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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树棠(1 9 00～1 98l】，字伯芾，号笠山，福建上杭

县人。毕业于厦门集美国学专门学校。历任集美中学、福

建省王音乐专科学校国工教师，国立海疆学校教授，福建

师范学院教授著有《汀州艺文志》，啦笠山诗钞*、《笠

山丈钞" 《史记会注考证校读*等。



《汀州艺五志*手稿



丛书前言

福建地处东南一隅，夙称“海滨邹鲁"、 “文献名

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八闽大地积淀了丰厚

的文化底蕴。自唐宋以来，经济、文化取得长足进步，

英才辈出，学者云屯，名著山积，虽屡经劫火，仍多遗

珠。其中不乏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和历史文献价值的闽人

著述和闽事文献，这些流传下来的重要典籍，有的度藏

于各地图书馆，有的由私家收藏，有的流失于海外。这

是一宗十分宝贵的福建历史文化遗产。

福建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共享

中华文化惠泽的同时，理应共同担负起弘扬和发展中华

文化的重任。在闽人著述和闽事文献中，无论是对八闽

大地风物、风情、风俗的记述，还是对历史人物和事件

的追思与评述，都蕴舍了有关福建政治、经济、文化、

宗教和社情民俗等的大量信息，彰显了福建独特的地域

文化面貌。传承优秀文化遗产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种责任感既是源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之情，也来自

对当前社会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认知。众所周

知，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离不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

和发展。要使宝贵的文化遗产和文史研究成果寿世行

远，“必藉于文”，须栽于籍。

福建文吏研究馆作为我省文史研究的一个专业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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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理应为我省文化建设作出贡献。为此我们整理出版

上述文化遗产，并定名《福建文史丛书》。丛书内容既

包括历史上的闽人著述和闽事记载，也包括当代的闽人
著述和闽事记载，特别是本馆馆员的著述。本馆于1953

年1月成立至今，先后聘任馆员(含名誉馆员、撰述

员)总计348人，多是学有所长、艺有专精、年高德劭

的文化名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历经社会沧桑，充满爱国

爱乡情怀，从各自的视角，论史叙事，将自己的学识和

见解形诸笔墨。他们所记述的亲历、亲见、亲闻的人与

事，为今人和后人留下反映历史变迁和时代风貌的宝贵

资料。

整理出版《福建文史丛书》，并非陈陈相因，不加

选择，而是古为今用，与时俱进。为此，我们努力挖掘

具有学术研究价值和新的资料价值的文史著述。尤其要

重点整理出版那些“文直而事核’’或“文赡而事详"的

文稿。在当今社会急速变化和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整

理出版文史丛书将能带给读者以新的理性的阅读感受，

体会福建地域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也是治疗学术浮躁

和著作急就的良药。
‘

编印《福建文史丛书》，事繁且钜，至祈社会各界

寰赞，并对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惠赐宝贵意见。

福建省文史研究馆



出版前言

《汀州艺文志》是上杭包树棠先生的遗作，该书钩

稽旧汀州府属八邑(长汀、宁化、清流、归化、连城、

上杭、武平、永定)先贤诗文学术著作及其地方历史文

献，上溯宋代，下迄清季，收录汀人及有关汀州之著述

共872部，合为20卷，总计50余万言。

包树棠(1900一1981)，字伯芾，号笠山，福建上

杭县人。早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国学系代办之集美国学专

门学校。民国时期，历任集美中学、福建省立晋江中

学、私立泉州昭昧国学讲习所等校教员；福建省立音乐

专科学校国文教师，福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副教授，国

立海疆学校教授。1949年以后任福建师范学院(今福建

师范大学)教授直至退休。著有《汀州艺文志》、《笠山

诗钞》、《笠山文钞》、《史记会注考证校读》、《四家诗传

授表证》、《雷翠庭先生年谱》等。

本书是包树棠先生于1926年就读集美国学专门学

校时期开始编纂的，完成于1930年，时年30岁。其纂

述体例，则仿道光《重纂福建通志·经籍志》而略变通

之，就各时代，分以地域，而次按作者生年之先后，以

书目为纲，下著撰者姓名，并掇录传记行状，备述作者



之生平事迹；次誊录序跋，以揭示该书之大旨；间作按

语，附以己见。周岸登称，该著依“朱竹姹《经义考》

之例"， “兼有钱衙石《征献录》之善"。丘复则以为，

“凡汀人著述，无论存佚，备著于篇”，于旧志“阙者补

之，讹者证之，取材已富，用力尤劬’’，具详二人为该

书所作序言中。1935年冬，包树棠得陈石遗(衍)之

介，谒章太炎(炳麟)于苏州，以诗文及此书见示，章

太炎称此书为“其苦心摔索所得者"。是书征引博洽，

内容广泛，考辨严谨，有开创之功，于汀州前代人物之

学术源流、升降之迹，阐述綦详，其学术价值，不言而

喻。

吴江潘耒序《讫素斋诗文集》云：“天下水皆趋东

北，汀江独南流入海。南方，丁位也。水与地以是得

名。士有能特立独行，不为风会所移，斯亦人中之汀流

矣。’’且以汀水为汀人颂矣。汀州地处闽西，壤接粤、

赣，虽僻处荒陬，自宋以来，人文日盛，产生不少有名

气的学者、诗人、思想家、书画家，如五代炎宋之际郑

文宝，晚明李世熊、刘坊，清之黎士弘、雷镀、上官

周、华岳、黄慎、伊秉绶等，之数辈者，皆“人中之汀

流"也。历代人文之盛，由此概见。

包树棠先生为人正直淳厚，悃幅无华，长期从事古

典文学研究，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无愧为人师表。既

长于考据，而词章之学，诗文造诣，又皆精深古雅，卓



然名家。其早年治学，曾得章太炎、陈石遗两先生之肯

定。其师上杭丘复尝言：“包生树棠文学造诣，余当退

避三舍。”又誉为“吾门游夏之才’’而特加器重。《汀州

艺文志》是先生年少之作，亦不朽之著作，观书中所作

按语，可窥见其学识之渊博，治学之谨严。此书驰名已

久，然久未刊行，仅《自序》一篇，刊登于1930年

《厦大周刊》上。1962年，福建师范学院图书馆据原书

手稿传钞一部，1985年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所主编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曾予著录。原书稿本现藏于其

后嗣处，系先生工楷誊写，分订八册。先生之哲嗣定寰、

定雄、定贞、定强有言：“此书为父亲心血之作，我兄弟

纵不能全读父书，亦不忍任其埋没散佚。"这是一部出

色的地方文献目录学专著，我们同样有感于此书的成就

与价值，所以决心将其手稿整理出版。我们相信，此书

的出版，将有裨于人们对汀州地区历史文化的了解，并

有助于促进福建文化与地方历史文献的深入研究。

福建省文史研究馆

二O—o年五月



点校凡例

一、本书整理点校时，以包树棠先生编纂的《汀州

艺文志》20卷手稿本为底本。

二、本书按现代汉语规范进行点校，对原稿的繁体

字、古体字、异体字均改用简化字，易引起歧义的人

名、地名等除外。

三、原稿中夹注、按语等，分别用不同字号、字

体，加以区别。

四、原稿中遇有明显的错字、别字，径予更正。

．五、书中征引之书，多出自当时之钞本、稿本，今

已不复见，无法一一查检原书加以校勘。偶有漏字、衍

字，有原书可查者，则检所引原书，得其根柢，加以订

正删补并出校勘记。原稿中个别讹漏处则仍其旧，空缺

处，以口为标识。

六、章炳麟题词、陈衍信、《厦大周刊》编者按及

包树棠与丘复、陈衍书信二封，作为附录，因皆与此书

编纂有所关联。

七、书末另附人名索引，以方便读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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