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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茵茵

插话说: a盛世修志。"从历史上看，穆志虽不限于盛

世，但盛世修志普遍，规模较大，出的志书较多，则是事

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各项事业蒸蒸吕上，蓬

勃发展，出现了大好形势。现在，我们正处在国家开始兴旺

发达的盛世。在这个盛世局面下，于十年动乱中被迫中断的

编寨新地方志的工作，又逐渐展开了，并旦形成了遍及全国

的热潮。这是十分喜人的新气象。

随着全嚣修志热潮的涌现，广大群众、特到是青年人对

地方志知识发生了兴趣，市旦这样的兴趣愈来愈泼厚、愈来

愈强烈，甚至成为一种渴望了。这也是格外令人欣喜的新气

象。群众中的这种愿望租需求，应当得到关心和满足。理

此，就需要从事地方志工作的同志，多写一些宣传地方志知

识的文章程书籍，作为一种精掉食穗，供应给群众。这样的

文章和书籍，可以是论著，也可以是比较适搭的普及娃的读
等

物贯主人目前的情况来看，后一种文章和书籍，可能还是更为

迫切需要的。

中1'H书画社编辑部的商志的，对于群众中日益增长的希

望了解地方志知识的心情，十分关注。群众的需要，编辑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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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的热情，使我受到很大的鼓舞，于是有了勇气和信心，写

成了〈方志史'居〉这本小册子。

〈方志史话〉的宗旨，是从"史"的角度出发，向读者

分绍地方志知识，没有梦及比较专江的学术性闰题。但其中

也吸收了地方志工作者的某些学术研究成果，因为这些内容

对于了解地方志知识来说，是需要的，甚至是必要的。

采ffl史话的影式来介绍地方志知识，这是一个尝试，有

错误和不当能地方，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捷我能从中获

得帮助和教益。读者的批评意见，可J;t由中如l书画社编辑部

转告，也欢边直接向我提出，我将主J.i揄快的心情，恭读并思

索来自读者中自告知音。

作者

1983年1月 21 日

于安徽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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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地方志一-一份珍贵

的历史文化遗产

一、我E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

丈化宝库

我们伟大的祖国，有着悠久的历史F 是一个著称于世的

上下五千年鸪文明古国。

在祖国辽阔疆域上，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历代先辈

们，不但用坚强有力的双手卉发了富攘的土地，按点了美丽

的江山，市亘以智慧和心蛊，培育和浇灌了揭烂多姿的民族

文化之花，建造了巍哦辉煌的中华文化瑰宝的殿堂。生活在

中华大地上的炎黄子孙，以自己晶莹璀先1J、光辉夺目的文化

奇珍，博得了t主界人民的称誉z 伟大的中华民族，也因这些

丰富多采的文化创造，为世界文化宝库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一提起我们的员族文化，人们便会很自然地想起我霞吉

i~众多的科学技术发明和丰富奇妙院医药遗产，想起古代思

想深邃的百家巨著和闪烁异彩的文学艺术，并嚣i克市寻i 主i 自

豪。南时，也就会自然地缅怀起我国古往历史上那些伟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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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出色的科学家，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杰出鸪文

学家、艺术家，对他11'1充满由衷的敬意。敦娃的宝藏，故者在

的建筑，庄严的寺庙，雄伟的长城，华贵的陵寝，美妙的虱

林，固然令人赞叹称奇，流连忘返z 金石碑刻，琴棋书画，

名瓷古玩，百世稀珍，也无不惹人爱不释手，拍案叫绝。还

有那古代雅音，美妙、歌舞，杂技艺术，诸多戏曲，也都四海

同名，使举世弓i芳:嘱目。但是，在百宝争辉的祖雷文化宝库

中，更有一种为世人所珍视的文化珍品，这就是浩如烟海的

文化典籍中的地方志书。地方志书是我国的文位特产，是我

们员族文化百卉中强放神采、无比鲜艳的一支奇菇。

我国的地方志书，数量很大。据调查，历代编写的地方

志书，共有八千五百多种，计十万多卷。这些志书，有徨多

品类，西为记述的地域和对象有不同，班主i有气总志" (或

"一统志丹〉、 "遥志"、 "府志" (或"郡志" )、 "熙

志"、 "县志"、 "乡镇志"、 "都邑志"和"主志"、"所

志"、 "场志丹、 "山水志"、 "寺庙志"等等之分。"出

志"、 "水志"、 "寺庙志"、 "学校志"等志书，既记的

内容多部重于一面，畸轻畸重，锦固不全，旧时传统便合称

为"杂志"。有些邻近的两个甚或几个县，过去曾有合锋一

部志书的情况，称为合志，钢如安徽有〈泪虹合志>，江苏

有〈无锡金匮县志〉、〈常昭合志>，四川有〈续修叙永厅永

宁县合主、 >0 在地方志书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名称往往有变

化，有的因受当时史书名目变化的影响，把一些地方志书的名

称叫做"ia" 或"书"、 "虫"、 "典"、 "考"、"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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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览" J 而有的朋因为某一志书的内容偏重在某一方面，名

称也就提之变化，偏重地理的常以 l'地理"、"沿革"、

、'"指南沪等为名，偏重掌故的常以"掌故'、 "典"、 a故"
等为名，偏重舆围的常以"图经"、 "国说"、 "图考"、

"盟志P 等为名，偏重文征的常以"备征志"、"足征录飞

.l'文献备考"等为名。尚未定稿的方志，通常以"志稿"、

"未定稿"梧称。同一地区多次穆志的，往往以"新押、

.U 18" , "前芳、"后"， "臻"、"补'F ， "重修"、

必新寨'等字样加以区躬。也有这样的情况z 有些地方，

5因为历代建置有变迁，同一个地方在历史上有几种名称，

比如苏刻，就有吴、吴地、吴子l'l、吴郡、苏摊、平江等不

嚼的名称，还有姑苏、吴门、吴中等别名F 因此，苏州i的

6地方志，也就有〈吴地记人〈苏州图经〉、〈吴郡志〉、

〈姑苏志〉等九种不同的名称。还有一些志书的编写者，为

了表示崇高典雅，故意以!日名或另Ij名相称的，例如元于钦的

〈齐乘}，实际便是山东志，卢镇的〈琴}rl 志}，则是嚣'熟

志z 清汪中的〈广鼓逼典}，又是挺知i志。这些种类繁多、

名称不一的地方志书，一如霄汉星斗，闪辉先辉，又织大地

百卉，竟芳斗艳，都记载了当时当地的自然和社会情况，有

很丰富的'内容量这些内容，对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物员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有重要的参考作用，是极为珍贵的文铭

遗产。

历史上编修的地方志书，绝大部分是由历代政府投藏保

存的，事E廷和各级地方政府，都保存了为数不等的方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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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建立后，为了编掺〈明史〉、嚣史租〈大清一统志>，囊

曾向各地侄集了志书，保存在内国大库〈内隔存放档案的库

房〉。一些学者和在人，也收藏了一部分，萌代嘉靖年间，

浙江人遗钦创办的宁波天一阁藏书楼，便是收藏明代方志最

多的一个场所，所藏的远志、府志、州志、县志，多达四百

三十五种声这些志书，反映了十五至十七世纪中国各地府郡

和外i县的情况，很宝贵。

但是，历代编修的许多地方志书，由于保管不善，水火

兵灾，受到很大损失。清朝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实行严

酷的文化专制政策，酿成了令人齿寒的文字狱，使大量志书

付之一炬，也给方志带来了严重的破坏，造成无法弥补的提

失。弱了近代，帝医主义的最略炮火和侵略者的掠夺，更使

我雷方志受到一场空前的浩劫二东方器书馆是收藏近代方志

最多的单位，约有二千六百四十余种，在日本侵略军的炮火

中全部焚毁，化为灰烬i 美国自 1869年以来，就大量掠夺我

茵的地方志书，据1948年的统计，仅美国国会图书馆一处，

就藏有从我国拴捺去的方志二千九百六十匹种。英国在鸦片

战争以来，也掠夺了不少地方志书，宁被天一阁的藏书中，

就有〈大明一统志〉等地方志书被劫掠面去J其他如日、法、

意、德、比等国家，也都用各种手嚣，收藏了我国大量的地

方志书。这些流失到国外的地方志书中，有许多是海内强本

和珍本。握国的文化珍宝受到这样惨重的损失，是多么令人

，心瘤的事啊 i

新中国能成立，使地方志书在历尽劫难之后，获得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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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祖国丰富的文化宝库，得到了保护和充实，重新焕发了

英姿。大量的珍本方志被复能出来了，免去了散失无存之

钱，又为各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

京图书辖，还先后从日本复棋了大约二百多种稀觅方志。中

央民族学院愚书馆，也油印了新疆、西藏及其他少数民族地

区的梅克方志十几种。我们党和国家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

化遗产的关怀爱护，是史无前例的。今后，我们伟大祖国的

民族文化奇鹿一一地方志，能够光辉百桂、万古流传了.

二、硕果是怎样得来的?

我国历史上产生的地方志书，称得上穰果累累。那么，

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地方志呢?有一个朱嘉索志书的故事，

可以给我们说明一点问题。

朱嘉是南宋时的哲学家、教育家，曾经担挂过政府的宫

职。一次，他到江西某地去上任，当地的属官的为了迎接他

的到来，援肠刮肚，花费了不少心嚣，准备回答他可能提出

询问的问题，为了过束她的欢Jb，还准备好了礼物和酒菇，

远远地跪接。谁知朱嘉这个官员窍别的官员不一样，他撩开

轿门，开吕就!可 z "志书带来没有1 "跪接她的属官们没想

到朱嘉剖来任所，脚未着地就先要看地方志，猛听到他这一

间，个个面睦相觑，无可奈何，痛感悔之莫及，显得十分猿

掘。据说从此以后，这一带便形虑了写俗，凡地方官上任或

离职，常常先接交地方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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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说明，朱襄是很注重地方志书的，因为能知ι

道，从地方志里可以了解到当地的历史和现状，对于施政理

事，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以起到"资治"的作用。从这

里，我的也就不难明白历代统浩者为什么要大力提倡编修地

方志了。

历代统治者提倡编{彦远方志，是为了"存史"、 "资

治"、 "兴~J" 、 "棒风教"，以有勤于他们的长治久安.

但这样一提倡，也就给地方志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e 徐

丽，有了好的条件，还得有人子才行，地方志书是由历朝历

代千千万万人的努力，才编写出来的。这一点，连外国人部、

看得很清楚。研究中国史的专家、美国盟会图书馆东方部主

任惺慕义认为，中国地方志 t，是各地的学者长期以来辛勤工

作商得出的硕果。"这个晃解是完全正确的，也符合历史实

际。现在，我们不妨畅游一番地方志发展的历史长霄，报取

其中最美丽、最有代表性的几朵浪花，作一点考票。

南宋时的新安〈今安徽敏县〉人提穆，曾经撰写了一部:

重要的舆地志书，叫做〈方舆胜览> ，共七十卷。这部志

书，略于建置沿革、疆域道里，而详于名胜古迹、诗费在序

远，采集的材料银丰富。但是，在这部志书孕育的过程中，

作者花费的时间和心血，那是很谅人的。据吕午为这部志书

写的序文说，提穰曾往来闺浙江淮湖广间，每到一埠，总要

登峰高处，实地观察那里的山)11形睦F 丽他们每次有机会见

噩时，视穆也总要查问风土之事的，丸是释宫野史、金石碑.

亥11和安H郡志书，只要有可供采择的内容，饱就不知瘦嬉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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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目没夜地抄录起来。程穆在自f!!重毡说，他理为必醋好编

辑都志"， 5吁以每到一边，就要结型经〈即地方志〉来看，

这样收集方翼风物资料的工作，经历了十多年，才算比较详

告了，正式写书， "至三易穰丽体统组备" 0 <方舆胜览〉

成书的过程，生动地掉现了视穆注重揭查收集资料、认真写

作志书的精神，书中前字字句句，都是他辛勤劳动的结晶.

如果说〈方舆姓览〉是提穆在照壤中理辛缔造的巨著，

那么， <龙沙纪晤〉姆是方式济身娃逆境时的精合佳构。方式

接是〈滇黔纪再〉作者方孝标的孙子。清初康照年间，曾发

生了"离出集之狱" 0 <离山集〉是安徽桐域人戴名世的著

作，书中采录了〈滇黯主己再〉所载南萌桂王时事，触捏了忌

讳，为御史所动，酿成了一场大祸z 戴名世出"大道押罪被

杀，方孝标被开梧碎尸，戴、万两家五服内的男女老少数百

人被处死、充军，其他有关系的人，也都被娃死或流徒.因

此，方式济也是劫厨难逃的人，他同其父也被判处斩捷，后

经皇帝市恩藏死，这才留下了性命，父子一同遣戎到黑龙

江。方式注从死里逃生之后，并没有因为不幸的遭遇而悲现

厌世，苟且嚣安靠他在遣戎期间，根据自己在当地的所见所

菌，考察核实古迹，撰写了〈龙沙纪略} 0 这是反映黑龙江

精况的一部志1$，有方踊、出 JII、经融、贯主令、风倍、放

食、贡戚、物产、屋字等九个门目，很受后人的推崇，有人

曾称赞说，立"既是订辽、金语史之伪，并可持盛京通志之

缺71〉是"事按语详"的"舆地家不可少之书"·这件史实

生动地说明，方式济被罪海麓，政治上受到了迫害，但他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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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逆撞里发愤著书，为居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喜因此，

〈龙纱纪赂〉是方式济坚强意志和奋斗精掉的产物，是开放

在北昌冰天的贞洁之在1

方志学的奠基者章学珑，用自己长攘的辛勤工作，经营

了地方志事业的天地。他在十五、六岁时，便有志于史学，

认为: "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亘那执笔充书记，商

黯得论到当道，t{文章见屑于时，如寨志乘，真t其中之一事

也s 纱二十七岁时，也使黯父篡惨〈天门县志 >J 自此以

后，从乾隆三十八年到五十八年( 1773一1793) ，又陆续寨

惨或参修了〈和州志〉、〈永清丢志〉、〈大名县志〉、 f、

〈毫州志〉、〈麻城县志〉、〈石苦县志〉、〈常德府志〉、

〈荆州府志〉、〈广济基志〉和〈旗北逼志 )0 编修这么多

的地方志书，这该付出多么大的劳动!章学诫编修地方志，

很注重深入民闰，亲自访问了解，她在〈周重谷传〉里曾追

述编锋〈永清县志〉的情况，说=鉴于"族志多资挂漏，宫绅采

访，非路则拉飞所以，便亲自带了车从故食现笔墨纸撑，周历

县境，目击情状3还用请进来和去走访的办法，接见了五十多

人.这样深入调查、收集资料，其间的辛苦劳累是可想商知的，

对于编写好志书，作用很大。章学诚的长期修志实重量，不但

直接赢得了一个又一个方志硕果，商且极大地丰富了修志经

撞，成了他建立方志学的一个基础，南方志学的建立，又对

穆志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培育一提又一批新的方志磅

果作出了贡献.

象章学读这样热心于方志事业的人，在历史上不乏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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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嘉庚离美津人蒋主监便是其中的一个.蒋王虹曾立在缕

修天津县志，采访了数十年， 44故家谱牒，前贤著述，靡不

搜求量缮绅谣说，故老传寓，靡不登记"，甚至"遍行荒郊

破唐申手-剔残碑盹酶，赞其字画"，不辞辛劳培技集资料事

还捏收集到的材料，分门到类，积累了从乾隆初年到嘉庚二

十二年〈公元1818年〉止的撰志资料凡十本。后来吴惠元、

俞摆在这一基础上增补材料，编裹了〈同治续修天津县志〉。

蒋王虹虽然未能亲手完成续惨天津县志的工作，但她的辛勤

努力，终于结出了丰暖的果实事他的遗愿，自后人为他实现

了。这是前后人道过接力的方式，先后相承得来的事果。

同治年阔的山西乡宁人杨笃，也是一个矢志于方志事业

韵人。他一生的精力，)1乎都用在方志上。他从二十几岁为

西宁县创修县志开始，先后编寨了〈蔚奸i志〉、{ 1-t捕志〉

等十二种炜、县志书，四十五岁时，受聘为〈山西通志〉寨

将宫，这以后，也就全部'G'血倾注在〈出茵通志〉上了，即

使疾病在身，或严冬时手指冻裂晃血，衍然不停执笔。他

说z "一身之寿夭，命也，摘逼志不成，三晋文献自我商斩，

罪不更大乎! "他把"寿夭"看作是"命"定的，这诚然是

错误的唯心宿命之论，但他这种甘受瑕辛、扶病撰志，不颜

个人安危、一心以方志事业为重的献身精神，却是令人钦佩

的。

中国地方志发展能历史事实表畴，累累的方志暖果，正

是千千万万方志编寨者一代又一代长期辛勤努力得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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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志的珍费价健
I费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虽然重视地方志，但是并没有

真正认识它的珍贵街擅z 姐们只是把地方志作为"资政"曲

"辅治之书"，利用它作为宣扬忠孝节义的封建礼教、毒化

人民思想、为统治黯级歌功领德、为边主和宫穰树碑立传，

借主i耕f靠"太平盛世"、欺骗群众的工具商己。那时候，地

方志这份文化珍宝，就象一个被毒蛇缠住身子的塌方美女，

受尽了玩弄凌导，商她的天生爵质，智慧灵巧，却始终被毒

液雾痒严密地笼罩住了.

否极泰来.随着新中国的涎生，地方志这颗理丽的费

珠，国妇到人民的怀抱，内烁挂i夺目的党采了.方志的珍贵

份筐，受到了高度重视，有可能为伟大祖国始社会主义建设

发挥作用了。

劳动人民最热爱自己的祖国，也最珍视祖国的文化b 历

史事实表明，作为人畏摄本和益代表者的中国共产党，是最

重视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也最注意发挥祖国文化遗产的积极

作后的。早在抗B烽火遍地燃烧的1941年8月，党中央就指

示，要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如江i研究和使用。在战火纷飞

的年代里，每打开一个县城，毛主席总喜攻我当地的县志看

着。只是当时限于客观条件，还没有来得及，事实上也不可

能展开地方志的全西收集、研究和使愚。新中国成立后，这

件重要的工作便适时地被提到议事自程上来。1958年8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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