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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惠氏，南乐县近德回乡赵庄村

人，生于一九五 0年 。 由于文化大革

命的影响，一九八二年才毕业于郑州

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 毕业

后即被分自己回故乡从政。 一九八五年

起，在中共南乐县委党校任教八年。

后任县文化局副局长。 一九九五年成为中国国民党革

命委员会党员 。 现任南乐县政协副主席、县文联副主

席 。 一九九二年，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其剧

作选集《误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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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点校缘起

几次朋友间的闲聊，引起了我对《南乐县志》清-光绪志

的关注。

南乐县志创修于明嘉靖十八年。知县叶本主持修慕。从那

时起，到清代末年，我县先后共修志八次。第八次修志是在光

绪二十八年，由当时致仕回乡颐养天年的武勋朝先生主编。后

来，人们就把这部县志简称为"光绪志"。据县地方史志办公

室掌握的情况来看，这八部县志现在已有半数软失无存。即就

光绪志而言，目前所知仅存两套，且己都残缺不全。一套保存

于县档案馆，另一套为私人所收藏。

修志写史不同于一般的文学艺术创作，不能任由编篡者随

意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因此，每一次修志都是对前人志书的继

承和发展。洋洋洒洒十余万字的光绪志，承接旧志，并借鉴《大

名府志》及当时其它县的修志经验，收录了上起东周、下迄清

末，我县的山川地理、疆域沿革、礼仪典制、物产风俗以及忠

臣义士、孝子贤妇。内容丰富，体例完备，且文笔简练，风格

古朴。可谓是我县旧志之集大成者。

然而，这部光绪志虽是由进士出身的武勋朝先生主编，且

参与修志的其余诸君也都是举人、秀才等邑中名士，但刊印之

时，制版排字的工匠却并非不能出错。疏漏外误应属难免。而

且在一百多年前，标点符号尚未创出。人们写文章皆是文不加

点、不标句读。因此，这部光绪志就给现在的查阅、研究者带



来了不少障碍。有鉴于此，我斟酌再三，决定将这部志书点校

重印，也算是为桑梓咯尽绵薄之力。

县地方史志办公室聂宗达主任，为我借来这两套各有残缺

的光绪志及其它所需资料，以使我互相参校。点校、付梓的过

程中，我的朋友郭庆春、宋南林、薛建军、王咸、中进章、梁

华飞诸君也都给了我很多帮助或鼓励。在此，向他们表示由衷

的谢忱。

点校原则和方法

一、尊重原著。一字不少地保留原著，包括其外误之处。

只是原著为繁体汉字，重印改用简体汉字。

二、标点句读，采用现代汉语通用的标点符号。

三、古今异体字，凡查阅商务印书馆一九八五年版《现代

汉语词典》和王竹溪先生《新部首大字典》可以确定无误的，

一律改为现在的常用字，原字不再保留。

四、古人写文章，通假字使用现象很多。 171忖口:语气词"与"

与"软"、"己"与"矣"混用 "维、惟、唯"三字混用"匾、

局"二字混用等等。点校时，皆按常用习惯改正，原字不再保

留。

五、光绪志采用干支纪年，所以"己、巳"二字使用频率

颇高。而刀子、著中"巳、己、己"三字以及"主巳、主己"二字，用

错之处比比皆是。我认为此系刊印时制版工匠之误，点校时均

作改正。房、字不再保留。

六、关于符号[ ]和< >的用法[ ]、< >同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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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 >中之字，为原著中疑似外误或有歧义之字，其前面[ ] 

中之字，即用以替代者;只有< >出现时， < >中之字，疑
是衍字，或系刊印之误;只有[ ]出现时，则表示[ ]中之字

为点校时所添加;如果[ ]中无字，是表示此处应有一字，但

无可稽考。人们阅读时， [ ]中之字应当一并读出;而< > 
中之字，则应略去不读。

七、原著中的正文与附注，采用字号的大小加以区别。点

校时，也仿照原著处理。

八、志中人名用字，颇多生僻怪字。为了尊重古人，点校

时尽可能采用原字。当然，其字有简体者，也都改用简体字。

由于本人水平所限，点校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尚望见正

于大方之家。

中忠民

公元 2009 年 3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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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南乐县志序

邑志，自康熙辛卵而后，迄今失修，几历二百有余岁矣。其

间，官斯土者，岂元鸿儒硕彦、识见远胜鄙人万万而卒以 l词焉?

弗修者，毋乃尽心氏事、刻元H民基乎?抑亦篡订者未得其人也?

方，以辛丑夏五月，来宰是邑。拔读旧志，窃愿从事于斯。

而时值拳乱甫平，各处伏莽未靖。邑与齐、豫接壤，抢劫财物

及捉人关禁勒贝卖之重案，尤所时闻。乃与各社长、乡绅联保甲、

严戒备，未半载，茨除巨盗且七十余名。而良民始得安枕。

于是，兴学课士，日与文人相接。[得]知邑有武常卿先生

者，学识淹远，熟谙掌故。爱敬造其庐而请曰"志之有关于

人心风化，乌可听其|冽如?先生撞著作才，基修删订，匪异人

任也。幸勿辞。"先生谦让未逗。既而，慨然许之。与方约曰:

"诸从节省，不捐;农民财，不大开局面。采访，嘱之四乡俊秀;

在局汇抄者，只四五同辈即可。稍涉铺张，无益于事，乃心弗

愿。"方一一敬诺。定于圣寅春初，就乐昌书院设局续修。一

切采择、编校，皆谷晋卿孝廉、魏照二选拔、贾文卿、徐秉初、

王笼山三优凛任之。

先生手订凡例，缺者增之，繁者删之，误者正之，疑者辩

之。阅五、六月而稿告成。先生茹素。通计开支[伙] <火〉食仅

京坎二百串。即此俭德，亦足[以]媲前贤而式后进。

方冀选定文艺，付诸枣梨，而方适期满瓜代。先生亦于次

年春正月仙逝。爱乎!予不幸，不得就正于有道也。然犹幸此

稿既成。先生之祥益来兹，为非浅也。向使哲人先萎，谁可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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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虽欲修也，其可得乎?

今年春，方摄篆高城。秉初诸君子来函，备这陆明府公介

同年与有同志复为校正、筹资付梓。是役也，方无尺寸劳，赖

诸君子终始其事。不禁乐观反成，因追述原、起，以为之序。

赐进士出身、内阁中书、花栩四品衔、前署南乐事、

古滇施有方谨叙

新修南乐县志序

圣寅冬，余奉放权知是邑。时，方为学校司督办胡直生廉

访治文书。濒行，廉访语余曰"邑有式同年常仰者，笃雅君

子也。学博而粹，品康而正。晚年辞京曹官，为乡祭酒，主乐

昌书院讲席。邑有大事，可往咨之。"余谨识弗忘。比下车，

则以簿书轶掌，故未这就教也。今年正月开宴邀先生，才以商办

学堂及地方一切要公。先生即以是日归道山。竞不获一亲言论

丰采，悼叹久之。

夏，徐生乐善出先生新修县志稿，乞余一言。余既憾不及

见先生之音尘，而犹幸能读先生之著作也。先生以经师负宿望，

尤邃掌故学。所谓知古之要、知今之宜者，于斯志见之矣。

南乐县志经始于明嘉靖慈溪叶侯，踵事于干问工杨平波、东

菜钱博学、吴门蔡琼枝诸君。康熙间，琅呀王侯复增修之。自

时厥后，述者无闻。数百年间，风俗异宜，政教异尚，一张一

弛，一因一革，一损一益，一废一兴，以及户口之盈虚，赋役

之多寡，教化之隆替，人材之盛衰，递嬉代史，与时消息，不

- 5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有实录，蜀诏来兹?会前年前邑侯施君少;祷，聘先生为总慕，

开局重修。先生苦心经营，严订体例，手握铅桨，昕夕弗逗。

自春租秋，遂成斯集。而又得邑中诸君子相助采辑。择焉必精，

语焉必详，繁者交之， I询者补之。复仿史家，纪传后例为之立

案。伴读者因文以见义，睹指而知归。盖其书，贝小志也;其志，

则史也。呜乎，足以传矣!

抑余重有感者。庚子之变，钱辅造蹂躏者十七八。疮痰满

目，荆棘刺夭。大雅元才夫轮之人，斯文有扫地之惧。故家志来，

化为灰烬、散为飘风者，泯;支付可胜道?史何暇操南瓜削牍，润

色鸿业，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以补太史鞠轩之所不及哉?

比者年谷)1顷成，四境安谧。诸君子又以先生之志为志，议

加僻校，伴寿枣梨。余既幸先生之书〈之〉成，而弥憾先生之不

及见也。先生原稿，尚缺艺文一卷。[其]季嗣经窍，踵其例而

成之。余于公余之暇，稍加纸择。其与采访编校之役者，则李

孝廉云峰、谷孝廉连升、崔孝廉锋、阎明经光斗、魏明经溥、

贾上合凌云、王上舍连中、徐上合乐善、尹上合作梅、端木上

舍昭鉴、邵上合雨亭之力居多。是为序。

光绪二十九年、岁次类卵、夏五月，大挑北河知县、

权知南乐县事、白门 陆维大斤撰于署之敬事斋

序

县志者，志一县之地[理] <里〉、人物、风俗也。然体例不

一，妥善为难。南乐县志创始于明嘉靖丁西，迄国朝康熙辛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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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经篡11务。自辛卵至今，几二百年矣。邑之者宿亦尝有意缉续，

而吃难其人。

光绪辛丑，少游旋，公来宰兹土。拔览旧志，刻意重修。值

本邑比部武常卿居家清闲，共推雅望。公闻之欣然，曰"得

其人矣。"遂造请，属秉笔焉。

常卿辞不获已。[于是J 为折衷诸名志，酌定凡例。于旧

志，繁芜者删之，缺咯者补之，考核未详者证明之，名义稍乖

者厘正之。又，每类后系以按语，用昭劝惩。精益求精，非徒

续增其事也。

自圣寅二月，历夏秋，诸稿粗具。其唯艺文一门，未及手

定。适施公以瓜期卸篆，欲就正于都省诸名公，携之去。拟原

稿寄田，再加参校。不意造物忌完，常卿返于类卵正月归道山。

惜哉!幸介臣陆公以金陵名孝廉摄篆于兹，殷勤指教，务观厥

成。既于艺文订其去取，又为补按语，作卉言。伴不完者完，

不备者备。沟足以光志来、垂久远矣。

诸同人碎，心惮校，斤大此事之有成也。美属予咯志其巅未云。

光绪类卵，邑举人李云峰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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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南乐县志姓氏

总裁

赐进士出身、内阁中书、四品衔、前知南乐县事 施有方

大挑北河知县、知南乐县事 陆维忻

鉴定

南乐县训导 杨蔚祯

南乐县典史 张庆祥

总篡

赐进士出身、刑部主事 武勋朝

参修

举人:李云峰、谷连升、王连中

拔贡:阎光斗、魏溥

凛生:贾凌云、徐乐善、端木昭鉴、邵雨亭

增生:武经写

校对

举人:崔锋、何谨

贡生:邵富春

原生:魏九经、张金品、尹作梅、李恒光

采访:

贡生:李好德

凛生:魏圣基、毛树藩、魏怀新

增生:李圣基

生员:崔宝树、杨万杰 李宾祥、杨泼、杨兆棠、张鹏翼、

魏鹤云、秦登云、 赵季负、李季纪

例贡: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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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修凡例

[一]、县志体例不一。今考康对山《武功志》、陆稼书先生

《灵寿志》及远志、府志、各县新志，有较南乐旧志尤为简明者，

改从其例。非敢以臆见交史前人楷模也。

[二]、志者，一书之总名。各志每篇之首，皆题曰"某志"

如"地理志"、"风俗志"之类。 ((11各榆新志》谓其似志中又有志。

《奉化县志》采其说，灵之曰"志某"，妥贴可从。今仿之。

[三]、旧志以南乐古卫地，为室壁分野，首绘天文全图，次

释诸星名、义，详矣。但邑之在卫，仅北都一区。室壁分野乃远

南诸县统同之说，似不必专立一门。今省之，附见地理中。仿《武

功志)) 191J 也。

[四]、旧志，地理前先绘各图。首直隶全省之图，次大名全

府之图。以定方域，使人易晓，用意良深。但于县志体例稍似未

符，且专为 i牟人示象，非治是邑、居走邑者所必需也。今省之。

而于县境、河道诸图，贝IJ 力口详焉。

[五]、!日志，地理、沿革各自为卷。按《武功志》、《灵寿志》

皆以沿革为地理首，由古逮今，开卷了如，诚全志之提纲也。今

仿之。

[六]、历代沿革，考核最难详确。而分疆画界之处，尤难锥

指。今姑即所见之书，一一互参。几旧志中缺者补之，误者正之，

疑者并存其说，而待后人史参之。一知半解，聊以效患于前人，

非敢自谓己当也。

[七]、旧志以仓顿、赫骨皆古帝，于地理后作本纪二。恐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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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志所宜有，今省之。

[八]、旧志建置，一气连贯成文，以段落别其义类，而分注

其来历，制局卓有可观。但较之各志似为交休，而于郑重分明之

义反晦。今仿各志叙法，分列正注，以使观览。

[九]、旧志以先代旧城至今已兑[者]载入建置，似觉未符。

今移载古迹中。

[十]、旧志以知县衙署为县治，而漏泽园、养济院皆附入其

中。似觉不伦。今易县治之名曰署廊，而另立院系之目于后。

[十一]、旧志建直，载三娘子台及杖花、翠香诸亭，皆民间

自置，今已荒废者。虽或关风化，或昭一时之盛，究与建置正例

未符。今附载古迹中，以从其类。

[十二]、旧志风俗一篇，通计古今，叙其美恶之迹。〈而〉推

原其故，非不博洽，而于近时土俗则反咯之。今本府志所载，咯

举大端，附之地理之末。亦《武功志》例也。

[十二]、旧志赋役，全抄当时赋役书。考《武功志》田赋一

篇，极为简要。今仿其意，而稍力口详焉。

[十四]、旧志秩祀，首载文庙，以下用建直叙法，分别义类，

联贯成文。今遥远志、府志[例] ，以文庙冠学校，另为一篇。复

仿《开川、|志》、《末鹿志》例，易秩才巳之目曰坛庙。

[十五]、旧志于官是土者、则曰职官年表，曰宦业列传。于

邑人则有选举年表，有人物列传。按:志者，史之一休。凡所记

载，皆志也。今仿《武功志》、《灵寿志))，易职官曰官师。仿《大

名志))，易宦业曰名宦。谓之志官师、志名宦。并易选举年表曰志

选举，人物列传曰志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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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旧志封爵、丛举，俱列封荫，似觉未[妥] <安〉。今

仿远志，另lJ封爵为一篇。改丛举曰荐辟，以为选举首。

[十七]、旧志选举中，封、荫夫叙，稍觉混淆。按《大名志》

分封赠、荫袭为二，而命妇即附封赠中，颇觉得宜。今仿之。

[十八]、旧志于行之近义者，皆入德、行传。今仿府志，列义

行一目于孝行后。有孝义相兼者，酌其轻重，而各以类从。

[十九]、旧志纪年征引浩繁。凡统称东郡、魏郡及五底、繁

阳事迹，概收载之。今仿《元城志)) 171J ，谨力口删削。复仿《开 ;.J'I

志))，分为志兵焚、志祥异。

[二十]、志艺文仿《灵寿志))，分上下二篇。上篇皆有关于

邑中者;下篇则邑人名作，而有关于天下者也。其余，词章虽关，

概不登录。

[二十一]、凡旧志原有之文，注明旧志。由远志、府志补出

者，注据某志补。其在旧志以后者，注据某志增。与旧志意同而

文稍异者，注本旧志;大异者，注改录旧志或删录旧志。其有所

增补者，注补录旧志、增录旧志。其无注者，则今之得诸采访者

也。

[二十二]、每篇叙法有随时交史、无关体要者，即于各目下

附记之，不复篡入凡例。

[二十二]、事有可书，而无义例之可附者，别为"志余"以

记之。

[二十四]、旧志序文繁复，不能备载，均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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