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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时值"十主丑"规划开揭之年，串串器松陆文化丛书编撰赘员会组稿

的《田园文化系列丛书》第工辑黯将付梓出艘。这是继第 A辅之后松阳文

化工作的又一重大成果，将进…步丰富和拓展松阳士也域文化的向涵如外廷，

为"由国松自"建设添上浓墨重彩的-笔，值得挺贺。

《阳回文化系列丛书》第二辑住摇《松陆勇代文墙川桔阳金石在、)) <<松

阳历史人物)) <<松阳二三雕)) (<松 ~B ~主盟往事)) <(松阳·巾剧传统村落(…) )) 

等 6 册，是一部总结历史、盘点遗产、延攒文脉、服务现实的地方性文化

丛书，多方桂、多角度、多底田地揭吞了松阳文化的丰富内蝠，震现了松

陆人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和模本的精神基因以及教特的精禅标识 o 它的编辑

出版，对彰显松陆文化魅力、提开枪陆文化影响力具有积极的潜义。

文章干吉事。…部地方性的文化丛书，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培域的

文化史和吉科全书，既要请附地抽给出这个去也方的文化发翼脉路，又要科

学蛐揭示出它的文化发展走窍，还要融史料性、知识性、学术性、创新性、

生动性、可读性子---{卒，其编写难度可想再知 o <<田因文化系列丛书》汇集

了汤光新、吴为民、何为松等一批文史专家和史志、工律者数十年来!坚持潜

心锋志的结晶。纵览全书，所录文章;最盖哲学诠理、民族研究、教

农桑种植、民俗礼仪、村志村史等方方嚣晤，生动再现了松阳悠久的历史

和他烂的文化 o 字里仔间，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每一个编吗者对松阳文化的

热爱，对民族、对历史、对后人高度负责的态度和严灌求是的学术精神。

正是得益于他们的辛勤奉献，才有了今天呈现在我信韶爵的这一部部沉甸

的专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松拥金石志

æ园松阳，厚植文化基霞、文化精桥:回国松陆建设，更裔文化引领、

文化期魂。《田腊文化系列丛书》是始阳文化工作者卓然智慧和勤苦劳动的

结晶，值得我{f]悉心珍藏、错加爱情，也希望《丛书》的出版，能激发更

多松阳文化研究者和爱好者投身文化实践，为田园拾阳在培→土，多生一

叶，共同撞动松阳文化事业的大繁荣。

是为序。

ι 品及\

2016 年 8 月

〈王唆系中共松梅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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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邑松阳，乃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域，地处斯薛西部，东 11备莲主fL 雨连

龙泉，西毗j莲时， ~七枕武义夺东汉建安四年 (199) 析章安南乡地置松阳啊，

为处，'1、|建县之始。自古就是连通东固与太末，处州与j黯州的交通孔道，

历史上班西南地区的政治、统济、文化中心。人~勤劳智慧，文费摞

流长，文化遗存丰商 o 松阳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悠久的文化积

淀，不仅事育工松Im~虫领风嚣的旗读文明，更使松阳成为人们心驰神往的

"桃花源"。

吴锦员先生编著的《松阳金石在、))，收集了散落在松坦境内的靡攘碑刻、

钟铭畸款，时间跨度自东汉至民蜀，凡 1800 余年，数最竟有 350 种之多，

令人振奋。金石文字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化传媒，是中华民族独创的文献载

体。金石之学是史学、文字学、书法学的敢要分支，自宋歌陆续{乍《

》之后，代高传壤，至清乾爵之后面大盛 9 各分i 府多;有锚著。洁道光!闻

处川、|教谕李金斓所著《括苍金石志))，开处分i金石之先声，而辅署等一县

，则为近事。《松 ~EI金石志》祺补了我市各县金石志之空白，堪称"松

陪历史系列丛书"虹;黯之作。它既是探索松陆历史，研究松部文化的重要

成果，也为松阳文化打造了一张历史金名片，

《松阳金石志》分在牢记、摩崖石割、墓志铭、铭文、通济垠碑刻等五

个部分，其中有松F写道教文化的重要文献，唐代名碑《叶有道神通碑)H(叶

晓神埋在寒)) (叶尊师碑));也有反映学耐住则仕的儒学15在辞记。有崇敬

释道的寺观殿宇碑刻，也有反院古代社会习俗和民族生活的墓表志铭 o 有

官府旗布的各种禁令告示，又有民间的村规民约。有彰显松阳悠久历史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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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崖题刻，啦有移风易俗、引导教化的禁赌碑记。有体现农耕文明、兴修

本利的罐结11碑记，也有历史积捷深厚的砖款钟铭。《松阳金石志》中一通通

碑裂，一篇篇铭文，充分反映出松~B…千八百多年的凝重茄史和文化沉积。

提射出"千年古邑，盟国松陪"的历史沿革、文化民悔、宗族宗教、人文

教育、山川胜境、税赋劳役、7./(丰IJ交通等史料信息 o 它们是见证检陀历史

发展，承载松阳历史堆桑的实物兰在证，也是我们松陪宝贵的物展财富和

化资嚣。所著录金石多与j吉、乘相 i正畴，可以阐瞧表微，补缺正氓，市"叫邑

之兴衰陆革，往往志荣所不能窍，古之隔未思者，每子是书中克之。而诸

碑文辞之渊雅，书、法之精英，又别有其艺术价佳，可宝

自布署松阳以来，己闻吴伟民先生对地方店、颇有研究，且有徨高的书

法造诣租金石研究成果。十余年来跋 úl涉水穿行在松阳城乡各地，荒村野

届无所不至三，残硝断揭i者拍莫遗。又逐字辨释，征文考献，分门期类，终

成大作。吴伟民先生不辞辛苦，不计酬劳地拮据整理松阳历史文化遗产，

以及其严灌的治学态度，令人肃然起敬。披览《松阳金石崽>).千年沧桑如

来眼底，抚今思苦，感慨系之。文化是一个地方的灵魂，余冀期松阳有更

多的俄彦达人，参与研究松阳的历史和松陀的文化，为持建"文化名县"

打边文化大省的发壤战略作出新的贡献。

是为序。

ιA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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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凡例

、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是史学、文字学、书法学的写主要分文。

金石学著述以其专业性和特殊性自成体例，与方志的辅篡有德大的区尉，

它拉重于路文的著录秘考证，以ìIE经补史为研究目的，如《两革开金有志、》

《括苍金石店、》等。本书信吉例锯墓，故名《松自金石志、》。

二、《桂阳金石 J态、》收求桔黯历代金石韶文总计 350 余种，年代下限至

民盟 (1949 年-1 0 月 1 自蘸)，上限不拘。

、所乏法金石按碑记、摩崖石刻、慕志铭、铭文、边讲堪及堪头村在

刻分类排序 o 所收录的各种碑刻、神道碑的碍记类:题刻于固定岩体上的

文学归孽撞题刻类:墓志、扩忠、基隶、寿藏记、慕喝、塔基艳、买士在券

等扫墓志铭类:钟铭、塔砖、基础及具有一定史料价键的各种短争格文、

题刻lJ3铭文类:通济堪及理头村石射另妇…类。每…分类中以朝代之先后

排序，凡年月袖失者，根据内容判断其大致年代，到于相应朝代末尾，朝

代不详者到各分类之后，以侠后考。

四、本书著录之金石，苞拮松阳去卖行政区域内之现存的金石铭文及史

将记载文字。堪头村 1963 年前属松阳县仔政管辖，故凡有通济堪及堪头村

碑记、墓志、悉收入历代《桂阳县志、))，本志亦录入。

、凡能访得的有一定史科价值的碑刻、钟铭、砖铭、 l日拓本等以及

相关 i民籍文献，均予以收录。著录金石以亲自攀拓、拍照为主，据旧籍文

献、旧拓本、|日照片著录者必注明出处。

、本书原则上以标准简化学录入，俗学、古体字、异体字、缺笔字

一律予以改正。保雷部分不常用的古体字、繁体亨、异体字。所录释文采



始阳金石志

m宋体字释录，篇名用黑体字，按i毒手IJ 附录周恩楷体字，以便与晦文区别 o

辑文中所用大、小写汉数码，到如其 i日，不力日修改。

、凡是金石铭文f真录全篇，后~按语，简要说明年代、尺寸、*割、

行格、书体、存藏地点及状况等。文中有明显歧出的，黯撩拾相关文献力日

以考订或存疑，并对撰文、书丹、题额等主要人物尽可能给予需要介绍。

}\.、碑之高广，宇径大小，皆以理米f)f-注 o 策书、隶书及榕书大字以

长荣宽标注。 IS籍文献史料著录可i罩在患有己侠，拓片无存者，仍以!自古1]

尺寸(工部营造尺)注之，不予更改。碑石尚存者，改以理米标注，碑商标

注尺寸不含碑拍。员获崖/衍刺1，;)，甜积标注。

九、凡方志、文集、家i器等文献史事斗中收录之金石铭文，都予以校对，

异处以原到路文为准，主主刻脱失字样，则按相关文献补入，补字如~月忡，

并在附记中说明阴补文献名及卷次。无以 îlJ补之字，理符号 u 口"代之，

字数不详之处以"上映丹、" -F缺"代之。

十、所定篇名，原斟上以碑版都题为名 o 碑版标题残敏、同名及挠、揭

携者，略加增改 o 巳供及存供不详之金石，凡方志、文集、家i普等文献史

料收录者从之，黯目繁冗者夜之。余皆锅者所加。

十一、凡遇店讳、儒1名、是讳，均用本字~文对农民起义所用字句

如宣扬神教传仰文字，照出来入，以尽可能保持其原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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