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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抖落历史的尘封，拂去岁月的芜痕o《千华山志》终于梓行面世了o《千华

山志》的出版不仅增辽阳文化之华采，且补古城史志之阙如，实为喜事!实为

盛事!

千山，为辽东半岛主干山脉，位于辽阳城南30公里处，现属鞍山管辖，历

史上为辽阳镇境之山o“千山峰峦奇秀，林壑幽美，冠绝辽东。”有“无峰不奇，

无石不峭，无寺不古”之誉。千山之名见之于史载最早者，为元大德八年辽阳

城西门外关帝庙《义勇武安王庙碑》所记：“千山南峙，如列剑槊o”千山称谓

之由来所传甚多，多取其峰峦众多之意。清人姚元之诗谓：“明霞为饰玉为容，

山到辽阳峦嶂重。欲向青天数花朵，九百九十九芙蓉。”千华高耸，衍水横流。

千百年来，辽阳先民就在这山水之间繁衍生患，辛勤劳作，聚存了丰厚的文化

积淀，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公元前11世纪，箕子东来，教化万民，

“其俗化之，夜户不闭”，辽阳遂成文明之域。历经秦汉，降至魏晋，下及李唐，

以迄辽、金、元、明，辽阳文物昌盛，气象万千，愈显泱泱之风。风润雨膏，

云蒸霞蔚，儒道释禅，各呈异彩。有清一代，辽阳更是人文荟萃，俊彩星驰。

“辽东才子”王尔烈以翰苑清才、文章书法鸣于世。著籍襄平的曹雪芹以一部

《红楼梦》而蜚声世界。

形胜之域，人杰地灵。在辽阳文明孕育、发展中，千山以其独特的风姿成

为辽阳重要的文化元素。千山地区，很早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踪迹。远古时代的

先民怀着敬畏之心祈望着千山，上古时代的人们以拙朴情感守护着千山。千山

的神秘、威严、雄浑和朴野深深浸透在人们的灵魂中。汉明帝后，释法东传，

至北魏中，延及千山。此后，淄素结辙，纷至沓来，披榛莽，结庐宇，塑金身，

诵梵呗。千山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正所谓：释道北盛，淄流羽客

接踵而至；文风东渐，名流显宦束装往游。正是由于辽阳人民世世代代的开发

建设，千山才得以名扬辽东，进而播誉江南，成为华夏名山。正是由于辽阳深

厚的文化底蕴，千山才逐渐形成独特的历史文化，进而走向博大，成为辽东地

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创修山志，由来尚矣!千山乃中华名区，惟地处东陲，轮蹄罕及，未被世

人所识，诚为憾事!金元以来，历代文人、名士多对千山钟情有加，歌咏赞叹

不绝，但其载述文字皆散见于方志及文集，从未有人搜奇领异，撰成专志，千

山神奇的自然风貌与深厚的历史文化全貌始终无从展现。民国年间辽阳先达刘

伟华志存高远，以创修山志为己任，入山踏勘，广征博览，词征理析，莫不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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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终成洋洋巨编，实乃厥功甚伟o《千华山志》征引宏富，史料精详，内容涉

及庙宇、胜迹、宗教、人物、物产、碑刻、游记、诗词、楹联、匾额、摩崖等，

并有大量珍贵图片，一卷在手，足当卧游。《千华山志》堪称集千山文化之大

成，对千山文化乃至辽东地域文化的研究意义深远。近年来，千山的开发建设

如火如茶，一批著述也先后问世，千山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空前兴盛的时期，

《千华山志》的整理出版便自然成众望所归之势。今天，中共辽阳市委、市政府

决定整理出版这部志书，旨在挖掘辽阳深厚的文化积淀，保护优秀的地方文化

遗产，弘扬中华民族健康向上的文化精神，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

本书得以如期刊行，承蒙各界人士鼎力协助。在此，我谨向已故的伟华前

辈及其家属，向市档案馆的同志及为本书做出贡献的所有人士表示诚挚的谢意。

继承发展，告慰前人，推陈出新，无愧后世。我们深信，《千华山志》的整理出

版必将成为千山文化史上的一笔浓墨重彩，包括千山在内的辽东地域优秀文化

传统一定会发扬光大，重现异彩。我们同样深信，全市人民在邓小平理论指引

下，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求真务实，开拓进取，辽阳的“两个文

明”建设会更加辉煌，辽阳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中共辽阳市委书记醵少南
壬午年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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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华山志》终于和大家见面了。这是古城辽阳历史文化建设的重要成果，

是辽阳史志花丛中绽开的又一朵奇葩。可喜可贺!

千山，又名千华山、千朵莲花山。它源于长白，蜿蜒西来，巍峙辽东大地，

又以奇峰、岩松、古庙、梨花四大景观著称于世，素有辽东第一山的美誉。在

行政区域划分上，向属辽阳管辖，建国前始归鞍山。千百年来，千山之美，吸

引着大批羽客淄流来此修行。早在北魏时期，千山就有了佛教徒的踪迹，辽、

金时达到鼎盛。著名高僧，如雪庵、函可等名扬华夏。明代，道教传入千山，

至清初开始兴盛。历代辽阳文人名士大多与千山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缘，曹雪芹

的祖父曹寅虽远在数千里之外的江宁(今南京)做官，仍在其诗集《楝亭诗抄》

中自署“千山曹寅”；关东才子王尔烈，早年曾就读于龙泉寺西阁，后又多次重

游，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词、匾额。此外，一些客居或流放辽东的文人，

如明代《辽东志》的作者程启充、清朝《古今图书集成》的编者陈梦雷等亦纷

纷束装往游，甚至连康熙皇帝本人也借着往关外祭祖的机会专程来游，并均有

诗文流传至今。凡此种种，构成了以千山为载体的千山文化，并在整个辽东历

史文化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辽阳刘伟华先生出于对家乡名山和历史文化的热爱，又蒙恩师缪东麟、白

永贞指点，立志撰集《千华山志》。他多次入山寻访高士，抄碑拓片，照像摄

景，潜研群书，历经寒暑，草稿终成。该书稿搜罗宏富，考稽精微，集千山胜

迹、庙宇、物产、释道、艺文、人物等于一编，开千山文化研究风气之先，亦

堪称千山文化之集大成者。伟华先生视其如生命，如珍宝，一生中无论是舌耕

之余，还是赋闲在家，即使是在生计维艰、薪米不济的情况下，始终坚持勘踏

稽征、修订不辍。1943年，伪满当局曾表示愿意出版《千华山志》，而伟华先生

铁骨铮铮，耻与其合作，表现了一个爱国学者高贵的民族气节。伟华先生对故

乡的千山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平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亲眼看到《千

华山志》的出版。1964年1月，也就是伟华先生逝世后的第二年，其子女将这

部《千华山志》手稿捐献给了辽阳家乡人民。由于种种原因，这部珍贵的手稿

在市档案馆的库房里又尘封了将近四十年的时间。

今天，中共辽阳市委、市政府为弘扬历史文化，下大气力挖掘当地珍贵的

历史文化遗产，整理出版《千华山志》即是我们在近期推出的重点项目之一。

千山风景区目前虽已不归属辽阳市，然而，千百年来两地间共同形成的文化传

统是不可割裂的，刘伟华先生为家乡名山作志的首创之功是不可泯灭的，对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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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历史文化进行考订的文字记录及大量照片的史料价值更是弥足珍贵的。这些

珍贵的文化积淀不应该仅仅属于辽阳人民，而应属于所有热爱和向往千山的人

们。《千华山志》是先人留给我们大家共有的文化遗产。近年来，通过我们积极

努力的宣传，《千华山志》稿本的历史价值已经引起了国内外档案、史志和旅游

部门有识之士的广泛关注。整理出版《千华山志》必将为研究千山及整个辽东

地区的历史文化，为开发千山的旅游资源，并使其走出辽宁，迈向全国，进而

面向世界，发挥出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市档案馆的同志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用了近两年的时间，秉笔伏案，不辞劳苦，寒暑尽忘，潜心斯编，决心以高质

量整理出版《千华山志》的行动，来实现伟华先生及所有当年为完成此书稿而

付出努力的诸位先贤的遗愿。

辽阳籍的著名历史学家金毓绂先生曾经说过：“今人竞言爱国，不知爱国须

自爱乡始；又竞言保存国粹，不知保存国粹须自刊刻先正遗著始。”让我们以金

先生的教诲共勉。是为序。

辽阳市人民政府市长 雾够丞
壬午年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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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华与《千华山志》

刘伟华是近现代辽阳知名学者，知识渊博，治学严谨，于宗教、文学、历

史、博物均有研究，是千山文化研究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者。他倾数十年心血

撰修的《千华山志》，是一部关于千山的百科全书，在千山历史文化研究中有着

重要而独特的位置。

刘伟华，名荣甫，尿名永福，字伟华，以字行。祖籍河北省乐亭县刘格庄，

1894年农历正月二十七日生于辽宁省辽阳县城北小黄金屯村，1962年1月17日

在北京病逝。
’

刘伟华出身贫寒，父祖辈皆务农，他自幼立志求学，不慕仕宦。其一生大

致可分为求学、教学著述两个时期。

伟华幼时曾在一远房曾祖门下念私塾。他天资聪颖，刻苦好学，成绩优异，

于1911年考入辽阳中学。1914年冬毕业后决意深造，1919年考入沈阳高等师范

学校博物系。在校学习期间，除攻读专业知识外，还自学诗文、史学和书画。

遍览群书，博闻强记，孜孜不倦，嗜书如痴，四年苦读积累的广博知识为其日

后撰集《千华山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1914年冬，刘伟华中学毕业后就曾在家乡任小学教师。1923年春，经

师长介绍，刘伟华一路北上，来到千里之外的黑龙江省阿城中学任教，后曾执

教于哈尔滨、沈阳等地中学，1937年任铁岭女子中学校长，1943年被伪满当局

以“年老”为由辞退回家。新中国成立后：刘伟华于1951年重登讲台，在长春

市第二中学任生物教师，直到1958年光荣退休。在教学之余，刘伟华始终没有

放松学术研究工作，长期致力于千山文化资料的搜集工作。从20世纪20年代后

期起，开始着手撰修《千华山志》，于1933年完成初稿，此后，终其一生于千山

历史文化的研究。

千山向属辽阳，建国前始归鞍山。相传，千山有九百九十九峰， “以其近

千，故名千山”，一名千顶山。遥望之若青莲接天，因亦名千朵，莲花山或千华

山，简称千山。千山山脉，远祖长白，西南迤海，其峰峦秀丽，独胜辽左，堪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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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辽东第一山。明御史程启充游千山记中写道：“唯兹山之胜，宏阔秀丽，奇怪

幽阒，险绝孕结，磅礴盘据，态状变幻不可殚述。置之中州，当-9五岳等，其

博厚过之。”清张玉书赞叹道：“此山嬗蜿瑰异，媲之往代，当在东都渥涧、西

京灞杜之间。而关塞辽远，轮蹄罕及，致灵峰鹫岭郁而不彰。”乾隆帝望千山诗

谓：“长白巫闾众所瞻，千山亦复高千仞。设在晋郊鲁甸间，太华泰岱应齐峻。”

可见千山之奇，千山之胜。

千山峙辽城之南，伟华居衍水之北，自幼刘伟华即与千山结下了不解之缘。

儿时常听祖父说起千山的壮丽与神奇，便心向往之。及长，更萌生眷恋千山之

情，“吾家世居衍水之北，开门便见千山，奇峭拔天，缥缈云海中，宛若青莲

然。”“春雨苍松滴翠，夏云奇峰幻影，秋霜木叶殷红，冬雪岩壑皎洁，四时演

变，弗克具状。”虽心仪已久，但伟华仍无缘一游。1914年暮春时节，刘伟华随

辽阳中学全体师生游览千山，虽来去匆匆，但千山的美丽景色已令伟华流连忘

返。他在游记中写道： “始入山，时梨花盛开，弥漫溪谷，如香雪海，景色幽

艳。惜在山信宿，无从窥其奥蹇。”如果说20岁的刘伟华初登千山感受最多的

是千山的自然景色，那么两年后的重游则显示出刘伟华对千山人文历史和宗教

文化的向往，其为山作志之意已然在胸。“登最高峰仙人台，遍览山中寺观宫庵

之胜，略慰平生。”此后不久，刘伟华偶从文献中“得见王瑶峰、缪东麟两太史

游千山诗，遂蓄意以创辑山志自任0
99

1919年，刘伟华就读于沈阳高师校，“是

岁秋，赴千山实习写生画，印象愈真。”此后，刘伟华“橐笔北塞多年，而鹤野

灵山犹常萦怀梦寐间。”此时，刘伟华对千山的依恋已达到魂牵梦绕，挥之不去

的境界。1930年，刘伟华回到沈阳任教，“暇日偶检旧录龙泉十六景题诗，间有

讹误，就正于缪东麟太史，并获闻千山轶事良多。”其修志之志愈坚。此后，刘

伟华便开始了决定其一生命运的艰辛而漫长的修志历程。

每逢寒暑假日，刘伟华即入山稽考，足迹踏遍千山。1931年秋，他同舅父

王子章周游千山，对名胜古迹进行了详细考察，获得了大量珍贵的资料。1932

年，刘伟华往谒时任奉天通志馆馆长的白永贞，求其赐教。白永贞对刘伟华修

志一事大加赞赏，特委派张学珊先生为调查员，携工拓取全山碑刻， “经旬蒇

事。余公退于寒灯下，抄辨拓片，每闻鸡唱始寝0
99

1933年，刘伟华两次携李纯

刚入山摄影，先后得照片五百余幅，“择优缀入志中，以传其真。”使书稿内容

大为生色。其间刘伟华遍览群书，历访高士，夙兴夜寐，笔耕不辍。为了弄清

有关问题，他多次“不惜重金，携榻入山。”日出，则同寒风酷暑为侣，踏勘稽

征，力行精究；日落，则与青灯黄卷相伴， “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至1933年末，“山志全稿大致就绪。”在以后的岁月中，刘伟华从未停止过对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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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的补充和修改，直至辞世。

《千华山志》稿本共8卷14册，30余万字。为新体例山志，缪东麟为其题

写书名，缪东麟、葛月潭、白永贞、杜光尧、金化宣、孙麟甫、喻弗尘为其作

序，刘伟华作自序两篇。全书体例为纲目体，卷、门、类、条结构，另设卷首，

卷首部分包括序、凡例、征引书目、图、摄影。8卷分别为总录、庙宇、胜迹、

释道、人物、物产、艺文、志余。全书分则为几卷，合则为一书。

《总录卷》略述千山峰峦之秀丽，庙宇之幽奇，景物之佳至。兼及山称之由

来，旧志之载述，以及山脉、水源、登山道路等，为全书之大要。

《庙宇·胜迹卷》载录了千山28处寺庙，概述了庙宇名称由来、创建时间、

地址、开山祖师、派别、沿革、旧志考证、殿庑、信奉，收录寺庙建筑平面图

28幅、楹联67副、匾额105方，记载了上自唐代，下迄民初的千山寺庙创修、

发展情况。

以寺庙和景区为纲，撷取著名景点167处，并附照片，详介了景点名称由

来、含义、特点，文图并茂，形象生动，使寺庙与景物相得益彰。

《释道卷》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佛道的源流、派别、信奉、庙院、规律、礼

仪、出家、挂单、器物、丧葬等方面知识。同时，原文载录了《佛教禅堂规

条》、《佛教职务榜》、《道教清规榜》、《道教执事榜》等，为宗教研究保存了较

珍贵的史料。

《艺文卷》收录元代至民国年间碑刻118块，碑文大多语及各寺、庵、宫、

观的创建及重修经过，部分为高僧、名道传略的碑记、塔铭。兼备宗教、历史

研究、文学及书法价值。

收录明御史程启充、清文华殿大学士张玉书、《古今图书集成》主编陈梦雷

等15人千山游记16篇，康熙、乾隆以及辽沈地区名流显宦王尔烈、刘文麟、缪

润绂等160余人千山诗作1000余首。这些诗作有的寄情山水，览物抒怀；有的

寓志于诗，聊表乡愁；有的眷恋山林，作出世想。深刻表现了文人墨客、达官

显贵们的不同心态。

《人物卷》收录与千山有关的人物100多人，其中有释门得道高僧雪庵、函

可；千山道教祖师刘太琳、王太祥、葛月潭等；有自号“千山人”的曹寅、郎

廷槐、耿昭忠；自号“千华山樵”的袁镇南、金毓黻；自号“千华教师”的刘

广涛、马西池、缪润绂；最早入千山的比利时人南怀仁以及明朝以来的千山著

名游人。其中，对明末清初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诗僧函可的事迹尤其重视，钩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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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史料，详细记述。反映了编者在日伪统治下怀念故园、意存抗争的爱国情怀。

《物产卷》详尽介绍了千山丰富的自然资源，共收录植物59类166种，动物

24类73种，矿物2种以及特产4种，从自然的角度向读者展示了千山的富有、

美丽与神奇。

《志余卷》收录了部分报摘千山材料及部分尚未整理完备的资料，以作为全

书内容的补充。

《千华山志》的一个主要特点是选用了大量珍贵的照片，全书计396幅，全

部摄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内容涉及寺庙、景物、文物、宗教活动、佛道造

像、道士生活、楹联、匾额、摩崖等，形象真实地记录了千山的自然景观、人

文景观和历史遗迹。内容丰富，摄制精美，在民国年间所修山志中极为少见，

不仅使山志生色，而且也是研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关历史的极其珍贵的材

料。

《千华山志》为千山第一志，其搜罗之宏富，内容之广博，考稽之精微令人

叹服，堪称记千山之集大成者，实为研究千山乃至辽东文化史，开发千山旅游

资源的一部极有价值的著作。

《千华山志》稿本统用特制格式的薄宣纸，竖版，朱丝栏，边栏高15．6厘

米，广9．6厘米，每页8行，单行24字，为打字本。栏外左侧上印“千华山

志”，下印“伟华撰集稿本”，皆红色。由于志稿未定，边撰边改，边栏眉上有

伟华黑笔加注，多为补充、订误或校文，字体隽拔。篇中有原作夹注，篇后多

有荣甫按语。每卷纸绳装订，以绿纸封面，左上题签。“千华山志稿本第×卷”。

四

刘伟华既是一位爱国爱乡、为人正直的志士，又是一位安于清贫、潜心书

卷的学者。伟华撰集《千华山志》的关键时期，正处在“九一八”事变前后，

伟华与东北同胞一起经历、了痛苦的日子。目睹东北大好河山惨遭日本帝国主义

侵略者践踏蹂躏，东北同胞过着亡国奴的悲惨生活，伟华肝胆欲裂，悲愤交加。

他因有父母妻儿之累不得远行，只好蛰居铁蹄之下，将居室称之为“爪尾庐”，

又名“蜗尾庐”o以“在家道士”。自居，闭门谢客，潜心编纂《千华山志》。此

时，他与沈阳太清宫方丈葛月潭交往甚深，葛公收其为俗家关门弟子，并为他

起法名“刘至於”o述千山“事迹之关于道教者，辄浼太清丛林葛方丈月潭指示

之o”时刘伟华家计维艰，常常入不敷出，捉襟见肘。书资无济，撰修工作几中

途搁笔，幸有贤妻王菊寿多方筹措，方得以渡过难关o 1943年被辞退后，经济

更加拮据，为不中断撰写修订工作，刘伟华曾饲养家禽，以补家用并维持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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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伪满沈阳出版界曾提出要为其出版《千华山志》，刘伟华耻与合作，断然

拒绝，表现了一个爱国学者的铮铮民族气节。1958年，刘伟华退休后迁居北京，

千里徙居，所持之物仅是与他相伴30年的《千华山志》书稿。

刘伟华将他毕生的心血倾注在千山志的撰修中，如果说刘伟华撰修《千华

山志》的初衷仅是为山作志，青史留名，那么当新中国建立，人民开始当家作

主之时，刘伟华凝聚在《千华山志》中的心愿便有了质的升华。在整理这部书

稿时，我们在志余部分近乎杂乱的资料中看到这样一段刘伟华手写的文字：“在

过去，美丽千山只为少数仕宦以及封建统治者所占据观赏，而虽付出大量劳动

代价，精心建筑起这些建筑物的广大劳动者反而得不到，没有条件到此观赏游

玩，是多么不公平!只因为那时是少数剥削阶级专权掌政的社会。千山附近有

汤池，是天然的温泉，现已建筑起规模较大的结核病院和疗养院，环境幽美，

设备完善，为劳动人民准备了良好的休养条件，这又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只因

为现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美丽的千山，现在已成为劳动人民文化

娱乐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游览地o”读至此，这位老人的形象在我们面前不觉高大

起来，一种敬佩之意油然而生。

1964年1月，也就是刘伟华逝世后的第二年，其子女将这部《千华山志》

书稿捐献给中共辽阳县委(后移交市档案馆保存)o在捐赠信中，他们表示希望

这部书稿能在家乡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建设中发挥价值。为了建设先进文化，弘

扬优秀文化遗产，开发乡土文献资源，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决定，辽阳市档案

馆承担起整理、编辑《千华山志》书稿的任务。由于原稿是未定稿，文言无句

读，因而，此次整理的重点是在充分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对书稿进行补阙拾遗、

纠讹辨谬、释疑解惑。同时，全部施以标点，以简体横排形式编印成书。这样

一来，与刘伟华相伴三十余年，历经坎坷与磨难的《千华山志》终于和广大读

者见面，成为爱国爱乡的良好教材和内容博大精深的乡土文化典籍。刘伟华先

生得偿遗愿，其爱国之心，爱山之情将与千山同驻，并衍水长流o

《千华山志》整理编辑组



整理编辑说明

<千华山志>是记录千山自然风貌和历史文化的一部综合性志书。稿本共8

卷14册30万字，内附照片近400幅，成稿于20世纪30年代，为打印稿。稿本

为线装，竖版繁体，文言无句读，存有大量通假字、异体字、生僻字。伟华先

生于初稿完成后，仍笔耕不辍，增补、修改之文字与符号，常散见于稿本之天

头、地脚、左右空白处、文后、行间，志余卷更有多份手迹、报刊剪辑等零散

资料未及整理归类。全书基本结构虽已敲定，但部分内容尚未调整完毕，为未

定稿，’从未出版发行。

鉴于稿本此种状况，为使广大读者方便阅读此书，我们对《千华山志>稿

本进行了整理编辑。

一、整理编辑原则

1．充分尊重原作意图，对原书的体例、结构、文字等尽量保持原貌，多闻

慎改，以免走失原意。

2．在尊重原作基础上比勘校订，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合理的调整、考订、加

工。

3．整理编辑工作遵循逻辑性、条理性、准确性原则，既要保持作品原有风

貌，又要做到层次分明、史实准确、图文并茂、形意结合，以方便阅读。

二、整理加工方法 一

4．整理加工工作在仔细阅读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进行o

5．全部文字均采用现通行简化字，横排，并依据古籍整理标准，对原稿分

段提行、施以标点o

6．祛其疑，指其瑕，改讹文，补脱文，去衍文。重在考证文字、义例、史

实、人名、舆地、职官等。

7．凡改错、纠讹，都力求合情合理，有根有据。不凭主观臆测，滥施刀斧。

凡增、删、改动之处均用符号标注，以示区别。

三、整理加工内容

(一)原稿校勘

8．考订史实。对有疑问的史实进行科学而严谨的考订，确定其真伪正误之

后，再作处理。如：“诗词”卷中(原著卷七)“穆彰阿”一日，在人物介绍中



2千华山志

有文为“大学士王鼎服毒自尽。”经查《清史稿·列传一百五十·王鼎》(赵尔巽

等撰，中华书局1977年版1145页)传内有文日：“越数日，(王鼎)自草遗疏，

劾大学士穆彰阿误国，闭户自缢，冀以尸谏。”据此，将原文订正o

9．考订年代。凡文中遇有年代，均逐一核实。一是将干支纪年、星岁纪年

与公元纪年相互比勘，以求准确。一是将文中前后提及相同事物年代相统一。

如：原作卷二“庙宇”之祖越寺中“旧志”条目提及“石壁刻有‘独镇群岳’

四字，明隆庆二年刻”，而在弥勒峰一条目中则为“明隆庆三年镌”。经实地勘

察应为“明隆庆三年”，遂予以统一。一是对错误年代予以校正，如原作“释

道”卷中，诏赠“长春演道主教真人”的时间为“癸未”，经考应为“己巳”，

予以更正。其它修改之处，不一一列举。

10．考订人名。凡遇有人名用字，音同字不同且又前后交替出现者，原文照

录，不予统一。如：普安、普庵；洪光、弘光、宏光。经考确属错误的人名，

予以更正。如：原稿卷六“物产”中植物类藜科·藜目中有文日“陆机诗注：

‘莱即藜也。’’’查《辞海》3327页“毛传”(《毛诗故训传》的简称)词条：“三

国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而陆机则为西晋文学家。由此可断，此处

“陆机”应为“陆玑”。

11．考订地名。凡遇地名，经核准后方可确认。如：原稿卷一有文为“广西

金州”，经考应为“全州99。“释道”卷中长春祖师丘处机遇重阳祖师处，原文为

“海宁”，经考应为“宁海”o凡遇同一地区，因年代不同而称谓不同的，不予统

一，原文照录，不设编者按。如：潘家炉、判甲炉；鎏家峪、刘家峪等。

12．考订人物传记。凡遇人物生平简介处，考证核实。叙述不完整者，依据

有关史料加以补充(详见“人物”卷)o

13．考订文字。采用训诂、校勘的形式，比勘文字的异同，加以妥善处理。

——凡文中出现古体字、俗体字、伪字，皆按文字改革方案的有关规定，
采用现通行字。如：原稿卷一中有“俎”字系“俎”字之伪；“括”字系“哲”

字之伪，等等。

——按古文用字习惯，“间”与“闲”不分。本书根据上下文意思，直接选

用“间’：或“闲”，不加符号示之。原稿中己、已、巳不分，冷、泠不分，本书

根据文意核准后采用。对于改用简化字可能引起误解的，保留原来的繁体字，

如“孥”不作“拿”。
’

——由于原著者书写习惯，凡“叟”字均写成“穸”(繁体字应写作“雯”，

本书凡遇“穸”字和带“穸”字部首的字均已更正。
‘

——凡有据可查的通假字一律径改为现通行字，不保留原字。明显错字一
般予以径改。 ，

——凡遇有疑惑之文字，详加校勘，不凭臆妄改，也不肆意存疑，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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