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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60年1 O月，毛泽东主席在武

昌阅读《荆门州志》后，对时任荆门

县委书记梅白说：

领导者要尊重历史。不懂-Wj-

历史的人3就不能理解现实⋯⋯

乾隆年间修的州志是最好的一
部。



重印乾隆《荆门州志》序

清乾隆版《荆门州志》是一部受到毛泽东同志肯定的志书，也是荆门市档案馆

保存的唯一一部完整的清代志书。时值该书刊刻面世253周年之际，荆门市档案

局会同市党史方志办、市城建档案馆等单位，重新点校、注释并再版此书，以示对

历史负责，为现实服务，替未来着想。

清《荆f-J'N志》的主编舒成龙是荆门历史上一位执政为民、廉洁奉公、知书达

礼、善修史志的官员。他是清直隶河间府任丘县(今河北省任丘市)人，生于公元

1700年，卒于1771年。舒成龙于1720年到京城恭王府户部、兵部任职，1730年以．，

后任谷城、竹山、房县等知县。清乾隆八年(1743)升任荆门知州。舒成龙到荆门

后，改革田赋，减农负担；兴修水利，促进生产；兴办学校，培养人才；热心公益，服

务社会；纯洁民风，维护稳定，深得民众拥护和爱戴，被誉为“大德知州”。舒成龙

因政绩卓著，在荆门任职期间曾两次受到乾隆皇帝召见，并升任广西平乐府同知。

由于荆门民众联名禀呈挽留，加之《荆I'-J'N志》编修未果，朝廷同意留任，加知府同

知官衔。1755年，舒成龙升任湖南衡州(今衡阳市)知府。赴任时，荆门人民沿途

设香案饯行，一路欢送队伍不断，三天才走出州界。两百多年来，荆门人民一直没

有忘记这位颇有政绩的州官，不仅在各种出版物中将舒成龙作为荆门重要的历史

名人推崇，而且将其事迹陈列于《荆门历代廉吏馆》中。

舒成龙到荆上任后不久，就发现荆门无一部完整的州志。十分重视编史修志

的舒公随即组织人员征集史料，勘踏地形，走访名家，编写提纲，撰写文章，经过十

年的不懈努力，终于于乾隆十九年(1754年)修成付梓，翌年春发行，为荆门历史

留下浓墨重彩的光辉篇章。《荆门州志》全书约25万字，图百余幅。分历史沿革、

地舆、星野、疆域、形胜、山川、地域、古迹、文苑等54个栏目，7篇序言，其中明代

旧志序言2篇。它纵览历史几千年，横贯荆门数百里，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名

胜古迹、风土人情、地理风貌等于一体，全方位、多视角记录了荆门五千年的文明

史，是一部荆门的百科全书。

舒成龙主编的《荆门州志》曾经得到毛泽东同志的阅读、收藏和好评。那是

1960年10月，时任荆门县委书记的梅白在武昌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毛主席对他

说：“领导者要尊重历史。不懂得历史的人，就不能理解现实。你当县委书记，就



要知道荆门县志。”梅白深知毛主席酷爱志书，精通历史。于是就派人连夜从荆门

找来两部志书，送给毛主席阅读，其中一部就是舒成龙所主编的《荆门州志》。三

天后，毛主席再次召见梅白，就阅读《荆门州志》发表感言和重要指示：第一，乾隆

年间修的州志是最好的一部，这说明中央政府的好坏，可以影响到地方政府的好

坏。乾隆最基本的特色是团结汉人，这反映中央政权有一定的开明性，比同治年

间编的好。第二，我发现州志反映一个规律，就是荆门年年有旱，三年一中旱，五

年一大旱，你在那里要注意改变这种状况，把解决旱灾放在重要位置。第三，要科

学种田。既要懂得科学，还要懂得历史。毛泽东同志还风趣地对梅白说，你送我

的《荆门州志》是有期徒刑还是无期徒刑?意思是说看完拿走还是永久留下?梅

白说当然是“无期徒刑”啦!毛泽东同志对《荆门州志》的这番教诲，不仅为编史

修志工作指明方向，而且对各级干部提出了尊重历史，以史为鉴，重视科技，全心

为民的要求，值得我们深思和牢记。

荆门地处中国之中，湖北腹地，素有“荆楚门户，控制要冲”之美誉。这里历史

悠久，源远流长。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集居生息。夏禹分九州，荆门属荆州

之域。商代立权国，春秋战国归属楚国，并首立权县，为“中华第一县”。唐贞元二

十一年(805年)，立荆门县。后晋天福五年(940年)设荆门军，宋代复为荆门军，

元代升为荆门府，后为荆门州。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为湖北省直隶州，辖

当阳、远阳二县。民国为县。解放后属县制。1979年分设荆门市(县级)，1983年

撤县并市，升为省直辖市。目前，荆门市现辖京山县、沙洋县、钟祥市、东宝区、掇

刀区和屈家岭管理区。荆门文化底蕴深厚，风流人物辈出。荆门境内文物古迹星

罗棋布，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被列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所辖钟祥为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有长江中游最早命名的原始文化——屈家岭文化；有中华第一

县——权县；有改写中国思想史的重大发现——郭店楚简；有中国第一古尸——

战国古尸；有楚文化地下宝库——纪山古墓群；有世界文化遗产、全国最大的单体

陵——明显陵等。这里养育了道教创始人之一的老莱子，一代楚辞文化家宋玉，

楚国歌舞艺术家莫愁女，绿林好汉王匡、王凤，南宋理学家陆九渊，明代嘉靖皇帝，

清代名将周培公，毛泽东双儿女亲家张文秋等一大批仁人志士。荆门山水秀丽，

物产富集。在1．24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江湖、平原、丘陵、山区兼备。漳河水

库，碧波万倾；大洪山区，国家名胜；绿色东宝，风光旖旎。这里农业发达，物产丰

富，矿产资源富集，开发前景巨大。旅游资源独特，发展前途无限。荆门经济长足

发展，社会事业进步。已形成以化工、食品、建材和机电工业为支柱的工业体系。

2006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发展到486家，其中亿元企业53家；全市国民生



产总值350亿元，地域财政收人26亿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9392元，农民人均收

入4059元。勤劳、朴实、开放的300多万荆门人民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坚持科学发展、开放发展、创新发展、和谐发展的有机统

一，积极建设“经济繁荣、城乡秀美、民生殷实、社会和谐”的新荆门，奋力向工业强

市、农业强市、旅游强市和生态宜居城市跨越。

盛世修志，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200多年前的“康乾盛世”时，舒成龙主

持编纂了《荆门州志》，为荆门人民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200多年后的中

，华民族盛世，我们来校注、重印《荆门州志》，把它通俗易懂地介绍给大家，其目的

就是为了对历史负责，为现实服务，替未来着想。因为《荆门州志》记载了荆门悠

久的历史，壮美的山川，富饶的资源，纯朴的民风和灿烂的文化，是一部地方性的

百科全书，更是一部优良传统教育的教科书。古人云：以史为镜，可知兴替。当

前，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肩负着建设和谐社会，实现小康目标的宏

伟任务和历史使命。这就需要我们从荆门的实际出发，加强调查研究，正确认识

市情。既要认识现状，又要弄清历史；既要把握政治经济，又要研究自然环境；既

要看到本地优势，又要洞察荆门劣势；既要总结现实经验，又要吸取前人教训，这

样才能鉴古知今，继往开来，把荆门的各项事业办好。

《荆门州志》刊行后，经过200多年的岁月流逝，原刻本存世不足20套，分藏

于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杭州、武汉、济南、台湾等地图书馆。而在《荆门州志》的

故乡荆门，国家单位片纸无存，民间也是凤毛麟角。1982年5月，荆门市东宝区漳

河镇老中医周克明，将祖传的一部完整的乾隆原版《荆门州志》捐献给荆门市档案

馆。至此，荆门国家综合档案馆才有了二部完整的原版《荆I'1少H志》。随后，市档

案馆组织人员对此进行了复印，目前在市直单位和个人中有少量的复印本。2005

年6月，时值《荆门州志》刊行250年之际，由原荆门市委书记朱同炳同志倡议，荆

门市档案局、市党史方志办、市陆九渊研究会等单位将州志中舒成龙所撰写“序

言”手迹独立编辑成珍藏册出版印行，受到广泛喜爱与好评。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历史文化的需求不断增加，许多干部、

学者和群众要求重印《荆f1#1志》的呼声不断。多年来，荆门档案工作人员也梦想

将《荆f-J'N志》校注后重新出版，以便让更多的人重温历史，了解荆门，但由于技术

和资金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一直未能如愿。2006年5月，中共荆门市委常委、市委

宣传部长刘天忠同志到市档案局馆调研，就《荆门州志》的情况专门听取了汇报，

要求尽快启动校注和重新出版工作。以后又多次了解情况，帮助解决校注工作的

具体困难和问题。荆门市档案局就州志的校注和出版成立了策划领导小组，专门

·3·



就校注力量和经费落实等展开工作。我们的想法得到了国家档案局、湖北省档案

局的肯定，将此列人荆楚文化档案抢救项目，同时荆门市财政局、市党史方志办、

市文联、市城建档案馆等单位给予了积极支持。2006年10月，《荆门州志》校注重

印工作正式启动。

《荆门州志》校注工作由原东宝中学高级教师汪怀庭，原龙泉中学高级教师、

湖北省特级教师寇正亮同志担任。其中序言及卷之一至十一、卷之三十六(上下)

由汪怀庭同志点校；卷之十二至三十五由寇正亮同志点校。审订工作由原市人大

副主任焦知云，原荆门大学教授刘海章，原市党史方志办古籍整理工作者陈棠生

同志担任。上述五位同志以国家利益为重，以对历史负责为己任，不顾年老体弱

多病，战严冬，斗酷暑，克服重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断句、标点、注释、审订等各项

任务，为《荆门州志》的重新出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荆门州志》编排打印校对任务由市档案局的张方文、彭明发、严勇、朱松、邓

云峰、官琦等同志担任。地图扫描复制工作由方进同志承办。《荆门州志》的策

划、统筹、组织协调和后勤保障工作由关明成、刘福生、张晓珍、叶孝全、张小艳、张

方文、李裕红、王光银、李勋明、官文慧、张琴、张清英、方进、车国政等同志担任，他

们反复论证，制定方案，组织人员，争取经费，协调各方，保证了《荆门州志》校注出

版工作顺利开展。

校注、重印史志典籍，对于我们来说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既缺少古汉语专业人

才和相关参考资料，更缺乏实践和经验。因此，在对《荆门州志》原意的把握上、在

文言注释上、在文字校对上可能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都有待于专家、学者和读者阅

读后提出批评意见，以便我们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不断提高。如果说，《荆门州

志》校注本能够帮助读者深入浅出地阅读250多年前的州志，能够使读者领略荆

门五千年的文明史，能够协助读者了解荆门、熟悉荆门，从而激发起走进荆门、热

爱荆门、建设荆门，为荆门崛起而奋斗的激情，那我们就感到欣慰和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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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荆门州志》校注本以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编修的《荆门州志》原版为

底本。

二、整理时对原文进行了断句、标点，将繁体字、异体字转化为国家规定的现

代通用规范字。

三、校注中对原书记载的时间、人物、地名、事件及生僻文字与词组进行了注

释，对疑难问题进行了考证。对明显的错别字进行了更正。

四、重印前对原文进行了左起横排，并按自然段进行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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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门州志序

余曩¨1在史馆翻阅各省通志，因忆《周礼·夏官》小史所“掌邦国之志”[2]，与

《左传·昭公二年》韩宣子“观书于太史氏”所见鲁《春秋》，皆是物也13J。惟时略

观大意，未能屑屑【4]省记。及蒙圣恩转垣【5]，中历吏、户二科，乃知九州地域广

轮K1之数，山川风土之殊，户口赋役多寡之区别，津梁关塞冲僻夷险之异形，与夫

帝王陵寝，先贤祠庙之所在、一一于考稽得之。

国朝雍正初，特设《一统志》馆，命儒臣纂修，余亦忝预其列。洎【71今上登极，

书乃成，用备乙夜[8]之览，与金匮石室之书而并[91垂盛典也。然《一统志》采之各

省，各省采之各府，各府又采之各州、县，由繁递简，综散为萃，一州一邑虽小，掌

故【l叫存焉。

荆门州在江、汉之间，为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阳，东护随、郢之胁，西当

光化、彝陵之冲。宋陆九渊¨¨曾知荆门，有《乞筑荆门城札子》，论之最详。是荆

门为楚北险隘之一区也。 、

余自乾隆辰巳之间¨2|，由司臬楚南而开藩于北；舒牧则以久历楚疆著循

声¨列；辛酉调黄冈繁邑。及余移官他省，舒牧旋补荆门。丙寅，余重莅是邦，于今

十馀岁矣。于是舒牧在官以来知之甚悉。其革积弊、兴诸利及出家资以佐公事，

未易枚举；若扩学宫、建官署、复“三仓”、建桥闸、创州志数事，余尤韪焉。

盖学宫、官署自明季毁于流寇，今始复古，而州志则自明迄今未有成书。夫荆

门虽介在南服【l4l，然疆域延袤几千里，前代数百年弗论，即如我朝德泽之所涵濡，
、

，

声教之所渐被，于今亦百有馀年，其间人文蔚起，户口滋繁，官吏代更不知凡几矣；

及今不志，后将湮没而不可考，所关岂浅鲜哉?舒牧远稽近考，旁搜博采，始成此

书，将举数百年阙焉弗载者，灿若列眉[1 5|。嘻!功亦伟矣。异时天家续修统志，朝

下于省，省下于府、州，则舒牧之书必将有取，而荆门数百年掌故，且永垂不朽矣。



爰乐得而序之。

时乾隆庚午‘161秋七月，赐进士出身‘171诰授通议大夫‘181湖北承宣布政使司布

政使‘19 3阆中[201严瑞龙题。

注释：[1]曩(nOng)：以往，从前。[2]《周礼·春官》小史所“掌邦国之志”：按，小史所掌

邦国之志在《周礼·春官》而非《周礼·夏官》。[3]鲁《春秋》皆是物也：都是这本书，鲁《春

秋>，即邦国之志。[4]屑屑：特意。[5]转垣，犹转任，即改换任地、转换官职。垣，官署的代

称。[6]广轮：广袤。东西为广，南北为轮。[7]洎[jj]：到，及。[8]乙夜：二更时候，约为夜间

10时(见《汉大词>一卷P719)，此处实泛指夜间。[9]金匮石室：古时保存书契文献之处。

[10]掌故：旧制旧例，故事、史实。[11]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号象山翁。南宋抚州金

溪人，乾道八年进士。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光宗时知荆门军，颇有政绩，与朱熹齐名，主“心

即理”说，其学术思想为明王守仁所继承发展，成为陆王学派。[12]乾隆辰巳之间，此当指乾

隆元年、二年之间，丙辰丁巳年。[13]著循声：指为官有循良(奉公守法)之声。[14]南服：古

代王畿以外地区分为五服，故称南方为南服。[15]列眉：两眉相对，谓真切无疑。[16]乾隆庚

午：乾隆十五年(1750)。[17]赐进士出身：指廷试获；甲者。[18]通议大夫：散官名号。隋炀

帝始置，为从四品文散官。清初为文、武散官正三品封赠，后只封赠文官。[19]布政使司布政

使：清中叶的布政使司相当于现在的省级政府。布政使，最初设置是在明洪~武年间，是省一级

的行政长官。到清代布政使成为总督、巡抚的僚属，专管一省的财赋和人事，俗称藩司、藩台。

[20]阆中：今四川省阆中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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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荆门州志序

疆理¨1天下于侯、伯郡县者，代易其制与名，而州牧不易。州，于今昔异广狭，

而牧不易，则州之重牧也。

古荆州见《禹贡》心]，荆楚见《商颂》f3]，则称荆又古于楚。《禹贡》内方属今荆

门，其山盖重禹迹云。楚上游有荆、襄；襄则北距宛、洛，荆则西控巴蜀。介在荆、

襄间者为荆门口腹唐、邓而臂郢、随，关重壁复，于群山之中，荆门讵不以阻险名

乎! ·

．

国家陶煦‘4I，德化百馀年。梯航‘51所凑，中外一家。虽极边徼‘63之险，其走

集[71亦且习为坦途，而况州处天下之腹，仅关隘乎宛洛、巴蜀?如楚中之荆门，而

尚得有其险哉!

盖天下之治平久矣，从来不必不险者，疆域；而不可使一日险者，民情。太平

之世，无所用险；而太平之民心，则以不分险易为上理。民生险，则苦在身家；民心

险，则忧在伦理。生窘斯心竞，心竞斯讼繁，讼繁而财益耗，财耗而俗益漓【8j。欲

为保息‘93之、训迪[101之以求，几乎牧道难矣哉。

予陈臬湖北，知舒牧之官斯土也，八年于今，而州之讼以简，刑以清。刑清，则

肌肤不伤，生产不破；讼简，则机心‘¨1日戢‘12】，浇俗‘133日更。所以消民心之险，而

使之易者，民或不知教养之即阶¨4 o于此。而州牧之心苦矣。

昔之牧荆门者，有陆九渊m1先生，以治内象山自号n61，政声卓卓，曾城斯州以

为民捍，岂不欲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垂久远而光文治哉!而大儒成绩讫[171不概传，

志缺故也。

或谓荆tI、]之辖属无常，致纪载遗于领郡。不知古来足守之地即所必争，是以

兵燹厄而州志失，其势然也。而亦见斯州之民之从来苦矣，地险故也。苦于险阻

之馀，未有不愿永膺太平之泽，于盛朝道洽¨8]之时，而父母于子惠[19]之官，宁身

家、长子孙、乐土地，以大畅其忘险乐易口训之心。而今以此得之于舒牧，乃舒牧之

心，不惟不忍一时官民用义[21]从义之心，因陋就简、苟安而止也；并不忍有州以来

官于斯，德泽于斯，名教忠义植纲常于斯，以及斯州凡有德行文学者之湮没风休，

．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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