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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

"艺文志"亦称"艺文考"、"艺文略是方志门类之一。它是记

载一个地区历代有影响、有价值的著作、文章和金石铭文、碑刻的

作者、标题、年代和内容提要的资料汇集。我在工作之余曾阅读过

清朝阮恩光主编的同治五年〈当阳县志〉。该志 18 卷中，就有 3 卷

(16 、 17 、 18 卷)是撰写艺文的。其内容包括赋、碑文(记)、序、记、

传、墓志铭、论说、赞、铭、纪略、跋、题后、诗等。可见，历代的史志

典籍对地方艺文的记载是何其重视。

当阳古为权国，春秋时为楚地。自西汉景帝中元年间(公元前

149-144 年)析江陵复置当阳县，到公元 1988 年 10 月，经国务

院批准撤县设立县级市。当阳人民祖祖辈辈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

息，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开垦了这块肥沃的土地，不仅创造了灿烂

的物质文明，也创造了丰富的精神财富。由于这块沃壤是楚文化

的发祥地之一，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和驰名中外的三国古战场及

千姿百态的名山秀水，曾经孕育出许多文人学士，吸引过不少外籍

名人、墨客到此隐居、游览和供职。东叹大文学家王架到当阳写下

了胎炙人口的〈登楼赋).至今还被我国大专院校作为文科教材。

李白、杜甫、张丸龄、孟浩然、张遂等都在这里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

著作和赞誉当阳的璀琛诗章，给当阳旧的艺文增加了重要内容。

新中国建立之后，当阳这块地方更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自然景

观和人文景观变相辉映，致使众多中外游客慕名前来。他们抒怀

泼墨，勉励和赞美当阳。这无疑给当阳新的艺文增添了精华。与

此同时，当阳人民通过自身的努力，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在改革开放、科教兴市方面，涌现出一批专家学者，发表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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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颇具创见性的著述，使之变为生产力，有力地推动了我市的经济

建设和社会向前发展，也使当阳新的艺文更加光影夺目 。

〈当阳艺文志〉是继〈当阳县志〉之后的又一本史料性书籍。 它

如实地把古代的、近代的和现代的，涉及当阳政治、经济、科学、文

化、史地诸方面有影响、有价值的著述、碑刻、金石铭文、题词记载

下来汇集成书，这对我们研究当阳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服务当

代，垂鉴后世，无疑是大有梅益的。它的出版问世，有助于人们了

解地方科学、文化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能起到人才信息与科技信息

的交流作用，能为综合研究地方科学文化提供"信史"资料，能鼓舞

人们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斗志与热情，还能在日益频繁的国际国

内交往中，起到海内外研究者开启地方文化宝库之门钥匙的作用。

我们相信，该志的出版，将为当阳的振兴与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

用。

头u

t 



凡例

一、本志是一部全面记载当阳地方科学文化发展历史与现状

的资料著述。是〈当阳县志〉的补充本。

二、本志采用章节体。按学科分门别类，横排到章节，以人带

文，以时为序。集体著作以著述标题带作者和内容。

三、本志记述的范围包括历代本籍和寓居本地或在本地工作

的客籍人士的著作和文章，以及反映有关本地的人和事井有一定

影响和参考价值的著作和文章;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文化名人留下

的与本地有关的题词:反映一个时期发生在本地区的文化现象的

碑刻:本地区内机关团体正式铅印的各类报刊， (县志〉已载的未

录。

四、本志主要收录正式铅印出版(含内部发行)的著作和省级

以上刊物正式发袤的单篇文章。为加强文献性，也收录部分志书

油印本和手稿本以及部分有价值有影响的旧志辑存的艺文。

五、本志条目主要记载内容是著作和文章的题目、发表时间、

刊物名称或出版社名称及内容提要，一篇作品多处发表的一般只

记一个刊名;碑刻、题词的内容、文字、作者、时间等。研究区域文

化经济和反映本地区内容的著作、文章是本志收录的重点。

六、本志采用条目式记述方法，按姓氏笔画编排，条目的编写

以人名立目，先记莫代表作品，后同类作品按作品发表的时间顺序

排列，其后为作者简介。简介主要内容为年龄、性别、籍贯、文化程

度 、工作单位以及工作简历和正文没有记载的重要成果。籍贯的

记载，客籍记到县，本籍记到乡(镇)。

七 、同一作者在不同时期发表的多类型著作和文章，按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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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归类，其作者简介归入作者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

后。 其它类目中仅注明"简介见某某类"。集体著述只记主编、副

主编及编辑，不载作者简介。

八、本资料大部分来自作者本人撰稿，并由主管单位审查后入

志。 少部分来自旧志书和有关书籍。资料搜集时限截止 1996 年

10 月。



概 j巫

当阳历史悠久。朱家湾遗址的发掘证明，距今六千多年至五

千多年的原始社会，当阳这块土地上就有人类活动。大约在公元

前 12 世纪初，商王的后裔就在此建立了权国。公元前 8 世纪末，

权为楚地，这里便成了楚国文化经济的肇基之地。战国末年，始设

当阳县，是中国最早县治之一。数千年的历史，孕育造就了许多著

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家和书画家，并为后人留下了丰

富的文献资料和著述成果。

春秋战国时期，当阳沮漳河流域有"唯沮与漳，楚实尽之"之

称。纵横家鬼谷子先生审时度势，在干溪鬼谷洞埋名隐姓，修行传

道，著有{鬼谷子〉一书。受此书的影响，苏秦、张仪、孙膜、庞涓成

了战国末年吨吨风云的人物。

东汉末年建安七子"成就最高者王架，登当阳楼而作〈登楼

赋〉。那首脸炙人口的抒情小赋，被〈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媳称为

"魏晋之赋首"0 (登楼赋〉的出现，标志着赋体文的创作，进入了一

个抒情化、精练化、诗化的新阶段。

晋太康元年(公元 280 年)被封为当阳侯的都督荆州军事、镇

南大将军杜预，在天文、律令、经籍诸方面均有所建树，曾对武帝

说臣有〈左传〉癖"。他是第一个为〈左传〉作注的人。其〈春秋经

传集解}是后人研究楚地望的重要依据。

隋开皇十三年(593 年) ，智 tl:在晋王杨广的支持下，创建了当

阳玉泉寺，在此完成了天台宗的奠基之作〈法华玄义上〈摩词止观}

和〈法华文句)，由此受到历朝重视。清康熙版〈当阳县志〉中还保

存有隋代当阳县令皇甫昆撰写的〈玉泉寺智者禅师文)，文中可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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