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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曹旭

清末搞改革，大清帝国找出路。他古]学习西方，除了办钢铁厂和织

布厂，还做了两件能使E国家强盛的事情:

第一件是办大学，第二件是建立图书馆。

因为大学能培养一挝又一挂优秀的青年，培养国家未来的主人翁

和接班人，培养社会发展的芯片;币图书倍的大小，就是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踏容量的大小.图书馆能使全体国民人人都充满了智慧。

作为文化载体和知识载体，图书馆的魅力来自文化的感染力和知

识的震撼力，这两种力量在图书馆交融、汇合，形成了 00书馆深刻的内

涵。

大清国改革的两件事，我们现在都在辙。

我们是大学雷书馆，既有大学的性盾，又有图书馆的性质，是为大

学培养的後逸之士提供知识、能量的摞泉。这使我们徨自豪，因为我们

所做的，的确是一件伟大的工作，有意义的工作，是让学生受益，国家富

强的工作。

我们提倡"互相称美，互相谦让，团结协作，开拓奋进"。这使我们

自书馆变得更加优美了。

一个自书馆优美不优美，不f又看硬件，不仅看建筑华丽，大厅漂亮;

还要看洋溢在图书馆内部.无处不在的人文精神，人和人的关系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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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馆兴。

经过近÷年改革，我们主要学会了西个字 "鼓掌"和"微笑"

鼓掌，是对另阜别IJ人的成功鼓掌d散鼓笑，是对读者徽笑。我的还学会了

把对读者的数笑，带回家庭，带到大街，带到超市，带到混乱币拥挤不堪

的公交车上，对所有的黯生人微笑，对大千世界微笑，我们不必学禅，不

必学镜，不必相信耶稣去做礼拜，我的就会获得好运气。

其实，每个人J令里都有一颗"原子弹"。领导的关键，是引爆每个人

JL'里的"原子弹"。人一租，心情一舒畅，每个人心里能造性和主人翁精

神就被激发出来，这使我们的图书馆逐步建立起一种新风格

馆员之间，读者之间，领导之间，只对对方的住点感兴趣，对对方的

缺点一点兴趣也没有。

世界是复杂的，但我们学会了简单p我1fJ学会了用简单对付复杂，

自简单的方法战胜复杂的世界。

每一本书，就是一把降落伞一一打开了才能发挥作用。我们的目

标是，创建一个文化图书馆。

一百年以后，读着我的散文的读者啊，你是谁呢?一千年以后的图

书馆啊，你是什么样子呢?我不能在这富丽的春天里，送你一朵花5 我

不能在天边的云影里，蹭你一缕晚霞。

但是，一千年以后的雪书锚，元论是数字型图书馆，还是复合望望

书信，都必须是文化的图书馆。

我们现在认识到阳光、水和空气对人类生存的必要性，其实，在现

代社会，文化就是黯光、空气如水以外，人类的第四大生存要素 o

我们不仅要创建一个"敬笑图书馆"一个"掌声不断的图书馆"，还

要创建→个学理性图书馆、研究型图书馆。没有文化的图书馆不是好

图书馆，没有科研的图书语也不是好图书馆。

图书馆人的任务，不{又是{昔倍书、还还书、藏藏书，还要进行科学研

究。图书馆本身就是→个重要的教育机构和科研机构，这是一个从古

代就开始的重要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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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现代的话说，图书馆是一切学科建设的导航站，当我们面对读者

的时候，我们就是知识的导航人。假如再宏现一点，图书馆是社会进步

的知识引擎，我们是发动引擎的人。

上海师大图书馆在管理和经济效益都上了台阶的同时，十分注重

自身的内涵建设，重视望书告自身的科学研究。

我们秉承传统，开拓未来，成立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中心，以中心

为依托，组织大家撰写论文，积极参加全国、全市图书信专业的学术会

议，并在各种论文竞赛中屡屡获奖。

我的积极申请各种形式的科研项目，以服务带动科研，以科研促进

服务，踪了组芽、青年学术沙龙，撰写论文、组织辩论赛以外，还举行全馆

'性的"论文报告会飞出版《现代图书馆建设论丛》。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薪火学术丛书"就是我盯图书馆科研力

量的一次巡礼和检阅，是我们学科奠基的基石，科学研究的重器，百年

大计的起点，努力奋斗的见证。

我1fJ有理由自蒙，因为，我们的书质量上乘;因为在这套丛书里，从

我们的书记，到普通馆员，都在用心，黑虔诚，用我们对图书馆的热爱谱

写学术光辉的篇章。

上海方志研究、《红楼梦》研究，很早以前就是我们的强项 d~1 书馆

编目，我们的水平也一直领先;有关现代图书馆理论、自动化、网络化的

研究著作，更有排名前茅的引用率，我们的古典文献学租图书馆文献学

研究，实力也不容小颤。

此外"圈书馆文化论"、"读者论"、"图书信资源建设论"等等，在国

书馆界都是前卫的课题，银有意思的研究著作。

四

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家庭、环境、学校老师的培养d!l书馆的发

展，同样离不开各种关心、帮助它的人。我感谢我们的周洪刚书记和李

进校长，惑谢主管图书馆多年劳苦功高的项家祥校长和现在主管图书

馆的李和兴校长，感谢对00书馆感情一直很深的阮兴树书记、黄刚书记

和陆建非校长、蒋威宜校长、命立中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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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庄琦为代表的上海市图书工作委员会一直关心我们，复旦大学

的秦曾复信长、交通大学的拣兆能结长、华东姆大的黄秀文馆长、同济

大学的模金花馆长和其他兄弟院校图书倍的信长们，最先看到我们的

进步，及时给我们指导和帮助。华东师大信息学院的草并恩教授，以其

聪慧和睿智，对我的的工件进行指导，在他幻的帮助下，我f们图书馆已

经初步建成一个研究型的图书馆，我们心存感谢。

尽管人事变动，复旦的秦馆长、交大的陈馆长都将离开馆长岗位，

合校长己捐到华东据大当校长，担是，排名不分先后，感谢不受时间、空

间的摄制，不受蜻天、雨天的变化，我们的感谢是四季永远盛开的鲜花。

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

王王

现在，我们的国书馆已像出海的螺号，远航的风iÞ}L;春天的故事，理

悲的家属，霞光艳艳。

我们图书馆正进行新一轮动员

让精神领先，学术自岳，图书馆事业迈向新境界。

二00七年六月十五日于上海师大留书馆石榴书屋

(作者系上海部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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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曹旭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发达的国家之→，历史的文献资料庞大丽又系

统，从二十五史到越方史，到方志。尤其是方志和家谱，近年来，格外受到

研究者的宠爱和关注。作为官史和正史的补充，其重要性是不言而睫的。

打造主海国际大都市，建造林林总总的高楼大厦，建造国际会议中

心、大属院、东方明珠，举办世界博览会，注重城市的外表，建造文化的

"外壳"是必要的;但是，又是远远不够的。这就像一个美丽的模特儿，

除了重视新鲜时髦的衣装打扮.重视走台步时的姿态、脸上的表情以

外，还要重视自己的道蓓修养，提升自己的内涵，台步、姿态和脸上的表

情，要从心里流出来。

因为，那些高楼大震、大剧院，都是用钱"堆起来"来的，有了钱，什

么事情都好办。有了钱，我们可以造更高、更大、更豪华的世界顶级的

饭南、歌厅，钱是万能的，有钱的人往往这样想。

{B是，钱不是万能的，有了钱，还有许多事情不好办，譬如说，上

海的"历史"、上海的"文化遗存" 那些是一个城市精神的内温，文

化的核心，那是用再多的钱也买不来的，特到是大家都有了钱的时

候，你身边的东西，用钱买不到的东西，就显得格外重要→一上海方

志是一种。

上海方志，是上海的"家谱"，上海的"世系"。要认识上海，要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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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首先要读上海方志，读上海的历史、来龙去脉、上海的文化特性，

姓什么，叫什么。

上海的历史，上海的文化，上海的文学，上海的哲学，都需要进行研

究。研究的"第一本入门书"就是"上海方志"。上海方志是以上海行

政在域为主，兼莫衷地理、历史、风士、人物、文献，具有上海特色的文化典

籍。其文献特征是，以一地一志为基本单位L纵或地方年鉴式的文化积

淀，横则连成区域乃至全国，构成一幅蝠断代的文献记载茧，弥补国史

记载在时间与空间上的"不能"租"不足"。上海方志，每一种、每一部都

有其独立的文献价值， {B合在一起，则构成了更广阔、更全面市丰富的

文化资源。

f且是，有谁知道，上海的方志究竟有多少部?多少种?各有什么特

色?

根据当今权威的《中国地方志联合吕录》统计，为 137 种(其中还包

括误收的 3 种昆山县乡镇志)，这是指其现存的方志数量而言。收藏上

海方志最多的是上海图书馆，上海图书信既编地方志目录有 116 种，这

是它的馆藏，不是所有的上海方志目录。

因为上海，有一个和黄浦江起点→样长的开始，有一个看不到结束

的未来。上海的"瑕"在松江。松江fB称华亭，自唐天宝十年 (751)置

县，至今己有 1250 余年的历史。在此期间，不断地修篡方志，到底肇事

了多少方志，现在可以说还是一个谜。

四

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是研究上海方志的重镇，在版本学、吕录学和

文献学方面，徐恭时、卢正言、陈金林等茹后相继。踪金林先生师从徐

恭时先生，又私嵌谭其囊先生，在我信从事上海方志研究二十余年，在

上海方志研究方面卓有建树。

一九六三年，在信内徐恭时先生的主持下，由许惺盒等人协助编制

成《上海地方志资料考录》。卢正言、李宗莫先生参剧了部分编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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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是"油印本"，打字则由张慧琴先生负责。作者署名是"上海师范学

皖图书馆飞这是徐恭时先生和当时馆领导陈子彝、黄河等人畜量后决

定的。

由于方志本身的货值和我们编的《上海地方志资料考录》的价值，

一九七八年，在徐恭时先生的指导下，由陈金林补充穆订，正式自上海

书店出援。

《上海方志资料考录>)，分方志和资料上下两编，著录上海方志 255

种，是包括现存和散供商部分在内的统计，代表了当时上海方志研究的

最高水平。

为了振兴我语的学术气氛，延续传统，发扬光大，我宫1大力开展图

书馆学、情报学的研究，支持、鼓励陈金林先生在《上海方志资科考录》

的基础上，重新修订，扩雨大之，据雨考之，考而证之，终于成就《上海方

志通考>>，本书重程焕然一新。共收录上海存供方志 688 种， tt.(<上海方

志资料考录》多出一倍议上，是迄今为止收录最为齐备，考订更为精详

的一部上海方志吕录全书，在中国区域方志研究领域中占领先堆位。

王王

我觉得本书有二大特点:

一是牧录齐备。举凡上海地区之有方志起，迄于公元 2000 年，均

予一一著录。

二是考订精详。此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上海之有方志自南宋绍熙

《云间志》始。其实在此前的北宋景德四年(1007)华亭知县刘哇一等尝

寨辑《华亭图经))，嗣后又有大中祥符兰年(1010) 或书的《华亭南经》。

由此，上海方志的历史上溯了一百八十多年。此外，明代《永乐大典》中

有多少种元代及明初方志，清代《古今自书集成》中又收录了多少种清

初以前上海方志，在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上海究竟掺篡了多少种方

志，凡此，本书均予以明确解答。

-呈
/\ 

本书虽由陈金林和徐恭时两人署名。 {S卢正言、李宗莞、张慧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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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好元位先生都做过许多前期的工作，他的的劳动融化在这本书里。

作为中国古典文献学、古代诗学的研究者和馆长，献上卉言，以志

学术的艰辛和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集体的光荣。

二00七年六月二十九日于上海炜大图书馆石榴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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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方志是综记一方事物的志书。"方"是指秦汉以后的一个政区或一

个边区，通常以县级建置为基本单拉。"志"通"识"、"萃"即记述。"方

志"始见于《周扎·地官·诵诙1)) ，<<春宫·外史》作"四方之志" , <<后汉

书·西域传论》提到西域有"二汉方志"。因史与方志有联系又有区别。

所谓联系，是指史、志本属一个体系，但以自史为主而~方志为辑，为同

费、西异流;至若这到.关键在于体裁与记述范围的不同。

国史与方志，语其功用，实是博大精深。汉苟悦撰《汉纪))，说立典

有五志，苦干宝续加阐述，唐却知凡又广以三科、八目，皆以史志资鉴、

致用为主。《管子》则说"疑今者察之吉，不知来者视之往";<<韩诗外传》

更谓"萌镜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他们概括了史志的学术价值和

社会功能，可谓允当。方志之可贵，亦在于此。

我国古代史籍的体裁，主要有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会要捧

等几种。编年体始于《春秩))，东汉苟馄著《汉纪》、晋袁宏著《后汉纪)) , 

采用的是编年体的编篡方法。纪事本末体和会要体较为晚出。就中国

史丽言，上述三种体裁都不如纪传体重要。纪传体始于《史记)) 0 ((史

记》采用"本主己"、"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倒。因为这种编篡

方法以"本纪"和"列传"为主，故称为纪传体。汉司马迁《史ìê))是一部

贯穿古今的通史，记事起于传说中的黄帝，止于汉武帝元狞元年〈前

122) 。班回撰《汉书))，袭用了司马迁开剑的纪传体，记事始于汉高祖XtJ

邦元年(前 206) ，止于玉莽地皇四年(23) ，共 230 年，包举西汉一代和短

促的王莽政权，首开纪传体断代为史的先河。这样，自《史记》、《汉书)) , 

至清乾隆时《明史》定稿，诏刊甘二吏，又诏增<< 18唐书))，并从明《永乐大

典》中辑出宋薛居正0日五代史)>，合称二十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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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四史中，以唐人所撰纪传体居多，凡 7 种。赵宋时各种体裁

最为齐备。如纪传体有(( 1日唐书》和<< 1日五代史》、《新五代史));编年体有

《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

编》等;会要体有《宋会要辑穰》、《建炎以来辑野杂记》等。方志之书，至

赵宋丽体倒始备。举凡舆图、建置、疆域、山川、物产、戴税、职宫、人物、

方技、风倍、名迹、金石、艺文、灾异无不i己子一编。 i毫唐以前，各自为

书，名称或作"地记"或称"图经"主要内容是自然地理，而从宋开始，

逐步转向以人文地理内容为主。诚如《四库全书总吕提要·史部·地

理类·序》所说"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摇、物产丽己，其书今不可

见。然《禹贡》、《周礼·职方民》其大较矣。《元和郡县志》颜涉古迹，盖

用《山海经》例。《太平寰宇记》增j兰人物，又锦及艺文，于是为外i县志书

之滥筋。元明以后，体倒柜沿。"在宋乐史《太平寰宇记》一书的提要中

再次强调"史进书序讥贾耽、李吉甫为漏阙，故其书采捷繁富，惟取贱

博，于列朝人物，一一并登;至于题昧古迹，若张苟《金IlJ诗》之类，亦皆

并录。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史，盖地理之书，记载至

是书丽始详，体例亦白是而大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宋代以前，不存

在我们今天所说的方志之书。

上海自元至元二十九年 (1292) 量甚至今，己有 700 多年的司史。

若从上海的根一一唐天宝十年(751)建县的华亭(今松江区〉算起，至今

已有 1250 余年的历史。自宋代起，上海究竟惨篡过多少种方志，可以

说大部分上海人都不清楚。《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1985 年中华书局)

说有 137 神，是指 1985 年前已存的上海方志雨言。若剔除其中 3 种属

昆山县的乡镇志，实际为 134 种。《上海图书馆方志目录》说有 116 种，

是指它的馆藏南言刊上海方志资料考录》著录上海方志 255 种，包括现

存和散供商部分的方志，若除去其中不属上海的 12 种总志资料，实际

数量为 243 种。本书综录古今上海方志 688 种，是迄今为止收录最为

齐备、考订较为精详的一部方志目录专书。其体倒略信清朱彝尊《经义

考》与瞿宣颖《方志考藕)) c 凡属上海方志，不论存役，亦不论币i行与杏，

概行收录，因真考订性质，故谓之逼考。

从渊源关系上说，本书与《上海方志资料考录X以下简称《考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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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联系，因有必要对《考录》作些介绍。《考录》有两个摄本，一是

1963 年 7 月的油印打字本，为 16 开一册， 409 页，约 55 万字;二是 1987

年 12 月上海书在出版的铅印本，一册，524 页，约 50 万字。具体分述如

次=
早在 1962 年，上海师范学院(郎今上海辉范大学〉图书馆资料组拟

编一套《上海文献资料丛书队将《考录》列为第一种。当年 6 月发凡起

例，收集资料进行编辑，至次年 7 月打印成书。收录时间，起自三国，迄

于 1961 年 6 月底。内容分上下两编。主编收录上海市所属 10 县的方

志，分总、志、 i日松江府志、各县县志、乡镇志租市县乡土志等 5 类，收书

295 种;下编收录有关上海方志的资料，分资料汇编、国影志等 18 类，

收书 846 种。合计收录 1141 种。自徐恭时主持编辑，与编者为许惺

庵、卢正言、李宗菜、张慧琴等。时共印 100 册，分送各有关单位和学者

征询意见。至 1964 年 8 月，先后拉到反馈信患 40 余条，主题是表挠和

肯定，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订意见。如《自录学概论))(1982 年

中华书局)认为"……此书对于掌握上海地区内所有方志篡修源流和

内容特点，颇有价值。"此后该书的出版事宜因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商

掘浅。

1978 年，上海师范大学重建。我从外语系调至图书馆工作。 1980

年起调至资料组，并据馆领导意觅，姆从徐恭时先生，主要工作是协助

锋订《考录》。先师对工作要求甚严，先是要我通读《考录))，继而要求将

此书收录的条昌一一查校，方式是先锤内、后馆升。于是我又成了上海

图书馆、上海搏物馆的常客。 1982 年起，上海市郊各县始编新县志，新

的资料不断发现。时馀先生年事已高，于是与各县县志办的联系和对

新材料的种充又成为我修订《考录》的一门必修课。历四寒暑，至 1984

年底《考录》的修订工非告一段落，最终落实出上海书店出版。此书由

徐力励任责编，于 1987 年 12 月正式出版。此为第二版《考录》之由来。

概括地说，在长达 5 年的时间里，我在徐先生的指导下主要做了两

件事:一是修订和补充。所谓修订是指对全书逐条文字的一一修订，同

时也蹦去一些重复的内容和非方志资料，计 174 条;说到补充，主要指

补充 1961 年 6 月至 1984 年底期间的方志资料，计有 282 种。其中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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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永乐大典》中辑得的 9 种上海方志挟文。二是惨订体倒和联系落实

出版。体倒部分，首先确定全书分甲乙两编c 甲编为方志部分，具体分

上海市志、松江府志、各县县志、乡镇志、乡土志和总表资料 6 吕， ìt攻

方志 255 种:乙编不称资料，改为"专志"计分 16 吕，收录商书 994 种。

两编合计共 1249 种。其次是调整上海 10 县的排列军次。 1963 年版的

排序并无依据，故改为以各县建置年代之先后为序，弦次是松江、嘉定、

崇明、上海、青浦、金山、宝山、奉贤、南汇、)11沙。此外，还改写了《编辑

说明))，补充书目和书影。相 tt之~， 1987 年本《考录》体例较为整饶，内

容增多雨篇幅反减，较好地体现了时代特征和上海地方特色。

是什么提使我在 20 年岳重又编寡这部《上海方志通考》呢?一是

大教新编上海方志的出现，以及近 20 年来发表了→挂上海方志研究成

果，需要及时加以总结;另→是作为我馆的优秀传统之一的上海史志目

录研究，需要薪火相传并加以发扬光大。

关于前一点，我称之为"盛世修志"。在上海，自上世纪 80 年代初

起，新方志的编篡渐入佳境，先后形成三次浪潮。先是"农村包商城

市"上海市郊十县大张旗鼓地开始编篡新县志，由此引领一挝乡镇志

的编修;接着是上海市区区志及部分高校、城镇志等{彦摹;最后是上海

市居专业系统志书及《上海市志))(后改《上海通志)))的编篡。这样，后

滚推前浪，蔚为大观。自 1987 年至 2005 年先后编篡、出版约 200 种新

方志，其规模之巨、人员之众、成书之多，在上海史上实属空前。在此文

化奇现的背面，是上海社会的深刻变化。而上海的深刻变化，又成为反

映中昌改革开放的晴雨表。就上海政区变化市言，浦东新区之设，南市

并人黄浦区，上海县与闵行区合并，以及除崇晓县以外郊县的撤县改

区，皆由此变所致。再就上海学术丽言，这挝方志集群蕴藏着直接反映

近现代上海这座国际者在市的海量知识和重要信息。因此如何站在时代

的高度，用科学的方法揭示与整合这些经济、文化资源，已成为当代上

海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我想，一个的基本做法就是编制方志书目。

还有，近 20 年来史志学者对方志的研究.取得一批丰硕成果，也需

要及时加以总结。如一般学者认为，上海的方志穆篡始于南宋绍熙吕

年(193)((云间志》。其实不然，因为早在《云间志》之前，北宋样符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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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修篡有《华亭因经>);并在祥符之前，还有景德四年( 1007)修辜的《华

亭罔经》。此项研究的意义，绝非仅是找到了 2 种上海古方志，而更在

于还上海历史的本来面吕。也因此，上海方志的历史前移了 186 年。

义妇，人但知《云间志》以北大所藏研末抄本为最古，校勘则以清嘉夜十

九年(814)华亭沈民刻本最精。其实，在《云间志》明末抄本之前有《永

乐大典》辑本;清学者孙星衍的嘉庆校酷本还存在重大失误，除未能将

宋人文集对校致误外，主要失误在于将《云间志》附录并i商人正文卷三。

再如，<(考录》在上世纪末堪称独步学界，但夕中误尚多，在方志作者方面，

如吴桓、王初桐、杨震福、姚棒、童善、陆元崩、秦立、汪承安等生卒皆阙，

现均已发现。在方志修篡年代方面，((考录》对嘉庆《嘉定县志》、《瑭湾

乡志》、《朱泾续志》、《江东志》平时江东续志》等皆考订未确。如题《续朱

望志>)，称"清辑者阙名，乾隆十七年(1752)前辑成稿本，今未见"。其题

《朱泾续志》员号称"请曹现有辑"。经研究《金山艺文志搞》与清张慧诗，

现认定两志实为一书，挥者为曹现有，书名作《朱里续志》。诸如此类，

不胜枚举。如何将上述研究成果予以汇集，佳之转化为人类的共同财

富，基本做法也是编制解题吕录。

综上所述，抓紧编制方志书目特别是编辑解题书目，实际已成为上

海文化发展的一种迫切需求，而本书的编篡正是顺应了这一社会需求。

关于后一点，我只是想说:上海姆大图书馆的住良学术传统应当薪

火相传、继往开来。并录宋代张载《咏茧蕉》句以为座右铭。 i寺云"芭

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理学新心养薪德，旋随新Ilt起新知。"

陈金林

二00七年五月书于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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