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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文征《重修太平寺并常住旧记B

中央民族大学馆藏本(校阅本)封面



序

王云师花了 20年功夫而成的{澳志校考〉终于出版.付梓之际，嘱我

为序，我为此平甚惶恐。 因为学于后生之于师长，是敬是最， X何敢为辞
耶!但吾师以髦;f;之年，孜孜不倦，为我省方志事业瞿烁忘劳、无私奉献，

作为他的学生，又是方志事业中人的我，对个中甘苦略知一二，书成之日，

加以阐述，并继承与光大，确系义平容辞的。

明天启〈滇志〉是刘文征私修的一部省志。 刘文征 (IS络 -162目年) , 

宇憨学，号右吾，祖籍山西人，明初入滇，后定居昆明。刘文征于万历年间

中进士，井迈入仕途，先后在四川、浙江、贵州等地任职，由一个七晶甚+

晋升至三品按察使。由于他好学务实，怀抱经世济民之志，究心当世之务，

故在位 30余年，皆有政声，且终生穷约，是一个有名的清宫。 63 岁告老归

里时，竟到了"鼠中无粟"的地步。 但他仍"处之幸然，坐卧不离巷校"

奋斗八年，事成了宏篇巨著{滇志)，共 3H量，可惜在此书成稍后-年， 72
岁的刘文征便豁然长逝了 。

天启{漠志}是保留云南史料最多的早期的云南志书，价值极大，方国

瑜先生评论说:"以事述资料言之，此为明代志书最善之本也。" ..故吉滇史

者，曼天启{澳志}之影响甚大也。.. ..明末清初吉滇事者，明以前之故实，

多出自此书。"且由于刘文征博学费才.故丈辞精练，每发感于故实主末，

究徽于史事主墙，提要钩玄，1-点睛之笔， 当时任云南按察使的薛梦雷读

后，即满怀逝情地作诗称赞..摩幸拍府首新篇，澳地山)11 在目前，徽外今

全归{禹贡)，南中谁平戴尧天'"可惜此书未能刻版印刷，经数百年之沧

桑，传世者已寥若晨星。其史料仅1-见于引用在顾虫武〈天下那国利病书〉、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与康熙{云南通志〉之中，而"后来几称道天启

〈滇志〉者"!

王云师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史地革.继而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与"边

纵"，从事革命活动，建国后投入教育事业，为昆明师范学院领导成员，罩

倡学术，热心史志事业， 1978 年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复印回天启 {滇志〉清#

本，详如研读，自此与{滇志〉结下不解之缘。 1981 年，胡乔木同志首倡编

修社会主义新方志，中国地方志协会在山西太原召开成立大会，先生以云南



代表出席，回滇后参与开拓新方志编修事业，同时参与了古;1<.维先生的天启

〈滇志〉枝点的审定工作 。 为了弄清该志的版本及收藏情况，先生四处托人，

八方寻觅，奔走于国内各大图书馆之间，又托旧友在台湾查寻，终于在 1987

年在中央民族大学发现天启{滇志〉校阅本，如获至宝，致使〈漠志〉返

滇。在清眷本与校阅本对照研读中，先生发现两者皆有错说，而以前者(清

苦本)尤甚，存在大量错宇、衍宇、颠倒、漏抄之处。可惜古永继先生之校
点注本已送印 o 为使〈滇志〉更臻完善，先生又在全部弄清版本、编事过

程、作者情况、收藏历史的同时，从头开始作校寺工作。伏案八年，于 1995

年写成{滇志探索)，为早飨读者，曾在本人主编的{云南史志〉分期发表，

后又由先生自费印制单行本，免费赠送省内方志挥同仁 500 册。然而，最大

的成就和价值则是校考部分，省内一些老专家老领导同后为主叹服，马理、

李堤、祁山诸老均来电话促我从方志事业中篝资出版。 但省志办经费拮据，

只得专项上报省人民政府，李群杰老亦大力襄助，经多方努力，和志强省长

批准拨贵 9 万，井亲自题写书名。这是对一位已离休 20 年的 84 岁老人奉献

余热精神的赞许!也是对我们方志工作者的鼓励和支持。命笔之余，尤感为

学之难，成书之艰与奉献精神之可贵!老一辈的这种执著追求，无私幸献，

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方志事业任重道远，我们要发扬这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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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钱成润

1999 年元且于春城昆明



前 言

一、刘丈征编辜的〈滇志〉有两种祖本。 清替本是编好后的初抄本，现

由北京大学图书馆珍藏;校阅本是校勘〈滇志}清替本后的新抄本，现由中

央民族大学珍藏。
二、〈滇志〉校点本，于 1991 年底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出版时，

校阅本前未复印到澳，故不及参考。 次年得到复印本，才据以互校，编辑

{滇志校寺)，作为补救。

三、〈滇志〉诸本均直有正误，曹作校勘的数量太多，故只能呆用表格

形式解决。 而本书的任务着重在辨明各本原丈的正误及出处，为使使用{滇

志〉者减少一些查证的麻烦，尽可能写明出处及判定正误。

四、校勘褒分为四栏，第一栏列校点本，因校点本印数多，容易买到。

以下第二栏为清#本，第三栏为校阅本，以便三本对照。第四栏为校记，简

要判定正误及写明出处。 由于表格限制.个别需加说明者，加注号列于各~

之束。

五、校注方法，列出三丰互异和错揭衍夺之处，于以校正。 按以下原则

处理

l 以校点本为准，而用清眷丰及校阅本相对照 。

2. 三本中的文字正误衍夺，凡有文献资料可引证者，列出文献名称 s

凡几种文献可证而互异者，列出直异之处，并定其正误或存疑;无丈献可证

而凭丈且可判别者，断以己见 g 不能判定是非者存疑.以侠后之学者厘定。

3. 凡两原本同而义当、校点本异者，优先从两原本，两原本同而且欠

墨、校点本异而且当者从校点本，两校本同而清替本误者从两校本;两原本

异而校点本是者从校点本 3 三本均误，有文献可证者引文献订正，元文献可

证者断以己章，不能断者存疑。
六、第一栏列举所校文句，第二柱和第三栏只摘录所校的宇或词。

七、〈滇志〉大量最用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及包见捷{滇志草〉资

料，征寻|丈献繁富。本次校考中涉及使用次数频繁的文献名称不少 。 为节省

版面，曹引书目简称如下:省志中的景. (云南回经志书} 、 正德{云南

志〉、万历〈云南通志上康熙{云南通志}、雍正 {云南通志}、 道光〈云南



通志稿〉等'单引时简称"景幸{志〉
康熙{志〉γ.. (新篡云南通志〉简称"新{志}"; (天下郡国利病书}简称

{利病书); (读史方舆纪要} 简称〈方舆〉 、 〈永昌府丈征〉简称{丈征);

〈白古通纪浅述〉简称〈白古通); (南诏野史〉简称〈野史); (金石革编〉

简称{草编)， (中国历史地名辞典〉简称 {地名辞典); (史记〉、{汉书〉连

用简称 〈史〉、〈汉)， (中溪先生文集〉简称 {中溪集}。正史及其他不常引

者不用简称。

八、为便于辨认，三本中所引应考校文字均在右上角加符号最示提示:
正确作"ð."，说误作 "x" 疑问作叫..应补字作.. ( )"，应删宇作.. ( 

九、{滇志〉资料翔实.体例严谨，述论精当，文字典雅，至今读之，

不忍释手。 所憾原稿不传，代久年潭。 今目所见两祖丰虽仅清替枝闲之抄

本，亦实凤毛麟角 。 幸校之余，更悟此中有待探章问题尚步，而时不我待，

力不从心，仅能就三本中直异者予以校寺，虽云竭耳心力，而才识疏陋，评

莺难周，敬候方*不喜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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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志》探索





一、〈滇志〉寨修者刘文征生平

天启〈旗志}是明代最后修成的云南省通事，以体例完备、责制丰富薯名于世，是

靠大成的一部志书.!A为学术界所推崇。 第修{漠志〉的刘文征，德才藉备，学识渊

博，是明束云南杰出λ辅之一。

刘文征. <明显}元传。 惟"宗龙《刘主仆传}、{确实章}、康熙 {云南府志}、{摸

甫碑传集} 、 {新霉云南通志}等，对他的生平有简要记述。 1回6 年 2 月，在篱明发现

T他的{墓志钻机事在篱明县艘羊乡，因为已被乡人私锢，云南省博物馆"国等奉命

酶击清理。 基为祟榄十年与其夫人告葬，宇迹尚完好，匾为{皇明太中丈夫太仆寺'右

吾刘公配淑人张民告葬事志铭).重部向书王惕衰撰文.兵部尚书傅宗:i!书丹，兵部侍

郎揭缉武篆辙。 王、僻、杨三人都是明束大臣.卫是刘家的亲膏。〈墓志铭}出土，增

加了研究刘文征新的重要虫料。

刘文征，宇魅学，号右吾，祖籍云中人，即今山西省大同市。明洪武韧，始祖迁于

江捕， 一传为拜旗公，从.It伍平慎，避1J.于云南，章籍云南右卫。云南右卫的位置，据

{滇志}卷七"在府怕回南..即今昆明市盒'路西段。僧宗龙 〈刘太仆传〉称 "余家

蜡南.与刘氏比屋而居者屡世J 方国翩〈云南史料目最穰说}第一册{旗志}矗云，

这里"曾开为金碧公园之一隅，有碑题傅宗龙故宅遗址.. (今已井人云南省第一人民医

院) .故刘主征为云南昆明人e 父刘体仁'靖庚于十九年举人，任四川保宁(今闽中县}

通判.母孟氏。主征弟兄 7人，他最少.幸事孟母，友事诸且J 有于4人.刘棋，康

生。 111撞，崇模费画大年带人. 宫户部主事。 刘援.先卒. 刘撮，库生。孙男 11 人.

再女 2 人.

如l立征生于嘉靖乙卵三十四年(1555) 正月己亥，卒于天启丙寅六年 (1由6) 六月

Jlt于， 事年n~。 他"癫异鼠辈..自拍好章.下帷攻经，究4、当世之费J 他怀抱经

世E市民的志向，卫JI..理学事云南屯回副使江西罗拉芳棉.闸矗挚，矗罐罐蜻修.从而

#成务实的学风。 中万历费幸十一年进士.授四川新都县令，从此进入仕途，时年 29

~ ， 此后任职经历，从浙江按察副使起. <明实最}都有简要记戴。 〈神宗辈辈}卷三七

六载.万历三十年(1602) 九月辛百 (韧三 ).开浙江绍典府知府刘文征为副使嫌右垂

议，" <神宗实录}卷四七二载..万历三+八年(1610) 大月己卵(初六).草除原任浙

江副使刘文征为贵州副使0" (神宗实景}眷五四人载 "万历四十四年(1616) 二月甲

手(二十二日 ). 舟四川靠政刘文征为本省按事使，"<神宗实最〉毒五六一尊 .万历四

十五年，开四川按察使刘文征为陕西在布政。" 这次任命.刘文植并未到职.而已告者

回家。 {押宗实录〉卷五丸二戴 "万历四十人年(1620) 三月庚于(二十二日).兵部

覆平团'由驹接察使敖仕刘文征赏银+雨J 这时刻立征骨幸回家巳经 3 年，仍赏

赐.可兑当政者并未忘记他在任时平贼的功绩。 明噩宗即位.丑起用刘主征， <嘉宗实

录}卷入-， .王启元年 ( 1621 ) 五月甲子(二十二日 ) .起原任四川按察使刘文征为南

直罔萨寺"'..但他显切三碎，未再出任。 〈噩宗实最〉卷四一戴 "天启四年(1目的

3 



E四月T未(二十三日).南京博萨寺师刘文征晕仕，进;t:.仆寺卿。"这矗他辞职后的加

衔。

刘文征在青年草幸时期.已经"究4、当世之务"继革儒家经世济民.治理国家的

传统。 出仕任职之后，就身体力行，重视为人民兴利除弊，探受当地人民的爱戴。 韧任

额都县寺，就已远远佣 41 . 矗自主量田地.力行矗鞭法，尽放里甲归农。"时三段肇

典，取材于四川，他植任其劳.兰人商州，得莞树以献J 听讼，则"片语解纷，终日

不扶→人.-月不罚-盘." (墓志铭}称.每至成都北郭，儿童争识其面。 " (刘太仆

传}也说.每以公役至成都.儿童连手，争规其面. 曰 ·是新都刘侯耶。".

万历二十一年，先宗"储位之争"轰动朝野。这时刘文征官职很低，却"与同官六

人草谏疏"盎与大议。"疏人"却"焚其革"表现刘主征不革出名的谦虚品格。 出任

广西梧州知府"酋罢桥税.以量鱼闻于西粤。"悬鱼.比喻官吏廉洁.

后任浙江绍兴知府"俗苦嫁女厚宦， 生辄巅之.台使按部，每每告溅，终不止。"

刘文征到任，首先重槐思想被育"反复开掏，重定蟠礼，严邻首法"终于草除了这项

陋俗。大姓、中贵气焰嚣张.他"抗不为礼煞住这股歪风。"妖λ赵王明事败，株连

者章"刘主征"一11辑之"避免造成错事。 开浙江撞察副使，分守果兴.绍兴λ士争

出遮饵，为了追思，将他相双;I1J宠和宋范仲淹井祀于龙山，高战地认为. 吁'公而兰

臭户"督全浙黄册，赎慢数万婚，悉付间县..用于品且仓，造福贫民。

中间一度蹲职回京. (刘太仆传}叙述辞职镰由"初，山阴朱阉学率居.恶公治部

状。 至是当国，布霞引童。公→日行部严酬，与同官闺中事开藻同暨富替钓台，坦然远

览.曰谏议不拜，谓融入为天于也。 今故λ为宰相 . 何l'高举为， .寻1'"乞身，径

归。"刘文征与朋友游商春钓台，触景生情。 想到浙江朵挑人严T陵，少年时与刘贵同

游学。后，在刘贯当上了涩光武帝，他变姓名隐居。 光武帝征召严于幢到章，授谏议大

夫，但严未接壁， i且隐于富春山，以钓鱼为血。 刘主征认为.严于段不肯任谏议大壳，

是因为老朋友当皇帝，特加凰典。 现在我的老朋左是宰相"有源引章"何不高飞远

走9 于是毅然辞职困寂。;I1Jx征不愿沾老朋友的光而卦官，是他高尚品格的卫一事现。

"山阴朱阁学"各为最虞。 万历三+年辈革阁大学士.后进礼部尚书租茧部尚书、主华

殴大学士. (明显}眷二一丸有传。

"居六年，廷推青青公，即田间起，矗兵威清J 这时:l1Jx征任浙江攘'再翻使，为正

四品，按规定只告部推，却被精圭到廷雄，可见他在政界的声望很高.这E万历三十人

年的事情。刘文征原来不肯出任，当知道苗患孔'事.为撒一万人民苦难，才出任贵州按

寨副使。 到任之后 "即上方略于抚军.吁厥攘魁" 商量平息。 后任四川接察使"边

地有茶税. I日供使者'自饵"刘文征从大局考虑以佐军需"卫用馀款建造螺江石桥，

"日夜治兵甲虫稚"保障地方治安，终于平定川北乱事。

万历四十五年，刘文征开任挟西右布政.但他无章仕进，急流勇退，告老回罩，时

已回事。 王锚褒在《事志铭〉中，以刘文征未得重用，深觉可惜。

刘文征由七品县令晋升到三品按察使.30 多年间，始终保持靡洁.是有名的清官.

所以鳝生费蝇，受到社会的赞扬。 〈墓志铭}叙述，刘文征任广西梧州知府，因为廉洁，

王锚衰就用比嘀廉洁的"悬鱼"称赞他.闻名广西。 他经营公费异常严嚼，如任浙江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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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副使时，所得黄册赎锺数万婿，全部用来为人民舟且告。任四川按察副使"镇松州.

值建南用兵，两台以公行藩司事，所出纳兰卡万，威以原封验发。"自己一立不站。(;!IJ

主仆传〉记述刘文征动人的两件清廉故事。一是刘文征由浙江辞职回家"遗公费数百

署在官.都守遣吏，越数千里，费送至里舍，公笑却之J' 仅用四宇，显出刘文征的消

磨本色。第二件，万历四十五年，刘文征由四川按察使任内告老还乡"凡飘赎罐数百

蝠，贮之别驾之鹰..为继任者全部侵吞。其后案直追查，才暴露这一盘污案件。 刘文

征的清廉自律，相继任者的黄醺，形成鲜明的对比。

刘文征一生官宦生涯，政绩卓菁.由于坚持清廉，所以终生穷约，却处之泰然。

〈墓志铭}赞扬他"惟清与悟.. 0 (刘太仆传}叙述 "余家城南，与刘氏比屋而居者屡

世。 而太仆夫λ为先葱姨母，以是知公最真。 每望晨突不烟，知公瓶中孟粟，家人病

甚，而公泊然，若将终身。"赞为"天下一人而已飞 {墓志铭}追述.刘文征逝世前.

"挟革，犹呼嗣君.以某田偿某盘J 因而无限感慨"穷约一至于此，真近世所倒闯

也J 刘文征晚年卖田还债，井有事实印证。天启五年，刘文征所撰〈重修太平寺并常

住田记〉碑阴记载，太平寺住持，用"捐银童百垂拾两.买到刘搞民回量卦，撞于;!IJ主

馨加找J 由〈墓志锚〉可知，向太平寺卖田的刘掘.是刘文征的次于。加田僻的刘主

馨，是他的孙于。这是刘文征逝世前一年的事。

刘文征一生好学， (墓志铭〉叙述，虽然进入官场，仍然 "坐卧丰离罄艘。晚年盖

嗜青书.抽毫赋诗，兴致本蝇。"回声辞职还乡，摒除俗务，潜心著述。 著《茶花馆

集}、{思母编〉、〈松注}、〈模志)，且苦于番。 另据{明史〉卷九七{艺丈二}载.刘

文征〈刑部事宜) \0巷，列入职官类，只见于目录。 以上著作，现在仅存{澳志)33

巷，也算幸事。 至于{重修太平寺井常住回记}碑，云南省圈书馆和云南省幡物馆都收

存拓片。

〈滨志〉概况

王启〈滇志〉有一个特点，虽有序例.却不署名。刘文征为何这样做，不便揣测。

光宗未正位革朝， ;!IJ::t征"与同官六人草谏疏，疏人，黄其草。"由此看来，刘文征甘

于奉献.而具有不幸出名的酶虚品格c

因为〈滇志}无序眩，编精情况，只能从{滇志凡例}中略知梗概。 〈凡倒}载 z

叮日{志}十七卷.叶榆丰仁甫氏编，是青之2岁为万历改元晏胃。新〈志草}二十二垂.

句町包放钝民编，脱稿于万历三十 年费卵。……今一以其所著为主裁，伪者正，衅者

蝠，非其本者锄而去，印证取之旧〈志〉草都县志，要以成一家之言而已臭。"旧

〈志)，指万历〈云南通志)，于万历费百元年编成。叶柿李仁甫氏.即大理事元阳，字

仁甫，号中模。 句町包汝钝氏， RP曲曲安卫包见捷，宇汝钝，所著〈志草}早已失传. 由

以上叙述，可知刘文征参考李、包二〈志}的体例，选录二{志}的资料，并广搜郡县

志，博采典籍和档册，糟.c，.母校，篡成〈模志) 33 卷，约 120 万字。 与前二《志〉相

比， ~墨敏显著增加，相当于万历{志}的两倍。;!IJ丈征在〈漠志凡例}后面，还圭主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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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万历〈志}和新〈志草}的序例，可据以研究事、包二氏的修志思想。

〈滇志〉在天启末年编成，俗称王启〈离事) 0 (滇志) 33 巷，分为 14 类。刘文证

在〈凡倒}和每类、每卷、每目之前，都作简要论述，以阐明他的见'碍。 14 巷是，

{一) (地理志) 3 垂.分为沿革大事寺、沿革郡县各、疆城、形势、山JI[、风俗、物

产、堤网、桥票、宫室、古迹、家墓等目，分府叙述。(二) (旅途事) 1 卷，简述云南

对外交通，为本书特膏。〈演J志凡例}论述..用公幸运，月作指南。 太保甜l王，亦先通

道。阻于日月之明毕照，而悴舟革之至2事通?即谓杨朱之感事歧，可令阮籍之穷不救。

试以此且借篝而筹.嚣患者所先，无逾开路。咱云南号称山固，刘文征特别重视交通建

设，很有眼光。 (三) (建设事) 1 卷。 (四) (赋役志) 1 卷。 (五) (兵啻事) 1 善。

{六) (学教志) 2卷。{摸志凡例}论述 "二帝而上，不闻儒者之名。 四王以来，实理

教胃之典。逮乎盘声王撮，得孔予以为师，乃知乡校成均，维周库为独盛。断断株锢，

天何盲哉!部部成用，于自道也。 南中旧学，纪载前宜。 遣人圣朝，渐涵立慧。西南邹

鲁，千载)时。 思皇多士为帧，吾道真传得统，是为模脉。"刘文征重视教育事业，比

作命脉o (七)(官师志)4罄。 (人) (人揭志) 2 j量 。 (丸) (祠祀志) 1 卷。(十) (方

外志) 1 罄。 (十一) (艺立志) 12 巷，下分小目 。 刘文征论述 "无格不备，诸晶咸有，

翩翩乎富己哉!亦一方文雅之大观，居此志全书之半部。 " ( t-二) (羁靡志) 1 卷，其

中〈土司官氏).全面叙述云南士司的来历 、 地域和袭替概况。〈种人〉一目，叙述全省

各少数民族的名称、 分布和风俗习惯等，虽有不尽准确之处.却很可贵。(十三) (杂

志) 1 番. (滇志凡例〉论述..天降宽祥视其德 ， 吉者是，凶者非。自求捐福存于人，

基可危，胎可绝。若夫怪力乱神，写在圣人之所不语，奈何曲古奇僻，反近世之所且谈'

苟可警世俗而醒冥顽，元宁载册书而备惩劝。 推此且而直穷之.旁搜博果，非徒广异

同，盖知声应气求，可以希乐告。 是以当一振无余之后，犹存离亲不尽之思。 倘馈(同

美)行嘉言可贵鉴苑，将醉金寸铁皆人护锤，旦出柬样怪异之外者。"时无法解释的柬

祥怪异，刘文征却赋予劝善惩恶的作用。 ( t-四) (搜遗志) 2 哇，按照且目，补录各类

遭供资料，使本书内容更加丰富。

本书卷一，绘地图 23 幅，大都沿用万历{志}地圃，锥缺〈星野困) 1 帽。 善人

〈学理撞在).绘主庙乐舞团 132 幅，绘出舞姿，注明舞蹈动作和顺序.配告祭孔乐章，用

弓尺谱记录乐曲，保存古代乐舞资料。喔+四和卷十五〈人物志).收录了许多特立独

行者的事迹，也有少量愚忠愚幸的成分。 〈杂志) 1 卷，记载云南自古以来地震、水、

旱灾害相异常天章，具奋学术价值。 其中少量带有迷信倾向，刘文征认为..可警世俗

而醒冥顽"。 且的看章，约 laJ万宇的{滇志上体倒完备，资料丰富，方国瑜在〈云南

史料目最概说}第一册中公允评述以事景资料言之，此为明代志书量善之本也。"

刘文征-生好学，早年"究4、当世之择..从政 30 多年.对社会积弊看得真切，也

很关心。 这时明王朝建立已经 2皿多年.统治渐趋腐蚁，社会矛盾加剧。:lIJx征在志书

中的论述，以及〈滇志}收景的资料，许多富有针琦性，能够切中时弊。如云南巡挺周

矗模〈敏查庄田册就).勇于揭发权势显赫的助威件府主短， 痛陈西平侯抹英的后代所

占庄固已达 8 侃JO 多顷..环摸封内，莫非且庄。"事随、 管庄下乡苛扰..虐焰所加，

不至骨且髓干不止。"已经危及政府常赋的征收，井且激起民查。 所以上藐割廷，请求

6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