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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陈炳荣先生修纂<枫桥史志>告成，索序于我。枫桥是我年轻

时旧游之地，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整整两年，我在这个名镇附近的

花明泉村读完初中并进入高中，其地山JlI秀丽，人物殷阜，有机会

在这里求学，毕生值得回忆，现在又能为陈先生的大著作序，更是

不胜荣幸。

地方志修纂在我国渊源悠久，开始盛行于六朝，而方志一名，

即为六朝名著<水经注>所首先提出。此书卷二十一<汝水注>：“会

上台下列<山川I图>，以方话参差，遂令寻其源流。”又卷二十二<渠

注>：“因其方志所叙，就记缠络焉。”清陈运溶在<荆州记序>中所谓

“郦注精博，集六朝地志之大成。”说明郦书所引六朝方志甚多，著

录于<隋书·经籍志>就达139种。可借这一时期的方志，现在除

<三辅黄图>、(1lj居记>等极少数几种外，已经亡佚殆尽，只能从其

他古籍或类书中见到摘引的片言只语而已，这当然是我国文化上

的一种损失。

按现在窥及的六朝地志，可以略知这一时期方志的特色。第

一，当时的方志均为个人著作，不像后代的成为官书；第二，志书篇

幅多短小精悍，名称以称<记>居多，如<丹阳记>、<扬州记>等等；第

三，作者多为知名学者，以<水经注)引及而至今尚存的<山居记>为

例，此<记>为刘宋著名文学家谢灵运所撰，此文是体例完整、内容

丰富一种韵文形式的地方志(又称<山居志>或(山居赋>)，对其所

居始宁县的山川形势，田园农事，飞禽走兽，草木花果等，均有详尽

记载，全<记>凡4000言，在六朝地志之中，不但是一篇佳志，而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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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枫桥史志

是一篇长志。

我国地方志的官修传统大概始于北宋<图经>，案<玉海>卷十

四<开宝修图经>条：“四年正月戊午，命知制诰卢多逊、扈蒙等重修

天下图经，其书迄不克成。六月四日辛丑，多逊使江西，求江表诸

州图经，以备修书，于是十九州形势尽得之。”<开宝图经》以后未见

著录，是否修成，不得而知。但<玉海>同卷《祥符图经>条：“庚辰，

真宗因览<西京图经>有所未备，诏诸路州府军以图经校勘，编入古

迹，选文学之官纂修校正，补其阙略来上⋯⋯三年十二月r巳，书

成，凡一千五百六十六卷，目录二卷，(李)宗谔等上之，诏嘉奖，赐

器币，命宗谔为序。”此事经过，我在拙作<图经在我国方志史中的

重要地位>(<中国地方志>1992年第2期)一文中已述其详。这是

现在我们有据可按的官修地方志的嚆矢。从此历南宋、元、明、清、

民国以至现代，地方志一直以官修为主，成为一种官书。

官修志书无疑有其特殊的优越条件，官府物力优裕，易于罗致

人才，修纂刊印之便，亦非私修可比。但另一方面官修也不无流

弊，不少贤牧良守，聘请名流主纂，成就当然不凡。却也有许多地

方官敷衍塞责，潦草从事。所以谭其骧先生在其<地方史志不可偏

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一文中指出：“就我看到过的地方志而论，修得好的是少数，大多数

是差的，甚至是很差的。地方史一般是私人著作，作者多少是个学

者，总的来说，质量较高。而地方志除了少数几部出于名家手笔

外，多数是地方官限于朝廷功令，招集地方上的举人、贡生、秀才等

一些乡曲陋儒修成的。这些人大多只会做代圣立言的八股文，根

本不懂得著述的体例，不懂得前朝的典章制度，更不会做学问。因

此，在他们的作品里往往夹杂着许多错误的记载，甚至是错误百

出。有些地方志是每修一次便增加若干错误，越修越差，越修越

错。”
。

私人修志在物力上当然不及官修，但在某些方面，其优越性却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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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胜于官修。首先，官修志书属于职责修志，而私修志书则是志趣

修志。前者，按上述谭先生的议论，克尽职责者寡而敷衍塞责多。

后者，以修纂志书作为个人志趣事业，当然全力以赴。其次，官修

志书，主修者为地方官，政事冗繁，不遑顾问其事，志书质量决定于

其所遴选的主纂。主纂者为名流学者，志书当然雅驯，主纂者为冬

烘腐儒，志书自必不堪卒读。今天我们评价历代方志，官修佳志，

如上述谭先生之言，只是少数。其问也有若干私修的，却往往鹤立

鸡群，为后世所推崇。如北宋宋敏求<长安志>，<四库提要>称其

“精博宏赡，旧都遗事，籍以获传，实非他地志所能及。”又如南宋张

误<宝庆会稽续志>，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四云：“其提刑

提笔，迸士题名，皆前志所未有，而人物一门亦多补前志缺漏，吴越

钱氏尝称越州为会稽府，前志不载而独见于此书，可见其留心掌故

矣。”

自从80年代初期以来，我国的修志传统在经过数十年中断以

后又开始掀起高潮，其规模之大，成果之多，亦为历代所未有。而

志书质量，也有较大提高，成绩卓著，众所共见。但我们也应该看

到，历来官修之弊，在某些地区，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主要的是：

第一，公费办事，消耗巨大，有的市县修志机构臃肿，人员冗杂，但

学识渊博、经验丰富者不多。而在修纂过程中，审稿会反复举行，

收效并不很大；志书出版时，又往往举行首发式，为造声势，不惜破

费。第二，专家参与修志者甚少．这是志书质量不高的重要原因。

正如周乃复在<中外地方志比较研究的肇始之作——读陈桥驿先

生(中日两国地方志的比较研究)>(<中国地方志>1993年第4期)

一文中指出的：“我国这一届修志队伍的结构是不够理想的，至少

在县市一级专家主持或参与编志的极少，连应邀参加评议的也凤

毛麟角，实应引起领导部门的警觉，采取措施加以改进。”我在拙作

<名山佳志>(<浙江方志>1996年第2期)一文也提及：“在这次修

：基的初期，不少修纂者，完全不懂得地质学及自然地理学为何物7

． ． 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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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随心所欲把这两门研究对象完全不同的科学，并在<自然地理>

卷篇之下。他们更不懂得什么是‘二名法’，用李白珍撰<本草纲

目>的体例和材料对付新修志书的植物卷篇，以致被熟悉中国方志

的外国汉学家对比民国《鄞县通志>的成就，提出‘倒退了半个世

纪’的批评。”像这样一类的志书，徒然浪费大量人力物力，既无学

术意义，也无实用价值，首发式以后，实际一切完结。

现在，陈炳荣先生的<枫桥史志>以其严谨的体例和丰富的内

容，又一次雄辩地说明，修志当然以官修为主，但私修也值得提倡。

陈志共分18篇，举凡枫桥的自然与人文，已经包罗无遗。而结构

之缜密合理，资料之详尽完备，叙事之纤悉曲尽，文字之工整洗炼，

诸如此等，都无愧于作为一部现代乡镇史志的楷模。欣然作序，希

望这一部佳志的早日问世。

陈桥驿

1996年6月于杭州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作者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杭州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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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枫桥，山JiI秀丽，人文荟萃，古迹众多，是一个有相当知名度的

古镇，今日成志，更使人地增辉，值荦导庆贺。

盛世修志。80年代以来，省、市、县以及各类志书相继问世，

蔚为大观；各地修史工作也蓬勃开展，成果累累。史和志同出一

源，关系密切，虽有区别，却可融合，更可优势互补。<枫桥史志>定

名为“史志”，亦史亦志这是一种可贵的尝试。全书设有“大事记”、

“历史轨迹”、“地名由来、行政建置和区划”的演变等，纵述历史，明

古详今；又横排门类，剖视全镇的方方面面，涉及许多门类，众多方

面，便于人们既宏观又微观地、既历史又现实地认识了解枫桥的全

镇和古今。 ，

、

’

+以一镇而言，虽然地域不广，范围不大，却“五脏俱全”。一部

志书不可能也不必要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只能不缺要项，显示重

点，体现特色，详特略同。<枫桥史志>详记当地的基本地情，仅山

就记有4l座之多，光桥就有2l座之多；详记聚落名称、姓氏、人

口，反映了枫桥作为古镇的历史渊源和重要方面；同时，详记当地

耕读传家，源远流长，引人瞩目的教育事业和出类拔萃的各类人

物；枫桥的名胜、遗址、古迹等均一一入志，显示了枫桥这方热土深

厚的文化底蕴。同时，全书对当代经济的发展，新兴工业及企业的

涌现，以及日新月异的城镇建设等都作了如实的记录。全书史料

翔实，设计合理，特色显明，文字朴实，而且具有相当的可读性。

编修社会主义时期的新方志，没有领导支持是难以毕功的。

作为省、市、县三级修志来说，是党和政府布置的任务，应该如期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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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可是作为镇志的编修，上级并无明文规定，需要从各镇的实际

情况出发，根据人力和物力，需要和可能，见机行事。枫桥镇的几

届党政领导，从枫桥古镇、名镇的实际出发，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

重视文化建设，毅然支持陈炳荣老先生编撰、出版<枫桥史志)，这

是高瞻远瞩的明智之举，是值得推广的。

十余年的修志实践证明，省、市、县三级志书，只能是党委领

导、政府主持，专家参与，并依靠广大修志人员共同完成。修乡镇

志则有所不同，可以由个人或少数人修纂而成。可是，乡镇志的修

纂者必须是编史修志的热心人、铁心人，具有相当的学识，并执着

追求，长年累月，坚持不懈。陈炳荣先生有厚实的史学功底，酷爱

枫桥这方土地，长期收集资料，认真订正许多史实，又不断求索，精

益求精，终于辛劳成书。这部书凝聚着陈老先生的多年心血，既是

全镇的，又是他生命的组成部分。陈老先生在与我交谈中，史识横

溢，对枫桥地情了如指掌，他那种好学不倦，不断探索的精神令人

感动，使人敬佩。

枫桥曾经是省里的一个著名的“运动重点”。30多年前我曾

多次去过那里，“扎根串连，访贫问苦”，花了数年时间，忙忙碌碌，

自以为已掌握了不少情况，其实，知之不多，而且知之甚偏。今日读

了<枫桥史志>，对昔日的枫桥有一个比较客观、完整、清晰的认识，

也算是补上了迟到的一课。

在本届修志中，个人修志尚属少见。<枫桥史志)的出版，开创

了修志的又一条道路，真是条条道路可修志。相信只要铁心修志，

放开手脚，坚持不懈，方志事业一定会更加兴旺发达起来。

魏桥

1998年10月于杭州。

作者为著名方志学家、中国地方志协会副会长、浙江省地方志

学会会长、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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