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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城文献丛书编刊说明

临海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代以来都为台州的治所，历史文

化的积淀极其丰厚。随着名城文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如何进一步挖

掘、研究名城文化，加大弘扬名城文化的力度，无疑值得我们去潜

心思考，共同拓展。这套《临海名城文献丛书》编刊的展开，可以说

是我们名城文化建设的又一个起点。

丛书计五种，分别为《嘉定赤城志》、民国《临海县志》、《巾山

志》、《东湖志》和《台州札记》。

《嘉定赤城志》由宋陈耆卿主纂，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台州总志。

台州的地方总志，继《嘉定赤城志》之后，各个时期还修编过多部，

现存的也不少，诸如明谢铎的《赤城新志》，康熙问台州知府鲍复泰

主修的《台州府志》和台州知府张联元负责编修的《台州府志》，光

绪间王舟瑶所纂的《台州府志》、民国间喻长霖纂辑的《台州府志》

等。明修《赤城新志》与清康熙间编修的两部《台州府志》都是续志

性质，即《赤城新志》的上限承接于《嘉定赤城志》的下限，康熙志则
承接于《赤城新志》。光绪《台州府志》是一部很好的志书，它不但内

容完整翔实，又填补了康熙至光绪近160年的空缺，兼以编纂者王

舟瑶学问宏博。并吸收了前辈大量的研究成果，因此，其优点不言

而喻。可惜的是，因主修赵亮熙调离台州知府，此志还有部分尚未

定稿。但后来还是印成一百卷本行世。民国《台州府志》在体例上大

体沿续了光绪志，下限至宣统三年(1911年)——中国封建王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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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纂者增续补缺，集诸大成，其容量包括卷首达141卷，内容最

为全面。我们这次在这么多府志中选取《嘉定赤城志》，不仅仅因为

它是我们台州现存最早的一部总志，更因为它是一部众口交誉的

名志。价值高，影响大。民国《台州府志》虽有集大成之称，但它的部

头太大．临海以外所占的比重太多，所以也就弃丽不取了。

《临海县志》历史上也编纂过许多次，最后两次编纂旧志也在

民国间。一是由何奏簧主纂，创于民国十五年(1926年)，成于民国

二十三年(1934年)，次年铅印出版，计22册40卷，下限亦至宣统

三年(1911年)，体例和内容也都相当不错。二是由陈懋森独立所

纂．已成稿本，下限有些已及民国，优点是保存资料较为丰富，缺点

是尚未最后定稿，还有不少尚可斟酌之处。故而我们采用了何志。

采用民国志最主要的想法是：府志取其善，而县志取其全，二者相

辅相成，各用其长。当然，从了解和研究临海文化的角度而言，采用

内容较全的民国《临海县志》自是顺理成章的事。

巾山和东湖是临海历史以来二处最主要的人文景观，前者自

古号称“一郡游观之胜”，后者宋时即誉“春夏行乐之冠”，历史文化

的内涵也十分的丰富。《巾山志》、《东湖志》均系近人项士元所纂，

俱属稿本。无论从临海的名城文化建设言，还是从临海的创建园林

城市角度言，编选这两部志都是颇有意义的。清嘉庆九年(1804

年)台州知府特通阿曾纂辑过一部《东湖志》，也有印本行世，但内

容没有项本全面，故不采用。

《台州札记》则是一部有关台州地方史研究的专著，清著名学

者洪颐煊撰，这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的著述。关于台州地方史的研

究，宋明时期着力其间者不是太多，到了清朝，研究者和研究成果

接踵相续，各有所成，举其要者：有戚学标的《台州外书》及《风雅遗

闻》、冯建的《台考》、黄河清的《台故随笔》、宋世荦的《台故识小

录》、汪度的《台州文献补》、郭协寅的《台州述闻》等，彼此都有自己

的特色和价值。不过，相比之下，还是《台州札记》的价值最高，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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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之基本的评价是：“是书搜辑宋元以前诸书，择其雅驯，足补郡志

之缺者，略加考证，每条俱证引原书，无改头换面之习⋯⋯”洪著的

成果大抵皆为后世编志者所采用。许多结论均属确凿不易之说。我

们这次有代表性的选刊洪著的目的，主要就是使大家进一步了解

古代有关台州地方史研究的方法与成就。开拓我们的研究视野。

为使本套丛书增加阅读和使用方便。我们专门请在地方史研

究领域有专长、有经验的人员对选辑诸书进行了标点，有条件的则

加以校勘．原来的繁体字也都改变为简体字，在技术手法上力求遵

循古籍点校的基本规则．力求保持学术水准。

这套丛书的编刊，从事具体工作的同志化了大量的精力，他们

不计报酬，不问寒暑，青灯伏案，精神可嘉，我们在此表示诚挚的感

谢!当然。不足之处也势所不免，敬祈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丛书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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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说明

(一)、《巾子山志》是临海项士元先生的遗作。项氏为近代著名

学者，一生沉潜学术，于文献学、方志学、新闻学、教育学均有深湛

的研究，尤以目录、方志方面的撰述享有盛名。本志为其方志类著

作之一，原书尚系草稿。

(二)、本志发端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冬，至次年秋完成框

架。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芦沟桥事变，发

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国土大片沦陷，项氏目击舆图变色，愤慨满

怀，自以手无寸铁，难上沙场，乃创为此志，借表彰祖国山河之美，

以寄爱国之思。

(三)、本志初稿完成后，又经不断增补，历时二十余年。直至作

者逝世前的1958年止，篇幅较原来已增二倍。由于增补内容或旁

加、或眉添、或夹页、或粘接，稍形凌乱；“志馀”部分随见随记，亦失

次序，再加稿纸系利用废旧败纸，颇遭虫蛀缺字。故此次整理，采取

以下办法处理：

l、保持全书内容完整。除引用诗文作者简介间有重复予以删

除外，原有文字内容全部保存，仅将因增补而导致的混乱加以调

整。至第8卷“志馀”则根据内容，彻底打乱，按所记事件的时代先

后重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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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少数条目有可据现有条件补充的，则以“校注”形式附于条

文之后。

3、缺字能找到原出处的，径予补上，否则以口示之，若字数不

明，则用删节号。个别显见错字，亦予径改。

4、全书加以标点。基本采用简体字。如遇易致歧义和不适用简

体的仍用繁体。

5、原书仅有卷目，没有子目，现亦予补编。

凡此处理，目的均在于疏通文字，传承文化。限于能力，自知多

有不足，旁观所见，当疏谬更多，至祈指正。

丁饭

2004年1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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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士元

吾邑金鳌、仙岩、东湖各胜向有专志。巾子山近在城囤，唐宋名

贤吟咏接踵，梵宫胜迹高下棚望，未闻辑有专书，宁非山灵之不幸

欤!予夙有山水之癖，游屐所经，辄生依恋，曩岁寓居虎林，曾有《霎

栖志》之纂，巾子山为天台支脉，文化肇始远逾云栖，风景秀美久闻

海字，晓角辕门。南塘曾传佳咏，奋身击贼，武障犹留遗碑，非仅寒

山一角，躅留忠节，翠微西畔，像瞻节愍而已。去秋倭寇衅起，江河

沿岸。寇骑以次侵入，巾峰之巅，警钟时发，举耳河山，不禁为之怃

然。因乘寒假之暇，创为是志。特未及脱稿，而尘事纷集，又搁笔束

稿者久之。今夏寇氛益炽，名山沦於倭丑者益众，深愧伏处革野，手

乏寸铁，不克出与敌寇相抗，此心更皇皇然，不得已仍发箧陈书，起

而赓续。全书分总志、寺观、祠庙、古迹、名胜、人物、金石、志馀八

门，诗文以类相从，物产则暂从略，虽述伽篮，实异街之洛阳之记，

非蒋景物，亦寄渊明桃源之想耳。建国二十七年盂秋，项士元自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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