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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史志丛书》前言

从1989年10月起，我们为了编纂《江苏出版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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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这些史料大部份属于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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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些出版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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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史志丛巾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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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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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在编辑思路上加以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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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史志丛书》的

第一批选题已编纂成书，将陆续问世。它们是；

‘江苏出版大事记》 ：

‘江苏出版人物》．

<江苏出版机构》
’

’

‘江苏刻书>

《江苏图书编辑史》

<江苏报刊编辑史》 ．

‘江苏民国时期出版史)

l：民国党派社团出版活动史略》 ．

《华中解放区出版事业简史’
‘

‘江苏革命出版活动纪事’ ．

‘江苏艺文志>(以市为卷)

这批丛书，总的来看，它的史料性、学术性、时代性，是相当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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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尽到了一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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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枇丛书的编辑出版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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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审俞洪帆主编，省出版史志

编辑部主任、副编审穆纬铭任副主编}王春南、邱禹、徐飞、钱兴奇

等分别担任责任编辑。在丛书付梓之际，我们对所有为丛书作出贡

献的同志表示衷心地感谢j

江苏省出版史志编纂委员会编辑部

‘1993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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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

《江苏艺文志》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编赵国璋

常务副主编匝垂二l习 副主编江庆柏
、

编委 赵国璋匿囹江庆柏 汤大民谢秉洪 李成杭

《江苏艺文志·南京卷》编写组名单

主编杨云海 ·

’副主编李成杭

撰稿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江庆柏汤大民杨云海

赵国璋夏晓臻谢秉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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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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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籍日录实为当务之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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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以来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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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连续出版物相继闯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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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大型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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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四部总

录》等陆续出版，为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检索工具．

但是，现有的成绩仍是不够的．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文化

遗产极为丰富，目录学上有待开发的领域十分广阔，地方著作目

录就是其中一．^、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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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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质来说，应是史志书目的分支，大致又可分省志和府县志两

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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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史志书目的分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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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问宋孝王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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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分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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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志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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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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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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分支，可惜这一正确分类似乎未被广泛采用．

四、新修地方志不列。艺文志”这一类目．建国以后，60年代、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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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专志之一，比收入地方志中更加适宜．一 ，

我国幅员辽阔，历代文献浩如烟海．为了全面地查清这一文

化资源，包括已佚的和现存的，我们认为最好的方法之一，是全

国各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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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先进的电子技术相结合，就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华民

族著作的信息库，其意义该是何等重大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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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之行始于足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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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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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书名卷数作者，问有作者简介或按语．(2)清末常熟人潘任编

著《江苏艺文志》，存经部稿本14册，著录简略，藏南京图书

馆．这是清末宣统年间缪荃孙主编的《江苏通志稿》的一部分．

(3)金铽撰《江苏艺文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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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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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年刊》第6、7、8期(1933—1935)；《史部》稿本全19册，藏

南京图书馆．此书著录极详，其版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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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录简略而且草率，似

为未定稿．这部《通志稿》正在整理中，今后可望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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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务必信而有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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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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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时间断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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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全书结构．本书采用“以年系人，以人系书”的编写方

法，不同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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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书脱离或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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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著》)，我们补救的方法是。一是每书之下标注类目，二是全

．4



书完成之后拟另编《书名分类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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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存、佚、未详(不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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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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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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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我们是不可能顺利完成这部著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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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

1991年lO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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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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著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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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行政区划归人现今相应的地

区．已划归他省市者(如上海松江)不收，原无建制者(如张家港

市)亦不单独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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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所收书目以编集成册的古典文献为主，酌收零散作品。现

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著作及现代文学作品，一般不列入．

5．著录各书依经、史．子、集、丛书的次序排列．书名下注

明卷数．四部列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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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各分卷出齐后，再另编全书的人

名总索引和书名分类索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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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卷》引言

杨云海

今南京市行政区划，辖有江宁、江浦、六合、溧水、高淳五

县．旧称南京别名江宁i上元．五代至清季，江宁、上元两县多

为同城而治，地隶今南京市区和江宁县．故本卷所称南京人当含

今南京市区及江宁县人，别置江浦、六合、溧水、高淳四属县．

南京的历史地位特殊．尤其是六朝、南唐、明代、民国时

期，地处京畿，人文荟萃．凡因官，从商，弄文、事百业而寄居

者，比比皆是，故人物籍贯殊难定限．为避免和其他卷及外省同

类书产生不必要的重复，除遵循全书凡例所规定者外，本卷对于

入选著者更限于以下几条原则t(1)六朝以来，凡载籍泛隶为丹

杨、润州、漂阳、历阳等者，均不取．唐以后泛称江东、金陵者

亦不取．(2)自东晋南渡始置侨郡，下逮明代官绅徒京师者，虽

史乘恒以郡望为人物标籍，稍加细致，则一一皆可认定其居里．

本卷收确已定居南京者．(3)凡生平活动主要在南京地区，且对

后世影响较大者，。本卷亦酌予收录．按年代插入排列，不予另

分．释、道、妇女亦同此例．

一
南京地方之有艺文志，以现存文献稽考，殆肇自南宋景定

《建康志》(卷33至37，称文籍志)．但审其体例，实肪自高似孙

《剡录》，仅略录当时两学所藏四部书目，书版书、石刻目，以

及并非出自本地人之手的若干单篇诗文而已．其后，如至正《金

陵新志》、正德《江宁县志》，万历《江宁县志》等，均不志艺

文，或如嘉靖《南畿志》、万历《上元县志》以及清代一部分方

志，纵立艺文，率多体例不纯，著录疏略．清嘉庆中，姚鼐主纂

《重刊江宁府志》(一作《新修江宁府志》)，卷54至56为艺文

7



㈣伊，

志，其中卷54为按四部著录本地人之书目，卷55为记南京文献

(本地和外地著者有关南京的著作目)，卷56为选录有关南京的单

篇文章．这反映了乾、嘉之际目录学，方志学理论和著录实践发

展的影响，是地方艺文志编著体例的一大变化．同治中由汪士铎

任总纂的《续纂江宁府志》卷9艺文志，卷上为补充著录南京人

撰四部书目，卷下为著录南京金石碑记，已渐趋专门著录地方著

作目录的体例．此种体例，在仍由汪士铎等纂的同治《上江两县

志》中，似更趋于明朗化，该志卷12艺文考(传为甘元焕所撰)，

卷上为著录南京历代书版藏书，卷中为著录南京人四部书目，卷

下为记南京地区的金石碑记，则是既记藏书，又记著作了．江

浦、六合，溧水、高淳四属县的县志，凡有艺文志者，大致情况

亦如此．
’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两代，若干专题记撰南京乡邦文献的著

名笔记体掌故书，其书虽非专为志书，但其中的有些内容，如周

晖《金陵琐事》卷Z。佳句”条之撮录南京诗人姓名及诗句、卷3

。唐江宁诗人”条、《续琐事》卷下。诗集”条专记南京著者及诗集

名称；顾起元《客座赘语》卷7。金陵人金陵诸志”条之专记南京人

著志书；甘熙《白下琐言》卷5记前贤考证本地之著述等，已成为

后世艺文志取资的渊薮之一． ．

．

但总的来说，旧志所志艺文，除体例有缺陷外，著录不全，

存佚不分，非综观其他文献目录，则不足起到地方著作目录的参

考作用．

到民国问，在清季以来地方著作目录撰述蔚然成风的影响

下，陈诒绂在《金陵通传》等资料的基础上编辑成《金陵艺文

志》，才算有了记述南京地方著作的专书．但此志取材较偏，亦

不记版本及存佚，且流传不广，影响甚微．金陵藏书家宗舜年亦

有一部《金陵艺文志》，稿本藏于南京图书馆，迄今未曾整理出

版j影响更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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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前辈荜路蓝缕之功皆不可没．

本卷之编，力求尽全，希冀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

在取材范围上，已注意突破前人囿于史乘、总集，而广搜于书目

题跋，以及专史、别集、杂撰、笔记，注意吸收近人之研究成

果，更于文史之外的医、农、兵，艺诸学科亦详加著录。在著录

内容上，亦突破历来地方艺文志仅著录撰、编、辑，修、纂、注

等著述形式，而扩大至于校勘和刊刻，并分别著录存佚和详记版

本．此实为对旧志著录范畴之扩充，亦为新时期地方艺文志不可

或阙的内容．

《南京卷》共收录作家2676人，其中南京市、江宁县2027

人．江浦县144人，六合县236人，溧水县95人，高淳县174人．

‘本志力求比前人同类著作更有助于参考实用，以之作为南京

方志的一个分支．然限于主客观条件，挂漏错误，在所难免，拾

遗补阙，此俟来日．幸博雅是正之．

1992年6月19日

于南京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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