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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志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南，坚持实事求是

原则，融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为一体，紧紧围绕历史发展主线，布局行文，编纂史

料。 ．， √ ， ．

2．内容安排：以总述开头，以修志始末结尾，中排大事记、建制沿革、地理、政党、政

权、军事、经济、文化、社会、人物等共32卷(志)，150万言。

3．编纂方法：横排直写，纵述历史，横陈现状，事以类从，详近略远，以建国后为主。

形式，主要以文字表述为主，兼以图、表、录说明。

4．记事记人：忠于历史，不作应酬文，是非功过让事实说话，不加评论。对建国后重

大政治事件，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慎重处理，宜粗则

粗，宜细则细。入志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凡对人民有较大贡献者，或对社会进步与

．倒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不分行业、部门、职位的高低，酌情立传或载于表、录；排列次

序，分类安排，以卒年为先后，立传者只记大事与个性特点，生活小节不记；对个别事件

中出现的人物，均以事系人，不单独立传。

5．各专志内容：以写本行业事业发展变化为主，不越界而书。凡有交叉矛盾的地

方，以本卷为主，它处从略，或错开角度，详其所当详，略其所当略。

6．本届修志，上限以清同治五年县志为界，适当参考民国二十五年版本，个别地

方，上溯到明、清时期或更早；下限为1988年，个别专志或后续章节，延长到搁笔为止。

7．资料使用：无论档案、文献或口碑资料，均考证核实，一般孤证不取，力求准确无

误。 ，，

8．改正旧志上对农民起义领袖及其军队为“逆"、“贼"、“匪’’、“寇"和“窜扰一、“倡

乱”等诽谤不实之词。同时对国民党政府、军队、供职人员，是啥写啥，正书其名。

9．纪年方法：1947年郧西县解放之前，用传统年号和序数纪年，括号内注公元年

月日；建国后，统用公元，不用夏历。 ·

“

10．文体：用语体文，录用原文言文者，均加引号；行文一律使用定案的简化汉字。

11．数字表述：世纪、公元，用阿拉伯字；朝代使用夏历，数字使用小写汉数字如一、

二、三、四、五、六、七√＼、九、十。对重大会议次数如“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十一’’、“三"，“郧西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一’’等，也用汉字表述。对于文内或表

册内通用数字，无论是解放前、解放后，是多位数或单位数，为了书写方便，一律使用阿

拉伯字。军队番号序列，尊重传统>-7惯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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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郧西县志》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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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来，在华夏大地，国有史，县有志，这是中华民族独有的优良文化传统，也

是我国的两大文化瑰宝。 ，? ，

· +地方志，纵贯古今，横及百业，乃“一方之全史力、“信史"。故历代地方长官必视修志

为要务，并通过县志掌县情，通古今，考兴亡，张法度，辨是非，求隐赜，以资决策，鉴往

知来，革故鼎新，指导政事。
” 一

．· 郧西，地处鄂西北边睡，古属山乡小县，文化不够发达，但修志之举从未间断，明以

前即有《上津县志》，上津与郧西合并后的清初直至民国时期，近300年问，先后8次修

志，6次成书，今存旧志5部。 ”一
、

．．

，

本届修志为郧西解放后首修，即建县以来第九次修志。根据上级指示，县委、县政

} +’府于1981年元月联合发出通知，成立郧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3月，组建县志办公
f 室，遵选干部，配好班子。在研读和分清1日志良莠，初步明晰史志理论，总结历史经验教

{ 训，充分掌握基本县情，明确修志指导思想的基础上，开展实际工作。先后阅13年之

久，大体经历4个阶段：二是制定编纂方案，拟订和不断调整专志纲目；二是利用多种
‘ 形式，大规模征集资料；三是培训人员，组织试写和分期分批编写；四是层层建立审稿

制度，开展民主查漏补缺，纠错去舛，精益求精．然后定稿、校勘、付梓，方竣大业。，
’

新编《郧西县志》，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强调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于一体，突出地方特点，合理谋篇布局，加强整体控制，坚持同类归

并，综述历史，横呈现状，详今略古。断限时闻，一般上限接清同治版县志，下限1988

年，部分专志和个别专章，根据需要适当上浮下延。编排次序，尊重历史习惯，书前冠以

．新志序言、旧志序言(选录)、总述、大事记，然后按地理类、政治类、经济类、文化类以及

÷+t 人物等，依次排列，最后以修志始末落笔。 、
1

．此次为建国后第一次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要求高，难度大。强调新思想、新观点、

新方法、新材料和科学性、现代性，既要继承更要创新，其困难可想而知。10余年来，县

志办公室人员含辛茹苦，埋头钻研，勇于开拓，广泛借鉴，反复实践，立足本地实际，强

化调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修出了一部无愧于时代的新方志，与历史上旧方志相

比，本次新县志有如下特点：t 0 i

r

．(1)修志规模之大，卷帙，字数之多，创历史新水平。翻开5部旧志，最多为同治年

间修志达245人外，最少为一家三人纂修；时问最少3月，最多10年；卷帙最少4卷，
日

。1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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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其广度，实

(3)篇目、体例设置以及章法、行文、图表等编修系列，较过去旧志都有重大改进。

地方志编写，有一套独特的传统要求，需要努力学习继承。但时代在前进，形势奎发展，

许多复杂事物按“老规矩”已无法解决，如“政治观点"、“记述内容"、邸体例编排”、“纵横

分割"、“详略分寸”、“文风更新”等等，都与旧志处理方法有所区别，图表大量增加，照

片从无到有，使新方志更具有时代特色和明细化、规范化的特点，提高了使用价值。

(4)把握时代脉膊，继承创新双管齐下。首先对旧志史料进行了补缺订伪，纠正了

几千年来封建社会强加给“农民起义”、“妇女解放”的污蔑、谩骂和虚伪不实之词，屏弃

了许多封建典章，如“皇言"、“恩泽’’、“节妇”、“烈女’’、“忠孝’’、“仙释”以及“妖异’’迷信

等种种糟粕。其次，新增加了大量经济建设内容，如工业、农业、乡镇企业、城乡建设和

科学技术等，尤其补写了“改革开放”10余年来的建设成就，以30％甚至更多的篇幅强

化了经济部类，总结了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揭示了一些发展规律，深度、广

度均开一代之先河，把编修地方志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j

另外，本届修志，坚持理论与实践同步，“两项成果’’双丰收。运用古今修志理论，及

时总结了自己的实践经验，写出了一批当代修志理论文章，部分被上级评为佳作，受到

好评。本届修志还充分利用资料优势，加强对“副产品’’处理，积极为现实斗争服务。在

县志正式出版之前，先后编写了《县政概况》、《胜利丰碑》、《王聪儿》、《山城炮声》和各

类“文史资料”，合计成书100余万字。10余年问，先后为各单位和个人提供“临时服

务”100余次，解决了“远水不解近渴"的难题。 、

’‘
_．’

编修地方志，是我们祖先的一项伟大创举，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代代相传

的文化建设工程，其意义之大，不可低估。新中国建立后，尤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清除了“左”的干扰，改革开放深入人心，经济建设繁花似锦，这是此次修志取得成

功的一大政治前提。本次“通修"为后世“续修”打下了良好基础。今后当以每10一15年

“续修"一次为宜，以期代代延续。

实践证明，在当今社会主义条件下，建立“党委领导，政府修志”的领导体制，并在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具体领导下，开展业务工作，是符合当今时代要求的。古往今来，“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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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之难，必以得人为本"，人贵有

结合"的工作班子，选拔一批“有

)j一
∥ 一

史识、史才、史德之“三长"，建立以老为主，老中青“三

志于此者"，不断培养提高，并相对稳定，这是修志成败

关键所在，不可忽视。 。’ i

郧西县历史悠久，人民勘劳勇敢，气候温和宜人，各类资源较为丰富，有光荣的革

命斗争史，尤其在解放战争中对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解放后各项经济建设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变化，尽管与发达地区比还有较大差距，但改革开放的政策威力，人们陈腐观

念的改变，致富奔小康的革命热情，正如江河日夜奔腾不患，以前无古人的速度改变着

过去“一穷二白"的面貌。郧西的发展前景十分光明，变化速度将越来越快。

地方志是“政书"、“官书"，是人民的“精神食粮"，是领导决策科学的“备忘录"，是

直接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大型“资料工具书"。它刻划着社会前进的每一步脚印，它记

载着历史前进的座座丰碑。全县各族人民，尤其党政机关干部、企业职工、各级各类学

校教师、科研工作者、广大离退休干部、农村知识青年以及在校初高中以上学生，要热

爱家乡，热爱郧西，热爱地方志书，宣传地方志书，掌握和利用地方历史知识，让它为你

“当参谋"、“献计策"，把全县的经济建设和各行各业的本职工作做得更好，让社会主义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之花，在金县山川大地开得更加鲜艳奇丽。 ，

，

-f

-’ (本文署名作者分剔为县委书记、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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郧西县旧志序言选录

乾隆十五年(1750)县志序84岁老人粱风翥

昔司马子长(即司马迁)作《史记》，上自周、秦，下逮景、武，编年次事，其语递详I殷

商而前，止备梗概，表、书、世家、列传，或略而无征。钟竟陵(钟惺、湖广竟陵即今湖北天

门人)选诗古文词，或篇章弗完，亦成登之。何者?遗文献躅，异世相贻，其可传者幸也，

其不尽传者重可惜也!郧西邑志，自明成化丙申(1476)以上，人文事迹分载郧、津。设县

而后，因地考文，而郧志残缺，元宋以前，无复识别，上津专志又散失无存。自霄申而降，

二百七十余年，化(成化)、治(弘治)、正(正德)、嘉(嘉靖)，纪载稍备；隆(隆庆)、万(万

历)、天(天启)、崇(崇祯)，较之中叶，表述不详，十居其七，事实无征，十居其四，即有一

二称述，而补缀不备又不啻十居其九。间尝考罗金石，一碣所载，竟至秩官四人，乡官一

十二人。按之旧志仅列其二，其诸一二散见与为金石所不载者，不知凡几，岂其时独无

修明(修明：指政治清明)欤?是何后焉之略，且不逮其前之详耶?迨至屠燹(战争屠杀)

频仍，四野为墟，文人学士，播迁(流亡)载路，狂锋烈焰，世犹未戢(戢，收敛)，何有于遗

文!我朝康熙四年，令所在州县修辑志乘，鼎革二十余年，故老犹存，烬余稍富，续而成

之，政复无难。守土其谁，竟缺未举，可胜惜哉!至二十四年郡伯三韩杨公，纂修府志。又

十余年，郧人李克绍亦继有府志之辑，其所叙述较杨志差详。而西津之山川人文，前明

纪载不过万言，事实表传或多不及前史之详。至我国初，多缺而未载，年湮世远，固已无

从考矣。雍正已酉(1729)，抚军粤西王公，督学榆山凌公，议修通志，邑侯马公坦，学博

杨君炯，谬以余僭(僭ji&n，超越本分)充编次，顾刻期一旬。搜罗不遑，摘二志所载故老

旧闻，言溢二万，省志所录其可考也。乙卯分守佥宪鲁公复修道志，大乱原稿，罔堪信

后，其所谓仅传焉者，竟且大半不传矣。余窃惟志也者，史之支流，而亦国之详史也。星

舍之占验，所以佐天官。山川、经界、扼塞之形胜，所以备职方。天地生殖所以征食货。由

斯而祀戎、赋役、水利、储积有因革焉。学校、秩官、选举、宦绩、人物、列女有劝惩焉。灾

兵、异学、人妖、物怪附而胪(胪ld，陈述的意思)之，以明视听。其著述有关于邑是者，则

谨而择之，俾传嘉言而识废兴。夫国邑之事，史总其大，志分其专。居父母之邦，论次尊

亲，且以一时之耳目，上下古今，折简残帙，鲁亥杂陈，夏五盟密，南陔、由庚(即《诗经》

上的南陔、由庚)，(这四句的大意是：书籍残缺，文字错谬，有这无那)，孰缺孰补，为蔽

为欺，为党为诬，其能免乎?余念流传失真，重为文献累，退老以来，不辞固陋，复取曩。

稿，与儿辈大加搜罗，分别品日，总七十二条，七万五千余言，荟萃八书，都为二十四卷，

藏诸家塾，文事弗工，聊存故实而巳。昔宋温国公(司马光)作通鉴(《资治通鉴》)i朱子
Ⅳ



(朱熹)因之以成纲目，左太冲(晋朝左思，字太冲)著三都(《丕都赋》)。凡涂间废宇，市

井残牒，掇拾而储其材者十年。余固不敢僭拟，第传其所传，庶后之人可采，是而为一助

焉尔。(此志系手抄本，原本已遗失，今仅存序育。粱风翥系从外地任教谕的退休老人，字韶倪．家住四堰坪。题于
环山堂·) 。

“

。

～
‘

’’‘。 一 乾隆三十八年(1773)县志序县令张道南 一’
，

．7。有国史然后有省志，有省志然后有郡志，有郡志然后有县志，志也者识也。天道之

盛衰，地道之丰薄，人道之得失，皆于是寓(寓：寄托。全句是：都寄托在志书上)。故首列

星野，而灾祥以见，次以沿革，量地而制法也。沿革之道，莫大于疆域，而东西南北定矣。

次以里堡，次以关寨，而一邑之山水脉络分明，允占邑中之形胜。山水之间有泉洞，清而

驶(清澈长流)，衍而奥(繁衍奥妙)也。次以水利修堤堰也。志邮传者，何别远近，以急公

务也。次以桥梁，次以舟渡，恐民病涉也。至是而志城池，王公设险以守国也。有城池必

有公署，发政临民之所也。发政莫急于仓储，而常社(清制：．州县设常平仓，乡村设社仓，

也叫常社)分焉。常社所贮维(惟)谷，而昆虫草木亦方产也，方产定矣。赋役以均，应解

若干，应支若干，毫厘不差也。其养既得，其教可兴’，于是而设学校，敷(铺开、开展)文教

也。文教首重尊师，而礼乐昭矣。其间启圣祠及先贤、先儒、名宦、乡贤，礼皆于是而定。

有文必有武，而武庙之礼乐，亦尊敬之心，所不可废也。尊敬之重者，文武二庙，而坛嫒
(、施i)祀亭(土筑高台用来祭祀)，礼以义起矣。若武备之兵防，风俗之奢俭，尤其不可略

者。若秩官，若选举，秩官中有名宦，选举中有忠孝，有才节，有卓行，而男子之流寓，女

人之节孝以及仙释、寺观、古迹、坟墓，一一志之，崇正道，避异端也t：异端宜拒，妖异必

志之者何?俾民知警也。举兵寇者何?兵戎国之大事，兴而衰，衰而兴，否泰循环之理也。

殿以艺文，观天文以察交，观人文以化成也。若夫余编，则干志中所不尽录者，搜访无

遗。如天之有闰月，地之有支流，且以见人事俱备，缺一不可也：呜呼l数百年缺典，于

府志、省志及前明国史采辑而订为编，下而抄撮残本。至于家传一帙，人传一行，悉为商

酌，俾无滥遗，后之作者，其将有感于斯志。-，．一，：，7 ，

嘉庆十年(1805)县志序 -a-4-氯继擀 ．一．

小7．郡县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固也。然史之论人，有美有刺(即有褒贬)，志则惟美是

书，其体实异。至于政事之因革，民生之休戚，人心风俗之同异，志皆得备书。为政者按

籍而稽，了如睹掌，庶几兴除利弊，有所折衷，其关于国家治体者甚巨也。郧西之志经前

宰张吾庵纂修，其体略备。自嘉庆二年(1779)兵燹后，版多残缺。予是岁承乏(所任职位

产时无适当人选，暂由自己来充数，谦称承乏)。即驰驱于戎马问，暇则筑城廓，修学校，

一切兴举之役，皆手自区画；征文考献，尝有志而未逮。今幸军务告成，予将循例入觐

(进京朝见皇帝)。念八载以来，凡意之所欲为者，靡不黾勉为之，独于邑乘一书缺焉未

备，其何以谢吾贲?适得吾庵所辑原本，为之补刻。其吾庵以后之事，别为续志四卷，粗

具大略，而于边事为详，盖政事民生之所系，莫大乎是，而忠义之士皆出其问，人心风俗
? V



之厚亦无过乎是矣。极知拙于修饰，以志例之，诚有未尽。然事必崇实，惟求传信，后之
君子旁搜博采，泐(1色，书写)为金书，以备掌故。是兹邑人之幸，即予之幸也夫i ：

同治五年(1866)县志序(一) 陈寿
。’

郧西志辑于乾隆三十八年邑令张道南，至嘉庆九年邑令孔继稀补张志以后事为
续志四卷，迄今六十年矣。夫六十年为甲子一周，天道循环，地运旋转，人事递嬗(shan，

更替)，往往为之一变，况夫世际承平岁登，民数户口之增，益可志也。时逢兵燹，念切同

仇忠义之奋，兴可志也。又其间，皇恩之汪；岁(深广貌)，仕宦之迁擢，人才之彪炳，与夫
闾阎(古代平民居住的地区)j士女之孝友，义行节烈卓卓可传者，何可胜道。逮今略而

弗讲，后将何所据耶?岁甲子程礼门大令来宰上津，为民兴利除害‘，百废具举，著有循

声。时历伯符方伯檄饬各郡县修辑志书，礼门引为己任。偕邑中儒宿叶广文、年菜等，悉

心搜讨，不遗余力，阅一载而梓成。礼门率诸士绅，踵郡请谒，谆谆问序于余。余惟郧西

地介麇、商二国间。战国时张仪愿献秦商于地六百里，按商州西二百里有古于城。郧西

逼近商州，在古特为商之一隅。其地实秦楚之会，为郧襄屏藩。幅员辽阔，岩涧嵌崎，宰
斯土者非具精明干练之才，辨其区域，审所要害，乌能因地制宜，有合于风土人情乎哉!

然古为政者如子游宰武城，学道爱人，弦歌布化；子贱宰单父，父事兄事，鸣琴而治。为

政之道，不外得人。今礼门偕邑人士征文考献，勒为成书，俾六十年之故实，不复湮没，

其为政于此可见矣。吾乡归太仆有云：令诚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泽而有荣也，

不其然乎!礼门已擢郡守，他日出膺五马，若文翁之化蜀郡，龚遂之化渤海，行将于宰斯

邑胜之。余故于是书之成，为郧西邑人士幸也，是为序。

．

。
(作者系同治五年郧阳府知事，前翰林院庶吉士，今上海市嘉定县人)

同治五年(1866)郧西县志序(二) 知县程光第．

志书与史书相表里，史之体例志之体例也。一有作史之三长，而后可以修志乘。志乘

所载，一邑之星缠(星缠即日、月、星、辰运行的度次)，分野备于斯，一邑之舆图沿革备
。 于斯，一邑之农田水利备于斯，一邑之山川险隘备于斯，一邑之户口殷繁备于斯，一邑

之赋役轻重备于斯，一邑之文治、武功、兵防、政典与夫土风习俗随时变易者，无不备于

斯。微特此也，名宦乡贤于斯而矜式之，贞孝节烈于斯而表彰之。扬清激浊，微显阐幽，

吏治官方，成资考镜。郧西志自乾隆三十八年前令张君吾庵创修始，嘉庆乙丑年孔君雩

谷续之，迄今缺而不讲者六十余年矣。郧西向与上津分县，上津归并郧西后，两邑事实，

舛错失据。张君远稽明志，近考省志、府志，旁参梁君韶仪抄本志，汇萃成编，纂辑详整。

顾自兵火摧残以来，川原鹿骇，中泽鸿嗷，桴(fd，鼓槌)鼓宵鸣，惊砂夕振。村野冥顽之

辈，既不知掌故为何物，而一二抱残守缺之士，又复如幼安之避地，杜老之流寓，满目萧

条，志于何有?一旦而余，毳漂潦，荡涤无存，文教光昌，士林休畅，补苴(徊，补缀)掇拾，
此其时矣。同治甲子冬十月，光第承乏兹邑。甫下车而观风问俗，息讼安民，数月粗有条

理。接见邑绅父老，议续修县志事。众成心倾首肯，如得其意中所欲言。适奉藩宪(印布



政使)厉札谕修志，遂印设局子试院，本旧志而因之续之，修之饰之。类分十门，书成二

十卷，文近三十万言。是役也劝募若干缗(min，旧币1千文为。缗)，捐廉若干缗，创始

于同治乙丑三月，蒇(ch五n，完成，解决)事于同治丙寅四月。延请邑中叶君子芗，杨君星

衢主笔削，以及淹通博雅诸君子，罔不昕宵赴局，共襄厥成。余胪(16，列举)列其姓氏著、

于编‘，复撮其大要而为之序目： I“ 一。‘?__ j ，”’一 ．．：； ；·

郧阳屏蔽安襄，楚省北门之锁钥也a|去府治九十里为郧西县；万山丛杂，界直豫秦。

抚兹赤紧崖疆，按图考籍，其为民干城保障当何如?其为民轻徭薄赋当何如?其为民归

真返朴当何如?其为民振兴学校，鼓舞人才当何如?固不惟是涉猎词华，侈谈名胜泛泛

然，视此志为应劭风俗之通，荆楚岁时之纪已也。今夫士大夫作一日官，即当为民造一t

日福。光第自愧风尘俗吏，毫无功德于民。昔猥(自谦词)蒙大中丞胡文忠公褒以“廉不

言贫，勤不言苦’’，究之余何能廉?求己而已，余何能勤?循分而已。回思时势艰难之会，

簿书迷闷之秋，往往俯仰悲怀，急思与斯民相见，以性天而不可得。兹乃因邑乘之修，与

都人士征文考献，庶稍慰守土者维持风化之苦心矣。所惜山僻无书，搜讨未富，惟是网

罗散失，存信缺疑，与古人嘉言懿行之流，仅获什一于千百，聊借以绍往昔而诏来兹耳。‘

若云志之体例，悉符合于史之体例，则吾岂敢! ，．

。1 ．，

民国二十五年(1936)郧西县志序 县长兼县志馆总纂修郭治平’
}

郧西古为麇、商二国，介乎秦楚之间。先是南北朝及宋元时代为上津县，逮明成化

年间，划武阳、津阳区域置郧西县治。至清顺治十六年，复裁上津商并之。广袤达五百

里，幅员辽阔，地势崎岖，交通弗便，治理素称不易。民国二十三年，岁甲戌十二月，治平

奉命来守是帮。观风问俗，察诸民隐，以定施政之方针与缓急。举凡政治应兴应革者，如

保甲之组织，教育之普及，财政之整理，建设之推进诸大端，秉诸良心与职责，奋力以

赴，期年而粗具端倪。因念及地方文化攸关之县志，乃一邑信史。征文考献，曷可或缺，

思有以续而成之。顾议未兴，匪患纷乘，军书旁午，未遑计及，心滋戚焉!考郧西县志，自

前清乾隆三十八年，邑令张君道南创修，维时上津初并郧西，两邑事实舛错失据。张君

远征旁证，汇萃成编，良非易易。复于嘉、同之世，两度重修，究以年湮代远，仅存掌故考

古而已。民国十一年壬戌，邑令朱君明三，又从事续修。十九年庚午，林君雨楼，以本籍

人士，关念尤切，更继而续之，考订粼付梓已半。无何连遭兵燹，劫后余烬，散失殆
尽，其间不绝如缕者垂六年矣。治平深惧夫岁月变迁，由此散佚而湮灭，后之视今更无

可考者，又鸟可以抱残守缺，钩沉稽弦之业，贻之来者!于是益感于县志之修不可缓。二

十五年丙子秋，县境治安渐有升平之象，私心窃喜，以时不可失，爰集邑绅筹议续修方’

案，设馆分事。’延聘名宿陈达夫、王子余二先生暨学界、乡贤诸君子，分主笔政，治平谬

膺总纂之责；缺者补之，断者续之，继往开来，蔚然成帙，阅三月则蒇事。是皆躬身是役

者之恪(k色，恭敬，谨慎)尽厥职，意志齐一之所致。惟时间仓卒，挂漏之议，实所不免，非

敢附庸史侧，妄所希冀，要亦本春秋谨严之义，网罗今昔，存信缺疑，用成实录耳。晚近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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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偷薄，世俗浇漓CA．与人之间缺乏其真诚的感情)，汲汲于自私自利之念，安有立德

立言者。见微知著，作之楷模，赎末劫之将来，挽狂澜于既倒，以复兴吾民族，共跻于大

同之域者耶!兹者纂修脱稿，行付剞劂(ji，ju6，刻板、刻书)。其关于忠孝节义之表彰，嘉

言懿行之纪载，诹谘博访(z6u，zi，询问，征求意见)，不厌求详，俾邑人士知所借镜，惕

焉警觉。善有劝而恶有规，顽夫康而懦夫立。移风易俗，关系匪鲜。至若沿革之推求，制

度之考核，与夫夸张才藻，侈谈名胜是又其余事焉耳。后之览者，可以兴矣。

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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