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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江苏艺文志》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编赵国璋 ．

副主编江庆柏
‘ 。

编委赵国璋江庆柏汤大民
’

；

‘．

《江苏艺文志·南通卷》编写组名单

主编顾启
、9

撰稿人顾启章国林丁赋生江庆柏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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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史志丛书》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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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9年10月起，我们为了编纂《江苏出版志》，开始征集、

， 整理出版史料，先是点点滴滴，后来就涓涓成流了i其中有不少长

篇的出版史料专辑，是专家、学者们经过长期辛勤劳动所积累而奉I

’献出来的巨著，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虽说这些史料大部份属于江苏

地方性的，也足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出版事业对于整个国‘

．家、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关系极为紧密，影响极其深远。而

现有史料之丰富，远非一部综合性的、受体例和篇幅限制的《江苏

出版志》所能容纳的。如果把大量史料继续束诸高阁，弃之不传，那．

就太可惜了，我们这些出版史志工作者也会长久自愧不安的。 一，，
～由此，我们引发出一个念头，就是在编纂((ia-苏出版志》的基础

，上，再编辑一套《出版史志丛书》，不仅可以把已征集来的专题史料

传之于世，还可以继续从我国历史文化宝库中发掘有关的珍品予 一

以出版，这无疑将是一件很有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的事情。
j

’

但是，编辑出版这套史志丛书，不能不说又是一项十分艰巨的

．工程。它涉及的内容很广(包括编辑、印刷、发行、管理诸多方面)；
’

范围很大(从本省到区域直至全国)；时间跨度很长(上溯至发端，

‘下限于当今)。我们的初步打算是：实事求是，分步实施，细水长流。

先从编纂江苏地区的出版史料做起，然后面向更大范围征集，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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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成熟一本，出版一本，积少成多．不仅如此i出版这套史志丛

书，要有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投入，这也是一大难题，需要求

各方面的协调才能解决。 ．

一

．
‘r。

令人振奋的是，这一出版工程，首先得到了江苏省出版总社蒋 。

迪安等领导同志的重视和关怀，他4fl,V,出版事业的长远利益出发，

既在编辑思路上加以指引"Ira又在人力和经费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江

苏人民出版社也乐意接纳出版。同时社会各界有关专家、学者和我

省出版界的前辈，都热情关注，积极参予了编纂工作。． ．’

经过五年多来的耕耘，除《江苏出版志》外，《出版史志丛书》的

。．’第一批选题已编纂成书，将陆续问世。它们是；
‘、

0

j《江苏出版大事记》 ．’ j·
、1 。

‘。

I：江苏图书编辑史：} ．

‘江苏报刊编辑史》 o 。：。

《江苏民国时期出版史》
’

，，．《民国党派牡团出版活动史略'．?‘．

‘华中解放区出版事业简史》．”
‘。

。，《江苏革命出版活动纪事》 ，

j：《江苏艺文志》(以市为卷) ‘． j，．
’

。

‘这批丛书，总的来看，它的史料性、学术性、时代性，是相当鲜

明的。其中大部份虽系地方性史料，由于江苏地区自古以来经济、

文化比较发达，伴随而产生、发展的出版事业，在全国也具有显著

的影响，因此它的实际价值，势必远远超过它的地方性。相信它将

为当今深化出版改革、繁荣出版事业起一定的借鉴作用，为更深层

次地进行出版科学研究创造一定的有利条件。果能扣此，我们也就

算尽到了一份责任。，， 。
，。 ，．～，j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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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要继承并弘

扬民族的传统文化，必须广泛深入地开发文化资源，编制各种典籍

目录实为当务之急。我国又是目录学起源很早的国家，公元前二世 。．

。纪，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校理天下遗书，先后撰成《别录》和《七

．略》，奠定了我国目录学的基础。东汉班固节录《七略》撰成《汉书艺

文志》，开创了我国史志书目的先例。以后历代各有制作，形成系列 ．

，化的具有独创性的我国目录学优良传统。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典 ．·

，籍的日益丰富，目录技术的不断进步，目录学著作的种类与数量都 ’

迅猛增长。．： ‘。
，“． 、∥一一．。j：，一一： ．．

- 建国以来，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作为文化信息载体的目录著
’

作，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如《全国新书目》、《全国总书目》等连续， 。‘

出版物相继问世，及时提供了全国范围的图书出版信息，并且为今’i。，

．’后的文献积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f‘L些大型的综合书目、专题书
‘

目，如《十史艺文经籍志》、《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丛书综录》、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四部总录》等陆续出版，为学术研究提供 、
】

了良好的检索工具。 。．，。 ．+。 ．’． 一。
但是，现有的成绩仍是不够的。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文化遗 ．．

产极为丰富，目录学上有待开发的领域十分广阔，地方著作目录就
～

’是其中之·一：_：．，⋯。．。．． ·～．，、、。 。‘i ．＼．?。，

-：， 地方著作目录习惯上叫作地方艺文志。7我们这里指的是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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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学家著述之分途》一文中已把《地方目录及地方志之目录》作

为“史家目录”的一个分支，可惜这一正确分类似乎未被广泛采用。

四、新修地方志不列“艺文志”这一类目。建国以后，60年代、80年

代两次掀起新修地方志的高潮。这是我国文化史上的大事，规模宏

大，意义深远。新志中门类齐全，而独无“艺文志”。我们认为这并

不足怪，因为。艺文志”是专业性较强的部分，独立出来作为专志之

一，比收入地方志中更加适宜．⋯
1

4·-

’

、．我国幅员辽阔，历代文献浩如烟海。为了全面地查清这一文化 ． i

资源，包括已佚的和现存的，我们认为最好的方法之一，是全国各

。省、市、自治区，通力合作，统一体例，各自编好本地区的艺文志。我

国已故著名的图书馆学家钱亚新先生，生前得知我们这一想法时，
‘

，二非常赞赏，说：“这样我们就有了一部翔实可信的《中华艺文志》 、

了!”是的，这正是我们的最大愿望。一部《中华艺文志》，与先进的．

电子技术相结合，就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华民族著作的信息库，其意

，义该是何等重大1． 、

．

。 一
，

。这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当然不是少数人短期内能够完成

的。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了促使这一宏伟目标能早日实现，我们 1，

不顾力量有限，提出了《江苏艺文志》这一课题，愿意为这巨大工程 ’：

。

．添砖加瓦，铺路架桥。 ．
Jt ， ，“

．

’

‘。 关于“江苏艺文志”，前人已编写过以下几种：(1)乾隆《江南通

·’志》中的《艺文志》，共5卷，收书数千种，依四部分类，著录书名卷． 。一

数作者，间有作者简介或按语。(2)清末常熟人潘任编著《江苏艺文 ．

志》，存经部稿本14册，著录简略，藏南京图书馆。这是清末宣统年_ 。．

．间缪茎孙主编的《江苏通志稿》的一部分。‘(3)金铽撰《江苏艺文o、
一 志》，是1929年前后纂修的《江苏通志稿》的一部分，全书未完。其

‘《经部》发表于《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年刊》第6、7、8期(1933一 ．·

一· 1935年)；《史部》稿本全19册，藏南京图书馆。此书著录极详，其

、． 版本项列举收藏该书之各馆藏书目录；近似联合书目的体制，用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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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善，可惜未竟全功。’(4)1945年汪伪时期以吴廷燮为总纂所编
。r

《江苏通志稿》，其中亦有《艺文志》，按当时府县政区分为17卷，著

， 录简略而且草率，似为未定稿。这部《通志稿》正在整理中，今后可
， 望出版√ 一

，
．’ i-。 一，' ． 、

，，．

、， j ．．我们这次重新编写《江苏艺文春》，其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求

， 。全。凡本省籍人士著、编、注、评、校勘、增补、翻译，以及重要的校刻’ ，’

_
之书，不论存佚，均加收录。我们认为著作与整理都是文献工作，艺 。-．

．’ ： ‘文志应当一视同仁，予以著录。．二是求实。材料务必信而有徵，表
’

述力求繁简适当，查阅便利，·以向读者负责为宗旨。在编写体制
一 ·和体例方面有以t五点须加说明： ：：

’

。，二
。， ，

‘

’

i‘ 。_、本书为多卷集。以1990年本省行政区划为分卷标准，以每 一，

_．’’一省辖市及其属县(含县级市)为l卷，全书共分11卷。每卷内市’ ·

r 一’ 及直属县作为一个单元，其余属县仍各自作为独立单元。这样的体7，．．j
’

制使本书可分可合，分之可成为市、县艺文志，合之则为全省艺文“

⋯，．： 志。。。。， 一，。’；+．．， ，-? ‘，一， 1～，．
!’

，

、t

，

‘
’

‘

‘ 。

‘ 。

。一 。二，，时间断限：，本书收上古至清末(1911年)本省籍及定居本一
1。

j，，。 ”省的人士的全部著作。生于晚清活动在民国期间的学人，其著作基 ?

。
： 。本上属于传统文化经，史』争、集范畴者(或谓之“旧学书”)则酌收。 ”

，一’ !这一弹性断限是为了保持传统文化相对的完整性，又不致过多地
一 打乱清末与民国之间的时代界限。、 ．，一’ ，’ ．7|．：’?’‘·，

o。·
’

’．三、全书结构。本书采用“以年系人，以人系书”的编写方法，不‘’，：-’

．。。 同手以著作分类为序的习见的编写法。这种方法的优点是人与书

’．，j 紧密结合，便于“知人论书，因书知人”相互印证，避免了分类排列、．+．一J
j

。÷人书脱离或人的介绍失之过简的缺点。这种方法的不足之处是不 。，+

，二，j 便于读者“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章学诚《校雠通义·互著》)，我们一

7·一：，。补救白呀法是：·是每书之下标注类目，=是全书完成之后拟另编．
多，．。．《书名分类索引》。’；，√j!_，’』，：。，：‘，．，。、 ‘．一_ “。，i．

．～7-．it四、关于存佚。大量典籍遭受历代天灾人祸而散佚损毁，古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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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之“书厄”，这是令人痛心的事。《隋书·经籍志》兼记亡书，为后
‘

世树立了良好榜样；宋郑樵《校雠略》特著《编次必记亡书论》等篇
。

以阐述其意义；清朱彝尊《经义考》于书名下分别注明存、佚、阙、未

见四类，为后来多数书目所遵循。本书简化为三：存、佚、未详(不

写)。因资料不足，有些书存佚难定，不得已只好空着此项留待以后

填补．。
一

一。 ，

五、关于零星篇章。本书以著录独立成书的著作为主，但有些

，人以单篇名作流传人间，有些人集子已佚而总集或其他书籍中保

留其若干篇章。吉光片羽，弥足珍贵，本书亦间加著录或在按语中

道及。
j

·

．
． ，

、

我们十分感谢江苏省出版总社领导和江苏省出版史志编辑部
、 的同志，他们在目前。出书难”的情况下慷慨接受了本书的出版，并

对本书进行了认真的审读编辑，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可以说没

、．有他们的热情支持，要出版这样一部巨著是十分困难的。我们也感

谢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和江苏省教委、南京图

书馆以及各地各单位的编写者，没有他们的关怀、资助、撰稿、协
一 作，我们是不可能顺利完成这部著作的。 ，

’

’

我们的专业水平不够，见闻有限，再加上人力不足，时间紧迫j

书中难免有不少缺点错误。诚恳希望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

．正1

199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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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书著录上古至清末及部分生于晚清而于1949年9月30 、

日之前去世的江苏籍作者著作，酌收外省流寓并定居于江苏的作 ’．

，者著作。 ，

·

，·。‘

。，一 2．本书以江苏省1990年行政区划分卷，每一省辖市及属县

<含县级市)各自成卷，共n卷．古代行政区划归入现今相应的地

区．已划归他省市者(如上海松江)不收，原无建制者(如张家港

市)亦不单独列出．一一 ．． ．～ ．．

，

、二，·

：i。3．本书采用以年系人、以人系书的编纂方法，每一条目包括人

物小传与所著书目两部分．，人物以生活年代为序，生平不详者，附

’于大致相应的年代后面。·：+．， ’??j．‘ ．，‘：

， 4．所收书目以编集成册的古典文献为主，酌收零散作品。现代

． 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著作及现代文学作品，一般不列入． ，‘

7÷ ?5．著录各书依经、史、子、集、丛书的次序排列。书名下注明卷
‘

数、四部类目、存佚。现存书注明版本，稿本、抄本、稀见本等注明收．
～，， 藏单位。佚书注明出处。。 j ·

．

， 6．丛书子目在10种以下者全部列出，10种以上且《中国丛书

综录》已收者注明“子目从略”。如不见于“综录”，则子目均一一列

出，以备查检。
‘

， ． ．、 ．．

‘

．

，7

7．各卷末附人名索引。全书各分卷出齐后，再另编全书的人名、

。一总索引和书名分类索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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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卷》引言。一，

顾，启。 ．

南通市位于长江入海I：I北岸，隔江与上海及苏州、无锡等市相

望，西、北分别与扬州市、盐城市接壤． 一

’

二．，．

?’南通市历史悠久，据1973年、1978年在西北角发现的新石器

时期文化遗址研究，五千多年前，海安县沙岗乡青墩村和隆政乡吉

家墩村不仅早已成陆，为扬泰砂嘴之缘部，而且有原始人群居住，

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初民文化。此后，从西北向东南延伸，逐步成陆。

历经汉晋隋唐，逐步形成了后来行政隶属的大体区域，并由此形成

了煮盐为主，力务耕桑的基本经济格局。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起

来。
’

。．

一 宋代太祖建隆元年(960)，修通州州衙，并设利丰监，管石港、

，吕四等7所盐场。仁宗天圣元年(1023)改名崇州，或称崇川，范仲

淹任西溪盐官，率众修捍海堰(后代称范公堤)，振兴盐兴，繁荣农
， 业。明代在此设两淮盐运使司通州分司，又由于河道的整治开掘，

盐、渔业加速发展，由于灌溉便利，棉花也普遍种植，手工棉纺业飞

’快发展。经济繁荣促进了文教事业的兴旺，中举人、进士任高职的
’

士人大增。其中一些正直者则成为东林社、复社成员，积极参与社
： 会政治斗争。 ．。

， ：
． ·，

一清代南通经济得到了持续发展，至嘉庆二十二年(1817)，州境

’6900平方里，人口128万余人．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势力入侵与

一．上海一江之隔的南通州、海门厅，残酷的掠夺，加上朝廷的暴敛，
’ 盐、渔、棉、纱各业生产遭打击，民众生活逐渐陷入困境：-

‘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后，清末状元张謇等人筹划。地方
●

：

’

。 7
’



自治”，苦干实业，兴办纺织等工业，筹建垦牧公司，创办文教卫生

事业。三十四年(1908)，成立筹备自治公所议事会和董事会。这是

南通历史上的大事。。 ：

。7

．+几千年来，劳动人民在这块土地上，在濒江临海的艰险环境
．． 中，埋头苦干，惨淡经营，推动经济发展，创造了物质文明。与此同

时，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精神文明。从宋代以来，书面文化渐臻兴

旺，人才辈出，著作如林。历代作者中堪称文化名人或艺文领域名
‘，家者历历可数。 ．

：
、j一5·’j ’‘．

’
’

’．一东汉末年，海陵人吕岱(160--256)，字定公，为东吴名将。据
? ‘三国志：》本传，初任郡县小吏，建安十六年(211)升昭信中郎将。后

因平定内乱，在交州刺史任上又开拓南疆，。功起廉颇”，晋镇南将

7军，与陆逊齐名。曹操严令滨江郡县徙民，海陵县遂成隙地。赤壁

之战，曹氏败绩北返。赤乌四年(241)，吕岱奏请招抚乡民回归，海

～陵复县。为官廉洁奉公，正直敢言，闻过则喜。遗命。素棺疏巾”，归

。’葬高阳荡，据州志、县志，荡在今如皋市林梓镇北。吕岱系孙策居寿

，+春时，。与江淮间士族结交一之友人，是南通历史上第一位见诸正史
‘

的军事文化人物。1．一一- · ‘，，、1-，
’～

．

’；五代十国时，吴国杨溥天祚三年(937)二月，徐诰仿曹操求魏

王故事请封齐王。东洲静海都镇遏使姚存得到消息，立即赶往西都

金陵讨好新主子。此行颇得意，归舟经狼山，登岸刻石；，天祚三年√

口月十四日东洲静海都镇遏使姚存上西都朝觐回到此。一这就是著。

名的题名坡，也是迄今所知南通最早的、完整的石刻典籍。在宋代，‘

南通书面文化渐次繁荣，并加强了与外地的交流。《渑水燕谈录》有

夏竦登通州狼山诗。这是流寓者咏通州的第一首诗。本地人题狼，

山诗最早为吴及(1014--1062)，字几道，静海县人。．仁宗十一年

(1031)迸士，曾在京师与地方任文官，为著名校勘家。清人编《崇川

各家诗钞汇存》，列吴及此诗为开卷篇。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刘

弁以太学博士按田至通州，作《游狼山记》，这是写狼山的第一篇散，
’ ，

‘8’， ．； ’- ．，’； ．

4·7。 。 ，



文．北宋时期，泰州如皋县出现两位著名学术家。一位是胡瑗

，(993--1059)，字翼之，出生于城南胡家庄。13岁通晓五经，20岁游 ．

‘学泰山。仁宗天圣二年(1024)南归，与范仲淹、腾宗谅结为知己。腾
’

知湖州，聘其。教授湖州”，“教人有法科条纤悉备，具以身先之，虽 ．

、盛暑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视诸生如其子弟，⋯⋯从之游 -

：‘ 者常数百人。一庆历四年(1044)“兴太学，下湖州取其法，著为令”。：

’皇禧四年(1052)“授国子监直讲一，“既居太学，其徒益众，太学至不 ’．

能容，取旁宫舍处之，礼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嘉韦占初年，、

擢太子中允、天章阁侍讲，仍主讲太学。所创。经义”、“治事”两斋，，
‘

为我国高等学校分专业之始。他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 ‘‘，

-提倡“以仁义礼乐为学一，重视。明体达用”，为二程(颢、颐)所宗，开‘ 。’

宋代理学之先声。另一位是王观(1035--1100)，字通叟i仁宗皇祜、

三年(1051)，与从弟觌不远千里，至汴京成胡瑗门生，嘉裙二年、四

一年分别中时士。观初任山东单州团练推官，不久改秘书省校书郎。 ．

神宗熙宁六年(1073)升大理寺丞。落笔成章，词赋斐然，与高邮秦一一，

观齐名。。其《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
‘

聚．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 。

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脍炙古今人口。其堂侄俊义为徽宗钦

点状元，也是南通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 ：．1． 。： ．

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从京口得脱后，奔通州，在此地留
。 下近20首诗篇，其中‘扬子江》写于通州至扬子江船上，。几日随风

’

’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爱 ，

。

国深情，彪炳千古i诗人诗集《指南录》之名即出此： ．

。． 。元代本地经济发展，文教继续发展。仁宗延桔三年(1316)，如
。

。

。

皋县下驾原陈应雷为开封解元，官平江路总管，名诗《游中禅寺》传+．．． ．

世。元末蒙族人冒致中，本为两淮盐运司丞，参加张士诚起义失败
。

”，

。后，随郭通甫隐居于东陈镇。冒致中以儒术起家，为如皋冒氏始祖。 ?

：
。

明代为通、泰二州经济繁荣时期。文教大兴，人才辈出，著作日
、

～
、

．

． 、=

。

。

·： 。
‘。9 7．

‘．

． ’

。

，
：

J ，

，



r富。从洪武四年(1371)至崇祯十六年(1643)，通州城及郊外出现了
， 38名进士．海门县虽因屡屡塌江迁徙，然自洪武至万历朝亦有进．

。

．士5名，举人20名，太学生119名，武举3名。如皋县仅t东皋诗

‘、．存'所收作者就有明代进士15名．其中不乏文化名人．、成化十一
1。

年(1475)进士冒政，累官兵部尚书，弘治六年(1493)进士、冒鸾，累

． 官福建左参议，十二年进士凌相，累官右副都御史、湖广巡抚，十八 i，

’
： 年进士姚继岩，累官太常寺少卿；正德十二年(1517)探花崔桐，累 ．

，． 官南京太常寺少卿掌国子监祭酒、北京礼部右侍郎I十六年进士钱一 。

。

。

铎，累官广西副使，嘉靖二年(1523)进士马坤，累官工部尚书，十一一
，．’ 年进士钱盥，累官广东副使，十四年进士陈尧，累官刑官侍郎}二 ?

∥? 十三年进士孙应鳌，累官工部尚书，三十五年会元、进士袁随，累官√ j‘

!，、 一四川左布政使，四十一年进士苏愚，累官广西左布政使I同榜陈大。 ‘一

、，．壮，累官山东左参政，四十四年进士顾养谦，累官蓟辽总督兼辽东，，

‘，”经略、右都御史J部右侍郎I四十五年选贡生曹大同，啸傲林泉， 、‘．。

。，。积平生力汇编160卷大型类书<艺林华烛>，有惠学人I隆庆元年’。 ，

’-．+7进士郭师古累官甘肃副使进左参政兼佥事，善诗．他们都有著作，． i

． ，有些著作尚流传至今。隆庆元年(1567)进士陈大科，累官两广总 ，。

。

i督、兵部右侍郎、右副都御史，不仅著有<陈如冈文集>，而且悯家乡

士子僻居海隅，书籍不足，还陆续刊刻了‘五经旁注>、‘说文解字>、+。 ‘，

1一j ‘初学记>、‘杨升庵集>等教十种典籍行世，并纂有万历‘通州志k‘
．一、 嘉靖岁贡生彭大翼积四十余年心血成私家撰述最大类书之一‘山

‘、

_．，堂肆考}240卷，后得到焦兹、纪昀极高评价．，其他如范凤翼、白正 ：

一1 蒙、张元芳、李之椿、冒起宗、陈实功、许直、王效通、包壮行等，也都。 ．，

-i I’是南通文化史上的重要作家。此外，著名说书艺人柳敬亭万历十五7

一。，。．，年(1587)生于通州余西，戏曲理论家李渔三十九年生于如皋县石．。’．
二

。一 庄镇。．以上人事说明明代南通地方经济繁荣，文风鼎盛≯。．～·o?‘- 一，

々．．，‘· ．ij清承明制，南通一带文教持续兴盛，著作注重理论性．举其大．。．’’⋯
’

o者，如康熙六十年(1721)进士姜任修为清苑知县，以刚直弃官，为 ，?‘+

?‘j‘-。lO“，一√：． ’，， ：+、：。，|j一。’■_一．。√：、
，⋯．；、i’。。。∥’．+0一。+ 。-。j，|：；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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