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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怜故乡水  万里送行舟

——序修订本《嵩明县水利志》
 

云南省水利厅党组书记   

 

盛夏时节，雨润风清。当《嵩明县水利志》样书摆在我的案头时，既惊喜更欣慰。翻阅

着沉甸甸的志稿，我仿佛又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故乡，闻到了故乡泥土的芬香，看到了如诗如

画的山山水水、和蔼可敬的父老乡亲、富有“献身、负责、求实”精神的嵩明水利人……

在《嵩明县水利志（修订本）》即将付梓之际，嵩明县水务局领导代表编辑组邀请我作

序。由于我曾在嵩明工作多年，现又身列水利战线，深感水利工作之艰辛，水利人之坚忍不

拔，水利历史之灿烂，又感《嵩明县水利志（修订本）》成书不易，我谨以兴奋、激动和喜

悦的心情，非常乐意地为该书写上几行文字，既表达对第二故乡嵩明的祝福，也对此书出版

表示衷心祝贺。相信《嵩明县水利志（修订本）》的出版，对嵩明水利事业的发展会更好地

起到“资政、存史、育人”的作用，为嵩明县的水利工作和创造人水和谐社会再续传奇，俾

后之人，有所鉴焉。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嵩明是一片神奇灵秀、人文臻盛的热土，享有“滇中明珠”、

“鱼米之乡”、“花灯之乡”、“龙狮之乡”等诸多美誉,踞牛栏江、盘龙江、南盘江“三

江之源”。朴实善良的嵩明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织绣着这片热土，创造着嵩明的历史，

他们充分利用县域的水利资源，开拓、推动着嵩明水利快速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治水经验。

建国65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嵩明水利事业迅猛发展，建设规模之大，国家投资之

多，群众治水积极性之高，成效之显著，非过往历史所能比。我于1997年7月至2003年7月在

嵩明任县委书记期间，县委、县政府始终把水利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坚持兴利除

害并重，防汛抗旱并重，改革发展并进，加快骨干水源、“五小水利”、大型灌区、烟水工

程、特别是八家村、大石头、上游三座中型水库除险加固等重点工程建设，极大地提升了全

县供水保障和防灾减灾能力……全县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各项建设全面推进，城乡面貌日新

月异，水利建设更释放出的巨大发展潜能，可谓“物阜民康”，新的辉煌着实令人瞩目、感

佩。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嵩明县水务局领导班子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勤政务实，卓有远见，及时组织力量汇集水利史料，于1985版《嵩明县水利志》基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乾隆《陆凉州志》点校注 / 陆良县地方志办公室编
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4.1 2015.8重印
    ISBN 978-7-222-11794-5

    Ⅰ. ①乾… Ⅱ. ①陆… Ⅲ. ①陆良县－地方志－清代
 Ⅳ. ①K297.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8114号

                                                     

责任编辑  朱海涛 

装帧设计 赵  鹏
责任印制  段金华

书    名  乾隆陆凉州志点校注

作    者  陆良县地方志办公室  编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 - m a i 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9
字    数 350千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2次印刷
印    刷  云南美嘉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11794-5
定    价 260.00元



原纂辑：（清）沈生遴

点校注：李昌华（特邀）
校  核：邵毅民（特邀）
审  定：李树惠

总  编：彭岚萍（陆良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主  编：李树惠（陆良县史志办主任）
副主编：方乔文（陆良县史志办副主任）
编  辑：左 飚 何良兵 吴 文
    郭竹香 杨建平
编  务：查迎春 罗丽欣 张红琼



 1 

凡 

例

凡  例

一、本书定名为《乾隆〈陆凉州志〉点校注》，不分册，照原著

目次总为一部。

二、标点并校注此志的宗旨：一是遵照国家关于保护、整理地方

文献、抢救濒危古籍之要求，认真切实履行职责；二是向有志研究陆

良明末清初历史者，提供一种资料；三是向广大读者，提供一种较为

通俗之古代陆良方志读本。

三、点校注以清代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知陆凉州事沈

生遴纂辑并付梓印刷面世之《陆凉州志》为蓝本，参照明、清

《曲靖府志》，新旧《云南通志》有关载述，互为印证损益，力

求窥其全貌。

四、为减少读者阅读障碍，原著繁体字一律改为简体字，横排，

标点亦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GB/15834—1995）标点符号用

法》。

五、点校注顺序：先抄录原志文并标点断句，次校勘，再次

原注，后注释。校勘条目序号用汉字 一 、 二 ……原注条目序号用

括号加汉字（一）、（二）……部分原注用小于志文之字号，直

接排印在志文字句之后，不再加注“原注”字样；注释条目序号

用阿拉伯数字①、②……原志文以大于校注之字体或字形加以区

别。较简略的注解则以旁注、夹注释意。需特别说明的，加按语

阐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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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名物、典故、古词语注释，以《辞海》为主，参以《说

文解字》、《康熙字典》、《汉语大字典》、《汉语成语大字

典》等，偶有歧义者，以按语提示。

七、异体字之校勘，主要参考《说文解字》、《康熙字典》，

辅以《说文大字典》、《中国古代（篆隶行楷草）书法经典》等工

具书正之于原志文内，其异体字不再列出校注。

八、乾隆《陆凉州志》无别版、异本，均系成书后辗转影印传

世，故不识何为祖本、别本，不能进行简单稳妥的“对校”。只能采

取“本校法”即用本书校本书，从其语法、用词、前后文义，贯串

分析，以抉摘其异同正误；甚至进行“理校”即据理辨究，然后定其

脱、衍、讹、倒之误（古籍中常见：宾语前置、名词动用等异于现今

语法之现象，当注则注）。

九、注释，一般除注明其词义及其源流外，尽量引注有关古文诗

赋之语句，以供读者了解体会该词语在文史撰著中的运用技巧。

十、释文，一方面沿袭前人的注释成果；另一方面采用浅近文言

或现代口语，文白相间，详略适中，力求通俗易懂。

十一、艰涩难识之古汉字，尽量更改为现今通用之字，无法易简

之字则以汉语拼音加注其后。生僻典故则“不知为不知”，不妄自揣

注，以俟识者补益。

十二、凡某一条目其释义、佐证重复出现于注释中，乃因时空、

人事、典章相互关联或互有因果所致，此现象则尽量避免，以“见前

某注”提示。

十三、原著将所有插图不适当地丛集一起，其幅页均大于志文

篇幅。现加以规范调整，统一画幅大小并插入与志文贴切相关之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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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内。

十四、《曲靖府志》、新旧《云南通志》以及全国性史志有关陆

凉州之载述，分别以“文献”摘录于各有关条目的校勘、注释之内，

不再单独列目。

十五、原著计量单位如“两、钱、分”，“石、斗、升”等，一

仍其旧，不做换算。另是涉及人称、族称，凡用反犬旁者均改为人字

旁，不再校刊、注释。

十六、时代断限，上不封顶，下至乾隆十七年。但为将某一典

章、制度、名物、史事之脉络、始末弄清，部分下限延至清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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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陆良县县长  陈  锐

史志，学兼天人，会通古今；总括万殊，包含千有。盛世修志，

是为善政。校注旧志，乃属德绩。旨在鉴古知今，古为今用，已成为

我国优良传统之一。

陆良纂修方志在滇省各州县中起步较早。明代天启年间，有邑人

俊才申官秉承祖志编纂陆良州志初稿。崇祯年间，名宦乡绅朱朝藩据

申稿主持纂辑，方才就绪而疾笃辞世，其事遂寝。嗣后，陕西张星耀

摄理本州知州，申官遂将志稿进呈，因张莅任不久即别调，未能纂辑

付梓面世。迨至清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浙江沈生遴莅任本州

知州，热衷修志，询访之间获申官裔孙（讳德）呈献遗稿数卷，应邑

人之请为其增删厘定，分门合类，按通志体例纂辑成书，石印出版，

以广流传。这部州志为陆良方志的先河，亦为陆良史志的宝贵文献。

此后，陆良相继纂修道光《陆凉州志》、民国《陆良县志稿》均为石

印版传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纂修新方志之际，云南省图书馆、

文史馆整理影印了一批滇省旧志、古籍，以资借鉴并充实各地馆藏，

但至今流传不广，原因诸多。主要是“古书难读”，我国汉语文字的

发展、衍变，古时的口语和书面语比照现代语言文字差距很大。原先

为人们常识所理解的事物，今天我们读到同义的古文字便已生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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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年代久远，古籍或口授，或传抄，辗转至今往往造成许多脱乱讹

误；且史籍记载简略，即便可以读懂，有时也难于理解。故而，自汉

代以来即重视对古籍校勘、注释。时移势易，先前的注释已令后人费

解！于是不仅要解释古籍原文，还得对此前的注释再加注释。此举

名目有“注疏”、“集解”、“正义”、“索隐”以及文字“训诂”

等等。自汉沿袭至清，历代学者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古籍注释，今人阅

读、研习古籍、史志颇受裨益。

故，整理旧志需要较高的文化和历史功底，非常人所能，许多

文人志士早有打算，终难实施，对陆良的文化发展不免是一件憾事。

二十一世纪伊始，县史志办除纂修第二轮新县志，按阶段编辑中共地

方党史一二卷，逐年编辑本县年鉴出版发行外，肩负有其校注旧志职

责。现今《乾隆〈陆凉州志〉点校注》已聘员完成，稿本并经审定，

即将出版发行，这是我县文化建设的一件大事，将为世人认识陆良、

走进陆良提供一条重要途径。陆良为云南第一大坝子，其秀丽的山川

景致中，特色显著：是后汉便已崭露头角的爨氏大姓故乡，有着以两

晋、南朝爨氏开创（上承“古滇文化”、下启“南诏文化”）的“爨

文化”，而历经沧桑风云奇迹般被发现保存至今，其书法艺术饮誉海

内外的大、小二爨碑，为其重大历史背景的人文地理特色；以喀斯特

地貌群落为突出标志的区域空间特色；以优良的避暑型气温为区域生

态质量展示的环境特色等，可谓得天独厚。

重视陆良历史文献、古籍、文物的抢救、整理、推介，使珍贵的

文化遗产得以有效保护，并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为推动陆良的政

治、经济、文化建设，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为陆良农业、工业、第

三产业统筹协调发展，提供更多的历史借鉴；为建设富强、活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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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和谐的陆良，贡献更大力量！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多元文化、

大文化建设做出贡献！是以为序。

二○一三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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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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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
》
序
一

《陆凉州志》原序

乾隆《陆凉州志》序一

（清）徐  铎

陆凉为兴古重镇①，当澂、广通衢②，雄山石户，东西峙扃③；

山自木容南下，水向平彝通流④。其间民物所秉，风气所毓，秀

杰瑰丽，班班可考。史传：西南滇国⑤最大而曲靖实为居东关

要，曲靖又以陆凉为冲，盖全省所系非浅也。蜀汉⑥以来置为牂

牁，元、明乃更为州郡⑦。近沐浴我朝累洽之治⑧，同车书而奉声

教⑨，百有余年，虽穷乡僻壤、雕题凿齿⑩之邦，皆蒸蒸丕变进于

茂美k，况兹衣冠文物本足翼省会而达中州者哉l！

余嚮副臬方面m，因稽水利悉稔形胜，久欲为南天名区n表扬

润色，以备 轩之采o。今贤牧沈君p图治维勤，兴革规模意将有

所耴衷q 一 ，殷殷蒐讨，得明张牧所录邦彦申生旧志稿r，耴而

厘订之二 ，既成帙s，问序于余t。

夫志乘之编u，义存纪盛，《禹贡》、《职方》，遗制有准v，

自《东观》而外@3，如《博物》、《华阳国》、《艺文》、《晋阳

秋》x，称极美矣；他若班、范、李、吴@5均留瑕议而亦有可取

者。昌黎之言曰：“纪事必提其要；纂言务钩其元。”z惟大纲

举，众目张，于古合，于今宜。不溢不漏，有裨养教之治；足备

沿禁之需。春华秋实，美则爱，爱则传焉。余谓是编，不惟卜沈

君之政理骎骎日上@7，且以辉煌一方者！徵全滇诸大君子调元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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