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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我省地方古代文献，品类繁富，内容宏博，举凡历史掌故、风土

人情、军政设施、经济贸易、诗文杂录之类，罔不该括。惜乎年深岁

久，疏于汇集整理，譬良金关玉，杂厕于草莽之中，渐就湮没，不显

于世。
。

．夫地方古代文献，为民族精神之所寄，若能网罗挟择，整理出

版，使其广为流布，则不仅有保护传统文化之功，亦为加速其地之

对外开放，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增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之建设，

卓著成效。

比年来，各兄弟省市，多有致力于地方古籍之整理出版者。兹

略举数例以言之：皖省刊有《安徽古籍丛书》、闽省有《福建丛书》、

粤省有《岭南丛书》、陇省有《陇右文献丛书》、晋省有《山右丛书初

编》、东北数省则有《辽海丛书》。经此一番整理结集，各省之地方

古代文献复灿然于世，从而为该地之经济文化建设，提供若干可资

借鉴之珍贵史料，古为今用，嘉惠后人多矣!

有鉴及此，1985年余曾建言湖北人民J出版社编纂《荆楚故书

丛-?J】》，以弘扬荆楚文化为职志，幸蒙采纳。当时计划整理刊印之

古籍凡一十五部，终因经费拮据，甫出四部，即告中辍。

1993年湖北省高校古籍整理研究中心成立，下走与湖北大学

古籍研究所实董其事，因复倡议整理出版湖北地方文献。幸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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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出版局邱久钦局长之鼎力支持。1998年在邱局长统率主持

下，《湖北地方古籍文献丛书》一、二两辑，相继由湖北人民出版社

组编面世。

2000年，湖北教育出版社荣膺省内地方古籍出版之重任，在

省新闻出版局之统一布署下，《湖北地方古籍文献丛书》续由湖北

大学古籍研究所承编，并纳入省高校古籍整理研究中心规划，嗣复

上报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批准立项，列为“九五”课题之

一。历时二载，湖北大学古籍所会同省属各高校，通力协作，共整

理地方古籍一十七部，乃汇综为第三辑，即此编是也。

窃思荆楚文化，源远流长，传世典籍，汗牛充栋。今兹所辑，诚

微不足道。有似万里之行，始迈跬步。若夫广搜博采，群策群力，

俾湖北地方文献纂辑综理之业，更上层楼，则愿俟诸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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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 O二年初春于湖北大学古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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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驻防八旗志》序
●

、●

荆州为古今形胜之地，历代皆设重兵，至宋乃分禁军以驻

之，选武臣为都监，专主训练。乾道末，荆南兵额二万。详见

《宋史·兵志》。禁军者，天子之卫兵。今之驻防旗营①，即我朝

禁军也。康熙二十二年，三孽既平，车书混一，荆州势据上游，

滇、黔、巴、蜀往来所必经，始定驻防之制，设协、佐、防、

校②等官，而以将军、都统@为之帅，凡在行省者，多与督抚@

同城，惟荆州独成一旅。祖制煌煌，于今为烈。粤匪之乱，鄂城

再陷，旗营官兵效命疆场，动以千百计，故荆郡幸全。二百余年

间，生聚教诲，不惟材官技卒有勇知方，而且户习诗书，家兴仁

让，名臣宿将，代不乏人，大政所关，载在国史，而私家著录，

迄无成书。父老传闻，久或失实，其附载《荆州府志》者，又复

略而不详，余滋憾焉。同治庚午，方以都统佐理是营，与将军巴

玉农议，拟仿《八旗通志》⑤之例，创为《驻防志》。适余奉命专

阃杭州，未几，玉农亦作古，竟不果行。丁丑秋，自杭移镇荆

州，旧部重收，乐成前志。初以倡修书院，筹备仓储，未遑他

及。去岁，诸务就竣，遂进协领等于庭，告以修志之举，会议日

“可”。八旗官绅，欣然从事，爰开局城中，严定凡例，延聘师

儒，分任纂校，搜缉丛残，国史未登者参以家乘，传闻未实者证

以公评，信者征之，疑者阙之，不敢苛，亦不敢滥，视《府志》

所载，则已遇半矣。五阅月而书成，首制诏，次建置，次风土，

次食货，次学校，次武备，次职官，次选举，次仕宦，次人物，

次列女，次艺文，分flail类，都为十二卷。虽于列圣申画慎固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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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无裨万一，而方隅掌故开卷犁然，亦可备辅轩⑥之采。后之官

斯土者，沿流溯源，申明国家教养之恩与掺防之义，俾八旗子弟

省览是编，鼓舞奋兴，人有以教家，出有以敌忾，公侯干城，公

侯腹心，公侯好仇，即以续南国之风可也。若大经大法，载在史

册及《八旗通志》者，不具书。
光绪六年孟夏中浣⑦，钦命镇守荆州等处地方将军调任江宁将军一等继勇

侯希元序。

【注释】
、

①旗营：指八旗军队。八旗：明万历年间，满族首领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

过程中，创建八旗制度。初期，兼有军事、行政、生产三方面的职能；后来成为兵

籍编制，以旗色为标志，分正黄、正白、正红、正蓝，至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

年)增镶黄、镶白、镶红、镶蓝，称八旗。其中，镶黄、正白、正黄为上三旗，也

称内府三旗，清初直属亲军。其余为下五旗。此外，又将所统治的蒙古族和汉族编

为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合为二十四旗。 ②协、佐、防、校：协，协领，官名。

清代八旗兵制：将军下有协领，位在副都统下、佐领上。佐，佐领，见上。防，防

御，位于佐领之下。校，校尉。清制：八品以下为校尉。明清也称卫士为校尉。

③将军、都统：将军，清代将军有三种，一为宗室爵号之一，二为驻防各地的八

旗最高长官，三为临时出征的统帅。此处为第二种，内地各省将军掌驻防军事及旗

籍民事；在边疆各省，将军即为全区最高军事和行政长官。都统，清代设八旗都统，

为旗的最高长官，职掌一旗的户口、生产、教养和训练等。一 ④督抚：总督和巡

抚的并称。明清两代最高地方官，兼理军政、刑狱。 ⑤<八旗通志>：<四库全

书>收有其‘初集>二百五十卷，雍正五年开始编纂，乾隆四年告竣。分八旗分志、

土田志、营建志、兵职志、职官志、学校志、典礼志、艺文志及诸表、列传等。

⑥辅轩：古代使臣乘坐的一种轻车。后亦为使臣的代称。 ⑦中浣：唐代官制，

官吏十天一次休息沐浴，每月分为上浣、中浣、下浣，后来借为上旬、中旬、下旬

的别称。



《荆州旗营驻防志》序

古者先王封建宗戚，屏藩王家，不特崇德报功，寓笃念勋旧

之意，亦且形格势禁，立隐相维系之宜，恩至渥，制良备也。自

秦废封建，汉惩孤立，自时厥后，历代宗亲勋戚，废兴强弱，不

常厥制，而得失亦往往参半互见。惟我朝以八旗禁旅分驻各直省

形胜要冲，无事则拱卫控制，隐然有虎豹在山之势；有事则敌忾

同仇，收干城腹心之用。其将军、都统等官，听朝廷随时迁擢，

全收封建之利而无其弊，制度最为美善。顺治间，虽间遣驻防，

未为定制。康熙十二年，吴逆之变，圣祖以荆州为咽喉要害，首

命都统巴尔布、+前锋统领硕岱，率满洲精骑三千，兼程驰往荆

州，以遏其冲。以故，吴逆卒不能过长江一步，遂渐就殄灭。二

十二年，事平，因留旗营驻防，是为荆州驻防之始。咸丰初，粤

匪跳梁，东南数省大半蹂躏，独我荆州完善，安堵无惊，龙背桥

之战，尤足寒贼胆而固人心。其后，官胡诸帅，因无回顾忧，乃

得以其间筹饷练兵，克安庆，援江皖，收复金陵。是荆州驻防居

长江上游，其有裨于东南大局者如此。然则历圣生聚教训之恩，

其又可忘耶!顾自二百余年来，荩臣硕辅，奇勋伟烈，其足焕旃

常而汗丹青者，固已登之国史，炳焕千秋矣。他若兵马钱粮之

制，户籍丁口之数，与夫学校、职官、忠孝、节义、古迹、文

章，漫无纪载，其何以备征文考献之资乎?《荆州府志》虽间附

收采i然不过十存三四，遗漏者良多。前荆州将军继勇侯希君赞

臣，深惧漫漶，无以存前微而昭后矩，爰集协、佐各属，告以仿

《八旗通志》之例，创为《驻防通志》，自为一编，都昭美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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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成，适移镇江宁，继之者为景将军，亦间加搜补。余以八年春

奉命专阃是邦，取此《通志》读之，见其纲举目张，体例详明，

为门者十有三，为志者十有一，为卷者十有六，其他子目，凡以

数十计，要皆不遗不滥，岂徒斗靡夸多、侈为一隅之掌故云尔

哉!固将上备辅轩之采，而为人心风俗感发振兴之一助也。后之

览是编者，考建置之由来，则当思庙谟宏远、申画固守之精心；

见户口之繁滋，则当思累朝豢养、覆育生成之大德；见人文之蔚

起、忠义之昭垂，则当思涵濡薰陶、化导裒崇之至意，庶不负修

志者采订编辑之心也。夫余自维德薄能鲜，无以继诸君子之美，

然窃愿与我八旗耆老、子弟互相劝勉，以仰副朝廷设立驻防屏藩

王家之意，用释宵旰眷顾南服之思，是则夙夜兢兢，不敢或忘

者。夫是书原委，前《序》论之详矣，余奚庸赘，乃者八旗官绅

以序言为请，因思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矧斯志也，上自列圣

丝纶，下及旗民生齿，罔不具备，是亦千秋得失之林，而为从政

者之权衡也。余其敢以不文辞，爰撮其大概如此云。
光绪九年岁次癸未仲春月，钦命镇守湖北荆州等处地方将军奉恩将军宗室

祥亨序。 。．



纂修衔名

总 裁

前任荆州将军调任江宁将军一等继勇侯 希元蒙古正黄旗人

镇守荆州等处地方将军奉恩将军祥亨宗室镶白旗人

左翼副都统散秩大臣世袭三等公瑞兴满洲正黄旗人

右翼副都统世袭散秩大臣懋烈伯 恩来汉军镶蓝旗人

前任成都将军世袭云骑尉巴图隆阿巴图鲁魁玉满洲镶红旗人

提 调

花翎记名副都统原任左翼蒙古协领 宝瑞蒙古镶黄旗人

花翎记名副都统正黄旗满洲协领 楚廉蒙古镶红旗人

参 订

花翎记名副都统正蓝旗满洲协领顺兴满洲正蓝旗人

花翎记名副都统原任镶白旗满洲协领哲匀满洲镶白旗人

花翎镶黄旗满洲协领调任左翼蒙古协领 宝连蒙古镶黄旗人

花翎原任镶蓝旗满洲协领 长祥满洲正红旗人’

花翎记名副都统镶红旗满洲协领 墨尔赓额满洲镶红旗人

蓝翎正白旗满洲协领 玉瑞满洲正蓝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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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红旗满洲协领 长秀满洲正红旗人

花翎副将衔右翼蒙古协领 连德蒙古镶蓝旗人

蓝翎镶黄旗满洲协领舒翁克里满洲正白旗人

蓝翎镶白旗满洲协领 春阳满洲镶黄旗人

蓝翎镶蓝旗满洲协领喜贵满洲正黄旗人

纂 修

花翎记名简放副都统遇缺即补协领右翼蒙古佐领恩泽蒙古
镶蓝旗人

镶黄旗满洲协领 宝俊满洲蓝旗人附生

蓝翎镶白旗满洲佐领世袭云骑尉 良续满洲正白旗人

蓝翎正蓝旗蒙古佐领 盛昌蒙古镶黄旗人廪生

蓝翎正蓝旗蒙古防御 松兴蒙古正白旗人附生

分 修

花翎知府用候选知县丙子科举人扎勒 哈哩满洲镶红旗人

拣选知县庚午科举人 泽宣满洲镶白旗人

拣选知县丁卯科举人 恩芳满洲正红旗人

花翎候选员外郎癸酉科举人穆克登布满洲镶红旗人

同知衔四川候补知县联武蒙古镶红旗人附生

拣选知县甲子科举人世诚满洲正红旗人

拣选知县癸酉科举人裕连蒙古镶黄旗人

己卯科举人 联瑛满洲镶红旗人 ．

壬午科举人 霍齐宽满洲镶蓝旗人



纂修衔名 3

采 访

花翎候选直隶州知州壬戌恩科举人恩瑞蒙古正黄旗人

大挑二等詹事府主簿壬戌恩科举人 额勒春蒙古正黄旗人

花翎候选直隶州庚午科举人 玻迪苏蒙古正黄旗人

拣选知县庚午科举人 崇兴满洲镶红旗人

乙亥恩科举人 秋奎蒙古正白旗人

丙子科举人 培林满洲镶白旗人

校 对

蓝翎镶蓝旗满洲佐领 金寿满洲镶蓝旗人附生

正黄旗满洲防御 裕勋满洲正红旗人

镶白旗蒙古骁骑校 文瀚蒙古镶白旗人附生、

丙子科举人松溥蒙古正白旗人

候选县丞壬午科举人 联森蒙古正红旗人

壬午科举人 全禄满洲正蓝旗人

廪生 炳泽满洲镶白旗人

翻译举人 经纶蒙古正白旗人

领催 法什善满洲正自旗人

监 局

蓝翎镶蓝旗满洲佐领 文魁满洲镶蓝旗人

正蓝旗满洲防御 春秀满洲正白旗人

镶黄旗满洲防御 讷苏肯布满洲正蓝旗人

蓝翎镶蓝旗蒙古防御 连悠蒙古镶红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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