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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是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

整理我国少数民族古籍的指示精神，由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

员会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规划整理，青海人民出版社、青海民

族出版社出版的。、， ?
‘

。一． ． ：，_

青海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

和互相交往中，创造并保留了大量的精神财富j它包括历史，

语言、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天文，历算，地理。军事，

医药、美术，生产技术等。这些精神财富有的用文字记载了下

来，有的则以口头方式在民间流传。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从

未被系统地整理过，加之口文化大革命刀中的破坏和搿左一的

思想干扰，损失严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下达文

件，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

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刀从而把整理古籍，

包括少数民族古籍列入了国家议事日程。为了贯彻落实党和政

府的上述指示精神，抢救青海各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使广大

人民了解和研究青海，更好地为青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我们采取边搜集、边

整理，边出版的方式，有计划地把青海各少数民族古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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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的形式，陆续奉献给读者·
‘“__

少数民族古籍时代的跨度比较j‘，为了使多数人能够看

懂，我们在不影响原貌的前提下，对这类古籍一般都作了标
。

点、分段、注释、繁体字改简化字、翻译(少数民族文字译为

汉文)等整理工作，对明显的错误，进行了校正和说明。本丛

书一律采用横排，以辑录，汇编或单行本的形式出版。由于作

者受所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反映到书的内容上难免精华和糟
‘

柏并存。这就要求广大读者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

观点来阅读。‘j 。：⋯ I一?、“ J’
t’

。’。i“

：
．，：．《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以出版青海省各少数民族古籍

为主，同时也承担一些根据青海省同兄弟省、。市，区协作规划

所应整理出版的少数民族古_籍。，1．一 !：一}◆M 。

．1青海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刚刚起步，‘在青海历史上

属开创性的工作。由于我们的经验和水平有限，错误在所难

’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7÷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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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 ，

少数民族古籍办公章
·’

。

， 1989年5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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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绎本《西宁卫志》廖
”i 4◆ ’ -。|

．9(万历】《西宁卫志》三卷，

书>原编第十九册·j‘ ·，．

●

辑自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

4，～

’‘ j

j青海古称一边外一之地，文献罕征，地志兴起较晚．境内

地志之创修，始于明嘉靖间邑人张芝，次则为万历时刘敏宽．

龙膺之《西宁卫志X。二志亡侠已久-今存最早的青海地方志

。当推清顺治十四年(公无1657年)苏铣编纂的(顺治)‘西宁

'志≯(义名《西镇志》》曩嘉靖张志已不复得见．．[万历)

毒西宁卫志>的失而复出l重现于世，不能不说是～件幸事·

虽非全帙，亦足可宝·5 。．， i‘， ： ．，- ，

_．、兹就(万历)《西宁卫志≥的成书年代．作者、内容及史

科价值，略作考述，并附辑注说明，以为序· ．：，∥：、

ij’：‘：‘；一1f“?!‘。7 7一，。r。，_、‘ _：一：：．。I。一 ．

’i_ ：，”， 。。，一’‘ √，’‘一．’．，'_．7． ! j： 、-

叠j-_(万历)《西宁卫志》土不见于明人著录。检阅万历间及

万历后编定的明代公私目录，如张萱的《内阁藏书目录》_焦

兹的《国史经籍志嚣-黄虞稷的《干顷堂书目》‘高儒的《百

川书志≥I徐糟的《红雨搂书目》等j均不著(万历】，《西宁

卫志’。清修《明史·艺文志》专收有明一代典籍，明志著录

约三百八十种，编纂《四库全书总目》，为前所未有的古典目

录学巨作，然亦不录(万历]《西宁卫志》j加之是志亡佚久

一

， _1|．



矣，考定其成书年代及刊刻流布，确有一些困难。

正式著录《西宁卫志》的，为近人张维辑考三陇方志之

《陇右方志录》。其书“郡志矛部g西宁府一下首先登录

了． ：。|j；：。4■。，o。．≯：}‘ ’．

j“
，+

·； 一。

“C万历)西宁卫志。佚。明万历二十三年兵备道安邑支日

敏宽修一①。此说依据为(乾隆]《西宁府新志》，以下小字附

注引《西宁府新志》·-·_方历二十三年十二月，‘兵备刘敏宽、

同知龙膺修《西宁卫志：}成。今不特无刻板，印当年印行者；0

遍觅仅得宦绩及艺文数卷。使其尚存，必不似现行《西镇志'

之陋劣舛错也．惜哉l一?④’：，‘三’i，：： ．7 ：_：：’|‘：：!：

，．。从杨应琚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第一，，《西宁卫志》的作

者是刘敏宽、龙膺F‘第=，’《西宁卫志》修成于明万历二十三。

年<公元1595年>十三月i第三f《西宁卫志》在明代曾椠刻

刊行i然传世极稀，至乾隆年间，’’已湮灭殆尽。经杨应琚多方

搜求，仅得宦绩及艺文数卷。原卷数已不可考矣· ·-．j．i曼

：，一一《西宁卫志》原书亡佚，：诸志不载，杨应琚《西宁府新

志》所述万历=十三年十二月《卫志》成书一说殆成定案。后

世沿袭不改，至今奉从此说。如1980年出版的《青海历史纪

要》说· “青海地区最早的地方志，当推1595年(明神宗万历

兰卜三年)十二月明朝兵备按察使刘敏宽与西宁卫同知龙膺所

修的《菌宁卫志》。该书现已散失无存。一⑤1985年出版的

；《青海地方志书介绍》‘说l=崔《万历西宁丑志)<侠i。>，i

‘(明)刘敏宽一’龙膺修1明万厉_三十三年(1595年I)刻

!—卜，■k—·————·—'二一一。 。“4i．。j■．．一
：?。、①((陇右方志录努，1924年北平大北书局本，第17页． ，． ．

②引文见[乾隆]《西宁府新志》卷3l。
。 ’r‘!：

、??j⑧见鬣青海历史纪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2页． 。．．‘，

I．2畸



本．一①然稽考‘天下郡国租病书’所录‘西宁卫志》，万历

=十三年以后明确纪年的材料计有三条。 ：

≯j；．其一i，_铁厂刀条-。M铁厂：在北山五牛望：：万历=十四

年，都御史田乐檄兵备按察使刘敏宽募铁狮采矿烧铁。后时不

给久，；．废ij塞焉．刀④，j：：?；，：≥、．+。叠，j≯j：：一；!-．害、孚

其二，囊堡塞’’之“南川厅条下l—i掣万历二十四年，议大

修边榨≯增置有党兴沟口马营。：．又八十五里有刺哈山城，‘增置

将领官，通归德路。一④ ， ：；·o

≯：j其三，：；，纲领志’’-④“已上龙膺志矽的最末一条纪事是。

：，工万历)‘十四年，议城剃哈山通归德路。1议置玄朔，城于

玄朔山西。、九月，西宁营哨骑同刺卜尔部蕃御虏于西海之明

沙，。斩首千五级：海虏永，·瓮诸部遁居盐池脑；：。火酋。渡河一而

南。7．@窘。：，：■。，‘：，：，。。J，e t 7t!- ；。专．，t。：：一一

i¨’’既然明确纪年的叙事为万历二十四年，而且三条材料的硷

止年代又不约面同，完全可以判定，<西宁卫志》的成书年代

绝不会早于万厉二十四年。杨应琚搿方厉二十三年成书力说既

未知何据，义与《卫志)纪年抵牾，显然是。个失误。卜E计：：<

冀．。’：一再j：■；．：’：。j：+：’二．+一一i’一．．，√-、．．：∽” j‘、：j

0 I l‘，：i¨。¨i’：0j．：曩： -j⋯t于。j：：“：j．‘_÷、=苦

vt①见中国地方志详论从书之=十一1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丛书之．四十二

囊青海地方志书介绍》，，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图书涫学会
1985年3月版第27页．

。一 ⋯4’一 ‘ 一

歹：②《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九册第6S页。1、四部丛刊三编本第z譬
册(下同，不另注)．· ：。；。¨’t 7． ⋯’r’．_ }、’)一o～，I

。

③《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九册第6l页． 、

④原抄无目，此“纲领志”系辑注者拟加。一⋯-，一一⋯一
@Ⅸ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九册第5l页．一，∥·：。 。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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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佚必先辨伪t，鉴定，佚文的真伪、资料的归属是营要步

骤-：{}天下郡国利病-书l抄录昀《西寄]垦淼墓是否是刘敏宽-、。

龙膺之《西宁卫志》，必须考察辨析．也就是说L对于这个辑

本的来源钆当有所交代。。： 一- L
．

·

， jt

-一：<天下郡国利病书》是顾炎武汇钞的一部资料．顾炎武自

序云1 ．

一．一 ．’，i ：；

．7．-爱崇祯己勇曙。秋闱被摈^退而读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

生之寡术印子曩历监二七一史以及天百郡园志书◆一代名公文

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气有得即录。共戚四十余帙·：·为舆地之

记，．一努利病之书^乱后多布馘像，．亦或增补‘丽其书本不曾

先定义例，又多往代之言，地势民风与今不尽合。年老善忘∥

不能一一刊正气姗以初稿存之箧巾。以待卮老君子斟酌去取云

尔。力t Q，．、 一‘- ‘

’．；j ． ⋯，、。：．1，“，‘{

： 崇祯己卯为眷祯十二年‘公届1E319年>t是明朝甲申(公

元1644年]}亡鼠之前再年，晚王朝在内垅处患中已风雨飘摇一

科举失败的顾炎武，深“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秒，抱

着经世致用的宗旨，历观二十一史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

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一‘共成四十余帙．然后析

分为二k一为奥地之书，鼯《肇域志》，一为利病之书，’即

《天下郡国利病书》。因其书未曾先定义例，故直到二书编定

时。仍是辑抄的=本原始资料叠存之箧中一鱼据浦人钱邦彦依

顾衍生(亭林养子)原本，参照张穆本、吴映奎本、车持谦
r ‘

。

①((顾亭林文集》誊之六，中华书局1983年5月第二版第131页。

·．4．t



本，．周中孚本，徐松本校补的《颐亭林先生年谱》①-二《天百

郡国利病书》的编定皋在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r，耐顾炎武年

五十．如果从始录资料的崇祯十；年起算洪历=-十三个春秋。
此正与‘肇域志》序中所谓囊区区二十余年之苦心”@相．合～据

此l，《西宁卫志》的辑抄年代在崇祯十=年至康熙元年之陬
，，．如前所述，青海境内康熙元年以前的旧。志仅有三种鼍(嘉

靖]张芝志鬓(万历)j刘敏宽、龙膺志， [顺治]苏铣志·

[嘉靖]张芝志佚名，《天下郡国利病书)辑录的《西宁卫

志》记事延至嘉靖以后的隆庆，万历弦此志非张芝志是不可置

疑的^(顺治]苏铣志今存。一则书名不符，《利病书》云

《西宁卫志》，刊本或著录称《西宁志》或‘西镇志》，更重

要的是，经稍加比勘}二志的体例、内容相去甚远I《利．病

书》移录的《西宁卫志》非(顺治]。苏铣志^也是不容置疑

的。而可能性较大的鼻就是[万历】刘敏宽、龙膺志了-、 ，．

．； 我们判定此志为[万历]刘敏宽、龙膺志的证据有四。
， 第一，书名相同砘刘敏宽，龙膺志著录皆为《西宁卫

志》。《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九册第六十四页首行署

搿西宁卫志黟，一处。一．， ．

．

．，， 。

第二舅纪事年代相符。刘敏宽万历=十三年始任西宁兵备

副使，二十五年迁按察使。龙膺万历年先任西宁卫监收通判^

i；18迁同知。《西宁卫志》的纂修当在此时④_《利病书》移录

《西宁卫志》的部分涉及明代青海史事很多知大多有明确纪

①见《四部丛刊》三编本《天下郡国利病书》所附，第26册。

。③((顾亭林文集》卷之六，中华书局1#85年5月第二版第131页。

。 ⑧参见《西宁府新志》眷25《刘敏冤传》，求龙膺俺》， 咏明律宗

实录》卷291、309．。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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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年，‘其中，前揭三条材料最迟纪年为万历=十四年。此与刘敏

宽、龙膺任职西宁，撰修卫志的时间是吻合的。 ‘
’ ‘’⋯

“第三，明确署名：《西宁卫志》后经人续纂，至少一纲领

志∥部分有人作过简略的续补。《天下郡国利病书》所录《卫

志》中的纪事续至崇祯十七年j‘便是明证。但在原编第十九册

第五十一页，j万历=十四年与万历二十五年纪事间隔之处有

鼻已上龙膺志一五字，、无异明确标示了该志的作者。此为(万

历)刘敏宽、龙膺《西宁卫志》的力证。。。
’ 一。

。

第四，内容与纂修者经历相合。刘敏宽、龙膺任职西宁时

期，+恰逢明政府派兵部尚书郑洛经略青海，整饬兵备防务，招

抚番族，以御“海虏’’。并相继取得搿湟中三捷’’的成绩。’刘

敏宽，龙膺均参预戎事，或筹划兵防，率兵出战，‘或抚治番

族，督运粮草，以功屡受赏赐升迁。这一经历无疑丰富了《西

宁卫志》的内容，‘影响到《西宁卫志》的纂修。《利病书》所

录《西宁卫志》反映明代青海军备防务的内容特别突出，尤其

是搿堡寨一，’搿峡榨¨：“番族黟，、。’搿四卫厅0“海虏一等几

部分，甚为详尽；、许多记载就是郑洛经略青海时的实际措置，

叠海虏一一节还附载了长篇的“经略郑洛备御海虏事宜疏

略一’．时代的痕迹十分明显。这些，一方面固然反映了顾炎武

辑抄方志资料的宗旨和侧重，另一方面确也能印证《天下郡国

利病书》抄录的《西宁卫志》就是刘敏宽、龙膺纂修的(万

历)《西宁卫志》。
。 ’

；：

保存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的(万历)《西宁卫志》依

原抄计，共31页，不足3．5万字．无论从文字上考察， 还是从

方志编修惯例上推论，远非《西宁卫志》足本是毫无问题的。

原抄两种笔体，细玩书法，第四十七页至五十二页计五页系顾

。．6：．



炎武亲笔大字抄录，第五十三页至第七十八页计二十六页为另

．．人工笔小楷抄就。字体工整清晰，章节错落有致，其堡寨，j1

峡榨、，番族，四卫、海虏五节均抬头标目，：其余则大致可分卷

析目。原抄颇佳：错讹舛误较少。比之于《天下郡国利病书：I

中．其它方志之抄，《西宁卫志》相对集中整齐，尚无零乱失次

之感t此其鬈利病书》抄《西宁卫志》之大略。⋯ ’t⋯．：，；

j j-，“； 一．·、，、 ⋯三。。。0．。：·．二’1
”。

一 ，
，

．

’j。j‘；． ，

，。 ～。．～。’：⋯一． 7一： j ．，．
-：；：‘

‘

、(万历]《西宁卫志》的卷数，目次已无从稽查，《天下 ，

郡国利病书》的《卫志》抄本亦无卷目标识。辑本的整理首先

要解决的问题是析卷分篇。 ¨：-．
．

·⋯j。，一·。．．一，

《天下郡国利病书》系未成之稿，原不分卷。未刊之前，

辗转抄写，“以意分析，失其元弟一，《四库全书总目》谓一

百卷，坊刻本一百二十卷。清代著名校堪学家黄丕烈以为“已
。

失庐山面目一¨俱不足信。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黄

氏得传是楼收藏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稿本i因据原书面页

所标某省府决为原分三十四册(中阙第十四册)_①。四部丛刊

兰编本遵用黄氏校订的原编册数影印，堪称善本。因此，’我们，

选用了四部丛刊三编本《天下郡国利病书》作为辑佚的底本，

其卷目分篇，即依原编第十九册“陕西下打中《西宁卫志》的

撮录面目。原抄第四十七页至五十二页是明代青海地区的大事

记，故仿《西宁府新志》卷目拟为“纲领志”一卷，不分篇，

第五十三页至六十三页是青海境内的山川，古迹、城池的记

载，一般都属于地理志的内容，故拟为“地理志劳·卷i下隶

。．①(《天下郡国利病书)》黄氏题词·见四部丛刊三编本第十九册．．

·7·a



。口山川一，“古迹一，“城池一三篇，篇目均为辑注者拟加，

第六十四页至七十八页前有小序，从青海地区的地理、民族环

境谈到西宁卫的军事布防，以下依次为堡寨、峡榨、番族、四

卫·海虏，分篇清晰，各有篇目，显然自成体系，大体是西宁

卫的军事防务、番族部落分布，羁縻四卫及明代中期以后的

“海虏劳等方面的内容，故拟为_兵防志一一卷，下隶t堡

寨力、“峡榨秒、“番族"、“四卫刀， “海虏一五篇，均系

原抄标目。次序上，将原在前面的“纲领志一移后，首“地理

志旁，次一兵防志秒i次“纲领志刀，以合方志纂修义例。

_纲领志黟前有西宁卫的疆域四至一段，-拟为鼻疆域一篇，移

置“地理志彦之首。整理后的辑本[万历)《西宁卫志》计分

三卷十篇，’目录及各篇大略字数如下。：：： 1’。 一¨。

．’卷一‘。地理急．’‘ ；～．i，≯z’二j““’?。+-’
．。f。 _疆域‘，√’ 。+?

约300字
‘!

f；

7．．j+‘山川、 ．‘：’ 约8 000字

．o。 -古迹 -1 约4 000字 一 一

，：： 城池(铁厂附> 约1 000字“

’卷二兵防志 小序
‘ -

，、 ’．，堡寨 -； i 7’ 约2 000字
’。

’“

二 峡榨
。

·‘

约5 000字’
～

．，．，番族‘t
|‘

约4 500字
，

． ：四卫 ?

。

， 约1 000字
：‘‘

’：’j． 海虏 · 约3 000字

卷三纲领志
‘

约3 500字

从这一目录中可以看出，(万历)《西宁卫志》的主干内

容，或者说关于明代青海最有价值的一些材料，均已包括在辑

·8·：



本《两宁卫志》中了。
。

乾隆问杨应琚纂修《西宁府新志》，曾多方搜求(万历]

《西宁卫志》，据杨氏自述云。 “遍觅仅得宦绩及艺文数

卷修t如果这一说法可靠的话，我们可以断言，。至少《西宁府

新志》之“职官志一、“艺文志"，参照了《西宁卫志》的

残本。‘西宁府新志》万历二十四年以前的g职官黟和“艺

文一，很可能是根据《西宁卫志》移录而续补的(关于这一

点，’将在下文稽考二志关系一节中论及)。那么，辑本(万

历)《西宁卫志》加上《西宁府新志》中万历二十四年以前的

搿职官夥、材艺文弦以及标明录自掣卫志"，搿旧志黟的零星

材料，大体上是可以恢复(万历)《西宁卫志》的原貌的。·
J ‘

，
一 ‘一一。 四

。 ⋯
’

●。
，

(万历)《西宁卫志》的发现，使我们有可能对青海地区

早期的几种方志源流作一考察。

[顺治]《西宁志》的基本情况已详校注本《西宁志》的

代序。．《西宁志》的版本及其价值。正如我们所推测的，无论

是甘州分巡道杨春茂纂修之《甘镇志》。还是西宁道苏铣编撰

之《西宁志》(一名《西镇志》)，《凉镇志》，均为立国

之初，清朝统治者出于对比较陌生的西北边镇的了解而指令

编纂的。内容或出于“上意一，体例自不得随意。仓促属稿，

·拼凑成书，不免疏漏谬误。学者讥其乒了草冗杂，绝无体

例一①， “时有错误黟④， “亦多阙略彦④盖有因也。对照

①《四库全书总目》卷74“地理类存目"。
②《陇右方志录))张维按语。

⑧iT．Jili冶]《凉镇志》张昭美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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