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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安济桥铭⋯⋯⋯⋯··⋯⋯·⋯⋯“⋯⋯⋯⋯⋯⋯⋯⋯⋯⋯⋯⋯⋯·唐参军刘涣

④安济桥铬(有序)⋯⋯⋯⋯⋯⋯⋯⋯⋯．．⋯⋯⋯⋯⋯⋯⋯⋯⋯⋯⋯·唐张或

⑤望汉台铭(有序)⋯⋯⋯·⋯⋯⋯⋯⋯⋯⋯·：⋯⋯宋通判军州事云骑尉鲁伯能
3．古近体诗

①晚过赵州⋯⋯⋯⋯⋯⋯⋯⋯⋯⋯⋯⋯⋯⋯⋯⋯⋯⋯⋯⋯⋯元翰林陈孚(临海)

’②登赵州城怀古⋯⋯⋯⋯⋯⋯⋯⋯⋯⋯⋯⋯⋯⋯⋯⋯⋯⋯⋯⋯⋯明侍御蔡瑷

③过公署同杨华山夜酌即席联句凡十六韵⋯⋯⋯⋯⋯⋯明大名守姚汝循(凤麓)

④赵卅十景诗⋯⋯⋯⋯⋯⋯⋯⋯⋯⋯⋯⋯⋯⋯⋯⋯⋯⋯⋯⋯⋯⋯明州判陆健

⑨望汉台五首⋯⋯⋯⋯⋯⋯⋯⋯⋯⋯陈孚二首、祝万祉、王懿、王基宏各一首

⑥平棘山四首⋯⋯⋯⋯⋯⋯⋯⋯⋯⋯⋯⋯祝万祉、张光昌、王悃、王懿各一首

⑦柏林寺七首⋯⋯⋯⋯⋯⋯⋯_太景子、蔡谖、王允贞、王汝弼、王汝异、张士俊

⑧真际塔⋯⋯⋯⋯⋯⋯⋯⋯··⋯-⋯⋯⋯⋯⋯··一⋯⋯⋯⋯⋯⋯⋯⋯⋯⋯．·张士俊

⑨柏林寺壁画水十二首翟汝乾、象卫道人、陈奎、蔡懋昭、李言恭、

(237)

(237)

(238)

(238)

(239)

(240)

⋯⋯一⋯⋯⋯⋯⋯⋯··王佥、释达观、沈云尊，胡以泓、李京，王登联、王懿(250)

⑩安济桥十一首杜德源、刘百熙、杨奂、蔡瑷、鲍 万祉、王懿、

光昌、王悃、王基宏

⑥永通桥⋯⋯⋯⋯⋯⋯⋯⋯⋯⋯⋯⋯⋯⋯⋯⋯··⋯⋯⋯⋯⋯⋯⋯⋯⋯⋯··杜德源

⑩廉颇墓三首⋯⋯⋯⋯⋯⋯⋯⋯⋯⋯⋯⋯⋯⋯⋯⋯⋯⋯祝万社、张光昌、翟廉

⑩左车摹三首⋯⋯⋯⋯⋯⋯⋯⋯⋯⋯⋯⋯⋯⋯一⋯⋯·王允贞、王汝弼、王汝异
⑩冯唐墓⋯⋯⋯⋯⋯⋯⋯⋯⋯⋯⋯⋯⋯⋯⋯⋯⋯．．．⋯⋯⋯．．．⋯⋯⋯⋯⋯‘宋琬

⑩宋子城二首⋯⋯⋯⋯⋯⋯⋯⋯⋯⋯⋯⋯·⋯⋯⋯⋯⋯⋯⋯⋯⋯··王汝弼、李谔

⑩赵州城楼⋯⋯⋯⋯⋯⋯··⋯⋯⋯⋯⋯··⋯⋯⋯⋯⋯⋯⋯⋯⋯⋯⋯⋯⋯．·施埏宝

⑩登平棘山⋯⋯⋯⋯⋯⋯⋯⋯⋯⋯⋯⋯⋯⋯⋯⋯⋯⋯⋯⋯⋯⋯⋯⋯⋯⋯失名

⑩咏安济桥三首⋯⋯⋯⋯⋯⋯⋯⋯⋯⋯⋯⋯⋯⋯o⋯张士俊、傅振商、安汝功

⑩安济桥有感⋯⋯⋯⋯⋯⋯⋯⋯⋯··⋯⋯⋯⋯⋯⋯⋯⋯⋯⋯⋯⋯⋯⋯⋯·杜英

⑨赵州十二景咏·⋯⋯⋯⋯⋯⋯⋯⋯⋯·⋯⋯⋯⋯⋯⋯⋯⋯⋯⋯⋯⋯⋯⋯·饶梦铭

⑨广武君墓⋯⋯⋯⋯⋯⋯一⋯⋯⋯⋯⋯⋯⋯⋯⋯⋯⋯⋯⋯⋯⋯⋯⋯⋯⋯·赵锦堂

②伴署东偏中隐坞告成诗以落之⋯⋯⋯⋯·⋯⋯⋯⋯⋯⋯⋯⋯⋯⋯⋯⋯··孟传铸

三十、直隶赵州志卷末⋯⋯⋯⋯⋯⋯⋯⋯⋯⋯⋯··o o⋯⋯⋯⋯⋯⋯⋯⋯⋯⋯⋯⋯⋯⋯；．

1。杂考⋯⋯⋯⋯⋯⋯⋯⋯⋯⋯⋯⋯⋯⋯⋯⋯⋯⋯⋯⋯⋯⋯⋯⋯⋯⋯⋯⋯⋯⋯⋯

2．赵原⋯⋯⋯⋯⋯⋯⋯⋯⋯⋯⋯⋯⋯．．⋯⋯⋯⋯⋯⋯⋯⋯⋯⋯⋯⋯⋯⋯⋯⋯⋯．

3．杂识⋯⋯⋯⋯⋯⋯⋯⋯⋯⋯⋯⋯⋯⋯⋯⋯⋯⋯⋯⋯．．．⋯⋯⋯⋯．_⋯⋯⋯⋯．．

三十一后记⋯⋯⋯⋯⋯⋯．．⋯⋯⋯⋯⋯⋯⋯⋯⋯⋯⋯⋯⋯⋯⋯⋯⋯⋯⋯⋯⋯⋯⋯⋯．

(254)

(257)

(257)

(258)

(259)

(260)

(260)

(261)

(261)

(261)

(261)

(264)

(264)

(267)

(267)

(267)

(276)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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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 明

清光绪丁酉《赵州志》(’F称《赵州志》)，用古文编纂而成，不易读懂。盛世修志，势在

必行。中共赵县县委、赵县人民政府为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研究本县

历史，惠及子孙后代，指示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对《赵州志》进行了标点。校正、注释。

历时一年又五个月，完成了全部工作。定名《赵州志校注》，现已出版，以飨读者。

为使读者阅读方便，在尊重《赵州志》原著基础上，做了下述工作：

一、《赵州志》序文、原修重修姓氏、凡例1、赵州沿革、赵州属邑沿革表等未列入目录

内。为阅读、查寻资料方便，重新编排了《赵州志校注》目录，列于卷首，使全书眉清目秀，
一

纲举目张。

二、‘根据《赵州志》内容，加上了标点，校正了错别字，补充了一些遗漏文字，并适当

地划分了段落。

三、注释采用了按卷次、篇目逐章夹注、释疑的方法。对文中的难认字、古文中的多音

字、方言俗语的读音字等标注了汉语拼音和同音汉字；对费解的字、词、句做了较明白的解

释；对其颠倒的历史，通过释疑还其历史真面目。引证文字只标书名篇目，未注页码。

四、原著中的繁体字、异体字，根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做了

相应的改正。将原著竖排行文，改为横排行文。

五、为使读者更好地了解赵县文物和今天的区域，增添了赵县地图一幅，排在卷首。择

选了安济桥、永通桥、赵州陀罗尼经幢、柏林寺塔等四幅彩色照片j排在艺文志内，使之

图文并茂，以增强对诗文的理解。

六、参考的主要书目有：《隆庆赵州志》、《赵州属邑志》、《赵州乡土志》、《真定府志》、《畿

辅通志》、《大清一统志》、《中国古今人名大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新旧《辞海》、《辞

源》、《中华大字典》、《康熙字典》、《元和郡县图志》、《读史方舆记要》、《历代官职考》、《中

国历史大事年表》、二十四史等有关书籍、及报刊。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二、重修赵州志序

郡有专志，始于采而冀域诸郡，其志多成于宋后。盖O志其事所以为出治之原；又况
存文献②，示劝惩③，上备．鞘轩④之采，下为考镜⑤之资⑥，皆于志是赖乎?赵郡，古棘蒲

地，称雄河朔⑦，星轺⑧羽檄⑨旁午冲途⑩。而山JII所钟毓⑨，名贤辈出⑧，国士挺生，汉

唐以来，史不绝书。至我朝以畿辅近地。沾濡⑩圣化尤渥⑧，风气、人文蒸蒸日上。惟郡志

纂述失时。康熙间，郡守祝公重修后，已二百余年。阅时既久，搜访倍难，而IEl志残缺，因

循⑩失坠，迨后人则尤难也。曩⑩者，孟柳桥别驾，博学能文，锐意纂修，稿具大半，未及

竟而卒。迄今又历二纪⑩，此稿亦将散佚矣。岁在甲午，传械承乏⑩此郡，询之慨然!即有

志续纂，．亟求孟稿，付之钞胥⑩。顾念赵自经兵燹⑨后，衙署无存，僦⑨屋治事，，不可为常。

爰商诸僚佐，绅耆◎，申请大宪，先建衙署。越一载余，修筑完具，适@从事于斯役。遂进

郡绅文学，辟馆簪笔⑨。出孟稿相示，俾与IEl志参酌，缺者补之，繁者芟@之，讹者订之，岐

异者考核之。复广为采访，续加编辑。自本年二月开局”至岁杪葳事@。为卷者十有六，附

以属邑八卷。纲举目张，条分缕析。．体例，遵旧志略加变通；纪述，踵孟稿详为补葺@。庶

几@信今而传后，标往而镜来。虽不敢谓灿然明备，而于国典政事之大，民俗物土之宜，亦

未必无小补焉。此则二百余年缺修芝举，不敢遇视◎缓图，再贻⑩后人以难，而亟亟为之纂

辑者也。是为序。

时光绪二十有三年，岁次丁酉，冬十二月。

钦加三品衔知赵州直隶州事淮南孙传拭撰。

注释：①盖：文言虚词，发语词，表提顿。 ②文献：朱熹注“文，典籍也；献，贤也。”按：贤即贤材，

指者若。现指典籍。 ③劝惩：劝善，惩恶。．④精轩(y6u Xuan又悬)：古轻便车，朝廷使臣所乘之车，
此指使臣。 ⑤考镜≯考查借鉴。 ⑥资：材料，凭籍。 ⑦河朔：黄河以北，此指河北。 ⑧星轺(y60

姚)：轺，轺车，古代一种轻便小马车。天予的使臣叫星使，星使坐的车叫星轺。 ⑨羽檄(Xf媳)：古代调

兵或声讨用的公文，为了快送，在檄上插个羽毛叫羽檄。犹如抗日时的鸡毛信。 ⑩旁午冲途：一纵一横

为旁午，即纵横；冲途，通行大道。 ⑩钟毓(yo育)：即钟灵毓秀。指美好自然环境产生优秀人物。
⑥辈出：接连出，很多。 。⑩沾濡(Z hen re占入)：沾上，被恩泽。 ⑩渥(W6沃j：沾润、优厚。 ⑩因

循：固守旧法而不变更。 ⑩曩(Nang囊)：从前的、过去的。．⑩纪：古时十二年为一纪。 @承乏：叉

为官员缺少，以己代摄，用为在任官员的谦称。 ⑩钞胥(X o须)：钞，同抄；胥，古代的小官叫胥吏。钞胥：

管誊写的小吏。 ⑧兵瑟(X ien鲜)：因战争造成的焚烧破坏等灾难。 ⑨僦(jiO就)：租赁即僦屋。@酱．

(qf旗)：七十岁以上的老人。 ’③迪(Nei乃)：同乃，就、才、于是。 ⑧簪(zan咱)笔：簪，古时用
来绾(W 6n弯)住头发上的首饰，乜有用它把帽子别在头发上。古代左右史官插笔于首，以备随时记事叫

簪笔。此指编写。 ⑤芟(shan山)：删去。 ③蒇(chen产)事：把事情办完。 ⑨补葺(qi气)：补充修
改。 @庶几：希望。 @遇视：忽视。 ⑩贻(’yi义)：遗留。

附重修赵州志序(译文)

郡(州)有自己的史志，修志自宋代开始。而燕赵各郡县，方志大都于宋代之后完成。所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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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修志，是出自理政施治的要求，为保存文献、典籍，审得失，明法度，上备朝廷命臣采纳、

参阅，下为黎民百姓借鉴、律己，史志是必不可缺少的。赵郡(州)，古称棘蒲，名震河北，

上行下效驰骋之要冲，文治武功纵横的重地b山川壮丽，人才济济，历代名贤层出不穷，无

。愧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汉唐以来，载入史册的美不胜收。到了清朝，．归属直隶，京

都近地，承浩荡皇恩，受明君教化，今非昔比，唯史志时未续，实属可惜。康熙年间，知

州祝万祉重修后，至今二百余年，时过境迁，搜集采访倍加困难。而且旧志残缺不全，因循

守旧，遗落失散，史志续撰更为艰巨。前孟柳桥州判，学识渊博又善于写作，锐意修志，疾

书撰文，完成大半，未得脱稿与世长辞。二十四载过去，其遗稿将会失散。甲午年间，传械

(我)到此任职，闻听此事，感慨万端，修志继史意念油然而生。尽快寻找孟稿，交书吏备

录。同时，考虑到此地经历兵荒马乱岁月：，州衙官署付之一炬，租赁房屋非长久之计，便邀

署员、乡绅及深孚众望的老年人商定，呈请直隶总督，修建官署以解决"-5务之急。历时一年

多，修建工程完毕，方’重新计议修志之事。-遂召见郡学者绅士，设馆集资，就绪动笔。以孟

氏原稿为依据，取旧志做参考，凡缺少的增补，冗长的删略，错误的更正，有疑问的加以考

证。经过广泛深入采访，夜以继日编纂。自本年二月开局到年终，完成《赵州志》十六卷本，

另有属邑(县)志八卷。纲举目张，力求内容翔实、条理分明。．体例，按旧志略加更改，纪

述比孟稿详明而完备。秉笔直书为惠及予孙后代；效法先辈，做借鉴教育令人。虽称不起光辉

佳作，上书国家法典朝廷宸章，下写乡土民情具体事宜，怎么能说与国与民无所裨益呢?这

就是补缺二百年史志的创作过程。我所以竞竞业业、勒勤恳恳地撰写，是为了不给后世留有

余憾，匆匆编纂成书，就以此做为序言。 、

时光绪二十有三年岁次丁酉冬十二月。

钦加三品知赵州．E-it州事淮南孙传弑撰。

·’3 ·



三、旧志蔡序

赵于古为列国，处燕、齐、韩、魏之间，谋臣良将，率赋材官，实相雄长。历代侯王，

起事建功，并驰争逐，故遗往迹多有存者。惜兴废无时，宋元以上，载籍①不可复睹矣。宏

治②癸丑，前知州事张清尝汇编之，而不及六邑。正德③初，知州程遵乃以六邑事总编之，而

各为一卷。虽繁简不同，要皆有志。好古者也。今相去六十余年，使无以续述，则惧时事之

或泯④也。昭不自揣⑤，每于政暇，渐次采辑。更得柏乡冯子时化，魏了潇捞⑥以其所藏集，、

来相质正，遂合六邑，会约成书。为目凡七，为卷凡十。庶几少继张、程二公之志，以存古．

之懿范⑦云尔。隆庆⑧元年冬十一月朔，云间蔡懋昭识。

注释：④载籍：书籍。 ②宏治：明朝孝宗年号(公元1500一1505年)。 ⑧正德：明朝武宗年号(公元

1506—1521年)。 ④或泯(rain敏)：有的消失、有的失传。 ⑤自揣(ch udi踹)：揣，估量。自揣‘，自己

估量。 ④锄(hui灰)：谦让。此处是人名。 ⑦懿范：好榜样。 ⑧隆庆：明穆宗年号(公元1567—157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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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祝 序

古自典坟①以来，即备九丘②之文。《禹贡》③、《周官》④载壤赋j物产、户H、山川甚详。

萧郯侯⑤从汉高入成阳，收秦府库图籍⑥，具知天下既塞⑦户口多寡之数o_班史以后，各有

《舆图志》。迨明，有《一统志》。统贯远迩④，包举政教。通志之作，由来久矣。祉自今上御

极⑨三年，蒙恩宠先荫⑩谬领大郡淮官⑩之始，如入晦室j思有关政教风纪者，宜莫如志。取

州志读之，自明隆庆以来，上下几近百年i。阙焉未备。思欲补订残缺，修明故典，以佐圣天

子文治之盛。第自渐谫陋⑧，且簿书鞅掌⑩日督耕课稼于棘山滚水间，有志未逮。皇上纳阁

臣言，诏修《大清一统志》，直省郡邑，各选名儒、耆旧⑩，．纂辑成书。虽广时之盛举，实千

秋之宪典也。祉不禁拜手飓言⑥曰：是固圣天子文治之盛矣。复恐谫陋之质，不足成全书。因

访州广文⑩阎、进士⑤王，及州诸绅士同志者，共襄厥事。设局具供，无间朝昏。自壬子秋

杪至癸丑夏初，六越月而始脱革。如画界以明提封⑩，则疆圉⑩山川I险易必详也；营建以表

国体，则官舍学校兴革必纪也；田赋以养民生，+则户口必清：赋调必厘④也；祠祀以敬鬼神，

则正祀必登；淫祀必汰也。至官师膺教养之任，而非如唐书韦景骏⑧明何溶功德及民者，不

以录矣；人物寓彰瘴③之权，而非如廉、蔺、苟、毛风节遐举者，不以彰矣。若夫风俗关礼

教，而时奢时俭之必察；艺文征事实，而为古为今之必备。杂考备证据，而片言细行之必收；

属邑寓统辖，而官师人物之必载。为纲者十，为目者五十有二。在前朝者，或博览古籍，或

采取泐石③，正误辨伪，其难其慎已。在近代者，或荐绅先生之公议，或田夫牧竖之传闻，有

疑必阙，凡确务扬，不敢过为夸诩@，亦不敢轻为淹没。令观者可感、可兴、可歌、可泣，于

以兴政教而厚风俗，未必无小补耳。如谓修补残缺，粲然⑧曝备，以佐圣天子文治之盛，仍

谦让未遑③也。

康熙十有二年岁在癸丑四为‘。知赵州事营州祝万祉@序。

注释：①典坟：亦作坟墓，古书名。谓《五典》、《三坟》。 ②九丘：古书名。 ⑧《禹贡》：《书经》篇名。

《书序》：“禹别九州，随山溶川，任土作贡”。为我国最古的地理志。 ④《周官》：即《周礼》，叉名《周官

经》。旧传为周公旦所作，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篇。 ⑧萧椰侯：即

相国萧何。 ⑥图籍：疆域图或户口册。 (z=}泰厄(e音饿)塞：险要的地方。 ⑧迩(§r耳)：近的意思。

⑨御极：即皇帝位，又名登极。 ⑩先荫：由先世勋绩补官。 ⑨i住(Ii立)官：又作淮临，即到职、任

职。 ⑥谫(ji6n剪)陋：学识浅陋。 ⑩鞅掌：事多。 ⑩耋1日：耆老，年高有识之人。 ⑩拜手飓言：

拜手作揖时，手至首。脆(yo ng扬)言：扬声高呼，形容欢喜之状。 ⑩广丈：明朝、清朝时期泛指儒学

教官为广文。 ⑥进士：义为可进受爵禄，隋始立此科目，后世因之a明清经乡试、会试、殿试中进士。

进士分：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一名

称传胪；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⑩提封：诸侯封地，引申为疆界。 ⑩厘：整理。 ④韦景骏：唐神龙(唐

武宗年号，公元705年)中历肥乡、贵乡二县令，治行称最，后为赵州长吏，道出肥乡，邑民争进酒舍，景

骏为留终日而去，累迁房州刺史。 ③彰痒(do n淡)：彰善、痒恶。表彰好的，惩罚坏的。 @泐(1e勒)

石：刻石。泐同勒。 ⑧夸诩(xo许)：夸大、夸张。 ⑤粲然：显著、明白。 ③遑(hu 6ng皇)：不安。

⑤祉(zhi止)：指知州祝万祉本人。

· 5 ·



五、阎 序

壬子春，州守祝遵修通志之旨，修赵志，越癸丑夏初志成。赵于是乎有志。前此，赵

无志乎?明隆庆以前有志，隆庆以后无志也。夫志则何可无耶?《禹贡》r书为志权舆①。后

有作者，《周礼》之《职方》，汉史之《地理志》是也。后代因之，若郡、若邑，皆有纪载，命

之日志。然则志也者，讵止②绚华镂彩③；以为具文④已乎?良以宪古准今⑥，宜民敷治⑥，

政事之因革，利害之兴除，皆于志是赖。昔人谓志为经之裔，而史之翼，以其所关者重也。今

也取百年之废坠，而兴举于一旦，其间疆域之沿革⑦，风俗之纯浇⑧，田赋j户口之益损，官

师、人物之继起，艺文、杂考之续增。属邑虽仍旧，而汰乎繁以就简；祠祀以神，。面黜其淫

以崇正。一开卷而粲然⑨明备，皎若列眉⑩。无复致叹于残阙沩谬也者，煌煌⑨乎巨典也哉。

然非州守祝公不以旦夕擢⑧去为意，而毅然成此；抑非郡绅王公不以需次待铨⑩为意，而相

与毅然诏修通志之时，将奚所采以襄圣朝之文治欤。是赵志之成，不第有功予一时j有功于

一方已也0．龄固陋，亦惟二三士子共矢⑩公慎之心，间有稽核参订焉。殊以未赞一词是愧。

复承征序，不敢以不文辞，而质言之如此。顾此不文之言，而附志以传，则又滋愧矣。

时康熙十二年岁次癸丑夏四月之望。署州学正⑩举人阎永龄撰。

注释：①权舆：草木萌芽谓权舆。引中为凡始之称。 ②讵(Jo巨)止：岂只、何只。 ③绚(xuan旋)

华镂(Iou漏)彩：绚华，以五彩画彩；镂彩，以金刀刻彩。指修饰词句而专在艺术方面作文章。 ④具

文：空有形式而无内容的文章。 ⑤宪古准今：效法古人作为当今为政的准则。 ⑥敷治：施政。敷，布、

施；治，政。 ⑦沿革：沿袭旧制或有所变革。 ⑧纯浇：．厚薄、好坏。 ⑨粲然：鲜明、显著。 ⑩列

眉：朗列如眉，皎然明白。 ⑨煌煌：光明。 ⑧擢(zhu6浊)：提拔。引申为升官。 ⑩需次待铨：．依次

补官，必有所待日需次；量材授官E7铨。 ⑩矢：誓。 ⑩学正：官名。宋于国子监置学正。明清因之。

各州儒学教官叫学正r。



六、王 ’序

郡邑之有志，犹列国之有史也。考古镜今，有所慕而为之，有所惧而不为卜人心励而风

俗纯，所关不綦①重欤。赵自国朝定鼎三十年来，政教风俗，大复古制。盖在畿辅②t内，渐

摩②于治化者素矣。使郡乘③未备，文献凭征。曷⑤以彰往诏来，俾人劝兴惩戒⑥‘，孜孜然⑦

勇于为善，而无为不善哉。考稽⑧郡乘，始明宏治中，知州张公，迨正德初，知州程公，隆

庆初，知州蔡公，相继修辑．自是之后，上下百余年，无续补者。国初学博⑨李公京，毅然

具厘定志，懿与来安令杨子宗昌、柳城令翟子廉方诸生，时分曹⑩类纂，成十之二，李寻迁

去，稿亦散逸，无复存已。今圣天子雅意右文⑩，诏修一统鸿书，令直省郡邑各修通志，以

备采录。诚旷典⑥也。当事者知懿尝从事，因命纂修。窃思：史有三长，有五难。百年内，政

事之因革⑥，人物之贤否，以至户口、田赋、艺文，_一征文考献⑩准诸史笔，勒成全书。加

以姿赋⑥女盒陋⑩，良属不易。然学者谓世从代殊，政由俗革。前代之旧籍既失，本朝之成宪

不彰，使典章文物澌灭⑨无余，虽长吏之责，亦非所望于学士大夫也。不得已，勉事铅椠⑩，

矢公矢慎。日与郡守祝公、学博阎公，搜遗编，咨掌故⑩每遇疑义，辄相发明；或有阙略，共

为考镜。犹子基宏亦操觚珥笔⑧，编摩校仇⑨，相与补残缺，除烦冗。可者因之，否者革之。

而且不敢摘人之瑕③，不敢市己之恩⑤，有善可取者，虽小必备；有疑宜阙者，虽大不登。宁

失之严，勿失之滥。期有关风俗，有裨政教，有当人心。使劝善惩恶，勃然兴起者，此物此

志耳。是编也，凡拮据③越数月，自冬抵夏，乃克脱稿，亦庶几少孙补缀之遗。若日：取百

年之政事而进退之，取百年之人物而臧否⑤之，取百年之户口、田赋、艺文之属而修明之。以

自附于作者之林，而上拟于张、程、．蔡三君子，则又岂敢。

康熙十二年岁在癸丑四月望日。赐同进士出身郡人王懿撰。

注释：①綦(qi其)：极、很。 ②畿辅：国都附近之地。 ③摩：《礼·学记》“相观而善之谓摩。”有所效法

叫观摩。 ④郡乘：郡史、州志、乘史。 ⑤曷(h6何)：支言疑问代词，何是。 ⑥惩戒：通过处罚来警

戒。 ⑦孜孜然：不休止之状。 ⑧考稽(Jt几)：查考。 ⑨学博：州县学的教官叫学博，此指赵：J时学正。

⑩分曹：分科。 ⑩右，文：注重文事。 ⑥旷典：久未举行的大事。 ⑩因革：因，依旧；革：改革。义

同沿革。 ⑩考献：向老者(耆老)询问查考。 ⑩姿赋：姿应作资。资赋，与生具来的知慧能力。与禀

赋、天资同义。 ⑩蝓(dn安)陋：即鄙陋，义为愚笨。 ⑥澌‘(si斯)灭：尽、灭，毁灭。 ⑩铅椠

(q Io n堑)：铅为铅粉；椠为写字的．札板。义为用铅粉写在书板上，引申为撰写。 ⑩咨掌故：向人访问请

教叫咨。掌故，故事。咨掌故义为向耆老咨询故事。 ⑩操觚(go孤)珥(e r音耳)笔：觚，方木板，古

人用以书写，后以竹板代之日简。操觚，义为执简。珥笔：义为载笔。古时史官入朝，插笔于冠侧，以备

记事叫珥笔。操觚珥笔，意思是拿着纸笔。 ⑨校仇(ji60 ch 6 u较仇)：综合群书，比较其文字异同而正其

讹误。 ②摘人之瑕(X№音辖)：瑕，玉上的斑点，比喻缺点。义为指人的缺点。．③市已之恩：显示自

己的才能。 ⑨拮(Ji吉)据：手病，用手操作以致劳苦。义为努力编写。 ⑤臧否(z自n g pi藏匹)：褒贬、

评论。臧，好、善：否，坏、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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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州志原修姓氏

明宏治六年癸丑创修，赵州知州张清，婺源人、举人。

明正德初年重修，赵州知州程遵，苏州人。

明隆庆元年丁卯重修，赵州知州蔡懋昭，上海人。

国朝康熙十二年癸丑重修，赵州知州祝万祉，辽东人。 署赵'It·I学I-F_N永蛉，滑县人。

进士王懿，郡人。生员王基宏，郡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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