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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出版说明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中

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特别是近代以来，一批又

一批三湘英杰，以其文韬武略，叱咤风云，谱写了辉

煌灿烂的历史篇章，使湖湘文化更为绚丽多彩，影响

深远。为弘扬湖湘文化、砥砺湖湘后人，中共湖南省

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出版《湖湘文库》大型

丛书。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以 “整理、传承、研究、

创新” 为基本方针，分甲、乙两编，其内容涵盖古

今，编纂工作繁难复杂，玆将有关事宜略述如次：

一、甲编为湖湘文献，系前人著述。主要为湘籍

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同时酌收历代寓湘

人物在湘作品，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

二、乙编为湖湘研究，系今人撰编。包括研

究、介绍湖湘人物、历史、风物的学术著作和资料

汇编等。

三、乙编中的通史、专题史，下限断至1949年。



四、甲编文献以点校后排印或据原本影印两种方

式出版。

五、除少数图书以外，一律采用简体汉字横排。

六、每种图书均由今人撰写前言一篇。甲编图书

前言，主要简述原作者生平、该书主要内容、学术文

化价值及版本源流、所用底本、参校本等。乙编图书

前言，则重在阐释该研究课题的研究视角和主要学术

观存等。

七、对文献的整理，只据底本与参校本、参校资

料等进行校勘标点，对底本文字的讹、夺、衍、倒作

正、补、删、乙，有需要说明的问题， 作出校记，一般

不作注释。

八、甲编民国文献中的用语、数字、标点等，除

特殊情况外，一般不作改动。乙编图书中的标点、数

字用法、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均按现行出版有关规定

使用和处理。

《湖湘文库》卷帙浩繁，难免出现缺失疏漏，热

望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nbsp;#6#《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 1 @ 前 言

湖南的地方志，源远流长，卷帙浩繁据《隋书 •经籍志》所

载，即 有 《湘州记》、 《衡山记》、 《零陵先贤传》等八种。唐宋

时代，编纂益多。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更是多不胜数，从行省

一级到各府、州、厅、县纷纷纂著，以致几乎无地无志，蔚然而

成大观。据 1985年 所 编 《湖南省图书馆馆藏湖南地方志目录》统

计，现存 1949年以前编撰出版的湖南地方志即有581种 （其中该

馆藏 492种）。这些地方志，对各地的山川地理、自然气候、城市

乡村、历史沿革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人物、名胜等各方面，

都作了不同程度的记载，从而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地方志种类甚多，有通志、总志，府 、州、县志，厅志、卫

所志、乡镇志，是为以一行政区划为范围的综合记述；又有合志，

系二县联合纂修之志。此外，又有一种专志，系专门记述地方某

一事物或某一类事物之作，如专记一山特别是名山的山志，专记

河湖修治的水利志，专记佛、道寺宇的寺观志，专记祠祀机构的

祠宇志等。本书便是这种专门记述祠祀设置情况的地方志专志合

辑，是湖南地方志中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专志。

《贾太傅祠志》是一部专以记述西汉贾谊任长沙王太傅史事及

后人建祠历史的长沙地方专志。贾 谊 （前 200年一前 168年），西

汉著名文学家、政论家，因主张改革政治，遭权贵妒忌，贬为长

沙王太傅。他在长沙三年，作 《吊屈原赋》和 《*p0007-1.jpg*鸟赋》，忧国伤

时，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思想和杰出的文学才华，对后世产生了深##



远影响。贾太傅祠原为贾谊在长沙时的住宅，最早记载于北魏郦

道 元 的 《水经注》，明成化年间改宅为祠，以纪念贾谊。二千多年

来，这里一直是人们凭吊和纪念贾谊之处，历代文人墨客过往其

地，多有吟咏，留下了大量诗词歌赋。贾祠兴建以后，屡遭毁弃，

又屡次重建，亦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变迁。

清光绪元年（1875年），湖南粮储道夏献云以祠久失修，乃募

集资金，倡率重修。

夏 献 云 （1824— 1888)，字矞臣，号芝岑，江西新建人。道光

贡生，后入京，历任军机章京等职。同治九年 （1870年）以道员

分发湖南，十一年授粮储道，晋按察使衔。在任期间，他整饬漕

弊，清理狱讼，颇著政绩；又 以 “端风善俗” 为己任，而不遗余

力。省城贾谊祠、定王台 “均荒圮” ，夏献云乃 “以一忠一孝、风

教所关，捐廉重聋” ，又修复岳麓山白鹤泉亭等处古迹，对长沙名

胜古迹的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光绪 二 年 （1876年）春，贾太傅祠重修工竣。夏献云又收集

历代诗文， “旁及时贤所作”，汇 编 成 《贾太傅祠志》，于光绪四

年刊刻于长沙。

《贾太傅祠志》共四卷，分别收入了自马、班以来，历代文人

学士关于贾谊史事的记述及对贾谊生平思想的论述，记载了贾太

傅祠的建置沿革，汇集了历代文人的有关诗赋和时人的题咏，可

以说是一本关于贾谊及其祠祀最完备的资料汇编。

《定王台志》亦为夏献云纂修，是一部专记汉代长沙定王刘发

筑台望母史事及定王台历史沿革的长沙地方专志。刘发系西汉景

帝第十子，景 帝 二 年 （公元前 155年）封为长沙王，卒后谥定。

宋 《方舆胜览》等史籍载：相传定王在长沙，思母至切，乃运长

安土筑台，以望其母唐姬之墓。从此定王筑台望母成为一代佳话，##



流传一千余年。而定王台后来还一度成为祭祀定王之所，亦屡有

毁建。

光绪五年（1879年），夏献云以郡绅李兴谟等之请，倡率重修

定王台。竣工之后，夏氏复博加搜采、荟萃古今，编 纂 《定王台

志》，并于光绪七年（1881年）刊刻成书。

《定王台志》分上、下两卷，体例一依《贾太傅祠志》。卷上，

收辑了史、汉诸书关于定王刘发的记载，有关定王台及蓼园的考

证文字，以及时人对定王台故地故物的辞赋铭文；卷下，则是前

人题咏定王台的诗词文赋和定王台重修之后时人题咏的汇编。

《南岳二贤祠志》则是一部专述南宋名儒张栻、朱熹游览南岳

吟唱酬答，及后人建祠以祀之史事的南岳地方专志。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张栻从学名儒胡宏于南岳衡山，时

朱熹居潭州（今长沙），因应张栻之邀，偕学者林用中同游南岳。

是年十一月初十日至十六日，朱 、张等三人，攀山径，登诸峰，

宿于方广寺， “唱和讲道，极一时雅”。后来他们将诸唱酬之作，

辑 为 《南岳唱酬集》一书，凡诗作百四十有九篇。朱、张南岳唱

酬，自为湖南文化史上一大事。从此之后，文人学士来游南岳，

追慕前贤，雅兴顿作，多有诗文以寄兴，其中颇不乏时贤名流，

如湛若水、张居正、张元忭、罗洪先、堵允锡、王夫之等。

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翰林尹台奉使至楚，游南岳，憩方

广寺，慨想朱、张二贤高风，乃捐赀创建此二贤祠于方广寺之右，

以祭祀朱、张二位先贤。

二贤祠建立后，历经二百余年，中经两次被火，四次重修。

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尹台之八世孙尹继隆登南岳谒祠，见

“栋挠榱折，壁破楼毁 ” ，乃 于 其 秋 “经营修葺 ” ，数月而工竣。

“鸠工庀役之暇”，尹 氏又 “录诸先辈记序诗歌”，编 辑 《南岳二贤##



祠志》，至咸丰三年（1853年）书成。

《南岳二贤祠志》共八卷。其卷之一分为发凡、图考、形胜、

古迹、路径五个部分，分别载记了二贤祠的兴建、位置、路径及

方广寺、二贤祠之遗迹遗存。卷之二为游寓，记载了自朱、张之

后历代前来游览、凭吊的人物，所附释仙，则介绍了方广寺开山

祖南朝梁惠海及其以后的几位名僧。卷之三为祀典，记述二贤祠

祭祀典礼之仪程及其演变。卷之四为田册，记载祠田丘数面积及

佃民户口。卷之五、六、七 、八为艺文，收入了朱、张及其后历

代文人雅士游览南岳的诗文。总而言之，是书不仅记述了朱、张

游览南岳及诗歌酬答史事，而且于二贤祠的兴建及其沿革、诗文

词赋、传闻佚事，亦广为涉及。

以上三书，由于都属于专记名人祠祀的专志，因此体例大致

相似，也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一方面，三书都将历史上有关

祠主的记述汇辑一书，便于人们对各祠主的考订与研究；另一方

面，三书都记述了各祠宇重修的缘起和经过，收录了各当事人、

经历者撰写的诗文，而这些文字大多为他书所未载，是我们今天

研究这些祠宇历史的基本资料，其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如前所述，这三部专志都是清代中、后期所纂修和刊刻的，

此后一百多年中，也都没有重刻再版，更没有整理点校的版本。

此次整理点校， 《贾太傅祠志》和 《定王台志》均系以原刻本为

底本，而 《南岳二贤祠志》系以民国二十六年南岳图书馆抄本为

底本，按 照 《湖湘文库》编辑委员会的统一规定，进行整理和点

校。相信这三本书的出版一定会受到学界同仁和众多读者的欢迎。

*right*梁小进*right*
二〇〇八年戊子端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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