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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序 1

总序

以史为镜，鉴往知来，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推

进党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力量源泉;

正确认识和对待党的历史，关系党的形象，关系党的生命，关系国家长治

.久安;党史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

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铭记党的历史，

研究党的历史，学习党的历史，宣传党的历史，充分发挥党史以史鉴今、

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是我们

党的一项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地方志是中国独有的文化形式，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

分。地方志编篡自先秦启其端绪，至明清两代蔚为大观。传统地方志以

历史学的"人"、"事"配合地理学的"地"、"物"而成，是"一方之全史"，具

有资政、存史、教化的重要作用。现代地方志继承古志精神，以新方法、

新体例，谱写新的内容，是全面系统记述一个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

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是"地方百科全书"。地方志工

作是重要的文化基础事业，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的一项系统

工程。

绍兴是中国共产党较早开展活动和建立地方组织的地区之一，是涌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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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众多建党先进分子和优秀人物的地区之一，也是改革开放先行的地区

之一。绍兴还是中国著名的方志之乡，是中国方志学重要奠基人章学诚

的故乡，编修地方志的传统源远流长。在新时期，绍兴的史志工作，即党

史、地方志工作，大有可为。从建立市级党史工作机构和地方志工作机

构，特别是实行史志合一(即党史工作机构与地方志工作机构合署办公)

以来，编史修志渐有作为，编写出版了《中共绍兴历史》第一卷(1923-

1949) .编修出版了《绍兴市志~ .并荣获全国地方志评比一等奖。当前正

在组织编写《中共绍兴历史》第二卷(1949-1978) .启动编修《绍兴市志

(1979-2010) ~。其间，围绕党史、地方志工作的开发利用，在资政育人

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成果佳作迭出，如编撰出版了《走进新世

纪一一中共绍兴市第五届党代会以来发展成就巡礼》、《影响中国的绍兴

名人》、《感动中国的绍兴名人》、《山阴道人一一域外名人与绍兴》、《绍

兴 60 年纪事》、《绍兴清吏》、《绍兴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资料

汇编》、《桑梓之光一一近代绍兴旅沪同乡团体史料》、《红色印记一一绍

兴党史要览》、《红色征程一一绍兴党史画卷》、《红色地标一一绍兴党史

胜迹》等党史、地方志文化书籍，成为人们认识中国共产党在绍兴的光辉

历史以及绍兴历代地情人事的珍贵文献资料。

编写《中共绍兴历史》第二卷( 1949-1978) .编修《绍兴市志

(1979-2010 n ，纵横开闺，包罗万象，其中不少党史、地方志题材值得进

一步整合，包括党史专题、志鉴论题、地方文献整理、历史文化挖掘以及

史志资政等等，以展示绍兴社会更深广的面貌，并为编史修志提供理论

与实践方面的探索。有鉴于此，绍兴市委党史研究室、绍兴市地方志办

公室另辟《绍兴史志文化丛书~ ，就专门课题深入挖掘，独立成书，续出辑

册，与将来出版的《中共绍兴历史》第二卷( 1949-1978 )和《绍兴市志

(1979-2010) ~互为表里，以收相得益彰之效，为促进绍兴文化改革发展

服务，为加快建设文化强市服务。

谨以此作为《绍兴史志文化丛书》的总序。

鲁孟河

2011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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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昌

万历绍兴府志由绍兴知府萧良斡修，张元忡、孙镰寨。始于万历十

三年(1585) ，成于万历十五年，历时一年余，并于十五年初刊。

萧良斡 (1534 - 1602) ，字以宁，号拙斋，泾县(今安徽宣城，古称宛

陵)人。明隆庆五年(1571 )进士。初任户部主事，官至陕西左布政使。

万历十一年至十五年任绍兴知府，在绍兴知府任上，兴修三江闸、筑海

塘、修复稽山书院及重修府署、诸多亭台楼阁等，并邀请张元仲、孙铺一

同篡修绍兴府志，所著有《拙斋学则》、《拙斋笔记》、《稽山会约》及《天渊

阁集》四卷。张元忡(1538 - 1588) ，字子王军，别号阳和，山阴人。隆庆五

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万历中为左谕德兼侍读。善属文，工书，尝撰并

书《李元昭晌喽山房记》。与孙镰合修《绍兴府志)，与徐渭同修《会稽县

志)，所著有《云门志略》、《翰林诸书选粹》、《不二斋文选》等。孙镰

(1543 -1613) ，字文融，号月峰、湖上散人，余姚人。隆庆举人，万历二年

会试第一，殿试成二甲第四名进士。历仕文选郎中、兵部侍郎，加右都御

史，迁南兵部尚书，加封太子少保。一生著作宏富，多达四十余种七百余

卷，其中对史学颇有见地，对《史记》、《汉书》等历史典籍有诸多评论，与

张元忡同修《绍兴府志》。张、孙两人皆为"中朝之望，良史之才"。

一、万历《绍兴府志》藏本

《绍兴府志》自万历十五年初刊后，虽于十六年、二十六年各增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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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却未曾重刊，今国内所存为数已稀。据洪焕春、陈桥驿统计，国家

图书馆、江苏地理研究所、南京大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各藏有一部，

上海市图书馆所藏已残缺，绍兴市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所藏及天-阁所

藏已残破甚多。今笔者见到的主要有三个藏本，即齐鲁出版社 1996 年出

版的《四库存目丛书》本、中华书局 2006 年出版的《绍兴丛书》第一辑《地

方志丛编》本和绍兴市图书馆藏本。

齐鲁出版社《四库存目丛书》本，据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影印，

万历十五年刻本，收录在史部地理类·史 200 - 201 本中，总体而言，此藏

本除部分文字较为模糊外，略有缺页，如《四库存目丛书》中第→页旁边

写着"原缺第一页"，再如按目录原附 101 幅舆图，该本仅存 86 幅。而中

华书局 2006 年出版的《绍兴丛书》第一辑《地方志丛编》本，据浙江图书

馆藏本影印，万历十五年刻本，其中亦有缺页，亦有缺字漏句处，如卷二

最后一页缺数行字;再如卷六山川志三中"方干岛"条"樵猎两三户，凋踩

是近邻……"诗后缺一页等等。再如按目录附 101 幅舆图，此藏本亦仅

存 88 幅。再如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末尾有萧良斡撰写的《绍兴府

志后序}，而浙江图书馆藏本中无此后序。相比而言，北京师范大学图书

馆藏本较浙江图书馆藏本完善，虽皆有缺页，亦有漏字或模糊不清之字，

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略少一点。而绍兴市图书馆藏本，万历十五

年刻本，共 8 册，存 43 卷，缺 3 、4 、9 、 10 、 11 、21 、22 卷。本书以浙江图书馆

藏本为蓝本，参阅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及绍兴市图书馆藏本，还参

阅国家图书馆藏本清代张三异篡修的康熙《绍兴府志>> ，并弥补了浙江图

书馆藏本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的缺页和漏宇问题。点校本中所

注的浙图藏本即浙江图书馆藏本，北师大图藏本即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藏本。

二、万历《绍兴府志》体例及纲目

万历《绍兴府志》以体例精核、考证明晰、图文并茂而著称。《四库存

正目』丛书》对万历《绍兴府志》的评价是"是志分十八门，每门以图列于书

后，较他志易于循览，体例颇善。末为序志-卷，凡绍兴地志诸书，自《越

绝书》、《吴越春秋》以下，一一考核其源流得失，亦为创格。"需要指出的

是，{四库存目丛书》将万历《绍兴府志》的"纲"写作十八门，而实际上只

有十六门，即使加上序志，也只有十七门，而赵锦及张元仲的序中也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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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十六门。全志为纲凡十有六:曰疆域、日城池、曰署靡、曰山川、曰古

迹、曰物产、曰风俗、曰灾祥、日田赋、曰水利、曰学校、曰祠祀、日武备、曰

职官、曰选举、曰人物。为目凡二百有奇，厘为五十卷。书内插图涉及疆

域、城池、署廊、山川、古迹、水利、祠祀、武备等方面，共计 101 幅。虽然卷

!跌多，门目众，篇幅广，但由于纲日内在的联系，是志逻辑清楚，结构紧

凑，"其事具，其言核，统之有宗，而析之不紊"。为尚繁型志书的代表

作。其整体结构亦相当完整，不仅有序、目录、图、正文、后序，而且有修

志姓名，萨列有篡修人、参订人、参阅人、对读人、最梓人、重校人等，堪称

完备，清代的四部《绍兴府志》基本上沿用万历《绍兴府志》的体例。

万历《绍兴府志》体例上的两大特色:

其一，大量运用舆图。在中国方志发展史曾经有过一段图经的时

代，盛行于隋唐至北宋这个时期。图经是一种有图有文的地方区域性著

作，其图一般置于全书的卷首，其叙述内容多为某→区域的建置沿革、地

名由来、山川走向、物产情况、风俗民情、名胜古迹之类，而道路交通、农

田水利方面的内容亦为图经必备的内容，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朝廷对地方

的统治，也是军事、商旅等所需要。但至南宋时期，图经这种体例形式为

更加成熟的方志体例所代替，内容不断增加，体例更加完善，图经的名称

已经涵盖不了内容，而且原来置于卷首的图逐渐减少，甚至大多志书不

置地图，名称亦由图经改称志，正如清代章学诚所谓"名者实之宾，实至

而名归，自然之理也"。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代。而万历《绍兴府志》

却是在宋元明志书中地图数量锐减的情况下，地图使用极为丰富的一部

志书。按目录，全志共用插图 101 幅，其中疆域志附图 9 幅，城池志附图

9 幅，署靡志附图 4 幅，山川志附图 45 幅，古迹志附图 3 幅，水利志附图

10 幅，祠祀志附图 12 幅，武备志附图 9 幅。这些舆图的设置，不仅"较他

志易于循览"，而且对于境域形胜、地理的研究和利用，了解研究古代绍

兴一府的水利设施，展示明代世俗生活的精神层面，以及反映明代海防

设施的基本情况，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二，万历《绍兴府志》卷末设"序志"一卷。序志为孙搪所辑，辑录

志书的名称多达 27 种，历东汉至明万历年间一千余年，自《越绝书》、《吴

越春秋》以下，至明万历年间各县志书，一一考核其濒流得失。虽然孙镰

未说明设此卷的意图，但在张元忡的《万历府志·序》中可以看到，"夫志

犹史也。自昔为史者，皆杂出于众于，而取裁于一人，惟《新唐书》作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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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宋，乃分任之，而间多枝梧，贻讥后世。今兹志分任类之，而余与文融

不彻迹而逆心，必考衷而求是，盖文不敢比于欧、宋，而所谓枝梧者或寡

矣"。也就是说，他们编篡的志书并非"取裁于一人"，也"不衔迹而逆

心"，而是"考衷而求是"，从而说明他们希望这部所编篡的志书要"成一

代信史"，可作"资治教化"之用。这一点也表明，明代方志篡修者在编修

过程中，己开始注意研究方志的性质，强调方志的作用。赵锦元在万历

《绍兴府志·序》中说道"郡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史之所系，诚重

酌治道于兹。今志之为用自急，志固不可谓后于史也。"也就是说，方志

的性质与国史相同，而且谈到了编志应先于编史。其方志的作用在于

"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故垂法戒于将来"。万历《绍兴府志》设"序

志"，开创了后世方志有"旧志源流考"的新体例。

三、万历《绍兴府志》存在问题

万历《绍兴府志》由张元忡、孙镰两人篡修而成。最初分工为孙镰撰

写初稿，张元忡进行总寨，但知府萧良斡"虑杀青无日，乃又属人物于子

恙，而傅镰专地理焉"，虽然他们也意识到"自昔为史者，皆杂出于众手，

而取裁于一人，惟《新唐书》作于欧、宋，乃分任之，而间多枝梧，贻讥后

世"。正因为此志的两人分任，导致志书前后有不一致之处。如在朝代

的表述上，尤其是南北朝时期的刘宋与后来的赵宋，南北朝时期的萧梁

与五代十国时期的朱梁，没有予以表述清楚。万历《绍兴府志》中，南北

朝时期的刘宋有多种称谓，有称"宋"者，亦有称"南宋"者，这两种称谓使

读者阅读时，容易与后来赵宋王朝的"宋"、"南宋" tl昆淆，应冠以"南朝

宋"或直接以"刘宋"称，以示与"赵宋"区别;再如某一地名在一文中前

后不统一，如"若耶山"，在卷四十四的《忠节·张彪传》中，或写作"若耶

山"，或"若邪山"，前后不统一，容易使人以为其为两山。

年号差错问题。万历《绍兴府志》中有数处皇帝年号差错。如卷十

九《祠祀志·曹娥庙》文中，叙述朱娥事迹时，会稽县令董楷将朱娥配享

曹娥，时间写作"建熙十年"，而董楷系宋神宗时的会稽县令，而朱娥亦系

宋代人，"建熙"则是十六国时期前燕政权幽帝慕容峙的年号，显然在这

里，"建熙"的年号是错误的。再如卷十《古迹·陈大夫宅》中，"陈大夫

宅……刘宋永徽中建寺，号竹园寺。"刘宋元"永徽"年号，刘宋时与

"永"、"徽"相近的有两个年号"永初"和"元徽"，而"永徽"为唐高宗年

号，显然，竹园寺若在刘宋时建，则"永徽"年号错，若是在唐代建，则"永



前言 7

徽"前冠"刘宋"亦错。万历《绍兴府志》对这几个年号没有考证清晰。

人物重复立传，是万历《绍兴府志》较为突出的问题，这在二十五史

的人物传中是极为罕见的。二十五史人物立传分类也较细，如《汉书》的

人物传多达六十余卷，有以人名立传的，如《陈胜项籍传} ;亦有以类立传

的，如《儒林传》、《循吏传》、《酷吏传》之类的，但却没有为一人而重复立

传的。而万历《绍兴府志》中人物重复立传颇多，有一人两传的，如王莲

之、蔡邑分别都人《寓贤传》与《方技传》中;禧伯玉、顾欢分别都人《寓贤

传》和《仙释传》中等。又有一人数传的，如戴逞，分别人《隐逸传》和《方

技传} ，而《方技传》中又按"音乐"、"画"分立两传。万历《绍兴府志》如

此为人物立传，虽然就重复立传的人物在记述的内容上没有多大重复，

但亦足以将某一人物的记述割裂得支离破碎。反观正史中对人物记载，

则颇为全面，如《晋书》中为戴遥立传，其归于隐逸，不仅记载了他的隐逸

不仕的隐士形象，也记载他在音乐、画、雕塑方面的成就。如果万历《绍

兴府志》在《寓贤传》中将他在音乐、画、雕塑诸方面的内容一起写，亦没

有不妥的，给人以一个全面的戴逞。需要指出的是，在人物归类时，应考

虑其以哪一方面为主，并以其主要方面归类，然后附写其他方面的内容，

主次分明，人物的整体形象不会割裂，也不会出现重复交叉的现象。

插图与目录不对应问题。无论是浙图藏本还是北师大图藏本，其舆

图的数量均与目录相差 10 多幅;但如果从图的内容上看，与目录相比，则

相差更多，目录中卷十八《学校志》并无附图，而浙图藏本与北师大图藏

本皆有若干幅。而且《武备志》中海防图就占 4 帽，这与目录相比，则浙

图藏本与北师大图藏本又减少十余幅。实际上，目录所列附图与书中所

插图对应的，浙图藏本与北师大图藏本都不到 60 幅。当然，志书所插舆

图还是有一定的历史价值的，如《学校志》中的图，能反映明代府学、县学

的基本情况，因此，点校本尽可能保持其原貌，并在目录中予以注释。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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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绍兴府志》不同藏本舆图使用情况一览表

卷数 点校本实际图序 北师大图藏本 台北藏本 (原书目录所列图序)

府八县总图、山 府八县总图、山

府八县总图、山阴县境图、
阴县境图、会稽 阴县境图、会稽

府境图、山阴境图、

会稽县境图、余姚县境图、
县境图、萧山县 县境图、余姚县

会稽境图、萧山境
境图、诸暨县境 境图、上虞县境

上虞县境图、新昌县境图、
图、萧山县境

图、诸暨境图、余姚

蝶县境图、萧山县境图、诸
图、余姚县境

境图、上虞境图、蝶

暨县境图
图、上虞县境 图、诸暨县境

境图、新昌境图
图、 l噪县境图、 图、新昌县境

新昌县境图 图、味县境图
旧府城图、旧子城

府治旧子城图、
府城图、府治旧

图、今府城图、萧山

旧越城图、府城图、旧子 旧越城图、府城
子城图、旧府城

城图、诸暨城图、余
一 城图 图、旧府城图、 姚城并江南城图、

庙山巡司境图
图、旧越城图

上虞城图、 l嗓城图、

j蓝昌城图

府治图、布政分

诸暨县图、味县 司图、按察分

山阴县图、会稽县图、余姚 图、按察分司、 司、山阴县图、

县图、上虞县图、新昌县 新昌县图、绍兴 会稽县图、余姚 旧州宅图、西园图、

图、味县图、萧山县图、诸 卫图、布政分司 县图、上虞县 今府署图、绍兴

暨县图、府治图、布政分司 图、萧山县图、 图、萧山县图、 卫图

图、按察分司图、绍兴卫图 上虞县图、余姚 诸暨县图、新昌

县图(缺半页) 县图、味县图、

绍兴卫图

涂山图、梅山图、会

涂山图、五泄山图、南明 涂山图、五泄
稽山图、秦望山图、

四 无图 大亭山图、城山图、
山图 山图

长山图、五泄山图、

铁崖山图

龙泉山图、四明 龙泉山图、东山 龙泉山图、历山图、

洞天、历山舜庙 图、兰穹山图、 客星山图、四明山

龙泉山图、四明洞天、客星 旧图、客星山严 历山舜庙旧图、 图、东山图、兰穹山

五 山严子陵墓旧图、东山图、 子陵墓旧图、东 天姥山图、南明 图、刘山图、太白山

天姥山图、兰穹山图 山图、兰穹山 山图、四明洞 图、峙山图、石城山

图、南明山图、 天、客星山严子 图、南岩山图、天姥

天姥山图 陵墓旧图 山图、沃洲山图

日铸岭图、梅里尖

水漉洞图、梅里 水潦洞图、梅里
图、穿岩图、阳明洞

六 水澡洞图、梅里尖图
尖图 尖图

图、仙姑洞图、水澡

洞图、望夫石图、双

街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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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卷数 点校本实际图序 北师大图藏本 台北藏本 (原书目录所列图序)

浙江潮图、曹娥江

余姚江图、鉴湖 余姚江图、鉴湖
图、余姚江图、运河

余姚江图、鉴湖图、湘湖 图、鉴湖图、湘湖

七 图、上妃白马二湖图、夏盖
图、湘湖图、夏 图、上妃白马二

图、泌湖图、汝仇湖

湖图
盖湖图、上妃白 湖图、湘湖图、

图、牟山湖图、夏盖
马二湖图 夏盖湖图

湖图、白马上妃二

湖图、西溪湖图

)\_ 刻溪图 刻溪图、柯桥图 刻溪图 若耶溪图、刘溪图

九 无 兰亭图 兰亭图
兰亭修模图、重修

主全亭图

十 无 无 无 附图一

海堤图、西江塘图、

海塘图、应宿闸图、陡门闸
海塘图、应宿闸

海塘图、应宿闸
东堤图、三江闸图、

十七 图、长山闸图、扁拖闸图、
图、扁拖闸图、

图、陡门闸图、
三山陡门图、扁拖

金山闸图
陡门闸图、金山

扁拖闸图
闸图、长山闸图、金

闸图 山闸图、双河闸图、

孝行磷图

府学图、山阴县 稽山书院图、府

稽山书院、府学图、山阴县
学图、会稽县学 学图、山阴县学

学图、会稽县学图、余姚县
图、余姚县学 图、会稽县学

十八 学图、新昌县学图、萧山县
图、上虞县学 图、余姚县学

无

学图、诸暨县学图、上虞县
图、萧山县学 图、上虞县学

学图
图、诸暨县学 图、萧山县学

图、新昌县学 图、诸暨县学

图、稽山书院 图、新昌县学图

社餐坛图、风玄

府城庙祠分布图①、社餐 雷雨山川坛图、 社辍坛图、厉坛

坛图、厉坛图、风云雷雨山 厉坛图、府城隆 图、风云雷雨山 府社餐坛图、府风

川坛图、府城惶庙图、南镇 庙图、南镇庙 川坛图、府城惶 云雷雨山川坛图、

十九 庙图、王贞妇祠图、德惠祠 图、王贞妇祠 庙图、南镇图、 府厉坛图、府城惶

图、憨孝祠图、唐将军祠 图、德惠祠图、 王贞妇祠图、憨 庙图、南镇庙图、王

图、柯桥图、王右军祠图、 憨孝祠图、王右 孝祠图、王右军 烈妇祠图

钱清刘侯庙图、孝女庙图 军祠图、钱清刘 祠图、孝女庙图

传庙图

二十 禹陵图、宋六陵图
禹陵图、宋六 禹陵图、宋攒宫 禹陵图、宋攒官|
陵图 陵图 陵图

二十一 云门寺图、应天塔图
云门寺图、应天 应天塔图(缺 天衣寺图、云门四|
塔图 半页) 寺图

① 原书缺图名，此为点校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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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卷数 点校本实际图序 北师大图藏本 台北藏本 (原书目录所列图序)

二十二 金庭观图 金庭观图 金庭观图
祠宇观图、金庭

观图

海防图 (4 幅)、三江所城
海防图 (4 幅) 海防图 (4 幅)

海防图、三江所图、
三江所城图、沥 三江所城图、沥

图、三山所图、沥海所图、
海所图、 l险山卫 海所图、临山卫

沥海所图、临山卫

二十三 观海卫图、龙山所图、历山 图、三山所图、观海

舜庙旧图、临山卫图、许家
图、三山所图、 图、观海卫图、

卫图、龙山所图、教

大缺口图、教场图
观海卫图、龙山 龙山所图、教

场图、战船图
所图、教场图 场图

二十四 庙山巡司境图 庙山巡司境图 无 无

合计 89 幅 86 幅 79 幅 101 幅

说明:点校本图目基于浙图藏本而整理，但与浙图藏本亦有顺序上

的不同，比如"孝女庙图"由卷七移至卷十九，"按察分司"后加"图"字，

附于扁幅，此处不再附浙图藏本图目。

此外，万历《绍兴府志》中还有诸多细微问题，诸如录人前人的诗，或

漏字，或漏句，使后人在句读时难以下笔;又如也有误植人的字句，诸如

此类的问题，笔者在点校过程中，尽可能一一予以注解。但限于时间精

力，尚存不少问题。

点校万历《绍兴府志~ ，历时三年，原本出于笔者读志用志的需要，也

是出于新一轮修志时，对前一轮志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校正的需要。由

于能力有限，因此在点校过程中，也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此

书即将问世之时，心尤戚戚焉，祈方家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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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一、万历《绍兴府志》自明万历十五年初刊以来，尚无点校本。虽然

志书的字义不甚奥衍，但对于现代人而言，无点校的古籍，阅读亦颇感困

难。点校万历府志的基本目的，就是想帮助一般读志用志者能够比较容

易而且正确地使用，从而比较正确地理解其基本内容，达到"存史、资治、

教化"的作用。

二、本书采用中华书局 2006 年 12 月出版的《绍兴丛书》第一辑《地

方志丛编》第一册之万历《绍兴府志》为蓝本，其原书为浙江图书馆藏本，

共五十卷，其中卷六缺第二十五页，卷二十五缺第九页。浙江图书馆藏

本是现存万历绍兴府志中较好的一个版本。这部志书自万历十五年

(1 587 )初刊后，虽于十六年 (1588 )、二十六年 (1598) 各增补过一次，却

未曾重刊，今国内所存为数已稀，国家图书馆、江苏地理研究所、南京大

学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各藏有一部，上海市图书馆所藏已残缺，绍兴鲁

迅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所藏残缺尤甚，天一阁所藏已残破不堪。今齐鲁

出版社《四库存目丛书》据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影印，其中亦有缺

页。原附 101 幅舆图，该本仅存 80 余幅。

三、本书点校，尽量吸收前人及近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中华

书局出版的点校和注释的各种正史以及本书中提到的各类地方古籍的

点校本。其中浙江图书馆藏本所缺三页，则按国家图书馆藏本张三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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篡修之康熙《绍兴府志》中之同类内容增益，并在页脚作注说明。

四、对于点校中有异议之处或因版本文字模糊而导致的漏字、错字

现象的，在页脚作注予以说明;其所涉及的历史、地理、人物等，与正史有

较大出人的，则尽量按照正史加以考释，在页脚作注予以说明，正其本

末，以免造成读者对这些方面内容理解不清。

五、原文用字未予简化，本书用字按今通行《简化字总表》予以简化，

但人名和少量没有合适简化字对应者除外。

六、原书中附图多与目录不符，且排序也有颠倒，其图位置均在每卷

首。点校本则按实际附图重新整理目录，并在前言中将若干藏本作一对

照，位置均置于每卷末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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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府志叙

古之帝王疆理天下，其略犹见《禹贡·职方》。而仲尼志二代之礼，

尝叹无征于祀、宋。故郡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其体皆主于记载而不可

缺也。古者议事以制。又云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故垂法戒于将来。

史之所系，诚重酌治道于兹。今志之为用自急，志固不可谓后于史也。

绍兴，故越句践之遗墟，而东海之裔郡，肇自禹会诸侯于此，垂数千

年矣!圣哲之所创营，贤豪之所表竖，既已著之简册，辉映后先，而襟带

江海，山川郁纤，往往又为海内名儒达士、仙释隐逸者所艳慕而游处，故

越之有志，不惟一方不可缺，亦四方所共欲道睹者也。

明兴，文教荼隆，偏壤陋邦一事之署莫不有志。而吾越郡之志，自宋

待制陆公游之后，历元逮今，四百年于兹矣。弘、嘉间，前守戴公玻、南公

大吉尝欲辑之，未就。今守萧公良斡来视郡事之二年，政通人和，惧坠典

久潭，慨然上其事于监司，咸是之。于是礼聘郡人宫谕张公元忡、奉常孙

公铺属郡志焉，期而告成。为纲凡十有六，曰疆域、曰城池、曰署廊、曰山

川、曰古迹、曰物产、曰风俗、日灾祥、曰田赋、曰水利、曰学校、日祠祀、曰

武备、曰职官、曰选举、曰人物，为目凡二百有奇，厘为五十卷以传。其事

具，其言核，统之有宗，而拆之不紊，详哉旨乎，其言之矣，旁谏而博考，酌

古而准今，发前所未明，补前所未备，其用心亦勤且精矣!

盖自陆志之后，历年不可谓不多贤守，代作任事，不可谓无人，而一

郡之巨典迄于今始成，盖非诚知其重者不知所图，而知所图者，时或未

暇，其积之也弥久，则其图之也弥难。幸其知所重，得乎时，且不阻于所

难矣，又或不得其人以记之，则其成不传。盖事之不易图也如此。今张、

孙二公皆以中朝之望，良史之才，先后予宁以归，故萧公得以其暇，相与

商榷，而遂成此书，谓非越人之幸与?越之才贤虽代不乏人，然亦未有卓

然于斯道，升堂入室，若近世王公守仁之盛者。萧公渊源师友，雅宗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