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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白丛书》序

’

吉林师范学院李澍田同志，悉心专研历史，关心乡邦文献，于教

学之余，搜罗有关吉林的书刊’，上自古代，下迄辛亥，编为《长白丛

书》，征序于予，辞不获命。爰缀予所知者书于简端日：

， 昔孔予有言：“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

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说者以为：“文，典籍也。

献，贤也。”这是因为文献对于历史研究相辅相成，缺乏必要的文献，

历史研究便无从措手。古代文献，如十三经、二十四史之属，久已风行

海内外，家传户诵，不虞其失坠，而近代文献往往不易保存。清代学者

章学诚对此曾大声疾呼，唤起人们的注意。于其名著《文史通义》中曾

详言之。然而，保存文献并不如想象那么容易。贵远贱近，习俗移人，

不以为意，随手散弃者有之。保管不善，毁于水火，遭老鼠批判者有

之。而最大损失仍与政治原因有关。自清朝末叶以来，吉林困厄极矣，

强邻环伺，国土日蹙，先有日、俄帝国主义战争，继有军阀割据，九一

八事变后，又有敌伪十四年统治，国土沦亡，生民憔悴。在政权更迭之

际，人民或不免于屠刀，图书文物更随时有遭毁弃和掠夺命运。时至

今日，清代文书档案几如凤毛麟角，九一八以前书刊也极为罕见。大

抵有关抨击时政者最先毁弃，有关时事者则几无孑遗。欲求民国以来

一份完整无缺地方报纸已不可能，遑论其它。 。

建国以来，百废俱兴，文教事业空前发展。而中经十年浩劫，公私

图书蒙受极大损失，断简残篇难以拾缀。吉林市旧家藏书，文革期问

遭到洗劫，损失尤重。粉碎四人帮后，祖国复兴，文运欣欣向荣，在拨

乱反正的号召下，由陈云同志领导，大张旗鼓，整理古籍，一反民族虚

无主义积习，尊重祖国悠久文化传统，为振兴中华，提供历史借鉴。值

此大好时机，李澍田同志以一片爱国爱乡的赤子之心，广泛搜求有关

吉林文史图书，不辞劳苦，历访东北各图书馆，并远走京沪各地，lq-4F



风尘，调查访问，即书而求人，因人而求书，在短短几年期间内，得书

逾千，经过仔细筛选，择其有代表性者三百种，编为《长白丛书》。盖清

代中叶以来，吉林省疆域迭有变迁，而长白山钟灵毓秀，巍然耸立，为

吉林名山，从历史土看，不成山于爱山海经·大荒北经》中也有明确记

录，把长白山当作吉林的象征，这是合情合理的。

丛书中所收著作，以清人作品为最多，范围极其广泛，自史书、方

志、游记、档案、家谱以下，又有各家别集、总集之属。为网罗散佚，在

宋、辽、金以迄明代的著作之外，又以文献征存、史志辑佚、金石碑传

补其不足，取精用宏，包罗万象，可以说是吉林文献的总汇。对于保存

文献，具有重大贡献。

回忆酝酿编余之际，李澍田同志奔走呼号，独力支撑，在无人、无

钱的条件下，邀集吉长各地的中青年同志，乃至吉林的一些老同志，

群策群力，分工合作，众志成城，大业克举。在整理文献的过程中，摸

索出一套先进经验，培养出一支坚强队伍。这也是有志者事竟成的一

个范例。

我与李澍田同志相处有年，编订此书之际，澍田同志虚怀若谷，

对于书刊的搜求，目录的选定，多次征求意见。今当是书即将问世之

际，深喜乡邦文献可以不再失坠，故敢借此机会聊述所怀。殷切希望

读此书者，要从祖国的悲惨往事中，培养爱祖国、爱乡土的心情，激发

斗志，为四化多作贡献。也殷切希望读此书者能够体会到保存文献之

不易，使焚琴煮鹤的蠢事不要重演。
’‘

当然，有关吉林的文献并不以书刊为限，在清代一朝就有大量的

满、蒙文的档案和图书，此外又有俄、日、英、美各国的档案和专著，如

能组织人力，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整理，提要钩玄勒成专著，先整理

r部分，然后逐渐扩大，这也是不朽的盛亚，李君其有意乎? 。

一九八六年五月一日

吉林陈连庆 谨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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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订《珲春县志》序

民国《珲春县志》由珲春县知事朱约之、崔龙藩监修，县志编查所

所长、教育局长何廉惠，留吉委用分发奉天县佐、前清贡生梅文昭，吉

林省公署第四科科长、前清优贡生魏声和总纂，何廉惠和县视学徐忠

伟编辑，于1927年(民国十六年)成书。《珲春县志》手抄复写底稿由北

京图书馆柏林寺古籍部珍藏。1982年4月，应珲春县志办公室之请

特为复印。

延吉道尹公署道尹陶彬及朱约之、崔龙藩先后为县志作序，称道

编者“关心桑梓，尽力地方，深以县志之成，关乎典要”。表彰他们“持

以精心，运以卓识”，广征博采，勾稽史籍，实地考察，辛勤笔耕，终在

短短“十有二月”的时间里，完成洋洋五十万言之大作。

《珲春县志》，二十三卷，设舆地、建置，职官，武备、教育、实业、交

通、人物、礼俗诸篇。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率先设置民族、自治、宗教等

篇，尤为可贵。对民俗记载尤详，记述珲邑所有姓氏，并附载许多颇有

价值的史料。“事物之兴替，政教之隆污，辨别山河城廓之更易，调查

户版疆域之缩增，与夫文化之升降，风俗之变迁，或沿或革，莫不甄而

录之"，“纲目灿举，阅者了然”，出色地体现了边陲重镇的风采。

整理这部资料丰富、弥足珍贵的桑梓旧志，无疑对光大延边文化

遗产，建设两个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珲春县志》的标点工作，是安龙颃、高阁元同志于修志之余精心

进行的。始于1986年，但因修志任务繁重，时作时辍，两度春秋终克

完工，可喜可贺。

“天下事不难于作始，而难于图终”。崔龙藩在本之夸言中曾说：

“修成锲梓，所需彳=赞，若删润校仇及手民各费。统计非四千元不克蒇



事。点金既苦乏术，无米断难为炊，设因刊费莫筹，迟不付梓⋯⋯”，后

虽有募集资金之议，但终未能印刷出版，实乃一件憾事。 ．

尽管修成一部上乘志书，不能付梓行世也是徒劳的。所幸志稿尚 ．

未遗失，留给盛世修志的八十年代，由《长白丛书}-Z成出版大业。吉 ．．

林师范学院李澍田教授、张羽先生、刘第谦先生、陈见微女士详加审

正，延边大学古籍研究所各位老师惠予指点，为校订出版乡邦文献

——《珲春县志》做出了决定性贡献。对此，致以深忱的谢意。

中 共 延边
州．委。 副书孽 孙鸿翔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i,l州长 ●

1989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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珲春县志序

余旧延吉抚民厅，珲春驻副都统理旗治民事，隶延吉今二十年

矣。旋撤旗制，置东南路观察使，余摄使篆分驻珲春，结束旗务，检卷

多散失。何君洁斋旗务旧入，熟於掌故。卷档未具者，辄能道颠末，多

资力也．近何君任珲春教育局长，益关心桑梓，尽力地方，深以县志之

成，关乎典要。搜辑既成，复延梅君仲英、魏君劭卿为之研究体例，重

加著录。已信而足征，于斯上稽政教之得失，傍及民物之盛衰，灿乎隐

隐，居然赅备，而搜罗剔抉，用意良殷矣。地方志例无知为最，但时事

不常，会从其变，要足以稽往古开来者为上乘，书既成就正于余，为述

其录始如此。

中华民国十六年十月 日

陶彬 序



珲春县志序

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掌达书名于四方。小史掌邦国之志，而辅

’以土训、诵训诸官j后世取周官遗意，故有郡国志、邑志之分。然即以

一邑而言，古今疆域沿革，人文之遗闻轶事，与夫山Jli形胜，物产丰

俭，何一不当甄录，而刊之简编，方足以述往事、话来者，称为邑志，其

綦辑之难，可胜道哉。夫事之易者，其举速，难者其举迟。吉省各县县

志，迄于今有成有不成者，职斯故也。然而，县之有志，犹人之耳目也。

使塞聪闭明，欲求闻见之广，讵可得焉。民国十二年癸亥秋季，余守珲

春，珲乃岩邑也。负山阻海，显为要区。顾询之耆绅，志乘阚如，即经

提议，从事编辑，乃格于种种牵掣，寝而未行。上年间奉到省中大府教

令，饬令速纂修以彰会典。由是，邀斯邦人父老，谘询程序，始设县志

编查所，延教育局长何君洁斋董其事。何君宿学多闻，毅然允诺。年

余以来，赖其持以精心，运以卓识，督饬同事员司，搜讨采访，证以官

书，务求详实。今志稿初定，何君唯歉然于限期短促，难期完备，后商

延前总纂宁安县志梅君仲英厘定补缺，主纂魏君劭卿协同研究，润色

成书。阅其凡例，都为廿三卷，纲目灿举，阅者已可了然。余深幸此邦

倡有邑志，虽未得观成，卸任以去，究不能不佩在事诸君任事之勇，邦

人士辑著之劬，当时所助余者为多也。是为序。

昏国十五年十月 鼙

前知珲春县事朱约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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珲春县志序

天下事不难于作始，而难于图终。吾于珲春县志亦谓然。夫县有

志，所以载事物之兴替，政教之隆污，辨别山河城郭之更易，调查户版

疆域之缩增，与夫文化之升降，风俗之变迁，或沿或革，莫不甄而录

之。上备鞴轩之探、下资佐治之方，稽往古而励来今。一方史乘，文献

足征，有裨治理，尖非浅鲜。’．
‘ 珲春旧无县志，民国十三年问朱前任今升省中大府令饬纂修，而

县志之议由是而起。遂延何君洁斋、徐君孝先从事编辑。剜精抉采，

搜罗铁闻，历时一稔，始行脱稿。复礼聘名宿梅君种因、魏君劭卿厘正

体例，芟润成书，作者已不易矣。余莅任后，志稿正付东里，又复阅时

一周，虽未获窥其全豹，展阅目录，条贯井然，益以通人协修自成信

史。但修成锲梓，所需不赀，若删润校仇及手民各费统计非四千元不

克葳事。点金既苦乏术，无米断难为炊，设因刊费莫筹，迟不付梓，久

之稿秩散失，功亏一篑，致使草创润色，胥成泡影，岂不惜哉。万不获

已爰取地方文化邦人有责之义，召集邑绅提议募集，冀竟全功。’余复

，捐廉以殿厥后。所幸众擎易举，集腋成襄，各团体慨然相助，不数月

间，克底于成。虽文献之嘉运，邦人君子热心公益，有以助成之。裨后

’世借鉴有资，然其赞佩各团体，见义勇为，为何如也。唯是前后三载，

’始观厥成，而告竣之难如此，要不可以弗志也，于是乎志。

中华民国十六年 月 日

义县崔龙藩序于珲春县公署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珲春县志发凡

珲邑旧无志，前清旗署管档又散佚无序，考证唯艰。今我创编，先

为发凡，都成廿三卷。每卷之中，各擘子目。凡所叙述，互有详略，若

云赅洽知未能当。

方舆图书，行政根本。珲春边野，昔全荒服。求其沿革，遗编仅存。

条贯既晰，疆理乃明。述舆地第一。

城堡祠庙廨宇。典制攸关，保守不废。珲邑启疆，荜路蓝缕。经

之营之，规模渐启。述建置第二。

民为邦本，版籍宁珲。八旗旧族，珲地为多。库雅刺氏，实称土著。

清季拓殖，汉户渐集。氏族既蕃，附一韩民。述民族第三。

恩给旗地，兵屯在营。指垦徕农，乃有赋额。从此区民，草莱新辟。

体野制用，视发田籍。述田制第四。

金代浑蠢，实为重镇。清设旗制，近改民官。后设司法，专理刑狱。

述职官第五。 ，

八旗官吏皆掌兵职。清季边防，行营始设。边疆武备，久付疏阔。

守土保边，孰云非急。述武备第六。

司疏稽式，禁其门器。皿坊置使，粤稽宋朝。群疑新猷，我考古

制。治安此邦，责任攸关。述警察第七。

政治消长，端在理财。税之得民，在避繁苛。预称统计，邦国考政。

表其沿革，庶几足证。述财赋第八。

治民之道，端在教育。文化消长，庠序攸系。划分学区，普建初基。

选士进学，由斯考焉。述教育第九。，

民生在勤，厚生在富。致富之源，端在浚发。地不爱宝，因利善导。

负山界海，实业斯资。述实业第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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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蕞尔一邑，近接两邦。箕子不祀，南土孔优。苏联代兴，东界多故。

坛坫之衡，善邻是务。述交涉第十一。

乡逐大比，选举权舆。九品中正，乃薮厥弊。今之选举，与古微异。

，- 非为荣爵，在福桑梓．述考选第十二。
、

三老啬夫，自治之祖。溯自有清，蜕为今制。时代断章，悉以类分。

集思广益，登进国人．述自治第十三。
。

乡有大夫，隶于司徒。使教所治，并设闾胥。今师其意，庶有司仪。

缙绅秀士，爱谋爱谘。述法团第十四。

泱泱雄风，东海咫尺。毛口弃邻，形势半失。内地交通，或设异域。

体国经野，时乎已亟。述交通第十五。 ，

有清人物，材武奋兴。文化既普，向学斯殷。民俗敦愿，土风清嘉。
。

著录耆献，邦人是法。述人物第十六。．

惟礼作维，安国治民。上化既敷，民俗乃醇。昔歧汉满，今幸同化。

● 周原谘诹，著其美善。述礼俗第十七：

国有灾眚，春秋必书。古有荒政，赈济必施。博稽经籍，举其大宛。

有备有储，顾可忽诸。述赈恤第十八。

俗多信神，民鲜信教。萨妈满俗，今已渐移。攻异辟邪，未免拘泥。

。存此一卷，亦有足纪。述宗教第十九。

珲虽边隅，产物维博。矿孕黄金，菁英待凿。有林有原，宜虞宜收。

辨物称名，斯编著录。述物产第二十。
。’‘

金石书物，考古有获。浑蠢图们，金源设邑。揽兹名胜，遐稽书籍。

掇拾搜罗，景仰前哲。述古迹第二十一．

． 实斋创议，方志三书。志掌而外，别作文征。开化较晚，著作鲜存。
’● 旁采寓贤，用备简编。述艺文第二十二。

掇拾丛残，有关掌故。轶事遗闻，甄采所及。询于父老，以示来今。

有裨风教，兼备考征。述志余第二十三。

·9· 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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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修珲春县志各员衔名

监修
’

珲春县知事四等嘉示章‘一等金质獬豸章

珲春县知事

总纂

珲春县志编查所所长法政学校毕业

留吉委用分发奉天县佐前清贡生

吉林省长公署第四科澡长前清优贡生

朱约之

崔龙藩

何廉惠

梅文昭

魏声和

编辑

珲；县教育局局长法政学校毕业 ．

何廉惠

珲春县志编查所编辑县枧学吉林省立甲种农业学校 自治研究所毕业

徐京怖

珲春县教育委员高等师范毕业 。

祖敷熙

珲春县教育委员师范传习所毕业
孟广泰

珲春县地方财务处主任7
’魁 廉

珲春县商会坐办

。

’ 陆铭桥

珲春县警察所所长吉林警官传习所毕业
· 王纯仁

珲春县警察所总务股兼行政股员吉林警官传习所毕业 ‘郎柬珍

●

●

●



●

采访

珲春县教育委员吉林省立中学校毕业

珲春县教育委员吉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毕业

珲春县警察第一区分所长
’．

珲春县首善乡乡长 ．

姜渭贤

轰产仁

陈瑞麟

经文阁

翻译 ，

满文翻译教育讲习社毕业教育部四等奖章 自治研究所毕业

韩文翻译韩语译才所毕业

测绘

吉林陆军小学校毕业

吉林陆军随营学校毕业

郎肇英

何廉惠
郎明亮

赵鸿猷

郎文翰

·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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珲春县志编查所参考书类

一、吉林通志

：、吉林全省舆图

三、延吉边务报告书

四、东三省政略

五、珲春劝学所报告书

六、汉满文公私文书类

七、满洲地志

八、满洲源流考

九、圣武记

十、清史列传

十一、清朝全史

一十二、大清会典事例

十三、约章成案汇览

十四、国际条约大全

十五、咸北案内

十六、中国历史参考书

十七、中国地理参考书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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