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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畅副研究馆员。原名克勤，又名盛兰〈属岚) , 

号聚兴堂。男， 1935年生，河南省竣县申湾村人。 . 1958年考

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 1962年毕业后，在北京化工学院图

书馆供职。 1970年调鹤壁市第三中学任政工组长， 1973年春

为鹤壁市图书馆负责人。 1980年入、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

馆，为采编组组长。 1982年夏到河南省图书馆工作，现为副

研究馆员， (<、河南图书馆学刊》主编，河南省图书馆学术委

员。系中国图书馆学会和中国人才学会会员 p 历任河南省图

书馆学会秘书长、常务理事、编译委员会副主任，并为河南

省情报学会理事，柯南省人才史学会理事，以及河南省历史



学会和史志协会会员。子图书馆学、目苦学、方志学均在造
i旨，并从事古籍整理和文学研究。曾为研究生开目录学课。
旨己完成的著作有《中国目录学家传略》、《河南方志研
究>> ;主编的著作有《中国目录学家辞典》、《党校文献检

索教程》、《中专文献检索教程》、《河南图书馆概况》、

《图书馆学文论》、《谈图书馆为星火计划服务》、《县乡

图书馆手册》、《图书情报学论文选集》、《图书情报学文

编>> ，并为《中国地理著作要览》副主编 F 整理的古籍有《清

宫艳史》、《春艳秘史》、《奇侠禅真逸史》、《唐公案》、

《剑仙瑶华>>;参与撰写的著作有《中国方志大辞典队《阿

南名人辞典. )> 、《河南大辞典》、《河南社会科学年鉴》、

《河南年鉴》、《阿南地方志论丛》等等F 论文有《书目与

治学》、《钟嗣成与〈录鬼薄〉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地位》、

《洛阳地区方志浅说》、《民国中州方志学浅识'))、《国风

里的中州情歌队《明代中州小说大家方汝浩及其代表作〈禅

真逸虫> ))等等。论著颇多，计有八十余种〈篇〉。其中

《中国目录学家传略》、《洛阳地区方志浅说》获河南省社

会科学位秀成果奖， ((中国目录学家辞典》获中国图书馆学会'

饨秀著作奖和北方十五省侥秀图书奖。且以后者影响最巨￥

专家给予高度评价:简练有法，因人论学，为目录学研究的

补白之作，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另外， (<河南方志研

究》一书，也得到专家的好评，称其是"第一部有关河南研

究方志理论的专著，填补了河南方志发展史上的空白点。 n

, 

f 



明说

一、何南自古迄建国前，共约寨修志书近2000种，现有

资料可考者为942种，其中亡侠371种，尚存571种， 居全国

第五位。这些志书需要认真研究，以便篝修新志借鉴。本书

正为此而编。

二、每部志书载有序、跋、 凡例， 这些文章多为篝修

者、专家、名流、官员所写。或言明寨修经过，或评1!IJ志书

优劣，或阐明理论研究所得。基本上反映了河南方志学的发

展水平和修志事业的兴衰概貌。良有参考价值。

三、序、跋、凡例较多，每种志书以三篇计亦在三千篇

左右。因此，本书所选篇什，皆取言之有物，于方志学理论

有补者-有些文章，虽出自名家之手，但系空言泛论，则不

予以选录。

四、本书除选序、跋、凡例外，也收与方志学有涉之信

函及理论研究文章。

五、本书计选序、跋、凡例、 信函及研究文章121篇，

涉及志书 88种，根据需要，有人不限一篇，如张沐三篇，蒋

藩二十篇。其目的在突出于方志学有成就者。

六、本书所选篇什，多附有编者按，或言明卷候、修寨

以及刊刻年代， 或言明撰者生平及其成就。 按时代编

以便观览。

七、本书前冠有《河南方志研究》一篇，旨在言明河南

方志学的发展，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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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河南方志理论研究的

第一部专著出版

(代序言)

杨静琦

我以十分欣慰的心情，向读者，特别是向地方志编集工

作者、研究工作者推荐申畅编著的《河南方志研究》这本

书.因为官填补了我省方志发展史上的一项科研空白。

(一〉

河南地处中原，历史上曾长期属于我国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的中心。有安阳、洛阳、开封三大古都。因此， 、属

于我国优良文化传统的地方志的编集在河南也历史悠久，篝

修遍及省、府、州及各县，有的县修志达八、九次之多，平

均各县修志、四、五次。从春秋战国至中华民国，历代编悔的

地方志书约计2000种左右，现有资料可考的 942 种

但典中散侠373 种，现存 569种，现存志书数量居全国

备省、市之前列，排第五位。元以前的古方志，主要修于安

阳、洛阳、开封三大古都及其奇怪地周围各县。明、清两朝，

河南修志有四个高潮，即明嘉靖、万历和清顺治、康熙和乾

隆、嘉庚备朝。四个修志高潮时期所篝志书，占现存志书阂，

e 2%0 民国以降，河南修志相继不衰，共修;8， 2种.晶现

.‘. 



存方志的 13% 。

河南地方志的编寨不仅历代绵延不毡，且多有名人参予

修志"或为之事院;如宋朝的历史学家、河南光州出生的司
马光，曾为宋敏求撰《河南志、)) (实为海阳都城志)，作序。

元朝汤阴县人许有王4 官至中书左悉，为《大元大一统志》

作序。明代的朱睦桔，系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七世孙，周定

王朱捕后裔，参予寨《河南通志》、 《开封府志》等十种志

书。清代张沐、孙奇逢、汤斌等著各学者均参加修志，更出

现了一家三代四人连续修志的方志世家，如登封县焦黄亨、

焦集事态草草亨弟)~:焦钦宠〈贡亨子〉、焦如衡〈黄亨孙〉

修成，也自山志》和顺治、康熙、乾隆三朝《登封县志)) ;又·

如新安县吕履恒~吕谦恒、吕宣曾、吕燕日召亦是兰代四人连

续修志的方志世家。民国以降，河南修志不衰， "一代雷

儒P 李敏修及著名学者张嘉谋、蒋藩、陈善，同、刘盼遂等均

媒￡、修都事业爱 i且硕果累累。

-Ji 部南军字母商抑，修志历虫，有丰富的修志实践，又有众多

的惨在失家μ理所当然-的产生深邃的方志理论。 、 但是，令λ

遗锚曲撞占河南历代没有方志理论专著问世。各家的方在、理论

观点均散居:r.各自所侮的方志序、跋、凡例及论文之中，使

混南方志理论;研究形成空档。对此，我从 L980年参予í~ ，
京工作七查-阅河南回去以来，就希望键一本方志序、 ‘ 跋，、 ， 凡

' 飞伊i选集，:' ι古巴散!见的方志理论观点集中起来，反映河南历代方;

飞 志;理论研究睁成呆，1 琪补河南方志发展史上这?空白。现在d
好了，二申:畅同志做T这件十分有d住义的工作，他以数年寒，窗

之苦， P.i.乏查阅资料，日夜辛勤笔耕，从奇关文献中，‘ 筛选

.,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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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88人之序、跋、凡例，以及论文121篇，编成了这部《河甫i. ~ , 

方志研究》。这本书也可能搜集尚不完备，还有名篇遗漏，
但它毕竟是出版的第二部有关河南研究方志理论的专辑L‘
毕竟是填补了河南方志发展史上这个空白。这是河南方志、事斗、

业的一大幸事，可喜可贺。

(二〉
1 马 、

河南方志理论研究之始，据现有资料可上溯到宋朝-司 、
马光在《河南志·序》中己对方志的性质作了，论述，提出志

属"博物之书"的观点。元代的许有圭对志书的功用，在

《大元大一统志·序》中提出=是书之行，是为毒之万世正
知祖宗创业之艰难，播之臣庶，知生长一统之盛世，尽职尽
方fif相维，以持二统。在这里他阐述丁志书存史; 、 :教
化、资治的功用。元代的王悍，于中统三年 ( . 1262年 j~ ; ; 

继承父志撰成《汲郡志)) (已侠) ，在序言中论述了志节回?

编篝内容z "论其郡国之本末，舆地之因革，牧守政教之货
否，土产风俗之醇漓，山泽利益之隐显，人物古今.主盛 。

衰"。 e同时，王悻十分重视对山J li 、古迹的考证，纠正世代3

地各之说传。至明、清两朝，万志理论更有进→步发展，: 对

方志功用的论述，更联系实际，更明确。如明嘉靖《通许县、

志·序》为李梦阳之子李枝所作，他在序言中说，. "其 (1 指

方志〉在今更切要乎， 、丑虏猖狂，中华震惊〈指倭寇侵扰我4

国沿海疆域 ) ，公私调遣，忧匮告穷，取其志而观之，则兵

食之多寡丰啬，山川之平夷险阻，一览在目，守战之备，爱

养之方，可以坐策矣。"还有的认为二百志的功用是"宫可遵 

日，人知法守"·这些都更具体的论述T 方辜的赏?eL ZH

w 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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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志的编集方法上，明、清的方志家重视求实勿华。

如明代崔镜在所篝嘉靖《彰德府志》序言中说I "地理稽实

而黠附会，建置遵则而明典，田赋以恤隐，祠祀以正典，官师

均列而信教，人物、选举上行而下秩，宫室刺奢杂志、辅化，

崇正义而黠异端，捐浮沉而要简明。"明代人王崇庆在《内

黄县志·序》中说: "华以眩实，伪以乱真，辨以轧讷，斯

则古今所谓大忌。"特别是对于志书篇目的设置不泥旧，不

因袭，对此不少方志家有论述。在修志实践中从实际出发拟。

定篇目，突出当地特点。如朱睦桔与邹守愚、李攘等合攘的嘉

靖《河南通志)) ，不蹈成化《河南总志》旧辙，一改其以县

系州，州系府，府系三司，而冠之以宗藩"，"总七郡之志而

合而为一"的叠床架屋的体例。另设四十五卷，以类系事的

'E梅特别是根据黄河横贯河南全省的特点，于灿川1" 之
外，另边传商防'一目，专记黄河的变迁和治理。此目的创

说，影响了河南历届通志的集修，也影响到沿黄河各县县志

的编"0 沿黄各县志均设有关于黄河的篇目，详加记述，保
存了宝贵的资料。如万历《脖县志)) (今地入延津县~ ，在

舆地志中记述事 "元以前本县沿黄河一岸四十里皆唐人，野

若不耕之地，商鹉往来，泉货充裕，民盛物阜。之后，黄河

屡徙，县坦变，至明二百余年，迁民实地，县中居民仅百余

家。斥卤抄荒，一望极目，成了中州极敝陋之区。"顺治

《脖县志》亦记有"脖邑屡遭兵荒，人质十之九，地荒十之

七。"成为摸摸寒沙一望无际的穷地方。另外，一些山区昼

的县志则注意记述山区特点。如咸丰《林县志)). , 在"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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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一目中专说"旱井法"，记述"道光初始有创为旱井，
所费无几，而井养无穷，雨水注满可备一年"。还详记了掘
样旱井的方法J <<辉县志、》注重记百泉的水利、清运。总
之，是 "x x 县志，志 x x 县"。这是不少县志序言、凡例中

提出的修志原则，如 <<f;其县志·条例》即有 " i:其志所以志;其

也"。县志不仅重视对Fi方特色设目详加记述，而且注意反
-映时代特点，如民国时期的志书，就反映了当时新旧杂操一

体的特点。县志篇目即有议会、党务、自治等，为新出现的

事物立篇目，又有延用的旧志篇目名称。新旧杂辑正是民国

时期的时代特点。

在方志编黛方法上，明、清河南方志家比较注重灵活运

用体裁，但严守虫德。如万历《延津县志》中的修志原则，

提出"定纲目，酌体裁，正名义，定因谱，补缺遗，公是4~) 飞

详评论"。以纲、类、目三级相统属， "既统论之，又析论

之"。特别是注重志书中的评论，该志寨者谓 I "地土则脊

薄河忧，人民则粮差之更苦，政事则兴革之当陈，文献则挂

漏之宜采，篇之中安得三故意焉，不然无为贵修志矣。"

因此，提出"公是非，详评论"，类前有按语p后有评论，

在体例上也注重灵活多样，不泥古一种模式。如清武亿篡嘉

庚《安阳县志)) ，分为五体十四卷z 先以图，次以表事其

纲，再以志、传、记体析其目，殿以艺文。另附《安阳金石

录》十二卷。该志历来为学术界所利;颂。又如张凤台修《长

自汇征录)) ，亦提出不泥旧墨，根据需要设置篇目，该志{又

说疆域、山川、风俗、兵事、物产、文牍六门。河南方志家在

体例、体裁上注重灵活多样，而史德方面则r.!:守不移· 、 如t. . .. 



奇逢曾为《新乡县志》肯IJ义例十则，提出"节妇、义夫，非
盖棺不得书，孝友、义让，不可白为乞请，子孙不得为祖父
过为谧美，立传勿以不羁而掩大节z 名宦须造福于地方，乡
贤务有禅于风俗。矢公矢慎，勿滥勿迪。"
河南方志理论到民国时期更有新的发展。集中表现在蒋

藩《方志浅说》、 《河南通志局修校日程》等方志理论文章

和所撰县志序、跋中。蒋藩主张"国体既更，虫例宜变，而

志乘之体，亦随时为因草。"从这一观点出发，他对方志源

流、志书体例、第修方法、原始与其变迁，方志与国泉之异

同，通志与通史之异同，省志与一统志、郡县志之异同，修

志三耍，修志三长，修志二纲，采访囚术，编寨四则，成书

二期等等方面都作了论述。特别重视资料采访，提出要"心

思、耳目、手足一一皆到"。 "大忌以耳代目，以目代足"。

蒋藩以其丰富的修志实践，认真的理论探索，比较系统地总

结了民国时期的修志经验，发展了方志理论，可说是集河南

方志理论研究之大成。

我认为河南历代虽未形成方志理论专著，但方志理论的

研究对志书的影响是巨大的， 历代志书中出了不少各篇佳

作。使河南的方志事业为继承和发扬我国地方志编寨的优良

传统，为宏扬我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做出了贡献。

申畅同志编著成《河南方志研究》一书出版，并均战作

序，我的方志知识浅陋，难以胜任，但免为其难，作《祝贺

河南方志理论研究的第-部专著出版})一文，拳作序言.目

的在于引起方志界同行重视方志理论的研究，继承传统，刽

建社会主义的新方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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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2方志研究

申畅

我国方志，源远流长，早在春枕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一

批阐述地方虫地的专著。国家并设有专人管理这些图籍，如

《周礼》一书中，使记载有s "小虫掌邦国之志，""外虫

草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这里所说的

"志"，无疑是记述虫地之书，也可以说是后来出现的地方

志的原始雏形。先人留下来的这些遗产，需要我们去认真研

究，加以继承。今本人不顾才疏学挠，仅对河南的方志，作

一粗略的探讨。

这里须要说明的是z 为了叙述方便，有些修志者，在外省

务官，为当地篡修志书，还有些人，撰写了不少专志。由于

他们都系河南籍， ‘ 故在下边适当的地方插入， 予以简要研

究。这是其一。其二，本文中之数字来源，多根据杨静琦等

编《河南地方志综录》和《河南地方志侠志目录》统计。特

此说明。其三，外省人修河南志者，虽于中州文献做出了贡

献，但由于不是本文研究对象， 偶尔h需要涉及肘， 仅点其
, • ,. 



窑，请读者鉴谅。

-、周至元钱

河南省素有中国腹心之称，故别号中州，这不仅从地理
位置上看，她大体处在祖国的正中z 且更重要的是z 她坐落
在大河两岸，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发祥地，为国家的精神文明
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做出过举足轻重的贡献。春秩时出现

的《周书》、 《郑志》等书，都是记选河南地方历史、舆地

的。

到了东汉时代，光武帝"始诏南阳撰风俗，故沛三辅有

啻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

作" (见魏征《隋书·经籍志·杂传类叙}) )。就是说，光

武帝刘秀，起兵南阳，为了彰乡里之盛，诏撰了《南阳风俗

传}) 0 这个《传》的内容有z 人物、凤俗、文化、山J\ I , :物
产。收入的资料比较完备，尤其人物，更为丰富。有人说s

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地方志，在其影响下，区域性的地理与

传记相结合，就异化为地记，这就是地方志的开始。

所以由魏晋至隋唐，记注一地山水、舆地、风俗、人物

的书，大量出现。较为著名的为 1 •谢灵运的《游名山志》、

《山居赋》等山志，为编写山志开辟丁一个新的境界。又有

陆机的《洛阳记}) ，圈称的《陈留风俗传)) ，黄闵的《神壤

记}} (记来阳山水) ，苏林的《陈留啻旧传)) ，周裴的《汝

南先贤传》等，也均十分著各。而且，内容逐渐全面，记述

日益丰富，象唐代邓行俨所撰的《东都记)) ，竟多达三十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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