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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广东省第一轮修志自 1984 年 1 2 月启动、 2007 年 7 月全面完

成。 这轮修志，是在修志工作停顿多年、理论准备与队伍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开展

的 。 难能可贵的是，全省修志工作者边实践边探索，在继承传统志书尤其是吸取

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民国时期志书长处的基础上， 创立了基本适应当今社会、 近

乎全新的志书框架体例与修志组织方式。 全省第一轮修志任务全面完成，作为省

地方志办主任，我感到莫大安慰，同时感到很有必要对第一轮修志进行全面分

析，总结经验与不足，探索规律，启迪与改进未来修志工作。

恰好这时浑浊告诉我，他打算对全省第一轮 93 部县级志书进行全面评析与理

论总结 ， 使我原来朦胧的想法逐渐清晰起来。 我认为这个研究选题准确而大胆，切

合实际，同时深知难度极大。 地方志理论研究的实践性很强 ， 必须以具体修志行为

为对象。 不容置疑，第一轮修志是地方志理论研究的重要对象。 在省市县三级志书

中，县级志书为最主要部分。 广东省第一轮修志编篡的 102 部志书 ， 县级志书占

93 部 ; 第二轮修志编篡 119 部志书，县级志书占 99 部。 选择县级志书进行评析与

总结，具有代表性、普遍性也有说服力。 而广东省第一轮县级志书，每部字数基

本上都超过 100 万字，其中二分之一超过 150 万字，最多的一部达 350 万字 ， 估

计 93 部县级志书字数达一亿三千万 ! 不说评析与总结，就是看一遍也很不容易 。

但我相信浑浊肯定能做好此事，因为我对他非常了解。 1997 年我任省地方志办

主任时，;就认识时任广州市地方志办副主任的泽i~4 ， 并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 。 他

长期从事地方志编篡与理论研究，知识渊博，思维敏捷，钻研精神坚韧，治学态

度严谨，实践经验丰富，理论造诣深厚，是历史学研究员、中国地方志学会学术

委员 、 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省地方志书审查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地方志理论研

究领军人物和全国地方志系统知名专家，也是我敬佩的学者与师长。 平时我在历

史知识与方志业务等方面有疑难之处，经常请教于他， 都能得到圆满解决。

6 年后的今天， 一部 《岭表志谭》 书稿摆在我面前。 翻阅书稿，全省 93 部

第一轮县级志书从冠名、凡例、篇幅、篇目、图照、概述、大事记、建置、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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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然部类、经济部类、政治部类、文化部类、社会部类以及工业、农业、商

业、城乡建设、政治运动、文物、艺文、粤剧、科技、风俗、方言、佛教、人物

等主要门类的全面详尽分析历历在目，内容涵盖志书方方面面。 全书 34 篇， 每

篇都对 93 部志书相关内容作综合评析和典型举例，既有优点、特点及其范例，

也有存在问题及其实例，还有许多数据分析，更有对今后修志的启示，并从理论

上进行归纳与阐述，很有说服力 。 同时，书稿对广东自东汉杨孚至民国饶宗颐等

46 位历代修志名家及其所修志书进行评述，介绍他们的方志思想与修志实践，

分析他们所修志书的特点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该书思维慎密，结构紧碍，具有很

强的学术性，是一部全面系统、紧密结合实际的志书编篡理论专著与教科书，对

了解广东修志历史，改进修志工作，推进方志学科建设，具有很强的实用性与指

导意义。 可以说，其命题之广泛性与系统性，填补了我省地方志理论研究空白，

大大提升了我省地方志理论研究的地位。

俗话说，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 6 年中， 泽 ì51.靠着一点一滴的磨练，硬

是把 93 部县级志书这根铁棒磨成了《岭表志谭》这根针，工程之浩大、工作之

艰辛、用心之细致，常人实在难于想象。 我为其精神所感动，为其成果所鼓舞，

为其毅力所震撼!或许本人孤陋寡闻，至今未曾昕闻全国有人对一省之全部县级

志书进行全面评析与总结，至少泽陆是广东第一人。

今年，我省第二轮修志任务将全面完成，为第三轮修志进行资料准备的地方

志资料年报工作正全面开展。 我认为，如果两轮修志有什么遗憾的话，其中一个

遗憾应该是，第一轮修志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开展，第二轮修志虽对第一轮

修志进行理论总结与探索，但这种总结与探索还是初步的，离修志实践的要求尚

有较大差距。 我们不能再把这个遗憾带人第三轮修志，因此，对两轮修志实践进

行全面深入的理论总结，为将于 2021 年左右启动的第三轮修志做好充分的理论准

备，是今后几年我省地方志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相信， ~岭表志谭》的出版 ，

将有力推动我省对两轮修志实践的理论总结和地方志资料年报工作的健康开展。

陈强

2013 年 5 月 12 日

(作者为政协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

中国地方志学会副会长，副教授)



E
E
S序
。
龟

序

一一一部特色鲜明的区域万志史

十多年前，当我们第一轮修志接近结束之时，笔者曾不自量力，试着对那轮

的修志情况，进行一番回顾梳理，写了那本 《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录》 。 在该书

出版之时，感蒙陈桥驿先生欣然赐序鼓励。 在那篇序文中，先生有这样的一句

话..中国方志史上五次修志高潮，除第一次有 《隋书·经籍志》 的一段简短文

字可稽，而第二次有 《玉海》 条目略获端倪外，其余从明嘉靖到民国，都无人

进行总结评论，这是方志史上令人遗憾的空缺。 "① 我体会，先生的这段话，是

给中国方志界，提出的一个需要填补空白的重要课题，也是给我们这一代方志工

作者开出的一道考题。 这体现了老一辈学者对当今方志界殷殷期望之情，也是历

史的期望。

自那时起，笔者便十分注意捕捉这份答卷应试者的信息。 几年前，还曾推介

过也是我们岭南学者的一部区域方志编篡史的专著②。 令人大为欣慰的是，而今

陈浑浊先生又将他的答卷一一一部名为 《岭表志谭》 的专著，呈献给了学界。

这是一部高屋建钮，又紧扣新志书修篡实际的 、 特色鲜明的区域方志史，是一

部陈桥驿先生所期望的填补历史空白一类之作。 它比至今所见同类的著作，规

模都更宏大1 内容覆盖面更广、时间跨度更长;有古今内容的巧妙筛选、结

合，更注重当代修志经验教训的总结;对当前及今后修志都具更强的针对性和

指导性 。

在这几个"更"字当中，规模更大，见书便知，无需细说。 就时间跨度而

言，它上起东汉，下迄本书搁笔之时。 这个时段，将来中原修志历史更久永的某

个地区的同类著作，向上追溯，可能会超过它，但它毕竟已经追溯至岭南正式志

3 

诸葛计: { 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录> . 方志出版社 2∞2 年版第 6 页。

雷坚: (广西方志编篡史) .广西人民出版社 2∞7 年版。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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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发端之始。 更主要的，它是上下统合 、 古今兼收并蓄的第一部。 在古今内容

的筛选及组合上，它采用了两种不同的形式，可以简称作前代和当代的两大部

分。 前代之部名为 《广东历代名家修志录~ ; 当代之部则名为 《广东省首轮 93

部县区新志评析》 。 前代部分的撰写形式，是以志家带志书。 以不多文字的 《前

言~ ，简述广东方志概说之后，便选介了 46 位志家。 综介各人所处的时代、人

生经历、道德品性、学术范围、方志思想、修志实践。 对于他们各人所修的志

书，则重在揭示其各方面的特点，特别注意将它们放在历史的纵向和横陈的坐标

系统之中加以考察。 看它们各自的因陈创变， 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从而确定其人

其书，在方志史上的地位。 对一些志书中，载录稀见的特有资料，也略加披露。

这些颇利于用志者的按图索骥。

这部 《岭表志谭》 的重点，也是作者用力最深之处，是当代之部 《广东省

首轮 93 部县区新志评析~ ，故在书中的顺序置在了前代部分之前。 这个部分，

从范围来说，包揽了广东省第一轮所修的全部县区一级的志书，无一漏略。 从每

一部志书所涉及的方面来说，它详析了志书所有从冠名、凡例 、篇幅、断限、图

照，体式 ， 直至每一种体裁、每一个部类、篇目、人物、表录及特例(特殊事

物的处理方法) ，共开列了 34 个分项。 再从他评析的着眼点来看，做到了宏微

兼具， 一一追述了各个专项的历史渊源、当下的普遍共识，在第一轮修志中有什

么创变，理论探索研究状况若何，广东省县区级志书修篡中实际运用情况怎样，

做得规范的有哪些志书、有哪几种表现形式。 其中最优者是哪些，失范或做得不

到位 、 即便是最差的典型也不隐不讳， 一一具名列出，指出其问题之所在。 无论

是择优还是指劣的典型，都不停留在就事论事上，而注意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

切人、展开，进而从实践升华到新方志理论研究的层面。 在这些研究中，作者立

足广东，又不局限于广东，敢于超出省垣，环视全国方志界。 即使对当时全国名

气很大的权威著作， 甚至国家相关部门颁布或认可的指导文件(如 《 中国地方

志工作暂行规定》 等) ，也能持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扬弃态度，既肯定它们的历

史功绩，也指出其局限性。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很注意自己研究的实践性。

他不但立足于广东省首轮已经出版 93 部县区志书的实际，而且也着眼于目前正

在开展的第二轮，以及今后的修志。 在其 34 个专项的评析之中，不少项内都设

有"一点思考"、"几点启示"、"对第二轮修志的启示" 、"第二轮修志的相关问



题"等细目，以启迪后人，供后来者的选择和思考。

写到这里，我自然就想到了第一轮修志的倡导者胡乔木同志，于 1991 年 10

月 17 日昕取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邮家驹汇报时，给出的一段指示"要

提高这支专业队伍的水平，不能只讲大道理，而是要讲小道理。 每个门类究竟怎

么才能写好，需要分门别类提出来，让大家都能明白，怎样算好，怎样算坏，要

用具体事例来说明，这样才能让从事地方志工作的人打开眼界……是不是可以考

虑从旧方志中，选一些好的内容，选若干部分，选若干段，把它印出来，让参加

修志的人看，让大家都知道，好的地方志应该是什么样，怎么才能算得上是一部

好的志书。 地方志指导小组应当运用发通报的办法，哪一部志书写得好的，可以

通报全国 。 写得不好的，就要对它加以详细的、具体的评论.这种评论也通报全

国 。 你们办培训班、讲习班，可以用这种通报为教材，让大家都知道怎么算好的

志书，怎么就是写得不好的志书，现在不能只是空泛地讲志书质量问题。"对此

我是十二万分赞成的，认为这样言之有物的培训，使学员面前有实例，可以摸得

着，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 故我不但在不少地方都加以宣传，而且自己到各

地讲课中，也尽可能地结合一些实例。 可惜，当时限于自己的视野和水平有限，

所选之例未必典型，分析也未必恰当 。

现在来看 《广东省首轮 93 部县区新志评析~ ，它与乔木同志所讲的精神是

完全吻合的，而且比乔木同志讲的更具体、细致得多了 。 从广东全省所有的县区

志之中，精淘细理，择优捕拙 。 在志书的每项类目中，无论所举好的还是不好的

典型，都不止三个两个，逐一给以既平实又独到的分析。 再加上前述的那些

"思考"、"启示"，简直就是一部十分理想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 《方志编

篡学》 的优I秀教材。 可以预言，在未来的方志编篡中，其示范意义是不可估量

的 。

在下退休十数年来，盘桓京郊林下，观棋马路之傍。 一 日"三饱两倒"，优

哉游哉，心智怠'捕。 不意今岁新春伊始，便奉岭南旧友泽t~4兄电话垂命，令为其

新著作一书序。 初闻此言，不免于欢忡与惊骇俱来。 欢忡者，喜友人等身著作高

台之上，又添一巨著，更嘉惠我志林;惊惧者，自忖我何德何能?学术才思，道

德文章，皆弗类也。 仅诺愿先睹为快而已 。

不日，书稿掷来，解包一看，书名居然是 《岭表志谭》 。 我在脑际立即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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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点感想:其一，我这个出生、成长于岭南山区者，原来也可以称为"岭表

山民"的;其二，想到了一千多年前，唐、五代间人刘惘撰写的那部 《岭表录

异》 。 据 《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是书原本久供，今传之为从 《永乐大典》

辑出本。 内容"记载博瞻，而文章古雅。 于虫鱼草木，所载尤繁。 训 1 1 沽名义，

率多精核"①。 奈我私库元藏此书，上图书馆借阅，则因老病又加足疾， 行动

不便，又不会上网，故至今未得睹其概貌。 然顾其名而思其义，当系专录千年

前岭南地区之异物、异事，就不知还含载异人否也。 窃以为，自唐末至今，绵

历千有余载，世事沧桑，人立演进，其可以补录岭南之异者，又不如凡几。 远

的且不去说，就眼前这部 《岭表志谭》 作者陈泽陈先生，不就是一位人中"异

者"吗?

近二三十年来，他在肩负领导职务 ， 承担大量学术组织、 指导工作，参与诸

多社会活动的同时，努力笔耕，已出版个人专著 1 6 部， 200 余万字，合著 8 部，

发表史志及古文化研究的论文近 200 篇 。 单只这样几个数字，就足以令学界昂

首仰视了 。 更可异者，是他居于中国改革开放前沿之地，身处经济大潮涌动之

中 。 窗外传来者，尽是一片银票横飞之声，街头目染的，都是天南海北下海而

来的淘金者。 "熙熙攘攘，皆为利来" 。 作为年既轻，体又健，有相当学历、智

力上上的一个壮汉，处在这物欲横流从未稍歇的浪潮中心，居然能意定神闲，

耐得住寂寞，站得稳脚眼，目不斜视，耳不兼闻 。 为了传承岭南的传统文化，

不惜冷凳寒灯，兢兢业业，孜孜吃吃，埋头耕耘于岭南这片史志文苑之中，做

出了如许骄人的业绩。 如果如他自称的"人行时间不长，学历不高，先天不

足，多靠自学"，则其付出的艰辛又更当倍在矣。 这难道还不是亿万中挑一的人

间特异者吗? ! 

如果说，唐人刘惘的那部 《岭表录异} ，仅录物种，未录人事，要补录也不

便违其原旨的话。 为了切合"虫鱼草木，所载尤繁"的体例，只好先将这岭表

泽棋，"异化"为一"跃龙"了 。 这并无丝毫蔑称之意。 早在 1973 年 3 月，我

在历史研究所的好友张荣芳先生，② 南调广州中山大学成行时，于"钱行席上贺

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 70 (史部 ·地理类三)， 河北人民出版社 2(阴 年版第 1 891 页 。

② 张荣芳，中山大学教授，曾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 、 中山大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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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圆"之际，我就已有诗句劝慰他，"都门繁华休萦恋，岭南深水好藏蚊"了。①

岭表之地，水深林密，果然藏龙卧虎。 一千八百多年前，先辈的朋友们雅称我的

老祖宗为"卧龙先生";作为一千八百年后他耳孙的我，将朋友中之俊杰者，尊

之为潜龙 、 伏龙 、 盘龙 、 跃龙 、 飞龙，不亦可乎。 幸师友们谅之。

五桐斋主诸葛计

2013 年 3 月 9 日子北京天通苑双耕庐，时年七十又四矣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

① 诸葛计: <京中送荣芳南归) : ..历尽千辛有此遭，万里赴家岂顾遥。 天高似欲增三倍，足键直能上丸霄。 晨

出无须忧子稚，容还随意任妻娇。 都门繁华休萦恋，岭南深水好藏蚊。"写于 1973 年 3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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