删除，或存而侠考，如选举志附考中"洪澄"目下案洪

氏自有恒移籍钱塘，至襄、惠、钟凡三世，澄已四世，故删再如"谢泰"

目下案进士题名碑录:谢元顺注会稽籍{康熙志·进士表 Þ :谢泰注



元 )1顶曾孙。出籍已久，从删然而， ~校续》将一名出籍更久他籍之人"清

昼"列入人物传中，其资料引自《万历志)) ，而《万历志》则引自《浙江通志》。

其内容为"清昼，字歧然，宋谢灵运十世孙。居吴兴兴国寺，与刺史颜真卿

诸名士酬唱，与撰《韵海镜源} ，著《儒释文非传》及《经典类聚》四十卷。"

之所以将"清昼"列入上虞县志中，是因为其为谢灵运十世孙，而歧然实为

吴兴人，且长居吴兴兴国寺。

(四) ~校续》作为篡辑体志书，引录大量的前人著作，但在引录的著

作名称中颇有凌乱，一书多名，如嘉泰《会稽志》一书三名，有称嘉泰《会稽志)) , 

有称会稽《嘉泰志} ，有称《嘉泰志};再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有时全称，

有时称《四库书目} 0 引用旧志不用年号，甚至杜撰书名，如《浙江通志} , 

自明以来共编过嘉靖《浙江通志》、康熙《浙江通志》、雍正《浙江通志》

以及民国《浙江通志} ，且从未称过《浙江省志} ，但在《校续》的《经籍志》

中《浙江通志》均没有朝代的年号，使读者无法知道是那一部《浙江通志} , 

至于《浙江省志》这个被杜撰的书名竟出现十一次之多。

总之， ~校续》是一部资料十分翔实的志书，其志书中也多有创新和特

色，尤其是以人为本，重视民生的思想以及志书中存在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虽只是瑕疵而已，皆值得当今修志者借鉴。而对于重修《上虞市志》而言， ~校

续》应是必读之书。

点校光绪《上虞县志校续} ，历时一年有余，由于点校编辑时间仓促，

因此在点校过程中，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问题。在此书即将问世之时，心尤

戚戚焉，析方家教正。

上虞区史志办公室

201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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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一、光绪《上虞县志校续》自光绪二十五年刊行以来，尚无标点本。

虽然志书的字义大多不甚奥衍，但对于现代人而言，无点校的古籍，

阅读颇感困难。点校光绪《上虞县志校续》的宗旨，即帮助一般读

者在读志用志时较为正确地读懂理解其内容，达到"存史、资治、

教化"的作用 O

二、本书采用上虞区图书馆藏本，系光绪二十五年刊本。此藏

本基本无缺页，仅插图不甚清晰。故以此为底本。

三、本书点校，尽量吸收前人及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尤其是

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和注释的各种正史以及本书中提及的各类地方

古籍点校本。

四、对于点校中有异议之处或因版本文字模糊而导致的漏字、

错字现象的，在页脚中予以说明;其所涉及的历史、地理、人物等，

与正史有较大出入的，则尽量按照正史加以考释，在页脚作注予以

说明，正其本末。《金石志》个别内容所阙内容过多，无法点校，

则录原文，不作点校。

五、因本书篡修为清光绪年间人，故称"清"多称"国朝"

点校本均改将"国朝"改作"清"O 但属引文的，不作改动 O

六、全志用简化汉字排印，但人名或少量没有合适简化字对应

者除外。

七、排版格式由竖排改为横排，原书的双排小学转为单排小字。

八、本书底本为竖排本，故文中多有"左 x x" 、 "右 x x" , 

点校本横排，均将"左 x x" 改作"下 x x" , "右 x x" 改作"上

xx"O 

九、全志的表按现代格式编排，若《职官表》首表为正表，转

页后为续表，若续表有多张，则分别以续表一、续表二予以表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上虞县志校续

昔太史公《史记》书成，后班氏因之以作《汉书~ ，其体例悉

仍乎旧，而篇目或溢之，以补迁史所未备，迄今两家书并行于世。

书固有不妨两存者，独史也乎哉!邑志盖亦有然矣。

上虞旧志，咸、同问毁于兵。前县令德化唐公任而搜辑之，始

仍为旧观。凡舆地、水利，与夫忠孝廉义以及一节可名之士，复照

耀于耳目，不至潭灭而不传者，实唐公之力也。顾其书成于光绪辛卵，

时唐公适调任山阴，遂促乎民克期竣事，阅数月即衷然成快，盖未

暇博考详订有必然者。此书出，都人士取而读之，谓有未尽证实也。

爱以重辑之议来请，予从而应之，曰:志者，所以志其事之实，而

必求其是也。唐序云:搜罗散失，干IJ 正谬误，欲使一邑文献有以信

于今而传于后，今诸君子之请，正亦唐公考镜得失之资也。予虽不敏，

昂敢不从?特校做当悉心以力矣，由是正错，简搜遗快，慎益以密，

毋少或辍。聘宛平徐先生任总篡之职，先生博览群书，卓然为当世望，

犹且穷日夜，力周寒暑，而后葳修订，询非易事哉，今董然各当矣。

总慕之力，亦诸君分篡之功，予何幸而得乐观厥成也。虽然古虞佳

山水，钟毓之秀，代出伟人，后必有瑰环奇特之节，复为邑垂光者，

则此志之继往开来，并存考续，是所望于后之君子已 O

光绪二十有四年岁次戊戌秋七月上淀，知上虞县事宜兴储家藻

撰并书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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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虞县志校续序

自秦置郡县，上虞以舜封旧墟得名，至今不易。盖文德渐被，

遗泽长矣。

邑志始于元时，历前明，入国朝，代有述作。光绪十七年，邑

令唐君创议修辑，综群籍之大成，为书四十八卷，搜采浩博，体例

精严，视嘉庆以前诸志，疏陋不文，举莫与比，诚盛事也。顾自始

事迄成书，未及一年，克期告藏，夕中误遗漏，在所不免。都人士以

为未昭信实也，于是以通详立案，设局重修，请于今令储公。公谓

兹事体大，盖姑待。既而请益坚，遂开局重篡，而礼聘不住主其事。

自维学殖葫陋，惧弗克胜，而公于书敦促，辞不获已。于丙申夏五

应召来虞，日与都人士相款接，且导游始宁山水，揽百楼、五类之雄，

眺凤鸣、兰13之胜。访舜、禹之遗迹，细王、谢之流风。美哉名区，

秀灵孕育。达人杰士，史不绝书。固其宜已，维时分篡诸稿，适已

汇齐，值不住卒卒挫暇。秋八月，抵京寓，尘劳甫息，即取新篡各

稿，与原书互相校勘，参之|日志，证之史籍，误者正之，阙者补之，

率者详之，赘者省之，去取未审论断未允者斟酌而慎订之。又据近

五六年中采访各条之可信者，庚续而增人之。若夫发凡之例，纪叙

之体，属词勇藻之义，一仍旧贯，无取更新，盖分篡诸君之扩除意见，

实事求是，信乎可以，嘉惠桑梓，取信后贤，而不住乃只乐观厥成也。

爱驰书储公，而贡其愚曰"此次重修之举，虽与沈氏之《虞乘刊补》、



王氏之《虞志备稿》大旨略同，而新旧相仍，规随无间，唯其信而

可证，非曰故从其异。书成，盎名曰《上虞县志校续》。刊行之后，

与原书并行不悖。夫而后创辑之苦心，重订之要旨，都人士之敬恭

弗懈，贤令君之善体舆情，展卷了然，举可共谅，岂与夫矜情立异

好翻成案者同日而语也哉? "储公以为可，都人士亦曰可用，综颠

末而为之序。

光绪二十三年岁次丁酋仲春下洗，赐进士出身、 i告受资政大夫、

日讲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读学士宛平徐致靖子静甫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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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虞县志校续凡例

一 志书即古国史之遗，春秋之义，首书春王，所以大一统也。

会稽章实斋先生《永清志》首列《皇言~ ，即宗斯例。仿而行之，

首卷恭纪《天章~ 0 

• 旧志人物分德、业、孝、友诸目，以后学品莺，前贤既嫌僧越，

亦多未确，且不便于检阅，今仿孙渊如《松江府志》例，以时代为次，

不分门类，参用史记合传、附传及南北史王谢一家传例。列女传同，

其有事迹无多，文不成传者，则仿《华阳国志》士女名目录之例，

而以列氏姓氏附焉O

一嘉庆志舆地、水利分立两门，以《汉书》地理志、沟恤志方之，

未为大谬。然水系于地水利实关地方要害今从万历志并人舆地。

一嘉庆志有食货门，又有田赋门，考食货之目，创于孟竖。

所言掌故，田赋居其大半，今合为一。

一学校为人材盛衰所系，旧志人建置门，殊非崇尚之义，今

立专门。

一 旧志不载兵事，虞邑地非冲要，兵事盖寡，其颠末可考者

晋孙恩至国朝咸同间粤寇凡若干事，附载武备门，以表安不忘危之旨。

一 经籍志用万历志例，以人为次，不分四部。又每书标举大旨，

参用《郡斋读书志》及《四库提要》例，亦间仿《经义考》节录序文。

一 吉金乐石以时代为次，其有事关掌故，或涉水利者，别录

其文于各篇之内。金石志中，第详年月、姓名、款识、字数，此外



则尽录全文，兼附考证，一以钱汉村《金石记》为底本，惟钱书以

元为断限，今仿汪谢城先生《乌程志》例，自汉迄今，悉著于编。

一 旧志有艺文门，以载诗文。案《汉书~ <<新唐书~ ~明史》

各艺文志，皆志书目，非志诗文，今既立经籍志，而录诗文之。有

关典要者，别名文征其编次，惟以作者时代为先后，亦不分门类。

一诸史目次向有同异， ~史记~ ~汉书》之属，先志后传。

魏收《魏书)) ，先传后志，今用《魏书》之例。又章实斋先生曰:

史之有表，乃列传之叙目，名列于表而传无其人者，乃无德可称，

而书事从略者也。其有立传而不出于表者，事有可纪，而用特书之

例也，今表后即继列传，于章先生之情亦合。

• 前人著作不得掠美，凡有援引，概注书名。其有采接成篇者，

则逐段注明所据何书。如文由剪裁 事本群籍，则每条下总注某书

某书。采访所得，则注采访，或新篡新增。

一 承用旧志，从最初之本，如万历志所有，而正统志已有者，

则注正统志。嘉庆志所有，而康熙志已有者，则注康熙志。王氏《虞

志备考》所有，而沈奎《虞乘刊误补遗》已有者，则注刊补。

一 每门义例无关全书大旨者，则与每篇之首，或每条之末，

间标作意。以上例言仍原书。

一 旧志县境图摹画山水，徒工绘事，原书以开方计里法行之。

自胜旧图第方里过狭，蝇书难辨，分图尤苦模糊，且分I陕装订亦不

便于检阅，今并作总图-1跌，每方五里，分图六l跌，每方二里，系

于山川、村落、桥梁、寺观，擂叠成I快。城图则每六方合为一里，

字迹放大，务使远近不爽，一览而知，庶合古人图经之义。

一 表中诸人，间有附注，其人列传者，则但注有传，或附某某传，

以归简省O

一 兹编义取正伪补阙，凡原书外误遗漏，及空言论断未见确

当之处，或更正，或删除，惟期实事求是，并非故与为难。至事实

无甚异同者，悉用原文，孟坚《汉书》多仍《史记~ ，比物此志也。

一 旧志卷I跌，递有增加，时为之也。原书四十八卷，兹编又

多二卷，踵事增华，理有固然，盖志书义取翔实，务使开卷了然，

足补征考，若必有意就简，强为节缩，以致文艰义晦，转乖征实之

义矣，阅者谅之。

一 原书各条与旧志有异，附有按语者，兹编或不备载，以省

篇幅。盖两书既并行，自可参考而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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