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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9年10月起，我们为了编纂《江苏出版惠'；开始征集，。⋯

整理出版史料，先是点点滴滴，后来就涓涓成流了．其中有不少长

篇的出版史料专辑，是专家、学者们经过长期辛勤劳动所积累而奉

献出来的巨著，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虽说这些史料太鄙’份属于江苏，!

地方性的，也足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出版事业对于整个国

家、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关系极为紧密，影响极其深远．而

现有史料之丰富，远非一部综合性的、受体例和篇幅限制的《江苏 、·

出版志>所能容纳的．如果把大量史料继续束诸高阁，弃之不传，那
。’‘

就太可惜了，我们这些出版文志工作者也会长久自愧不安的．，
“

由此，我们引发出一个念头，就是在编纂《江苏出版志'的基础

上，再编辑一套‘出版支志盛书：I，不仅可以把已征集来的专题史料：‘

传之于世，还可以继续从我国历史文化宝库中发掘有关的珍品予 ·。

以出版，这无疑将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的事情．*’吨；≯

：。但是，编辑出版这套史志丛书，不能不说又是一项十分艰巨的：

工程。它涉及的内容很广(包括编辑、印刷、发行、管理诸多方面)，

范围很大(从本省到区域直至全国>I时间跨度很长(上溯至发端，，

下限于当今)。我们的初步打算是。实事求是}分步实施，细水长流。 ■

先从编纂江苏地区的出版史料做起，然后面向更大范围征集，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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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成熟一本，出版一本，积少成多．不仅如此，出版这套史志丛

，书，要有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这也是一大难题，需要求

各方面的协调才能解决．
”

令人振奋的是，这一出版工程，首先得到了江苏省出版总社蒋
、

迪安等领导同志的重视和关怀，他们从出版事业的长远利益出发，’
。 既在编辑思纵加以指引，又在人力和经费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江

苏人民出版社也乐意接纳出版。同时社会各界有关专家、学者和我

省出版界的前辈，都热情关注，积极参予了编纂工作．

经过五年多来的耕耘，除《江苏出版志》外，‘出版支志丛书》的
‘

第一枇选题已编纂成书，将陆续问世．它们是：

‘江苏出版大事记' 。．∥ 卜． 。，t．-iI肆 。

· ?‘江苏出版人物> 。*； ⋯： 。‘。。．瓠，～_S
1；。《江苏出版机构>： ． 4， ．

： j，。。‘∥．。
4

．‘ ‘江苏刻书> 。．，、 。?、⋯。
·

’。‘

，．

’‘江苏圈书编辑文》 o*。’盘l ’。：， ：_ ．．s

，’

t? <江苏报刊编辑史》、一，，，
‘。，．。 ， ，：弧．·。

。’ ：‘ ‘江苏民国时期出版史>，| ?，，，i 。 。，·事一矗，。砷．0

卜‘民国党派社团出版活动史略) ，警．。；一} ：，， 。。

’

‘华中解放区出版事业简史> ·。 ．

? ，i ； ．．

，t ‘江苏革命出版活动纪事>，。 ，、．：．；．一·、‘。；。

’

‘江苏艺文惑>(以市为卷)-‘÷ t。 卜， 飞 +：

；这枇丛书，总的来看；它的史料性、学术性、时代性，是相美鲜

明的．其中大部份虽系地方性史料，由于江苏地区自古以来经济、

文化比较发达，伴随而产生、发展的出版事业，在全国也具有显著

的影响，因此它的实际价值，势必远远超过它的地方性。相信它将

为当今深化出版改革、繁荣出版事业起一定的借鉴作用，为更深层

次地进行出版科学研究创造一定的有利条件．果能如此，我们也就

算尽到了『_份责任。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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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秕丛书的煽辑出版过程，我们深感它是集体智慧和力 ：

量的结晶．江苏省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出版史志编辑部负责具体’’
“

地策划和组织工作．南京图书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档‘

案馆、省博物院、省地方志办公室、省委党史工委、省政协文史办以

及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许多单位 ，

及其专家学者都热情给予了配合和支持。南京大学张宪文教授、倪
“

波教授、南京师范大学赵国璋教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方庆秋研
’

究馆员、出版家周天泽等分别担任各书的主编。江苏省出版工作者
：

协会主席高斯、省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高介子和全体编委、江

苏省出版总社柯光勤、江树廉、朱文虎、朱兴乔等分别为丛书审读。 、‘

丛书由省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顾问、编审翕洪帆主编，省出版史志

编辑部主任、副编审穆纬铭任副主编I王春南、邱禹、徐飞、钱兴奇。 ，

等分别担任责任编辑。在丛书竹梓之际，我们对所有为丛书作出贡

一P
献的同志表示衷心地感谢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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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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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一 ：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
5i。1 ‘一’j 。《江苏艺文志》编纂委员会名单．’

·

j-’ ．·，

’
』

．
-

‘

a。．-’ ．主4。编赵国璋
’

‘

’’7 常务副主编匮二习蓟主编江庆柏’
。 +～ 编 ～委赵国璋．匮二竭江庆柏汤大民
。。

，’

E。

’谢秉洪李成杭韩石 ’： j㈡．

，， 》 ，·’0
‘。 ”

、

；

， l 一

‘ I
i‘‘

一’ o。- 《江募艺文志·无锡卷》编写组名单
7

主+编宫爱东 一

副主编高洪钧徐忆农 ’

” ”’

撰稿人(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

一． 丁小兵丁文恪王玫方云朱征骅，

√ 江庆柏汤大民孙迎春李成杭李培文 -’

汪励陆忠海陈晓明匦二竭张慧萍 ’·

·武新群宛雨生孟宪爱赵国璋夏晓臻 。，

徐忆农徐春生高洪钧曹红军蒋云龙

韩石谢秉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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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要继承并宏．

扬民族的传统文化，必须广泛深入地开发文化资源，编制各种典籍．’ ；

目录实为当务之急。我国又是目录学起源很早的国家，公元前一世‘’ ；

纪，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校理天下遗书，先后撰成《别录》和《七

．，略》，奠定了我国目录学的基础。东汉班固节录《七略》撰成《汉书艺·

、文志》，开创了我国史志书目的先例。以后历代各有制作，形成系列 j

化的具有独创性的我国目录学优良传统。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典

籍的日益丰富，目录技术的不断进步，目录学著作的种类与数量都
’

‘， 迅猛增长。j。 ‘-．_’；，‘， ≯．。≯ ．3。、 _’ 一j

建国以来，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作为文化信息载体的目录著 ‘。

作，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如《全国新书目》、《全国总书目》等连续
’

出版物相继问世，及时提供了全国范围的图书出版信息，并且为今

。：后的文献积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_些大型的综合书目、专题书

目，如《十史艺文经籍志》、《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丛书综录》j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四部总录》等陆续出版，为学术研究提供
’

一- 了良好的检索工具。j；ot ’．． 7％ 一} 、， ：一t：；～．1 。．

’

·。+但是，现有的成绩仍是不够的。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文化遗4 -

；产极为丰富，目录学上有待开发的领域十分广阔，地方著作目录就

是其中之一。：一·舅k·．；e ’，；．、t o∽’二-。t
^·。·N，

‘ ·

一地方著作目录习惯上叫作地方艺文志。．我们这里指的是地方 ，

人士(包括一部分侨居或寓居者)的著作目录。地方艺文志，按其性

一质来说，应是史志书目的分支，大致又可分为省志和府县志两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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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方艺文志取材的地域小，更接近于著录对象，就具有“地近

则易核，时近则迹真”(章学诚《修志十议》)的优势。地方艺文志不

仅对研究地方文献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充实完善史志书目也有积

极意义。

地方艺文志性质上虽属于史志书目的分支，但是却长期未受

到应有的重视。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起源较迟。据唐刘知

几《史通·书志篇》记载，北齐、北周间宋孝王著《关东风俗传》中的

《：坟籍志》，著录了当时邺下文士的著作，这大概是最早的地方艺文

志。同第一部史志书目《汉书艺文志》相比，约晚了500年。此后又

经历了600余年才有了南宋高似孙的《郯录》(今浙江嵊县地方

志)，其第5卷、第6卷著录了当地文人的著作，并辑录了有关当地

的诗文：这是现存最早的地方艺文志。地方艺文志的大量出现已

经是明、清两代的事了。二、内容不纯。地方艺文志顾名思义，当以

收录本地人著作目录为限，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前述《郯录》即既收

目录，又录诗文。流风所及，诚如姚名达所说：“明清志家，多抄诗文

而少于目录。”(《中国目录学史》第386页)所收内容尚不止此，姚

氏举出乾隆《归德府志·艺文略》竟列出四子目：学宫经籍，名家著

述，金石文字，郡县志乘。这是对地方艺文志内容的最广泛的理解。

还要补充说明的是，经常有人把著录本地人著作的地方艺文志和

辑录有关某地方的地方文献书目并为一类，孙诒让的《温州经籍

志》就包含这两部分内容，他把前者称为内编，后者称为外编。其实

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书目，我们认为分开编写为宜。三、类别不明。

地方艺文志足记载一定行政区域内著作之总目，行政区域是一定

历史时期国家为进行分级管理而划分的区域。如果说史志书目是

一定历史时期的全国总书目(又有通载与断代之分)，地方艺文志

无疑是相当于这一总书目的地方分卷。容肇祖在1928年发表的

《目录学家著述之分途》一文中已把《地方目录及地方志之目录》作

为“史家目录”的一个分地支，可惜这一正确分类似乎未被广泛采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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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用。四、新修地方志不列“艺文志”这一类目。建国以后，60年代、80： 。

蠢 年代两次掀起新修地方志的高潮。这是我国文化史上的大事，规模
。

，，’宏大，意义深远。新志中门类齐全，而独无“艺文志”。我们认为这I ‘。

i+， 并不足怪，因为。艺文志”是专业性较强的部分，独立出来作为专志1’

≮ 、‘之一，比收入地方志中更加适宜。小； 。·一
．。 、}

。’

。 ．i， 我国幅员辽阔，历代文献浩如烟海。为了全面地查清这一文化r

：， 资源，包括已佚的和现存的，我们认为最好的方法之÷_，是全国各}’．

尘， 省、市、自治区，通力合作，统一体例，各自编好本地区的艺文志；我

国已故著名的图书馆学家钱亚新先生，生前得知我们这一想法时，

非常赞赏，说：“这样我们就有了一部翔实可信的《中华艺文志》；

’． 了l”是的，这正是我们的最大愿望。一部《中华艺文志》，与先进的1
‘

电子技术相结合，就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华民族的信息库，其意义该‘

是何等重大1
‘

1|t这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当然不是少数人短期内能够完成

的。千里之行始予足下‘，为了促使这一宏伟目标能早日实现，我们

不顾力量有限，提出了《江苏艺文志》这一课题，愿意为这一巨大工
⋯

程添砖加瓦，铺路架桥。r 。。’
‘-

。．．， ．‘
，

． 关于“江苏艺文志”，前人已编写过以下几种：(1)乾隆《江南通

：： 志》中的《艺文志》，共5卷，收书数千种，依四部分类，著录书名卷t

数作者，间有作者简介或按语。(2)清末常熟人潘任编著《江苏艺文I

志》，存经部稿本14册，著录简略，藏南京图书馆。这是清末宣统年}

问缪荃孙主编的《江苏通志稿》的一部分。(3)金001撰《江苏艺文：

． 9。志》，是1929年前后纂修的《江苏通志稿》的一部分，全书未完。其{

《经部》发表于《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年刊》第6、7、8期(1933一； 。、

1935)；《史部》稿本全19册，藏南京图书馆。此书著录极详，其版本I

‘项列举收藏该书之各馆藏书目录．近似联合书目的体制，用意甚+

“：’善，可惜未竟全功。。。(4)1945年汪伪时期以吴廷燮为总纂所编《江{ +

‘． 苏通志稿》‘’其中亦有《艺文志》，按当时府县政区分为17卷，著曩I



简略而且草率，似为未定稿。这部《通志稿》正在整理中，今后可望

出版。’· 、r ‘’一·t E t一。
。

t 2，}’：’

l 我们这次重新编写《江苏艺文志》，其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求

全。凡本省籍人士著、编、注、评、校勘、增补、翻译，以及重要的校刻

之书，不论存佚，均加收录。我们认为著作与整理都是文献工作，艺

’文志应当一视同仁，予以著录。。二是求实。材料务必信而有徵，表

述力求繁简适当，查阅便利，一以向读者负责为宗旨。在编写体制

和体例方面有以下五点须加说明；‘ 一． t～， ：．

， ‘一、本书为多卷集。以1990年本省行政区划为分卷标准，以每

一省辖市及其属县(含县级市)为1卷，全书共分11卷。每卷内市

，及直属县作为一个单元，其余属县仍各自作为独立单元。这样的体

制使本书可分可合，分之可成为市、县艺文志，合之则为全省艺文

志。 t’·．．．

，‘“t二、时问断限。本书收上古至清末(1911年)本省籍及定居本

。省的人士的全部著作。生于晚清活动在民国期间的学人，其著作基

本上属于传统文化经、史、子、集范畴者(或谓之“旧学书”)则酌收。

这一弹性断限是为了保持传统文化相对的完整性，又不致过多地

打乱清末与民国之间的时代界限。 n’，‘c‘’’．I ．

．三、全书结构。本书采用“以年系入，以人系书”编写方法，不同

于以著作分类为序的习见的编写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人与书紧

密结合，便于“知人论书，因书知人”相互印证，避免了分类排列、人

书脱离或入的介绍失之过简的缺点。这种方法的不足之处是不便

于读者“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章学诚《校雠通义t互著》)，我们补

救的方法是：一是每书之下标注类目，一是全书完成之后拟另编

《书名分类索引》。 ，。．‘． _．1。

?
，’

．四、关于存佚。大量典籍遭受历代天灾人祸而散佚损毁，古人

谓之“书厄”，这是令人痛心的事。《隋书·经籍志》兼记亡书，为后

世树立了良好榜样；宋郑樵《校雠略》特著《编次必记亡书论》等篇
J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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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阐述其意义；清朱彝尊《经义考》于书名下分别注明存、佚、阙、未。。

见四类，为后来多数书目所遵循。本书简化为三：存、佚、未详(不一。 ，

。 写)。因资料不足，有些书存佚难定，不得已只好空着此项留待以后。

j‘． 填补。!
‘

， ，

+ ’

．， ，

。．≈‘ ．、。五、关于零星篇章。本书以著录独立成书的著作为主，但有些’ ～．

人以单篇名作流传人间，有些人集子已佚而总集或其他书籍中保

‘“I， 留其若干篇章。吉光片羽，弥足珍贵，本书亦间加著录或在按语中， ．

道及。·；1：’
．，

，。1：’‘ 。： f，．．+；t j，
．．．

?
， k‘我们十分感谢江苏省出版总社领导和江苏省出版史志编辑部?。 。，

_t， 的同志，他们在目前“出书难”的情况下慷慨接受了本书的出版，并
。

?一； 对本书进行了认真的审读编辑，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可以说没- 一-；

有他们的热情支持，要出版这样一部巨著是十分困难的。我们也感、 ：

。 谢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和江苏省教委、南京图 ． 、

‘

．- ’。书馆以及各地各单位的编写者，没有他们的关怀，资助、撰稿、协
一

’． 作，我们是不可能顺利完成这都著作的。，f I r

，_。!舻‘ ，．j ‘．

．

。

我们的专业水平不够，见闻有限，再加上人力不足，时间紧迫·“、
”

， 书中难免有不少缺点错误。诚恳希望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

． 正J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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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1．本书著录上古至清末及部分生于晚清而于1949年9月30

日之前去世的江苏籍作者著作，酌收外省流寓并定居于江苏的作
1 者著作。。 “。 。，’．

。
．一一 。”、 ■．．。：。：

一 2．本书以江苏省1990年行政区划分卷，每一省辖市及属县

(含县级市)各自成卷，共11卷。古代行政区划归入现今相应的地

区。已划归他省市者(如上海松江)不收，原无建制者(如张家港

6市)亦不单独列出。
’

，、： ‘，i_
．

1： ：，

、 ，．3．本书采用以年系人、以人系书的编纂方法，每一条目包括人

。 物小传与所著书目两部分．。人物以生活年代为序，生平不详者，附
． 于大致相应的年代后面。

： 卜’’； ，” !。：

4．所收书目以编集成册的古典文献为主，酌收零散作品。现代

7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著作及现代文学作品；一般不列入。一’

‘；；5．著录各书依经、史、子、集、丛书的次序排列，书名下注明卷

数、四都类目、存佚。现存书注明版本，稿本、抄本、稀见本等注明收

藏单位。佚书注明出处。
·

6．丛书子目在10种以下者全部列出，10种以上且《中国丛书

， 综录》已收者注明“子目从略”。如不见于“综录”，则子目均一一列

出，以备查检。 ．，

7．各卷末附人名索引。全书各卷出齐后，再另编全书的人名总

索引和书名分类索引。．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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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r：y，无锡，太湖之滨的一颗明珠。无锡，包括它所管辖的江阴市、宜

．。兴市，这里风光秀美，三万六千顷太湖烟波浩渺，澄江要塞的雄奇，

： 阳羡山洞的灵秀，使人留连忘返。．。这里历史悠久，三千多年前泰伯

奔吴，定都梅里，这里就成为吴文化的发祥地。悠悠岁月，留下了无
。‘

数的文化古迹和美丽的神话传说。这里又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土：

地肥沃，物产富饶，素有“江南鱼米乡”的美称。 ．，。 ．．

．。“地灵”而“人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更是勤劳、智慧。在漫长 ，：+

’。 ‘

的岁月里，它创造了无比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它为中华民族贡献 ，。

‘

。 ·

了大批杰出的人才。在这片土地上i出现了政治家李纲，思想家高
‘

攀龙、顾宪成，军事家卢象升，经学家、史学家顾栋高，地理学家徐

霞客，医学家柳宝诒，方志学家、金石学家缪荃孙，更有大批文学

。 、家，如李绅、蒋防、陈维崧、万树、严绳孙、吴德旋、蒋春霖等。
4

，，·’

．。他们从各个方面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东林书院“家事
⋯

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一名言已成为中华思想库中的宝贵财富。‘
一

?‘李纲以节生用舍为社稷生民安危的襟怀，徐弘祖为了科学事业而

。 跋山涉水、不畏艰辛的伟大精神，都已成为一种榜样，而具有了一
’

定的象征意义。陈维崧的词、万树的曲、储欣、吴德旋的散文，都具 一

有广泛的读者。在书画艺术文面，倪瓒画风的清远萧疏、王绂画风

的苍郁清润，在中国绘画史上都有重要地位。而东晋顾恺之。迁想 ’二

． 妙得”、“以形写神”的画论，清代周济“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

的词论，都是独到之见，对我国传统绘画及文学创作，有着极其深．

：一，·，‘·。‘__’’|．
o

7，，r
：

，，

， 、．'-

。

，、J

’J。，t

、
^‘

，。

’。 ’．、，』，一 ，’

“，
、

‘。舻

，

-●

’●

￥

，●

n．

’_．

℃

。巾

，

’．

‘

，

k

．

叶

，

蒂

寸

，

，

：．

，

{

Ⅳ

．√，

、

．，言％

。

．

，，II，．

，．

弓q
‘，．》

，；。。

卷_．锡．．．无．，
∥强

●

H

^．

{，

，



远的影响。 ．

到了晚清，随着西方新思潮的涌入，这里又出现了大批新的人

物。他们中有被誉为中国近代化学先驱的徐寿，有杰出的数学家华
7

’蘅芳，有外交家薛福成。他们面对时代潮流的变迁，勇于放眼看世

，界，自觉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

立功、立德、立言，这是古代被称为三不朽的盛事。他们在建树

．功绩、建立德业的同时，还留下了大批著作。在无锡历史上，有姓名

可考的著作家即达4千多人，著作量则数以万计。这些著作内容涉。

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宗教、科技等各个领

域，其中有许多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和相当的权威；宋

代藏书家、目录学家尤袤的《遂初堂书日》成为我国古代第一部版

本目录学著作。《徐霞客游记》则是地理学方面的经典之作，并进而

形成一门专门的学问“徐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结构严谨，

体例新颖，是一部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杨潮观的《吟风阁杂剧》褒、

贬美刺，远譬近指，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在中国戏剧史，特别是在

。短剧”的发展史上有独特地位j秦蕙田编撰的《五礼通考》，嵇璜主

持纂修的清代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及续“三通”，也都是中国文化 ．

史上的重要典籍。至于孙洙辑选的《唐诗三百首》，更是家喻户晓，

。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成为最普及的文学读本之一。· 、”

’

为了汇集和保存历史留下的珍贵财富，无锡的文献学家们作

了极大的努力。他们编集了众多的地方文献丛书，如《锡山先哲丛

刊》、《江阴丛书》、《江阴先哲遗书》等，编集了大型的地方文学总

集，如《梁溪诗钞》、《梁溪文钞》及各自的补编、《江阴诗存》、《江上r

诗钞》、‘《澄江赋约》等，同时刊刻了大量的单篇著作。 一 ·

‘

’． 这些大型丛书、文学总集和单篇著作的编纂出版，抢救了大批

无锡作家的作品，并充分显示了无锡文化的巨大成就。 e

为了这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存、流布，无锡的一大批地方文献

学家耗费了巨大心血，有的毕生从事于无锡地方文献的收辑、研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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