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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金山区图书馆地方古籍丛刊〉

辑印缘起

金山区地处沪郊，濒杭州湾，素有"控扼大海，襟带两

浙"之称，以其独特的地理优势，深受吴越文化的浸润，故人

文炽盛，名家星灿，著述如林。 自两晋南北朝以迄民国，今

日犹可稽考的著述即有南朝陈代 23 种，唐代 15 种，宋代 18

种，元代 6 种，明代 257 种，清代 1 151 种，民国 115 种(以上

据光绪版《金山县志·艺文》及姚光《金山艺文志 )) ) 。 按著

作内容细分，则遍及文学、史学、经学、哲学、艺术、训11沽、科

技、医药诸领域，包罗万象，内容宏富。以闻名遐远的大型

丛书而言，则清代钱好名士钱熙样所辑《守山阁丛书 》尤负

重誉。 该丛书汇辑耗时十载，分经、史、子、集四部，以宋、

元、明三朝名著为主，共 112 种 656 卷，蔚为大观，早已藉藉

人口 。 嗣后，熙祥同其兄弟熙辅、熙泰等校勘并印行《珠丛

别录》 、《式古居汇钞》 、《指海 )) 3 部大型丛书，收历代名著 97

种 361 卷，与《守山阁丛书》合为巨肤，在清代江南出版史上

留下了辉煌的一页。熙样从侄培名复踵事增华，补《守山阁

丛书》之缺漏，成《小万卷楼丛书 )) ，收古书 17 种 66 卷，后先

辉映，遂成完璧。 出版世家，遗泽桑梓，识者仰之。

金山区图书馆素以收集乡邦文献、弘扬传统文化为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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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山也&志

志，馆藏各类古籍 8000 余册，其中尤以清代精刊本、民国石

印本、府县旧志、本邑文人别集、南社社友著述、清代科举考

卷特色最为显著。 兹为发掘馆藏古籍的现实价值，服务金

山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展示地方文化实力和学术水平，

从而增进全区人民的文化自信，馆中迭经酝酿，决定辑印

《上海市金山区图书馆地方古籍丛刊 ))，充分利用馆藏资源，

向社会各界呈献有关金山地区历史、文化、艺术、科技以及

其他方面的古籍文献，以供研究和参考之用 。

为使该项工作持续有序进行，特设立编委会，以作业务

指导和学术襄助，编篡以古为今用、资政育人为指导，以历

史唯物主义为准绳。 至于其体例，定为下列数端: 一、所收

皆为历代金山籍作者著作，产生于金山的历代文学团体的

同人作品集、金山历代旧志等，时间一般以建国前为限;

二、出版、整理方式力求多元化，稀见古籍为保持原本既有

风貌，以影印为主，其他古籍酌用标点断句、注释今译等新

式整理手段;三、不固定册数，分辑逐年推出 。

热忱欢迎海内外各界金山籍人士多加建言或资助刊

印，是所至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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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艺文志〉整理说明

张青云

"艺文志"是中国纪传体史书、政书和方志中记载图书

目录部分的专名 。 东汉史学家班固所著《汉书》始创"艺文

志"一体，分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

略等。 其后， ((新唐书 ))((宋史 )) (( 明史 》中亦相继编篡"艺文

志" ， (( 隋书》和《 旧唐书》中则称为"经籍志"。 清代学者更补

辑了《后汉书))((三国志 ))((元史》等史书的"艺文志"，对研究

历代图书文献及学术源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出生于金

山张堪镇素誉为硕德先贤的姚光先生 0891-1945) ，为民

国年间江南地区著名爱国人士、公益事业家、国学家兼大藏

书家，其下世虽早，但遗著甚丰，此中即有长篇专著《金山艺

文志》一种。 是书体例精严，萨列清晰，分为经部、史部 、子

部、集部、丛书部(附类书)、寓贤著述部、邑人校刊书籍部、

金石部，共计八卷，是一部集中刊录金山历代文人学者著作

目录及地方历史文献、梳理一方学术脉络、阐扬乡贤学问著

述的重要著作 。 著者姚光先生以二十余年之时力持续编

篡、修订此著，可谓谨伤之至。唯以尘世多故，其生前身后，

此书均未曾单行出版，沧海遗珠，为识者所惋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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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值金山区大力发掘乡邦传统文化，重视乡贤著述整

理，借以推动全区文化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 这方面的具

体举措则是根据区图书馆(创建人之一即为姚光先生)馆藏

地方古籍丰富这一传统优势，制定了"上海市金山区图书馆

地方古籍丛刊"(以下简称"丛刊")的系统出版规划，将陆续

整理、刊印一批馆藏的历代金山籍学人具有传世价值的著

作。《金山艺文志》以其突出的学术价值脱颖而出，被列入

"丛刊"第一辑，经原著者哲嗣姚昆田教授授权，精加整理后

交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单行出版， f卑嘉惠桑梓，其意义实非浅

鲜。 馆领导暨姚教授指定由本人承乏点校任务，义不容辞，

爱伏案数月，朝斯夕斯，所幸终得杀青，殊堪告慰。

《金山艺文志》一书，民国时期曾连载于松江地方报，朱

泾名士怡咏精舍主人沈思期合订为剪报巾箱本，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慨然赠予金山县图书馆，从兹成为馆中古籍书库

中的善本，一直妥藏无损。 这个本子繁体直排，装帧古雅，

原文有旧式圈句标点，但于民误植的错字所在多有，断句失

范处则屡见不鲜，颇有白璧微瑕之憾。 此外，著者姚光先生

哲嗣昆群、昆田、昆遗三人合编的《姚光全集 )) (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2007 年版)第四卷"专著"中曾收入此书，简体横

排，版式悦目，但由于当时出书仓促，且为全集性质，理董方

面工作量巨，致收入书中的《金山艺文志》未逞精细校勘，故

标点错i化与断句疏失之处层见迭出，而错字别字亦时复一

遇，殊碍阅读。 此次印行单行本，亟宜订i化辨误，力复其真。

因而在具体点校时即以沈氏剪报本为工作底本，与《姚光全

集》中该著对勘，举凡文字上的鲁鱼亥家之处径行改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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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断句件误矛盾之处重加标断;脱文供阙处置框存疑，凡此

种种，无不矜慎从事，但期无悖著者本意。 由于此著博涉经

史，稽考匪易，往往为一字一句之点定而遍检群书，踌躇竟

日，此中甘苦，淘非亲历者所不能道也。 古人云:校书如扫

落叶，拂了还生。 诚为不刊之论。 此书的整理，圄于本人的

语陋学殖，未察之误，标校之失，容或未免，纠谬有日，静候

方家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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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金山自清雍正时立县后，于乾隆十六年知县常碗聘、焦

以敬等创修县志，去置县未三十年，纪载尚多缺略。 道光

时，我家水北先生讷续修之，钱熙泰又从而参订之，闻多考

正，而其稿不传。 至光绪四年，知县龚宝琦聘黄厚本等重

修，即以姚、钱稿稍加增损分合乎其间 。 (据《黄志》凡例)近

民国七年，邑人又有重修志书之举，总篡高吹万先生，命为

编篡书籍一志。 余小子自幼笠志文献，于先民著作网罗时

有所获，乃不自量力，毅然任之。 八年以来，适丁家务纷乘，

世变迭起，而此业不废。 今幸草稿粗具，盖已衷然数册。 惟

体裁别出，与全志定例有所不合，且亦卷 I跌太繁，故将独自

为书。 异日全志集成，须经总篡之现录，此作为采访稿

可矣 。

艺文之名，始于《汉书 ))，九流百家，所包至广。《隋书》

则称经籍，似有专尊。 今若易称书籍，虽避去经名，而范围

仍属太狭，况金石与四部同载，亦不能谓为附庸。 唯"艺文"

二字庶能概括，故今仍以此称耳。

金山于秦汉之际属委县，三国时为吴之委侯国，晋代又

属委县，梁属信义县，旋属昆山县，直至于唐。 唐天宝时改

属华亭县，遂迄于明 。 明洪武间，筑城于海，始置金山卫，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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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大著。 清初分华亭，置委县，地又转隶于委，至雍正四年，

又分委南境置县，以青浦一乡并析风泾、集贤、修竹、仙山四

乡地隶焉，而即以E名为名 。 兹之所采作家姓氏，自古迄

今，以籍隶此区域者为限。 惟此疆彼界，变置已经数数，代

远年埋，考核不易，或出或人，自所难免。 惟余意与其偶遗，

毋宁或滥。 盖疑似之人，纵不居于域内，相去必属毗邻，亦

有初系土著，后则迁徙于外，仍为现录。 总之，存一方之文

献而已 。

《焦志 · 艺文 》杂载诗文碑记，而无书目，实乖史志之

体。《黄志》以四部分列，只录书目，并载金石，于义允矣。

兹书共分八章: 一、经部;二、史部;三、子部;四、集部;

五、丛书部;六、寓贤著述;七、邑人校刊书籍;八、金石部。

释道之称，前人特列-类，今以专谈佛法玄理者人子

部，若记载诗文之类，即人史部、集部，惟于人名之上，标出

其为释、为道而已 。 闺秀之作，亦核其书之性质，散人各

部中 。

丛书包罗经史子集，前人以之人于集部之总集类，殊觉

未允，是宜特列一部。 至一人或数人汇刊著作，不止属于一

部，与夫类书，亦附于此。 若虽为丛书或汇刊著述，其内容

专属一部者，则即隶其部焉。

凡志乘，"人物"一门中必列寓贤 ，则寓贤之撰述亦应

著录焉。 且寓贤者，羁旅于外，其本乡反与之阂隔，身后或

更无从采访，则寓于其地者，不为之纪载，不将涅没而不彰

乎?故特列一部，书籍不多，不为分类，约以人代先后

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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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言

他邑人之书籍，经邑人评点校刊者，特列一部以著录

之。 若汇刊或成丛书者，则人丛书部中 。 至评点校刊即为

邑人或寓贤之撰述以及笼注，另定名目者，则散人经史子集

及寓贤各部中 。

本书编篡，除收罗书籍之外，更勤求于他书中纪载序

跋，与详访乎故老之传闻目睹，倪焉孜孜，盖非一朝一夕之

烈矣 。 凡所著录，参酌晃氏《郡斋读书志》、陈氏《直斋书录

解题》及清代《四库全书》提要之例，考求所得，明注其撰述

篡录校刊之姓氏、卷数、何时版本 、藏稿何处，并节其序例，

采取要旨，务明原委，更旁及于此书之遗闻供事。 总之，凡

与有关系之处，以余能力所及，无不补缀周至。 庶书籍纵有

散亡，百世以下独得知其梗概，摄拾丛残，以表彰先德。 区

区此志，未敢或渝耳。

金山偏僻小邑，而《黄志 · 艺文志》所载，已有二百三十

二家，四百五十五种，二千七百四十六卷(未注卷数者，姑以

一种为一卷)。 今以余所考得，则有五百余家，九百余种，四

千九百余卷。 其所增辑，一倍有余(寓贤著述及金石不计在

内 ) 。 虽采访至于当代段世诸人，而其所增补仍以道咸以前

为多，不禁有人才每况愈下之叹。 夫作者之难求诸一邑，抑

尤靳之，往往供多存少，目在编亡。 我邑当明清之际，节义

文章 ，一时称盛，其后穷经学道风雅有文之士，亦绵绵不绝。

而 自嘉道以来，如顾氏观光之朴学，钱氏熙祥之校勘，名满

天下，沾被百年。 凡我邑人对此先民述作，能无感奋兴

起乎?

余又有《金山文征》之辑，计分上下两编，上编为邑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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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下编则他邑人所作之与吾邑有关系者。 其各书之序跋，

亦多选人，异日当与本志相辅而行也。

中华民国十四年十二月十七日邑人姚光(原名后超)识

于复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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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烈订补识语

《金山艺文志》为妻兄姚石子先生遗著。 君篡辑此书垂

二十年之久，属草粗就，邃谢宾客，未及勒成定稿。 比嗣君

昆群等拟刊布遗书，嘱为理董。余自君尊公户部公在时，始

往来甥馆，今将三十年矣。 平生治学，与君径辙略同，怀旧

楼藏书，又什九尝与寓目，校做之役，所不敢辞。

乡邦文献以封氏"宴进斋"及姚氏"怀旧楼"所藏为最

富，此外则松江图书馆及南洋中学图书馆亦多有之。 宴进

斋之书，自庸庵丈捐馆，艰于一租之借。松江图书馆所藏，

则丁丑之变，化为云烟。南洋中学虽所藏无损，然经乱迁

移，未复旧观，假取不便。怀旧楼所度各书，整比未逞，无从

发筐对勘。即寒斋所有，亦历劫丛残，其幸存者又以寓居漱

隘，束置高阁，不能悉取以相印验。 兹所证补仅就记忆所

及，及案头习用之书，稍事阐发，不能详审也。

此书为君一生心力所萃，名山盛业， 自不容草草从事。

而书囊无底，世变方殷，{矣河之清，岁不我与，姑先校定，以

待续补。

作家隶籍，应以生斯土者为断。自外人者，身属流寓，

子孙为土著。自内出者，录及其身，而子姓不与焉。依此通

则，各邑自无重复之弊。 原例以考核不易，宁存疑似。故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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灼知误人，仅于当条辨明，未敢径行删削 。

明清科贯，未必与居域尽符，卫学尤为杂出 ，如系孤证，

不欲即取为据。

部居分合，人意难同 。 四库分类，当时虽云钦定，亦不

能别黑白而定一尊。 如孙渊如《孙祠书目 》、张香涛《书目答

问》等，己多出人。 此书部类悉以君手定为准，鄙见即有异

同，只加案语，不复稍涉更张，至乖原意 。

书籍隶类，考定为难，杂史、杂家、小说、类书之属，尤为

难理。 兹若悉其内容，即行移易 。 如原书无考，而各志隶系

不同，则择善而从，各于条下注明，以便覆核。 其续辑未分

类者，即依鄙见，分补各类，不及一一详注。

寓贤著述及金石部均采摄寥寥，尚未成编。 兹属室人

竹修踵惠续固书前事，分别补录，以成完书 。

寓贤著述，其久居斯土或撰述于斯者，允宜人录;若萍

踪偶寄，撰著元关，概行阑人，未免太滥。 惟此关全书体例，

详味例言，原意不尽从同，雅不欲以己意改定，聊发其凡

于此。

金石之学凤未究心，乡邦石刻，乱后更无暇遍访，仅取

《黄志》所载，小小补直，深恐漏略尚多。

评点之书原附校刊，其批校未刊者，亦比类及之。 而所

收无多，今就所知均为增人。

原辑于目睹之书大都撰有解题，然著录时未见原书，

而后又续得者，多不及更撰。 兹亦未能悉补，仅于条下

疏明 。

书有传本，宜著藏家，其所未见，应详出处 。 原辑于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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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间注藏家，刻本即不尔尔。 至采撩所得，近辑者己详所

据，初辑者未注所出，前后体例，未能划一。 今就所知，咸为

标注，藉资印证。

原辑网罗宏富，知见所及，偶有出其外者，均为补人，冠

"补"字以别之，不欲淆乱原书也。

共和三十六年十月一日 。 郡人周大烈识于充安行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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