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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7例，D ∥IJ

一一、系年自某年实录j前古莫稽者不敢附

会不书o ．，

。，

二、志为郡修载止郡事，所隶两当县自有o
’

三、事多征《全陕通志》、 《巩郡记》二

书，成于近日，详且定也o ．．．

r|．四、宦迹人物悉访耆旧，征诸遗文。不敢

诬，不敢有私，有公论焉o ；

。五、郡中宦者诰敕不载，止录其^之名氏云o

t．六、揭书事下间有肤见论断，尚俟后之君‘7

子正焉。官师论事直书其名，盖志乃史例，临 。 {

文不敢讳也o ．

，一。
．

。

七、宦者必于去后，贤者必于世往，然后

详述所以，俟其定昭公道也。．．。。 ，

、{

八、境内淫祠不书，．崇正教严风化也。 I

太学生张绶辑略，郡学生任鹏、张鹤年、

孙光庭、惠迪吉、张云鹏订正o‘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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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徽县历来为甘肃陇南一带经济发展最好的

，， 县之一，土地丰饶，物产丰富，有多种手工

．； 业，、工业，徽县铁锅以薄、匀、光滑和质地好

而闻名周边县、省，金徽酒二陇南酒和丝绸更
j

，一是声名远播。有色金属铅锌、金、“汞等采选业
‘

也很有名。其地东临陕西，南走四川，西靠成
， 、+．县≮西和：武都，北向秦州、陇东、宁夏：为

’’

交通枢纽，四达通衢。故历来文教发达，‘人才．’

。
，． 辈出，·在明清两朝，居陇南之冠。徽县志书，

～

， 今可见者最早为明代徽郡人士郭从道所撰，名

j，·。《徽郡志》o郭从道i字省亭，’一正德丙子

． [1516]’年举人，历任大明府通判、应州知州、

l 潞安府同知、‘顺天府同知等。+在顺天府任上曾
。

’i 捐奉主修古北口长城关隘，以防北兵侵扰，当： 一

．4。
，

。

j‘ 一。．’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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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徽郡志

7地老百姓立碑记其功，其有“宇宙不凋经国。

‘绩，姓名永勒郭公关"之句。后官至户部员外

郎、贵州按察同、兵备佥事。省亭与冯惟讷友．

善。冯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撰《古诗 ．

纪》一百五十六卷，嘉惠士林近五百年，冯有 ．

《再至徽山别省亭先生》云： o， ．

。河池近接凤凰台，使节常随候雁来o

．．尘世几逢桑叶熟，山城再现菊花开o。

j：淹留绝塞悲冯衍，笑傲清时羡郭隗o
‘

j便欲与君成远别i 1春风去剪北山莱a !’。

。，‘ 。则交情至深也：：省亭先生年老辞官归里o

’嘉靖四十二年[1562]：八月，一1洛阳孟鹏年任徽

』j州知州，见前任曾有请示上峰拟修郡志之呈文， ．

．在档，‘欲成其志，4逐敦请省亭先生主笔。“公

-谙于往事，不阅月而脱稿"，1(孟鹏年《刻徽志

后序》)o。嘉靖四十二年[1563]付梓o：。，‘』。，
‘

j j。j．省亭先生作为当时陇上达官宿儒，一月之 j

内完成此志，可见其学植深厚，故能举重若 ：

轻。当然，·《志例》中已说明．“事多征《全陕

．。：通志》、，．《巩郡志》二书"，则钩稽史书j搜罗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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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补前所缺，正前之失者不多o《志例》

。、第一条言：前古莫稽者不敢附会，不书o"此

4自然是一种谨慎的态度，然亦可见索隐发徽、
、 补阙考辩之功有所不足o《志例》末云：?太学

’

生张绶辑略，郡学生任鹏、张鹤年、孙光庭、

惠迪吉、张云鹏订正o”大约省亭先生确定体
． 例，主持其事，，主要由张绶承担编撰工作，任

鹏等则任惧资料与抄校之劳o’固省亭先生官位
·． 较高，又是地方极有声望的名儒，。故每卷之前．

有“从道日：’以述其意。此为省亭先生亲笔所

。、述，不仅文笔畅朗，亦颇有见解。如《田赋

．志》前论云： 。，．
． √ 。t~，．．，-

，，， √田有常制，赋有定法，但法久弊生。田渔

于兼并，’，粮蠹于飞诡，田赋始弗均矣! ‘。7．

。 ．。不足三十字，论事之简明透彻，实抵得过，

：． 一些万言高论。再如《人物志》前论云：4：

： ；夫所谓人物者，践形尽性，·出则华国庇。，

‘． ．民，：处则模世范俗，‘足为人之所望，方谓之人

． 物。云易易焉，遽谓之人物，i不惟品题者失真’

．。蒙诮f、而九原有知亦或谦退弗居矣。+天日为



6 徽郡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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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昭，曷敢诬耶?一’7． ．。．

4
：

·。这种思想，这个眼界就比很多地方史所表 、

现出的要高o。《志例》虽只八条，’文字极简炼，

然而颇见义法，又有史识。由这些可看出省亭
。

先生之道德学问，在明代陇南学者中确属杰
’

，

，

出占‘．，“
’‘～

： 。一 ．．二．i

I．今读该志，虽然舆志疏于沿革，记人记事

疏于宋以前，但因省亭主持其事，、故行文记事

精到，。’颇多可取之处。如《舆志》部分《风 一

‘俗》1一节云：‘．．。 。。、

‘

o“J’ ．

1|，‘。徽俗旧淳朴，重礼让，负气者多好斗。7务，t

农与逐末相半。市人业农，’人笑之j‘近者大不。”
’

然矣。人情似昔多机变，’争尚文靡-⋯士大夫’，

之家亦业农。前绝元纺织事，今事纺织矣o『一 ．

。。+j虽文字不多：但反映出明代后期徽县经济 ，

状况和社会风气的变化。此前，商人如同时经 。‘

’，。营农业则人笑之；。明中叶以后商人、士大夫之!-

j家则有同时经营农业者，此是资本主义萌芽阶： ．

，。一段商人进行土地兼并；’以农业为商业发展之基?，

．础o：此前徵县无人从事纺织业，明中叶以后则，
。’

． ： ，

。 ，，

’

，． +j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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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兼营纺织业，又说明了商业资本家之中逐 ，

步孕育产生工业资本家的事实(当然，。4由于种 二

种原因几百年中陇南一直没有发展起较完善的

资本经济)o，
’

^

’大体该书有现成材料可资利用者叙述较

详，新增部分较为简略。然而贯穿作者褒贬之。

意，颇为鲜明‘‘如卷五《秩官志·吏目》中相

连的两条：-_． 一，‘ ，
一。 j +

’、’ 袁宗伦，+龙州人，弘治(1488～1506)年

任二慈惠及民，去之日，囊无馀资0‘’ 一

· ?‘张凤翼，资县人，正德(1506--1521)年

．任。凶狠贪婪，：事废潜归o 。一· ，-_，：

， ：．以十一字评袁，以八字评张，既有概括评一‘

． 价，又有事实以说明之，简洁有力，可谓字字

千钧0如果今日写志亦能如此，+则亦可以“用

．昭来鉴_‘(《秩官志》从道日)占其《选举志》、
． 《人物志》表彰徽县明代以前一些杰出人物，

．读之可知陇南人士质直刚烈的性格，发愤好学．+

的精神及爱国‘爱家、孝敬、‘友爱的思想品

质，使人受到鼓舞与教育o ．／。’ ，j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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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为短期内所成的一部旧志，不足

之处在所难免，个别地方也有错误o．如《人物

志》中所列王公仪，所记极简略，末注：“事

行阙o"其实此人非徽县人o《王公仪神道碑》，，

见于乾隆三十九年[1744]《西和县志》，原碑 ，

今藏西和县博物馆，”碑文近二千字，述其籍

贯、生卒年、世系及生平事迹甚详o．其开头

云：。“公岷州长道白石人，生天圣元年[1023]

二月已酉o⋯⋯中庆历六年[1046]词科，调’。

官o"与《徽郡志》中“白石峪人”、“庆历六·

年[1046]登进士第"的说法一致j，可见为同。．

二人。王公仪极精明，碑文中说有一人死而不。

明其故i 5_公视其发，亲以手捏而得巨钉_o此

情节以后被不少公案小说加以敷衍，归于他人o ．，

此亦陇南人士中卓越者，然不当人《徽郡志》也。

如此小暇，’不能掩瑜，《徽郡志》毕竟为省亭先生．
，

’

。

主持完成，为明以前方志之善者≯，’．’j．．+．。：_。，‘‘
^

÷
，

●

。j．’《徽郡志》刻成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
‘

，1距今四百四十午i，流传甚少，徽县县志办主任：
，

一‘梁晓明，二九八二年秋毕业于西北师大中文，
．：。’·，

一‘ √√ ”，2．^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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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专业基础好，且雅好文史，尤热衷于甘肃

陇南地方文献之整理与研究。十余年来，编写

了《徽县党派群团志》、《徽县人物志》、《徽县

税务志》、《徽县教育志》、一《徽县政权志》、《徽

县电力志》、’《徽县土地管理志》和二十多个县

志专题，：点校印行了《徽县新志》撰者赵秀山

先生的《徽县二十年灾情记》(写于民国二十年

[1931])，近年主编《徽县志》。今校点省亭编

《徽郡志》成，求我做序。今年十月十五日为

西北师大百年校庆之日，十月四日中文系Jk--

届秋季毕业丙≮丁两班同学聚会，邀我参加座

谈，见到晓明同志，因校友加陇南老乡的原

因，格外亲切。此前已听他的老同学、我院副

院长彭金山教授讲述他这些年取得的成绩。次

日，他又与彭金山同志一起寒舍叙谈，论及陇

南历史、人物、掌故，甚为愉快。一则为百年

校庆之日得知中文系校友取得突出成绩，甚为

高兴；二则我作为陇南人，一直想在整理乡邦

文献上做一点工作。但因为教学工作紧张，又

先后承担了两个国家项目(《西部文化与氐族

}
r

，▲．●o-‘-rL■r．·-■■『I·tr7I-lI■■．■『

’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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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源》、《先秦文学编年史》)，一个教育部项目

(《唐前诗赋关系探微》)，一个高校古籍整理研 ，

究工作委员会项目(《汉诗辑考》)，+前年学校

筹划“科技创新工程项目"，又让我承担了

“先秦文学基础文本研究"项目，’所以成天忙
‘

碌；’加上行政事务和一些社会活动，一时感力不

能支，因而整理乡邦文献的想法，也就一直只

是一种愿望。今见晓明同志校点了郭著《徽郡

志》，．真如自己完成一般，故亦乐为之序。写‘

出如上看法，或有不当；方家正之，目的在于：

引起对陇南地方文献的重视与认真研究o： ，’

，，

， ●

一。-：≮一-：◆j^．‘，，一～： ．‘j 1 ’。一； 一：
、

{ 、；～ 。‘二oo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

．

， z一·， √ ：于西北师大文学院。· ‘一，
^．。 、 ‘’ ^ ．

j·

0 。．

．
．．，，． j‘、。．+，， +：÷． ’、、j ：。 -，

，‘



‘I 叙
‘

，

， q氓 r

、

、 j ．÷

～
．

●

，

《徽郡志》成，郡守洛川孟侯走使陇西问

前台史，熊以言，夫徽古河池地，在昔为郡、

为县、为亭，‘或隶山南，或隶蜀，废置沿革，

代不相袭o， 。

⋯ ．

、

明兴仍元旧，建州隶府，领县一，盖要会

之区也。志久湮徵，罔所撰次。乃洛川孟鸣驺

初类义例截如，循事考实，区画灿然Q故舆地

经野也，建置体国也，祀典和神也，田赋治人

也。秩官则建官位，事之典昭矣；选举则宾

兴’．贤能之制章矣；人物则宗德而重道，艺文

则崇雅而黜俗。发幽隐之逸踪，达昭旷之芳

躅。可以述古，可以征今，可以昭往，可以信

来，厥维韪且良哉!夫事不关乎兴废者，虽传

弗经；义无切于劝惩者，虽文弗纪。故雅谣并

陈，国风之训也。淑慝具载，春秋之笔也。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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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者记也，史之支辅也，所以经纪乎世道者

也。是故记古今，记庞靡，记利患，记贤不

肖，记不同而关政教之兴废则同也。古可法，

今可鉴，庞可敦，靡可祛，利可趋，患可避，

贤可法，不肖可戒。政教不同，系人心之劝惩

则同也。是故善志者在能感，善感者在能兴。

尚象制器者，’工师之程也。冥会神解者，-．哲匠

之巧也。缘墨而注刃拙工也，徇形而挥斤凡技

也，非可与于感兴之妙也。夫徽巩之支郡，群

山环峙，碧流襟带，固陇右雄钜之土。比因牧

圉，匪人供亿繁，奸蠹猬积，干请纷兴，黠慧

+之吏往往乘以冒罢。夫被征呼之急比落含疮痍

之伤，于是硕鼠之刺深，苍鹰之憾剧，民与吏

如仇，仇兹可不审其故耶。审斯志，志斯感，

感斯兴，机相应，‘道相通。也是故台史稽之以

观风，抚巡执之以匡俗，监司采之以宣令，守

牧勉之以昭勋，’师士法之以贞教，章志云尔。

否则徒捃历代因革之略，而昧古今兴废之实，徒

侈一时民物之盛，而忽面世劝惩之典，弃根核而

繁枝叶，君子以为赘疣矣。是岂圣王建国，体民



叙

之意哉。侯名鹏年，河南洛阳人。刺徽甫啐，卓

有循良风，民为休若怙恃，俄以迁告代熊，於是

弥益感焉。故书之，以告嗣有政教者云。

朱圉山人，前监察御史陇西刘应熊撰o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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