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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收录 2012 年 9 月前，记述湖州行政区域内事项的各

种志书，包括郡府志、市志、县志、镇志、村志及各类专志，不论存快，

一概收录。志书内容仅部分涉及湖州 ，但所记以湖州为主或首记湖

州的亦一并收入(如三吴志、大湖志、嘉兴地区志、若溪志等)。 旧编

地方志收录标准适度放宽 ，新编地方志严格按方志标准收入 ， 大事

记、地方史 ， 或不以志冠名的概不收入。

二、本书采用条目式编目 ，一种独立的志书即为一目 。每条目

著录 :书 名、卷性、篡修人、版本、存侠、修赛时间、篇目 、主要 内 容与

简要评价。

三、志名采用地方名称、古称 ， 首次出现时在提要内加以说明 。

志名之前，一般按篡修年冠以年号或朝代号，篡修年无法确定的 ， 按

记事所止时间冠年号或朝代号 。卷数以原著为依据，快志辑存者在

提要项内予以说明 。未标卷数(或篇、章)的一般视为一卷。

四、今存志书藏书单位主要著录湖州市境，兼及国家图书馆和

浙江图书馆等 。

五、铁志的著录，基本项目与现存志书相同，但对书名、卷数、

篡修人、成书年代、收录范围、记述重点等内容，尽可能提供文献依

据 ， 必要时进行适当考证 ，今尚存有快文的，则交待快文的大致保存

情况，同时选择较有代表性的快文作简要介绍 。

六、条目排列顺序 ，先综合志 ，后专志 。综合志 中首市(郡府)

志，次县、乡镇、村志 。县区排列按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区划(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 n顺序 ，以湖州市、吴兴区、南溥区、

德清县、长兴县、安吉县为序 ，旧志类推(以乌程县、归安县、吴兴县、

德清县、武康县、长兴县、安吉县、孝丰县为序 )。专志以人物志、职官

志、地名志、土壤志、土地志、 山水志、寺观志、园林志、古迹名胜志、

单位志、行业志为序。选择部分反映湖州特殊史事的地方文献列专志之后。

同类志书以篡修先后为序。

, 

凡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浙江湖州，自以方志之乡而著称历史上曾产生过多部名志。还

在宋代，就产生过景德《吴兴统记》、淳熙《吴兴志旧编》、嘉泰《吴兴

志》等 ，特别是明代天启中期由董斯张 (1587-1628)编篡的《吴兴备

志~ ，更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志书，深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者的好

评，不仅是内容丰富 ，门类齐全，特别是征引资料之多竟达 4∞ 多

种，除正史 、前志之外，还有大量野史、杂记 、文集 、笔记、家谱等，许

多征引之书都早已散供，因而保存了许多今人难以看到的地方文

献。而该志对于所引资料还大多加以考证或校订，史料价值就更加

可靠。尤其是它的编修体例，曾直接影响到清代台湾方志的编修，成

为清代台湾编修方志的样版之一。台湾学者陈捷先教授在《清代台

湾方志研究》一书中说， ~诸罗县志》在台湾是编篡得最好的一部方

志，而该志的编篡人员正是受到董斯张的《吴兴备志》的影响 。对此，

内地方志学界却很少有人知道。而在乡镇志方面，明清两代和民国

时期编修的《乌青镇志》和《双林镇志》等，都为后人留下了非常丰富

的有价值的资料，为后世修志树立了典范，并且还成为明清史研究

工作者们常用之书，这一点尤其值得今天新志编篡工作者们学习和

借鉴，因为这些旧志书给后人留下的都是些具体的史料，而不是空

洞的长篇大论。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作为方志之乡的湖州，从古至今究竟编修

过多少志书?尤其是流传至今的究竟还有多少种志书?很少有人能

够说得出来，大家都习惯于用"毛估估"的方法说"大约有一百来

种究竟一百多少?谁也说不清楚。直到 1984 年洪焕椿先生出版了

《浙江方志考》一书，书中收录浙江已供和现存的旧方志 2∞0 余种，

其中湖州方志 180 种，这是收录湖州旧方志最多的一部著作，此书

的出版，为研究和利用浙江旧方志提供了方便，曾得到学术界的好

评。那么，人们也许会问，湖州的旧方志是否真的只有 180 种?实际

上人们在使用《浙江方志考》过程中，发现书中对于浙江各地旧方志

记载中还存在许多漏记、错记、误记等情况，但是用过也就算了，也

没有机会再对其加以更正。同时也可以理解，在那个年代，由于历史

和社会等因素，条件限制了作者对该书内容做到完整无误，因此今

人也无意于对其苛求，况且做学问本身总是后来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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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慧同志是湖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的研究员，在职期间就非常注意对湖州历史上所编

方志进行研究 ，并不时在许多刊物上发表研究成果，退休以后，便集中精力对湖州历史上

所编之各类方志进行系统研究， 经过数年的努力 ， 终于编写出数十万字的 《湖州方志提

要}，全书收录了湖州新、旧方志共 424 种，其中新方志 171 种 ，旧方志 253 种 ( ~浙江方志

考》 原著录湖州旧方志 180 种， 其中有 20 种我们认为不属于方志而收入了地方文献存

录)。可以毫不夸张的讲，该书第一次摸清了湖州方志的家底，订正《浙江方志考》涉及湖州

方志记载有误的 42 条，纠误 62 处 ，补遗《浙江方志考》漏载湖州旧方志 93 种;发现井订正

《舆地纪胜》、 《内阁藏书目录》、嘉靖《吴兴掌故集》、天启 《吴兴备志》 、 《千顷堂书目 》、《明

史·艺文志》 、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顺治《湖州府志前编》、康熙《乌青文献》 、雍正《浙江通

志》 、 《清朝通志》、乾隆《湖州府志》、道光《武康县志》 、同治《湖州府志》、光绪《归安县志》、

《清史稿·艺文志》 、 《中国地方志集成》 、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 录》、《稀见方志提要》等 20 多

种书中错误 60 余处。我们现以大家常用的《浙江方志考》为例，如前溪、练溪、仙潭分别是

武康县、练市镇、新市镇的别名，而该书将这些志书都归于山水志 ;正德《仙潭志》、正德《新

市镇志》实为一部志书的两个名字，该书误认为两部志书，分别归于乡镇志和山水志;~吴

兴续志》是保存于《永乐大典·湖州府}9 卷中的一部相对比较完整的志书，该书著录为"已

供，仅见《永乐大典》著录一条成化《湖州府志》已久侠，该书却将静嘉堂文库本和姚氏咫

进斋钞本弘治《湖州府志》误录为成化《湖州府志》。而在该书中著录许多"未见传本"的志

书，如朱福增《练溪文献》、程之彭《仙潭文献》、张鹏需《南海文献志》 、张睿卿《舰山志》、唐

靖《前溪逸志》等 ， 其实都有传本，沈慧同志不仅均已过目，而且均已收录于《湖州方志提

要》之中 。还有罗慷修，杭世骏鉴定，卷首冠有孙槐、杭世骏、罗慷 3 序的乾隆《乌程县志} ，

该书则认为 本志卷首元序文，亦未列篡修人姓名署名蔡松篡《双林镇志新补}，该书亦

著录为"未著编者名氏郡翠傅兆为嘉泰《吴兴志》作序，该书误作傅兆敬; ~新市镇再续

志》的编篡者应为费悟，该书却误为费格;练市镇旧属归安县，该书则误为旧属乌程县;~宝

前两模志略》中的宝溪和前溪，其实均在归安县菱湖镇，但该书误将前溪归属旧乌程县，周

学泼、丁宝书参与编篡了多部志书，但该书各条目著录的作者籍贯并不统一，如此等等，就

不再列举，尽管所列问题，看起来都是小事，但是作为一部书所记载的真实性来说，还是应

该指出，否则这些错误将永远流传下去，因为无论是研究旧志，还是编修新志，都是在做学

问，而做学问讲求就是求真务实，精益求精，来不得半点马虎。因为你记载错了 ， 只要无人

发现，这个错误就会永远流传下去，特别是专家学者的著作，人家总会信以为真，因此，凡

欲著书立说者，下笔时必须审慎。而沈慧同志为了撰好《湖州方志提要} ， 她查遍了湖州的

图书馆 、档案馆等，并通过各种关系，查阅了浙江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乃至国家图书馆的馆

藏。有时候连中午也泡在图书馆，尽一切可能查阅原件，因为要写提要 ，单靠目录 、索引都

是无济于事的。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数年的辛勤劳动，终于完成了 25 万字的《湖州方志

提要》一书。当然这部书能够顺利完成，除了领导重视、各有关单位支持外，还有一个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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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那就是她的先生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程民教授的大力支持，不仅是精神上支

持，更重要的是整天开着私家车奔走于各个藏书单位，并且还担当了拍照的任务，很显然，

这位可敬的院长，为这部《提要》的编写是立下大功的。

对于这部《湖州方志提要}，我觉得它最大的贡献，表现在如下两大方面:首先，它第一

次彻底摸清了湖州方志的家底，从本来只知草一百多种，如今扩展到 424 种，为湖州数字

方志库的建设，提供了基础数据，不仅知道了数字，更重要的知道了分布情况和收藏单位，

为使用 、研究这些方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表面上看，这个数字变化似乎很简单，但是它

是用作者多少个日日夜夜辛勤劳动而换来的，其中甘苦自然一言难尽。

其次，它的价值更在于对每部方志都写了提要，正如《凡例》中所说每部书著录:书

名、卷l肤、篡修人、版本、存侠、修篡时间、篇目、主要内容与简要评价"。可见它与一般的目

录著作是不同的，有了这个《提要》即使没有看到这部方志原著，也可以了解到它的大体情况，

从这些内容来看，也就可以想见到这部《提要》工作量之大，学术价值之高。仅此两大贡献，就足

以使这部《提要》将会永远立足于方志之林，它为全国各地研究方志发展史树立了典范。

这里我想顺便告诉读者，如今我们所讲的提要，是源于西汉时期刘向校书时为每一部

书所写之《别录}，对此，著名的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在其《清人文集别录自序》中就曾

这样说 "别录之体，犹提要也。……苦刘向校书秘阁，每一书已，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

谬误，随意奏上，载在本书，后又衷集众录，谓之别录，盖即后世解题之始，名曰《别录}，谓

篡辑群书之叙录，都为一集，使其别行云耳咱。后来演变，亦有称解题者，如南宋陈振孙的

《直斋书录解题}，解题也好，提要也好，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功能，就是都要对每一部书作

一简明的评价，这是单纯的目录著作所做不到的。无论是《汉书·艺文志}，还是《隋书·经籍

志}，尽管它们在学术发展史上的地位都很高，却都不具备这个功能。而称《提要》影响最大

的自然要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了 。

这里我还要说几句的是志书名称问题，从这部《提要》所载书名来看，称呼确实不少，有一些从

书名看确实不像方志，将来很有可能会有读者提出疑问，关币:&点，我想告诉读者，方志在历史发展

过程中，确实产生过多种附于，我早年在仿志学通论》就已经讲毡，在方志发展过程中，曾产生过多

种名称，除了记、图经、志为主体外，还有图志、录、乘、谱、编等，以录为名的有~吴郡录》、《吴兴录》 、

《会稽典录》、《划录》等，以乘为名的有徽章职方乘》、~隆续职方乘》、(侨乘》等，以谱为名的有《永

嘉谱》、锢、平郡谱》、《高要郡谱》、《江阳谱》等，称编的有《永宁编》、(饱义编》等。我在举伊j说明以后就

曾这样说:吁见那部代的方古不能只着眼于名称，尽管称志、称图经是主流，但称记、谱、乘、编者

亦不能忽视。看一部著作是否属于方志，要先看其内容和著作体例，而不能用名称来定其是与不

是"。② 因为，在古代政府并无统一规览，况且这些书大多出于私人所修，因此不可制樨U1肌范，这

①《清人文集别录>>. 1963 年 11 月中华书局出版。

②《方志学通论>> c增订本)1 80 页，华东师大出版社 2013 年 1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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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应当可以理解的。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要和大家商量的，那就是有些书该不该属于方志，如学校志、工厂

志、医院志等等。如某某校志，我觉得这样称呼当然可以的，但这个志就不应当理解为方志

的志，而应当理解为史，同样作为一个工厂、一个医院，如果也都修了志，这个志也都只能

理解为史，因为它们本身都并不属于方志范畴，我记得原来的杭州大学就有校史编篡室，

后来四校合并建立新的浙江大学，照样还是叫浙大校史编篡室。当然，还有好多本不该属

于方志的家族史，也都堂而皇之的走进了方志的殿堂，至今也无人来管，还在十年前，我在

《方志学通论·修订本前言》中对这类问题曾经发过一通议论，十年过去了，居然没有得到

一个回音，也不知方志界上层领导对此有何看法，按理讲也该管一管才是。为了说明问题，

现将那段议论抄录如下:

如今令人感到不安的是，自从修志出现高潮以来，社会上许多书籍也都打着

志书的旗号出现，莫名其妙的"志书"实在不少，一个家族的历史也名之曰志，有

的还是由志办组织编写的， ~陋巷志》可视作代表。该书序言中就这样写道:"~阻

巷志》是以春秋时期鲁人颜回所居"阻巷"地名命名的志书，它与孔氏家族志《阙

里志》一样，在中国地方志中是以圣贤家族历史为对象的专门志书 。"可见人家已

经将这种家族志堂而皇之地列为方志系列专门志书了 。 其实它不过是一部名副

其实的家族史而已。而这里的《阙里志》的"志原本当作"史"的意思，从来就没

有人把它当作地方志看待，如今却一律都附会成地方志了，圣贤家族可以修志，

其它家族同样可以照此办理，长此以往，当然还会出现许许多多类似的系列志

书，整个修志事业不就乱了套吗?对此难道大家真的就能等闲视之吗?

上文讲了，十年过去了，没有昕到任何反响。因此十年来我也一直在静观发展情况，仔

细观察下来，发现史志不分似乎已成一种普遍现象，从来无人过问，例如一个地方一旦发

生了一件重大事件，事后马上就会有人组织编写某某某志，这已经成了时尚，就如前两年

已经开始编写的《上海世博会志~，就是如此。我觉得，象上海世博会这样大规模博览会，就

是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具有重大意义，写一部书全面加以记载让其永载史册，那是非常必要

的，但是，若是将这种书也作为方志来写，那就非常不妥当了，如果一定要称《上海世博会

志~，那也未尝不可，但是，这个"志"只能解释为史的意思。听说，前些时候，复旦大学邹逸

麟教授已经发表过类似意见，可见，持此观点的还是大有人在。

基于以上情况，希望修志工作的高层领导能够引起足够重视，并及早加以过问，以使修志二E作

更加规范化，保证已经流传两干年之久的祖国优秀僧充文化盲目所导以健船也发展下去。

毫董老人仓修良

2013 年 3 月 12 日

序于浙江大学独乐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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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凡例

卷一 吴兴志 湖州府志 湖州市志

1 . 1 [ =国 ·吴 ]吴兴录

1.2 [ 一国 ·吴 ] 一吴郡国志

1.3 [ 南朝 ·宋 ]吴兴郡疏 2 

1.4 [ 南朝 ·宋 ]吴兴记 2 

1. 5 [ 唐 · 开元 ]吴兴图经 3 

\ . 6 [ 唐 ]吴兴图经 3 

\ . 7 [ 宋 ]吴兴郡图经 3 

] . 8 [ 宋 ·景德 ]吴兴统记 3 

] . 9 [ 宋 ·祥符 ]吴兴图经 4 

].10 [ 宋 ]吴兴旧图经 4 

] . 11 [ 宋 ·绍兴 ]吴兴续图经 5 目 录
1.12 [ 宋 · 淳熙 ]吴兴志旧编 5 

1. 13 [ 宋 ·嘉泰 ]吴兴志 6 

1.14 [ 明 ]吴兴续志 7 

1 . 15 [ 明 ]湖州府志 8 

\ . \6 [ 明 ·景泰 ]湖州府志 8 

1. 17 [ 明 ·成化 ]湖州府志 9 

1. 18 [ 明 · 弘治 ]湖州府志 10 

\ . 19 [ 明 ·嘉靖 }湖州府志 12 

1. 20 [ 明 ·嘉靖 ]吴兴掌故集 \3 

1. 21 [ 明 ·万历 ]湖州府志 14 

1.22 [ 明 ·天启 ]吴兴备忘、 16 

1. 23 [ 清 . }IIDî治 ]湖州府志前编 17 

\.24 [ 清 ·康熙 ]湖州府志后编 18 

1. 25 [ 清 ·康熙 ]湖录 18 

1. 26 [ 清 ·康熙 ]湖供 19 

1.27 [ 清 ]吴兴典录 19 

1. 28 [ 清·乾隆 ]湖州府志 19 

1. 29 [ 清 ·乾隆 ]湖州府志 20 

1. 30 [ 清 ]湖州府志记疑 21 



@ 1. 31 [ 清 }重定府志郡守表 22 
卷五德清县志

1. 32 [ 清 ]重定府志州县表 22 

方 1. 33 [ 清 ]湖州历朝地志汇钞 22 5 . 1 (德清)图志 40 

τIL七h、 1.34 [ 清 ]补湖州府天文志 23 5 . 2 [ 宋 ·嘉熙 ]余不志 40 

提 1. 35 [ 清·同治 ]湖州府志 23 5 . 3 [ 明 ]德清县志 41 
要 1. 36 [ 清 ]湖州府志节要 25 5 .4 [ 明 ·嘉靖 ]德清县志 41 

1. 37 湖州市志( ~ 1990 ) 25 5.5 [ 明·嘉靖 ]德清县志 42 

1.38 湖州市志(1991 ~2005) 27 5.6 [ 明·天启 }德清县志 43 

5.7 [ 清 ·康熙 ]德清县志 44 
卷二 乌程县志

5 . 8 [ 清 ·雍正 ]德清县志 45 

2 . 1 [ 宋 ]乌程县图经 28 5.9 [ 清 · 乾隆 ]临溪邑乘类稿 46 

2.2 [ 宋 ]乌程县志 28 5 . 10 [ 清 ·嘉庆 ]德清县续志 46 

2.3 [ 明 ]乌程县志 28 5 . 11 [ 民国 ]德清县新志 47 

2 .4 [ 明·嘉靖 ]乌程县志 28 5 . 12 [ 民国 ]德清县志补遗 49 

2 .5 [ 明 · 天启 ]乌程县两朝实录备篡 29 5 . 13 [ 民国 ]德清县新志稿 50 

2.6 [ 明·崇祯 ]乌程县志 29 5.14 [ 民国 ]德清县志稿 50 

2.7 [ 清 ·康熙 ]乌程县志 30 5 . 15 德清县志(未成稿) 51 

2.8 [ 清 ·乾隆 ]乌程县志 31 5 . 16 德清县志( ~ 1985 ) 51 

2.9 [ 清·光绪 ]乌程县志 32 
卷六 武康县志

卷= 归安县志
6.1 [宋 ]武康县志 53 

3 . 1 [宋 ]归安县图经 34 6 . 2 [ 宋 ]余英志 53 

3.2 [ 明 ]归安县志 34 6 . 3 [ 明 }武康县志 53 

3.3 [ 明·嘉靖 ]归安县志 34 6 .4 [ 明 · 弘治 ]武康县志 54 

3 .4 [ 明 ·万历 ]归安县志 35 6.5 [ 明 ·嘉靖 ]武康县志 54 

3.5 [ 清 ·康熙 ]归安县志 35 6.6 [ 明·万历 ]武康邑乘 55 

3.6 [ 清 ·光绪 ]归安县志 36 6.7 [ 清 ·顺治 ]前溪钓吏抄本 55 

卷四 吴兴县志 湖州(县级)志
6 . 8 [ 清 ·康熙 ]武康县志藏本 56 

6 .9 [ 清 ·康熙 ]武康县志 56 

4.1 [ 民国 ]吴兴县新志稿 38 6 . 10 [ 清 ·康熙 ]前溪备志 57 

4.2 湖州备志初稿( 1912~ 1982 ) 38 6.11 [ 清 · 乾隆 ]武康县志 57 

4 . 3 知乓县志(前 248~1982)(整理稿) 39 6.12 [ 清 ·乾隆 ]武康县志(增刻本) 58 

6.13 [ 清 ·道光 ]武康县志 58 

6 . 14 [ 民国 ]武康县新志稿 60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8-9 [ 清 · 同治 ]安吉县志 79 
卷七 长兴县志

8-10 [ 民国 ]安吉县新志稿 80 

7 -1 [宋 }长兴县图经 61 8-11 安吉县志( ~ 1988 ) 81 

7-2 [ 宋 ·太平兴国 ]长兴县志 61 
卷九 孝丰县志

7-3 [ 宋 ·嘉定 ]长兴县志 61 

7-4 [元 ]长兴州志 62 9-1 [ 明 ·嘉靖 ]孝丰县志 83 

7-5 [ 明 ·洪武 ]长兴县志 62 9-2 [ 明 ]孝丰县志 83 

7-6 [ 明 ·永乐 ]长兴县志 62 9-3 [ 明 ·万历 ]孝丰县志 83 

7-7 [ 明 · 弘治 }长兴县志 63 9-4 [ 清 ·康熙 ]孝丰县志 84 

7-8 [ 明 ·嘉靖 ]长兴县志 63 9-5 [ 清 ·光绪 ]孝丰县志 85 

7 -9 [ 明 ·嘉靖 }长兴县志(增修本) 63 9-6 [ 民国 ]孝丰县志稿 86 

7-10 [ 明 ·嘉靖 ]长兴县志 64 
卷十 乡镇志 村志

7-11 [ 明 ·嘉靖 ]长兴县志 65 

7 -12 [ 明 ·崇祯 ]长兴县志 65 10 -1 [ 清 - JI回治 }碍溪文献 88 

7 -13 [ 清 ·顺治 ]长兴县志 66 10-2 [ 清 ·康熙 ]碍溪文献 88 

7-14 [ 清 ·康熙 ]长兴县志 67 10-3 [ 清 ·乾隆 ]南得续志 88 

7 -15 [ 清 ·乾隆 ]长兴县志 68 10-4 [ 清 ·乾隆 ]咛溪文献 89 

7 -16 [ 清 ·嘉庆 ]长兴县志 68 10 -5 [ 清 ·乾隆 ]南得续志 89 

7 -17 [ 清 ]长兴邢志条辨 70 10-6 [ 清 ·乾隆 ]南海文献志 89 

7 -18 [ 清 · 同治 ]长兴县志 70 10-7 [ 清 · 乾隆 ]重修南得镇志 90 

7 -19 [ 清 · 同治 ]长兴县志(补刻本) 71 10-8 [ 清 ·乾隆 ]南得镇志 90 

7- 20 [ 清 ·光绪 ]长兴县志拾遗 72 10-9 [ 清 ·雍正 ]南得掌故 91 

7-21 [ 民国 ]长兴县新志稿 72 10 -10 [ 清 ·道光 ]南得志稿 91 

7- 22 长兴县志( ~ 1987) 73 10-11 [ 清 ]南得备志 91 

安吉县志
10-12 [ 清 ·道光 ]南河镇志 92 

卷八
10-13 [ 清 ·咸丰 ]南海镇志 92 

8 -1 [ 宋 }安吉县志 75 10 -14 [ 民国 }南得志 94 

8-2 古桃志 75 10 -15 [ 民国 ]南得备志 95 

8-3 [ 明 ·正统 ]安吉州志 75 . 10 -16 [ 民国 ]南得镇志稿 95 

8-4 [ 明 ]安吉州志 76 10-17 南得小志 96 

8-5 [ 明 ·嘉靖 ]安吉州志 76 10-18 南海镇新志(民国部分) 96 

8-6 [ 明 ·嘉靖 ]安吉州志 77 10 -19 南海镇备志(建国三十年部分 ) 98 

8-7 [ 清 ·康熙 ]安吉州志 78 10 -20 南海镇志( 1252~ 1980) 98 

8-8 [ 清 ·乾隆 ]安吉州志 78 10-21 重辑南河镇新志搞(l912~1948 )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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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2 南得镇志 99 10'56 菱湖小志 116 

10.23 南碍镇志校勘笼注 100 10 ' 57 [ 清 ·道光 ]菱湖志 116 

方 10 .24 南得镇图志 100 10 ' 58 [ 清 ]古秀溪所闻 117 
τ，巳七、 10 ' 25 南博文献新志 101 10 ' 59 [ 清 ]菱湖志略 117 
提 10 ' 26 南得文献新志纪余 101 10 .60 [ 清 ]菱湖志 117 
要 10 ' 27 南得志续编( 19 1 2~ 1985 ) 102 10 .61 [ 清 · 同治 ]菱湖志 117 

10 ' 28 南得志续编 ·补遗 102 10 ' 62 [ 清 ·光绪 ]菱湖镇志 118 

10'29 [ 南宋 ]乌青记 103 10 ' 63 菱湖新志 119 

10 ' 30 [ 南宋 ]乌青拾遗 103 10 ' 64 菱湖镇志 119 

10 ' 31 [ 明 ·嘉靖 ]校正乌青志 103 10 ' 65 [ 明 ·万历 }瑾市志 120 

10'32 [ 明 ]乌青续录 104 10 .66 [ 清 ·乾隆 }瑾市志 121 

10'33 [ 明 ·万历 ]乌青镇志 104 10'67 [ 清 ·道光 ]硅市志 121 

10'34 [ 清 ]乌青镇志 105 10 ' 68 [ 清 ·道光 ]练撰文献 122 

10 ' 35 [ 清 ]乌青杂识 105 10 .69 练市镇志( ~2∞0) 122 

10 ' 36 [ 清 ·康熙 ]乌青文献 105 10'70 练市镇志( ~201O) 123 

10 ' 37 [ 清 ·乾隆 ]乌青镇志 106 10 ' 71 壤溪镇志 124 

10 ' 38 [ 民国 ]乌青镇志 107 10 ' 72 [ 明 · 天顺 ]仙潭事迹 125 

10 ' 39 [ 清 · 同治 ]愚舍镇志 108 10'73 [ 明 ·正德 ]仙潭志 125 

10'40 [ 明 ·万历 ]双林笔记 108 10 ' 74 [ 明 ]仙潭续志 126 

10 ' 41 [ 清 ·康熙 ]双林志 109 10'75 [ 清 ·顺治 ]仙潭后志 126 

10 .42 [ 清 ·康熙 ]东双林志 109 10 ' 76 [ 清 ·康熙 ]仙潭志略 127 

10 ' 43 [ 清 ·康熙 ]双林志 109 10 ' 77 [ 清 ·康熙 11lLI潭志补 128 

10 ' 44 [ 清·康熙 ]双林纪略 110 10 ' 78 [ 清 ·康熙 }仙潭志余 128 

10 ' 45 [ 清 ·乾隆 ]双林支乘 110 10 ' 79 [ 清 ·康熙 }新模注 128 

10 .46 [ 清·乾隆 ]东西林汇考 110 10'80 [ 清·康熙 ]仙潭文献 129 

10 ' 47 [ 清 ·嘉庆 }双林续记 111 10 ' 81 [ 清 ·嘉庆 ]新市镇续志 129 

10 ' 48 [ 清 ·道光 ]双林志 112 10 ' 82 [ 清 ·光绪 ]新市镇再续志 130 

10 ' 49 [ 清·咸丰 ]双林镇志 112 10'83 新市镇新志 131 

10 ' 50 [ 清·同治 ]双林志增篡 112 10 ' 84 [ 清 ]上柏志 132 

10 ' 51 [ 清 ·光绪 ]双林志续篡新辑 113 10 ' 85 士林镇志 132 

10 ' 52 [ 民国 ]双林镇志新补 113 10 ' 86 洛舍镇志 132 

10' 53 [ 民国 ]双林镇志 114 10' 87 钟管镇志 134 

10'54 东林镇志 115 10'88 乾元镇志 135 

10 . 55 [ 明 ·万历 ]菱湖志 116 10 ' 89 龙山志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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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90 武康镇志 136 12.12 长兴县土地志 152 

10 .91 [ 明 ]四安镇志 137 12 . 13 安吉县土地志 153 

10.92 湖州市名村志 138 
卷十二 山水志 寺观志

10 .93 "双一"简志 138 

10 .94 大模村志 139 13. 1 [ 晋 ]吴兴山墟名 154 

10 .95 石龙村志 139 13 .2 [ 南朝 ·梁 ]人东记 154 

卷+一 人物志 职官志
13.3 [ 唐 ]顾诸山记 155 

13 .4 顾洁山志 155 

11 . 1 [ 唐 · 大中 ]吴兴人物志 141 13 .5 [ 明 ]下山志 156 

11.2 [ 宋 ]吴兴人物志 141 13.6 [ 明 ]下山志辑 156 

11 .3 [ 明 ]吴兴名贤录 141 13 .7 [ 清 ]下山统志 156 

11 .4 [ 明 ]吴兴名贤续录 142 13 .8 [ 明 ·万历 ]呗山志 157 

11 .5 [ 明 ]吴兴人物考 142 13.9 [ 清 ·嘉庆 ]金盖志略 157 

11 .6 [ 清 ]吴兴人物志 142 13 . 10 [ 清 ·光绪 ]金盖山志 158 

11 .7 湖州人物志 143 13 . 11 湖州金盖山古梅花观志 159 

11 .8 湖州名人志 143 13.12 [ 明 ]道场山志 159 

11.9 民国德清人物志 144 13 . 13 道峰志略 159 

11 . 10 [ 明 ]长兴先贤传 144 13 .14 湖州道场山志 159 

11.11 [ 唐 ]吴兴历官记 145 13 . 15 [ 明 ]吴兴东林山志 160 

11 . 12 [ 唐 }湖州刺史记 145 13.16 [ 明 ·成化 ]东林志 160 

11.13 [ 清 ]本朝湖州府县官考 145 13 . 17 [ 明·万历 ]东林山志 161 

卷十二 地名志 土壤志 土地志
13 . 18 [ 明 ]东林山志 161 

13 . 19 [ 清 ·乾隆 ]东林山志稿 161 

12 . 1 湖州市地名志 146 13.20 [ 清 ·嘉庆 ]东林山志 162 

12 .2 德清县地名志 146 13 .21 东林山续志 163 

12.3 长兴县地名志 147 13 .22 [ 明 ]长超山志 163 

12 .4 安吉县地名志 148 13 .23 [ 民国 ]莫干山志 163 

12 .5 嘉兴地区土壤志 148 13 .24 [ 民国 ]莫干山志(续) 164 

12 .6 湖州市土壤志 149 13 .25 莫干山志 164 

12 .7 德清土壤(志) 149 13 .26 莫干山志 165 

12 .8 [ 晋 ]二吴土地记 150 13 .27 [ 清 ·乾隆 ]计筹山志 166 

12.9 [ 唐 ]武康土地记 151 13.28 [ 民国 ]计筹山志略 166 

12 . 10 湖州市土地志 151 13 .29 [ 明 ]西天目山志 166 

12 . 11 德清县土地志 151 13 .30 [ 明 ·万历 ]西天目山志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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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31 [ 明·万历 ]西天目山志 167 14'11 [ 清 ]前溪碑喝 182 

13 ' 32 [ 明·成化 ]太湖志 167 14 ' 12 [ 清 · 光绪 ]吴兴金石记 182 

方 13 ' 33 [ 明 ]太湖续编 167 14 ' 13 [ 清 ·雍正 ]长城名胜集 183 
τ，也七、 13 ' 34 [ 明·弘治 ]震潭编 168 

提 J3 '35 [ 明 ]太湖志
卷十五 单位志

168 
要 13 ' 36 [ 清 ·康熙 ]具区志 168 15 ' 1 [ 明 ]安定书院集 184 

13 ' 37 [ 清·乾隆 ]太湖备考 169 15 ' 2 湖州市建设银行志 184 

13 ' 38 [ 清 ·光绪 ]太湖备考续编 170 15'3 湖州发电厂志 185 

13 ' 39 [ 清 ]太湖志 171 15'4 浙江省淡水水产研究所志 185 

13'40 [ 清 ]太湖志 171 15'5 湖州师范学院志 186 

13'41 [ 清 ·嘉庆 ]宝前两溪志略 171 15 ' 6 中共湖州市委党校志 187 

13 ' 42 苔溪运河志、 172 15 ' 7 嘉业堂志 187 

13'43 对河口水库志 173 15 . 8 浙江制丝二厂志 188 

13 ' 44 赋石水库志 173 15'9 浙江威莱志 188 

13 ' 45 [ 明 ]下山龙华寺志 174 15 ' 10 练市医院志 189 

13 ' 46 [ 明 ]下山法华寺纪略 175 15 ' 11 长兴白水泥厂志 189 

13'47 [ 明 ]白法志 175 15 '12 地方国营长兴石灰厂志 189 

13 '48 [ 清 ]常照寺志 175 15 ' 13 长广煤矿志 190 

13'49 [ 清 ]武康伽蓝记 175 15 ' 14 孝丰水电站志 190 

13' 50 [ 清 ]灵峰寺纪略 176 
卷十六 行业志

13 ' 51 [ 民国 ]北天目灵峰寺志 176 

13 ' 52 北天目山灵峰寺志 176 16 '1 湖州剧场戏台志简编 192 

卷十四 园林志 胜迹志
16 . 2 湖州特产志 192 

16 ' 3 湖州风俗志 193 

14'1 [ 宋 ]吴兴园林记 178 16'4 湖州市农作物品种志 193 

14 ' 2 [ 明 ]吴兴园林考 178 16 ' 5 湖州市司法行政志 193 

14 ' 3 吴兴园林后记 179 16 ' 6 湖州人事志(l949~ 1990 ) 194 

14'4 [ 唐 ]石柱记 179 16'7 湖州市人事志(1991-2005) 194 

14 ' 5 [ 清 ·康熙 ]石柱记笼释 180 16'8 湖州市烟草志 195 

14 ' 6 [ 清 ]增补石柱记笼释 180 16'9 湖州市人民防空志(1950-199 1) 195 

14 ' 7 [ 明 ]吴兴文物考 180 16 ' 10 湖州市人民防空志(1950-2010) 196 

14' 8 [ 明 ]碧岩志 181 16 ' 11 湖州市市政志 196 

14'9 [ 清 ·乾隆 ]金井志 181 16 ' 12 湖州市金融简志 197 

14'10 [ 清 ·乾隆 ]吴兴合璧 182 16 ' 13 湖州市乡镇企业志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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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4 湖州市商业志 198 16 .48 湖州市军事志 220 

16.15 湖州市供销合作社志 ]98 16 .49 德清县茶叶志 221 

16.16 湖州市计划生育志 199 16.50 德清县医药商业志 222 

16 . 17 湖州市科技志 199 16.51 德清县商业志 222 

16 . 18 湖州市工会志(1927-1990 ) 200 16 . 52 德清县法院志 223 

16.19 湖州市工会志( 1990-2010 ) 200 16 . 53 德清县物资志 223 

16.20 湖州市卫生志 201 16.54 德清公安志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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