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温
州
文
献
丛
书
》
整
理
出
版
委
员
会

上
海
社
会
科
学
院
出
版
社

/ 

/ 

司日
í .llIL 

p 





E 温州市

图书在版编目 (CIP)戴据

弘治温州府志/ (明)王琐，(明)蔡芳编，胡珠生

校注一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刷

(温州文献丛书)

ISBN 7 -8068 1 -841 -3 

I 弘.. II ①王.②蔡.③胡.
地方志一史料一明代 1V . 1<2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α厄)第 013208 号

弘?台温州府志

编篝明]王 观察芳

枝 注:胡珠生

噩任编篝:边集

责任枝对: 毓敏

封面设计: 安明

出版草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市淮海中路 .22 乔 7 号电话 .3肝S741 邮箱 200020

~.N揭p.com E-mail:sa呻@onJine . sn.cn

销， 新华书店

刷 . 上海社会科学院印刷厂

*, 890 x 1240 毫米 1132 

张 ， 24.75 

i!i, 4 

戴 596 千字

次 2【剧年 3 月第 l 版 2(阳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戴 αJOI - 1000 册

经
印
开
印
擂
字
版
印

定价 58 ∞

版钗所有翻印必究

ISBN7- 8(施81 -841 -3/ K .209 



\ 《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委员会

主 任 2 钱兴中

副主任:瞿纪凯黄纯诚

委 员:马允伦卢礼阳

周梦江金柏东

潘猛补

办公室主任:瞿纪凯(兼)

副主任:郑笑笑

4温州文献丛书B 编辑部

主 编:胡珠生

副主编z 陈增杰

成 员按姓氏笔因为序)

胡珠生

陈增杰

拱振宁

马允伦卢礼阳刘时觉 吴明哲

张如元张乘健陈明献周干

周梦江金柏东萧耘春潘猛补

r 

/ 
//弓

11. 

/ 
j卢-

、、

主基
-- >'二二ξ氨己
飞二三运吃『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现存明弘治 4温州府革B 本 天一阁藏原刻本(中) 温州市图书馆藏事写本(左)

明弘治《温州府苦。B 凡例 天一阁原刻本{缺上页)温州市图书馆藏事写本(完整)



明弘治《温州府志B 整理稿对照

万历 4温州府志E 所最 4温州府县困》



万历 4温州府志B 所录 4温州府县图>>:<:二 4永嘉县檀图E

万历 4温州府志E 所录 4温州府县图E 之三 <<瑞安县境图E



万历 4温州府志》所录《温州

府县图E 之五 4平阳县境图P

万历《温州府志P 所录《温州府县图B 之六

4泰顺县境图B



〈温州立献丛书〉出版缘起

温州古称东颐，历史悠久，宋代以来名家辈出，人文芸萃，地

方文献之盛冠于浙东南。温州市图书馆收藏大批稿本、抄本和

刻本，温州博物馆和其他部门也积累了许多珍贵文献。 在建设

现代化新温州的进程中，抢救开发历史文化遗产，掌握借鉴先哲

遗留的丰硕成果，是全市文化学术界的共同期盼。

近代温州进行过四次较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工作。 清同治光

绪间瑞安孙衣言汇刊《永嘉丛书》十五种二百五十二卷，民国四

年如泉冒广生编刻{永嘉诗人祠堂丛~J)十四种二十二卷，二三

十年代永嘉黄群刻印{敬乡楼丛书}三十八种二百八十九卷，抗

战爆发之前永嘉区征辑乡先哲遗著委员会抄缮地方文献四百零

二种一千二百五十九卷，嘉惠学林，功绩显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依据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两浙作家文丛、中外交通史籍丛刊等先 声
后人选温州名贤著作若干部 ，其著名者为《叶适集)(习学记言 在
序目X宋宰辅编年录)(永嘉四灵诗集)(林景熙集校注)(真腊 主

风土记校注X高则诚集)(刘基集)(礼记集解)(周礼正义》价L t 
遂)(墨子问话)(宋恕集》等;民间自发刊印者包括《王十朋全 2 
集)(陈傅良先生文集)(夏承焘集)(董每般文集)(苏渊雷文

集》等数种。 1992 年温州师院语言文学研究室计划编印地方文

献丛书 ; 1996 年温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在辑刊《孙谕让遗

文辑存X陈虫L集}的基础上，发起设立温州先贤遗作征编委员

会及基金的提案 ; 1998 年胡珠生先生等提出关于整理出版《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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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古籍丛书}的倡议，限于经费和条件，未能如愿。

随着温州经济建设步伐的加快，温州文化升位计划不断推

进，文化建设备受领导关注。 2∞1 年，钱兴中市长亲自召开座

谈会，共商地方文献抢救事宜，成立《温州文献丛书》整理出版

委员会，拟订五年规划，抽调人员，设立编辑部，拨出专项经费，

并得到温州中汹石油销售有限公司 、温州烟草公司等捐资赞助 ，

社会各界反响热烈。

《温州文献丛书》宗旨: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遵循中

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 .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

主义服务"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发扬永嘉学派经

世致用的优良学风，着眼于文化品位和学术气氛的营造和提升，

积极推进温州两个文明建设，向文史研究人员、文化工作者和大

专院校师生提供一整套完备而有新意的温州地方文献的基本资

料，以供阅读参考和分析研究。 在力求出精品的同时，努力造就

若干热心文化事业、尊重学术规范、钟情文献工作的青年学人，

达到既出书又出人的目的。

本丛书要求·

(1)所收诸书性质上限于温州相关著作和温籍人士著作。

(2) 地域范围以现行辖区为准，即鹿城、随海、龙湾等区 ，

瑞安、乐清两市，永嘉、平阳 、苍南、文成、泰顺、洞头等县。

~ (3) 时间以成书于 1949 年前为限，个别选题酌情下延。

1 (的内容以文学、历史学、哲学、科技等方面的重要古籍史

z 料为主。
(5) 步骤:以抢救挖掘稿本、抄本、孤本为重点，兼顾整理

文集类及零散资料汇总类，优先安排有全国性影响、学术价值较

高、富有原创性的著作。

(6) 整理方式:包括编校、标点、注释，并撰序言，编辑附

录。 要求认真严谨，底本应选择较早较准确的刊本，尊重原著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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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立献丛书〉整理凡例

1.收集原书各种版本进行比较.辨其源流，选择时代较早、

内容完整、校刻最精者为工作底本。 整理时用其余各版本通校 ，

并于"前言"中列明底本、通校本及参校要籍的名称、版讯(包括

本书援用时的简称)等。

2 尽量参考前人校勘成果.充分吸收其合理意见，并尽可

能对原书的引文进行复核.校注中的举证和引书均应准确无误。

3 各本文字与底本相同者，不再标出;与底本歧异者，若底

本不误而他本误，正文用底本，除需作说明者外，一般不出校。

若他本文义较胜.mu正文改从他本，校语中注明原误作某 、脱某

字或衍某字。如各有所长，不能断定是非，则正文仍用底本，在

校语中标出他本异文(举一二有代表性者为例) 。

4 . 正文或原注有疑而无法解决者，加"(?) ..或在校语中说 <

明。育
5 校改符号用法如下

(1)脱:在( )内补入脱漏的文字。

(2)衍:将衍字写在< ) 内 。

(3)说:在说字后面用 [ 1标出，写入改正的文字。

(4)难辨文字或无法补正的脱字，以"口"代替。

6 . 原书所用异体字，凡无关文旨者，均改为通用字。 他本

已用通用字者，不再出校。

7 原书所用避讳字，如"弘治"作"宏治"、"陶弘景"作"陶

宏jl:"等，据古本及原书改回，但必须有确据。 首见处出校或加

文

'民
苦

• 理
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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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说明，其余径改，不再一一出校。 缺笔字则补足笔画。

8 . 原书行文中涉及国家、朝廷、上司、宗族等所用的"抬头

格"均予删除。

9 凡一篇数首，一首一段，两首之间不空行，不标各首序

次。

10. 校注文字置于正文每篇(题)之后，编号每篇(题)自为

起施。 校文序号均用"<1泡泡列于正文右上角，句末可列

于标点符号之外。

1 1.校语注释力求简明扼要。 原注均予保留。 新增注释以

乡土人物、事件等为主3凡涉及名物训话与音读的内容，除非普

通辞书、字典未收入，或虽已收入而存在误释，一般不注。

12 . 征引资料须详明出处。先秦要籍、二十五史、通鉴等可

省略撰(著)者。 其他著述，首次引用时均按时(朝)代、撰(编)

者、卷次(或篇章名)、版本、页码为序标明:多次引用只注撰者、

书名 、卷次(或篇章名) 、页码。 卷次用汉字{双位数以上，如卷

二三，不作卷二十三，其余类推) 。 古籍线装本页码亦用汉字。

13 . 各书附录及资料汇编类选题，如已有单独出版者，重复

内容不再编入，将有关情况在前言或后记中加以说明。

14. 凡因选题存在特殊性(如只有一种文本传世，不存在

版本校勘的问题)，本凡例所列条款难以适用者，可在前言或后

2 记中酌情说明。
青
%温州立献丛书》编辑部

二00二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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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温州地方志书的修篡有过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传统.明弘

治《温州府志》是其中最特出最详实的一部。

早在南朝刘宋时期，永嘉太守谢灵运撰有《永嘉记) .员外

郎郑缉之撰有《永嘉郡记).因《郡记》又名《永嘉记). 以致二者

很难辨别，孙t古让《永嘉郡记》集校本收五十一条，把谢灵运{永

嘉记》各条都归到郑氏{郡记》名下.(太平寰宇记》卷九九泉山、

罗浮山、石帆、石帆山、城门山下五弓 I (永嘉记).继云谢灵运

云凡此诸山，多龙须草。"可见此五条应属谢灵运〈永嘉记》。 刘

纬毅{汉唐方志辑供》则把二者分开，收录谢灵运{永嘉记》两

条.收录郑缉之《永嘉郡记}四十四条。 这些供文，极为珍贵 ，

《史记东越列传》司马贞《索隐》 姚氏弓 I (永嘉记γ东阻王都

城"条，可以概见。

郡记以后为图经。 宋薛季宣在《雁荡山赋》内注引《隋图

经) .可见郎蔚《隋诸州图经集》包括永嘉郡废后所置处州或改

名括州的因经。 唐人陆羽在《茶经》七所弓 I (永嘉图经) .则为隋

大业后恢复永罗『部之图经。上寻 I (方志辅侠}别寻 I (温州因经》

一条，注明约唐代作。"我怀疑应为北宋大中祥符三年李宗诲 " 

篡修的样符《温州图经) .戴栩《重建三十六坊记〉就明确提及 · 育

"(祥符图经) ，坊五十有七。"至今发现征弓 I (图经》供文的，除

上开四条外，见于《元丰九域志》卷五《北雁荡山》、《方舆胜览》

卷丸《瑞安府·北亭》、〈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四〈浙江》六{松台

山》、林季仲《竹轩杂著》卷一《哭薛吏部》诗泼、陈傅良《止斋

集》卷四二《跋云山寿昌院右帖公据}各一条。而弘治{温州府

-1 . 



志》所引就有六条，如卷一《建置沿革》所弓1:" (阁经》 永嘉民

李行抚指阂，请置州 。 四月，制以永嘉、安固二县置温州，其地自

温盼山以西，民多火耕，冬月地常暖少寒，故名 。""(图经):徙湖

州刺史戴日用牧温州兼静海军使。"卷六《坊n. 墨池坊》所引·

"(图经》云.王毒草之涤笔池，今立右军祠，俗名滴水巷。"这些《阁

经》尽管很难断定属唐属宋，但其史料价值都是不容低估的。

南宋以后 ，因经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新的志书体裁

出现了。 淳熙三年，知温州周澄修、教授徐嘉盲撰《永嘉志}共

七卷， (嘉定赤城志》卷九、《方舆胜览》卷九、《大明一统志》卷

十八均曾援引 ，弘治《温州府志〉卷八《宦职·谢灵运》下注引一

条，称《淳熙旧志}。 该志亡铁已久，内容未详。 绍熙三年，知温

州孙穗修、曹叔远寨的《永嘉谱) ，共二十四卷，分年谱(建置沿

革)、地谱(山 )11 、疆域、名胜、古迹) 、人谱(官师除署 、选举人

物) 、名谱(物产等)等四目 ，卷鞍较前大增。 该谱《永乐大典》中

有残篇断简，张国淦氏曾予辑录。 弘治《温州府志》卷五《浦西

域〉、卷六《金舟乡》下各见一条，卷三则称《绍熙旧谱) :"俗传

郭瑛初欲于自石黄塘建县治，后以土轻不果。"极为珍贵。 姜准

《岐海琐谈}录有五条，篇幅较长，除卷十叙"柑桔所产"条外，卷

五"康乐遗诗"条录其〈翻州楠溪》诗、《登石室饭僧》诗、《泉山》

诗和《丹山诗) .并云" (永荔谱》谢诗尽录全章，不知何自而得

3 耳。啊卷录《永嘉谱》所载断章摘句，有"上安桥旧利仁坊"戴额

2 诗州治消心堂后芙蓉亭"林季仲诗延桶院"朱著诗 仙居z 乡慧日院"1'曹文献诗瑞安县2i5厅不负轩1十朋诗陶山寺"
僧虚己诗观石岗斗门"赵帆、朱索、林石赋诗雁池河旧阁"

贾氏妇钱文婉诗。 卷十"(仙游记》与《莽墟赋)"条，记"宋曹叔

远修〈永嘉谱》将此·记' 与·赋' 附在乐消雁山之后，意指其地

属于北雁也。"据此，诗文题记附于山 )1 1 、宫室、古迹之下1永嘉

谱》已开其蝙，卷五"曹叔远生平"条记"郡守孙公想请修《永嘉

2 . 



谱) .坐大云僧舍，阅半岁而成，人谓得史法。"可见反映良好。

尽管存在一些疏误.但在卷轶上，在体例上均已奠定温州志书的

坚实基础。

嘉定丸年，知温州留元刚修、陈谦篡《永宁编) .共十五卷，

据赵希舟《郡斋读书附志》卷七介绍，内容为叙州，叙县，叙

山，叙)11. 叙赋，叙役，叙兵，叙人，叙产，叙遗现存留元刚《永

宁编序》云是编非取夫搜撩新故，夸诩形胜而已，事变之会，

风俗之趋，盖将有考焉。"足证为谨严之作。 又云观《叙州) • 

自晋以来，守凡几人?孰贤孰否9 观《叙人) .自国初以来，作者

几人?孰先孰后。熙宁而后，所易兵制 ，善于古否?建炎而后，

所增税赋，安于民否9 水利何为而便9 役法何为而病?是非得

失之迹，废兴沿革之由，安危理乱于是乎在。一言去取，万世取

信。"不仅证实了"十叙"体例，而且阐发了志书存史资治要义。

可惜该编久侠，弘治《温州府志》卷一《风俗》所录《永宁编}

"温居涂泥斥卤 ，土薄艰艺，民勤于力而以力胜，故地不宜桑而

织经工，不宜粟麦丽梗稻足，不宜漆而器用备。"( (方舆胜览}卷

九所录此条作《永嘉志) .万历〈温州府志》卷二所录此条作{永

宁编) )最为人称道。 卷六{邑里) "梅屿"云汉梅福隐处，见

《永宁编) " .而卷三《山》有两条，永嘉"石柜山"引《嘉定旧编):

"1日传:昔黄帝缄玉版篆册于此。"乐消"雁荡山"引{嘉定旧编》

达二百五十字。《岐海琐谈》卷八所录〈绍定旧编)"东困王家五

处亦为珍贵史料。 绍定在嘉定以后三年.未闻有人编志，故 筒

《绍定旧编}为《嘉定旧编}之说，均为《永宁编》之异称。 陈谦 宵

官至宝谅阁待制，若有《春秋后传》 、《左氏章指》等书多种，王理睡

在《弘治府志》卷十一《陈谦传》 中云永嘉阁经自绍熙有《永

嘉谱》旧志 ，至嘉定中，谦复辑〈永宁编》十五卷，详悉，议者取

之。"所谓"详悉指的体例较为完善，对旧志的简略状态有显

著突破，它是宋代温州方志的成熟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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