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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民国《马关县志》是马关县的第 一 部综合性历史文献 ， 最初于

1919-1920 年由马关籍省议会议员李家枯、马关县知事 ( 县长 ) 赵茎发

起 ， 由原劝学总董唐世楷、原县Æ卢一善主持修墓。 稿成后 ， 因知事赵

茎调离 ， 款项无着 ， 未能出版。 1926 年 ， 再由马关县议会议长成直卿、

马关籍省议员王芳谷发起 ， 由江桥山和刘世勋主持 ， 在唐、卢初稿的基

础上增补续修 ， 稿成后 ， 因无款项 ， 亦未能出版。 1931 年，由署马关县

县长张自明主持、退役在乡陆军军官左进思等参与 ， 在初稿、二稿基础

上，进行了大范围的删改增修 ， 至 1932 年初成稿 ， 由云南德生石印社石

印出版发行。 1967 年 ， 台湾成文出版社又将德生石印社的版本影印出

版。 现在人们所见到的民国《马关县志} ， 大多是德生石印社版本和台

湾成文出版社的影印本。

经过三次修篡后，民国《马关县志》成为民国时期文山地区所修县

志中最为完备、也最为详尽的一部 ， 特别是清代晚期到修志前夕的马关

地区史事、马关地区民族风俗、马关地区经济社会变迁、有关马关地区

的诗歌等等 ， 记载最为详尽 ， 是了解晚清到民国前期滇东南边疆情况的

重要资料。

民国《马关县志》成书至今 80 年 ， 由于以文言文、繁体字修篡而

成 ， 未加标点 ， 加上当时的价值观念、使用概念与今天差别很大 ， 除了

少量专家学者外 ， 一般人阅读应用很困难 ; 再加上存书数量很少，且大

多在省、州图书馆和县志办 ， 一般人很难见到 。 对其进行整理和再版已

经非常必要 。 2008 年 ， 文山学院政史系副教授何廷明老师将其申报为云

南省高校古籍整理项目 ， 由何廷明老师主持、委自昌老师参与，利用教

学、工作之余进行标点、校勘和注释 ， 经过两年多的整理，最终完工，

形成《民国〈马关县志〉校注》书稿 。 廷明老师为马关县人 ， 虽在文山

学院工作，但一直心系家乡 ， 对家乡的文化建设、经济社会发展非常关

心 ， 曾写有多篇涉及家乡历史文化的学术论文 ， 这次主持完成民国《马

关县志》的整理，无疑是对家乡文化建设的重要贡献。 自昌老师同在文

山 学院政史系工作，曾主持完成了乾隆、道光《开化府志》的整理，参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马关县志

与完成了道光《广南府志》的整理 ， 古籍整理经验丰富，这次又与廷明

老师一道努力 ， 为民国《马关县志》整理工作的完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细读《民国〈马关县志〉校注》书稿，可见标点到位、校勘认真、

注释细致、条理清晰 ， 为今人阅读、应用这部珍贵古籍提供了方便。

《民国(马关县志〉校注》的出版 ， 必将为马关历史和马关各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的保存与发扬光大 、 为马关县的文化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 。

.2. 

文山学院党委副书记 冯林虎

2012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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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序文

卷

序文①

马关县志序

马关居国防之冲②，自法兰西割据越南以还③，又为吾滇屏蔽。 前清末

叶，中法订约设对汛，划沿边一线以理外交④;殆人民国，又划东安里为西

畴一县⑤。 昔日广大之区，而今已成弹丸矣。 然地面虽小，其间山川之险，

峰峦之秀，则惟马关所特出 。 盖山川居高临下，虎视全交⑥，而峰峦如春笋

怒生，苍翠可爱。 虽进化稽迟⑦，不乏挺拔英伟之士， 崇尚武功者多⑧，而

博学通才则凤毛麟角耳。 如县志一书，为地方根本之要， 山川风物之所必

详，政教沿革之所必备，上述往哲之遗徽⑨，下作后人之良模，小之如一家

之去谱，大之若一国之史册，天经地义，不可或缺。 非有通达之士出而搜集

之，不足以言修志;非有多数之财储而备用之，不足以言修志。 然搜集有

人，备用有款，又非有关心文献者锐意而提之、草之，亦不足以言修志。 马

关文士既麟凤之可贵，而公款又罗掘之元方，其修志也，不亦难乎?

余于辛未(1931 )春自麻栗坡卸篆⑩来长斯士，迭接省内外各机关令函

索志，询诸邑绅，云县志已成稿，以款2出，故未付梓。 余不禁跃然曰 "志

既成稿，功己半矣，款虽难筹，余当负责一簧之力，局速兴而为之。"异

① "序文" 三字原文元，为使书稿逻辑层次清晰，特补。

② 冲:冲耍， 军事或交通等方面的要地。

③ 自法兰西割据越南以还 1885 年以后，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 以还:过去某个时期以后。
④ 划沿边一线以理外交 1 898 年 ， 清政府划出安平厅沿边地带，设置麻栗坡副督办和河口国l

督办，下辖各对?孔，以管理边境地区涉外事务。
⑤ 划东安里为西畴一县 1920 年，云南省政府从马关县划出原东安里地带，增设为西畴县。
⑥ 全交·全越南。 因过去越南被称为交趾，故称。

⑦ 稽迟·延迟。
⑧ 崇尚武功者多:清末到民国早期 ， 由于法国占领越南并试图控制云南，处于中越边境地带

的马关成为国防要冲，加上游匪滋扰、同盟会于 1908 年在河口发动革命等原因，马关驻有重兵并力
有随军军事学堂，很多马关人得以当兵入伍、入学，因而成为军官者很多， 参见本志卷六"人物志

· 军职"部分。

⑨ 遗徽·前人的美好德行。
⑩ 卸篆.卸任 。 2衰， 篆文 ， 代指印{言。



马关县志

日，张绅天源持稿至，披阅一过，觉其中有抄冗之病，且驳杂不型11 ，非详加

笔削，不足以资考证而垂后世。 然笔削之任又将谁属?诸绅环以请余，复毅

然肩之。 乃定期设局，委左绅进思、黄绅传铭主局务，刘绅作棵司出纳，并

令各区团保及有识之士负采访，而款亦应时筹就。 于是笔者、削者、汇者、

缮者、校正者、采访者协修考稽，日聚一堂，不百日而县志己累然成书矣。

语曰 "众志成城。"又曰 "有志者事竟成。"信哉 ! 余不才，不敢以言修

志，惟念马关地居边要，界务尤宜重视，因是而董率以戚，复将县地略图石

印入书，以备参考。 志修于辛未( 1931 )冬十一月，书成于圭申( 1932 ) 

三月 。 用志数言，以记其事，后之君子扩而充之，则幸甚。

民国二十一年 (1932) 岁次主申三月一 日，龙陵张自明谨序。

续修县志序

大道不行，孔子始作《春秋~ j 二世云亡，萧相先收图籍①。 盖所以正

千古之是非，明万方之事物，其重大未可以权量者也。 县志虽为一方之书，

凡治乱沿革、 善恶褒贬以及土地民物、文化交通，罔不包罗，是合《春

秋》、图籍而兼作者也，其为书不更重耶?但县志之编篡甚难。 为直笔耶?

将开罪于豪门 ; 为曲笔耶?将失信于后世。 此述事之难也。 写景则风生纸

上，状物则形见毫端，此传神之难也。 故吾邑志书，虽曾两度篡稿，终觉未

惬人意，束之高阁，不愿忖梓，亦有年矣。

近年事变纷乘②，纲纪陵夷③，当局失其赏罚，草野亡其忌惮，民生凋

敝，国步艰难。 争功委罪，此日且李戴张冠;事过境迁，后世将数典忘祖。

必有实录，庶免i化传。 况当训政进行④，方俗文献， 立待参稽，则县志需

要，于今更切 。 吾邑开辟晚近⑤，文艺不克，著述之才，稀若麟凤⑥。 初篡

志稿之唐按百、卢灵谷两先生复相继物化⑦，老成凋谢，后起元人，邑志完

① 萧相先收图籍:萧何对秦朝的图籍档案非常重视，刘邦进军咸阳时， 萧何最先做的事情孰

是搜集、保护这些图籍档案。 萧相， !!Jl西汉开国功臣萧何。

② 近年事变纷乘:由于军阀混战，民国前半期的马关县乃至全省、全国都非常混乱， 参见卒
志卷五之"马关大事记"部分。

③ 陵夷·破坏。
④ 甘1[政进行:指 1929 年起，国民党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训政。

⑤ 开辟晚近: 马关县治的设立，始于清末安平厅署从开化府城(文山县城)移至马自关，反

史不久，故称。
⑥ 麟凤.凤毛麟角，意为极少。
⑦ 物化·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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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序文

成，倍觉不易 。 兹幸邑侯张君浑庵，龙陵鸿儒，经史名家，来牧吾邑，百废

并举。 邑人以旧志进呈，请分琴政余暑①，代为删订， 1卑得卒稿付印，以慰

渴望。 张君慨然曰"邑志之缺，吾与有责也。一簧之功，当与诸君共成

之。"于是拨款设局，俊彦②群集，不两月而稿己竣。 盖以张君之德，不畏

强御③，述事元直笔之忌;张君之文，并驾班马④，挥毫无点窜之烦。 胸罗

锦绣，目无全牛⑤，其速也，良有以也⑥。

稿成，张君谓进思参与末议，亦宜有一序以志原委。 顾⑦进思不能文，

不欲效东施之辈，以取笑于大雅。 惟志稿将完之日，正值日本强占我东省之

时⑧，警电传来，痛愤昂已⑨。 倘不得公平之解决，对外宣战，进思尝食国

停，名列军籍⑩，当随吾邑健儿共作前驱， 灭此朝食，拚葬骨于蓬山、赢海

间，以完国民职责。 勉附一言以记吾痛，不亦可乎?夫亡国，天下之最痛事

也;杀敌，天下之最快事也。 外侮迭乘，国难方殷，宁为玉碎，勿图瓦全。

愿邑人共慎亡国之痛，常怀杀敌之快，只须人心巩固，金回无损，则文化之

进展，物产之繁兴，乃自然之事。 将来之历史图籍必更扩充而光大之，岂不

有荣幸焉?

民国二十年 (1931) 十一月一 日，邑人左进思识于刘氏之间赢楼。

原序一⑩

窃闻载一国之事谓之史，载一县之事谓之志，史与志名异而实同 。 马关

① 琴政余暑:政务余暇。 琴政，指政务;余窑， 空余时间 。
② 俊彦·有才学的人。

③ 不畏强御 : 指为官刚正，不畏惧强权。 强御，豪强 ， 有权有势的人。
④ 并驾班马: 有司马迁和班固之才 ， 指有文史之才。 班，指班固;马，指司马迁。
⑤ 目无全牛:眼中没有完整的牛，只有牛的筋骨结构，比喻技术娴熟到了得心应手的境地。

《庄子·养生主} : "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元非牛者; 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 "
⑥ 良有以也 : 确实是有道理的。
⑦ 顾:但是。
⑧ 正值日本强占我东省之时 193 1 年 《马关县志》完稿出版之际 ， 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 日

本强占中国东北之时。

⑨蜀已. 不已 。
⑩ 名列军籍: 左进思曾任军官至陆军少将 ， 参见本志卷六 "人物志 · 军职"部分。

⑩ 原序一:此为 1920 年所修但未出版之旧志之序，故称原序 ， 原序工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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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县志

三里极边①，隶滇西南隅，与交趾②接壤。 在明为三长官司地③，于时元志。

造清定鼎，于赌咒河划界分疆④ ， 三里曾设厅官衙署，名曰"安平"，与开

化府县⑤同城，共襄治理。 侧闻志之始修也，创于康熙初年，泊⑥嘉庆中叶，

有名儒万重赏者，集地方硕彦又从而续修焉，迄今百有余年，几经兵焚，衰

乱之余，虽搜罗遗稿，每多断简残编，史阙有间⑦。

方今民国肇造，百度维新，举凡向之兴废凌夷、忠孝节义、 山川人物，

暨昔年与法人划界添设归仁一里附人版图等事⑧，未忍j里没。 际兹移衙伊

始⑨，百务弈然⑩。 若不篡之于志，诚恐将来老成凋谢，文献难征，南重⑩之

良史元存，鲁鱼之说书⑩谁辨?且也书非麟笔⑩，派失龙门 。 其如吾关之地

面辽阔，事迹繁多，何陈陈相因，空言美益?好|⑩县志篡修，既非一人之力

所能葳⑩其事，尤非一日之功所能要其成。 即能驰骋古今，贯穿经传，其如

掌故者之独力难支何?己未( 1919) 夏， 幸议员李君家搞自省归来，知邑

志一书，所关基重⑩，竭力发起提倡，商之县长赵君湘息，共襄厥事⑩。 适

宗侄根仁亦承认循历各乡核实采访。 至总理修篡之事，共推西区卢君一善，

定期于民国八年 (19 1 9) 六月 十七日开局办理。 除各里另委采访员绅外，

又举会计常君庆云出人招待。 惟楷虽应期到局，然自惭葫陋⑩，学浅识肤，

① 三里极边· 马关县由清代开化府安平厅改设，原安平厅共辖东安里、逢春里 、 永平里三里，

均与越南接壤，故称极边。
② 交趾.即越南。 两汉时曾在越南北部设交趾郡，后人遂长期以"交趾"称呼越南。

③ 三长官司地: ~[l安南、王弄和教化兰长官司辖地。兰长官司辖地明时属l陆安府，清初败亡，

其地改设为开化府。
④ 于赌咒河划界分疆:清雍正初年，云南省曾与越南后黎王朝就云南开化府南部边界的走向

有过激烈争执 ， 最后由雍正皇帝于 1728 年作出裁决，将马臼关下小赌咒河以南双方争执的所有地段
共约 2000 平方公里赐予越南后黎王朝 。 中法战争后，此地大部分收回 。

⑤ 开化府县: ~Jl开化府和文山县，这里的"县"指文山县。

⑥ 1自: 音 jì ，到，及 。
⑦ 史|阕有问:历史记载有缺乏之处。

⑧ 添设归仁一里附入版图等事 1886 年，中法战争结束后，云贵总督岑毓英乘势收回 1728 年
雍正皇帝赐予越南后黎王朝的小赌咒河以南大赌咒河以北地段，设为归仁里，隶属于开化府安平厅。

⑨ 移衙伊始 1906 年，安平厅治所由开化府城移至马白关。

⑩ 努然·纷乱。

⑩ 南董.春秋时代齐国史官南史、晋国史官董狐的合莉，皆以直笔不讳著称。
⑩ 鲁鱼之说书:指书籍在撰写和刊刻过程中的文字错误。 又称"鲁鱼亥泵..即把"鲁"字

错成"鱼" 字，把"亥" 字错成"泵" 字。
⑩ 麟笔.史官之笔。
⑩ 知1: 音 shén ，况且。
⑥ 葳:音 chiín ，完成，解决。
⑩ 荼重·非常重要。 秦，极，很。

⑩ 共襄厥事:共同促成这件事。 襄，帮助; 厥 ， 音 j时，其，这。
⑩ 涝陋.浅陋。 谤， 音 Jlèín ， 浅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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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年迈昏庸，难膺钮任，万一言不足录，必为后世所垢病。 第①楷在公有

年，仔肩②难卸，日望各里名士责 11自③篡修，为志乘生色。 今春卢君一善始

惠然来相助为理，于是提纲辈领，将采访事实分门别部，竭其心力录列成

稿，虽无佳作美观，亦以{矣后之续修者可为先导云耳。

中华民国九年(1920) 岁次庚申秋七月，邑人唐世楷识于紫薇轩中 。

原序二

在昔封建变为郡县④ ， 莫不有志 。 志之一书，所以载土地、人民、政事

之兴衰，山川| 、 古迹之名胜，风俗 、 人情之美恶，以为后世之文献也。 吾邑

自康熙六年(1667 )设安平厅，与开化府同城;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 ) 

移住马白 。 造辛亥反正⑤，民国肇造 ， 废郡立县，改安平为马关。 自 是以

来， 县治愈显，而百废愈兴。 邦人士曰"开化有志，吾邑元志，暴日⑥虽

附开化篡修，不过纪其大概。 今当改革⑦，若不兴修，何以继往开来?"于

是会集同人， 禀请前任知事赵茎筹款设局开办，举善等任编篡之役。 善不

文，难胜任，惟念老成零落，绝续相关，未敢推委，故不揣陋劣，从事于

后。于民国九年 (1920) 二月到局，与按百唐君沿旧增新，分部编篡，至

秋七月草创成稿，敦请新任知事丁君时俊并合巴文士同校正焉。

夫吾邑地处极边， 三面邻交⑧，开辟日浅，人烟稀疏，民气不开通， 学

校不改良，实业不推广，工艺不振兴，商务不发达。 虽马关各区皆立学校，

数年未有成绩，工艺托诸空谈，实业徒耗公费，商务甚属寥落。 且也豪华之

子奢侈相尚， 寒素之家效尤成风，不能振兴，职斯故也⑨。 然吾邑土地虽晓

薄⑩，人民虽朴实，果能开通民气以求进步，改良学校以培人才，振兴工艺

以挽利权，推广实业以厚物产，扩充商务以裕财源，反奢为俭， 革薄从忠，

将见野无旷士，市元游民，自不必患贫患寡而臻于富庶矣。 虽然，犹有进

① 第 : 但是。
② 仔肩 · 所担负的任务、责任。
③ 责 l陆. 贵宾盛装来l恼 。 责音 切， 装饰得很美之意。

④ 封建变为君11县:指秦朝以郡县制取代封建制之事。 封建制，古代封建诸侯世袭领有地方之

制，现一般将其称为分封制。
⑤ 辛亥反正:指 1911 年的辛亥革命。

⑥ 主HI: 从前。 粟，音 n凸n日 ， 从前的，过去的。
⑦ 今当改革: 现在正处于变革的时代。 当，正在;改革，指社会变革。
⑧ 三面I[臼交:民国初期的马关县，东、南、西兰面均与越南接壤。 交 ， 交趾，指越南。

⑨ 职斯故也:就是这些原因造成的 。
⑩ 碗薄 . 土地贫痛、 不肥沃 。 碗， 音 qlã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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