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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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良金美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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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能网罗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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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编纂《荆楚故书

丛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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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古籍研究所承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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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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之有志，古来有之；志之有“艺文”，殆始之《汉书》，其后也有

以“经籍”称者。艺文之志，其分亦有二，一是纪一代著述之盛，一

是纪一代藏书之富；但无论如何，总是一部国家书目之著作。其

后，此例又移之于记一方之史的地方志。唯其称“艺文”者，又分之

为二：一是纪一地诗文词赋，一是纪一地的著述之盛。二者虽同为

一地方之文献，但从分类上讲，前者是属总集，后者才是与古代正

史艺文(经籍)之相当的图书目录。当然，在地方志艺文中，也有二

者兼顾者。因地方志多为赓续之作，故其《艺文》所记之书目信息，

有记载通代者，亦有仅记所赓续之期间者。一般说来，一地之方志

所记之书目信息之聚合，实乃一地著述之总汇。

《湖北艺文志》十六卷，实即宣统《湖北通志·艺文志》，原载其

卷七十七至九十二。其单行抽印成书时，仅卷一(即原卷七十七)

卷端改刻书名而已。宣统《湖北通志》为杨承禧总纂，．张他烁纂下参

纂者多人，其中学问之家不少，著名史地、目录学家杨守敬即在其

中。缘其书未对各自所纂部类分别予以说明，故难以确定《艺文》

一志具体纂者为谁；由于杨守敬长于目录之学，或即为其所主持。

从《艺文志》收录4000多人，收书5500多种，且各时代、各地域、各

个部类之纂述不太平衡来看，大概亦非出自一人，殆众手所纂之

作。

《艺文志》之著录项目齐全，有书名、卷数、著者、出处，一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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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书首见者，还附有著者里贯生平履历及有关考证。“存目”部分，

亦仅略去履历、考证等，详略较为允当，可说是一部类似清朱彝尊

《经义考》的提要与簿记相结合的书目著作。其分类，用传统之四

部分类法，类下有属，共44类60余属，属下书目之编排，也序列有

致。惟一书之重出(包括全同书名、个别文字有异者之书名；有跨

类重出者，有同类中“正编”与“存目”间重出者，而以后者居多)，以

及一书分、合两注，个别图书分类欠妥等间有出现，凡此种种，皆可

称小疵。缘此书成于民国初年，其时书目编排尚无科学之法，加之

收录人多书众，殆亦难免之事。

宣统《湖北通志》纂成后，一些热衷于湖北乡邦文献者，亦做了

大量的搜集湖北著述资料的工作。卓有成果的有“三征”(《湖北文

征》、《湖北诗征》、《湖北书征》)之纂。《湖北文征》聚文之盛，裒集

元至清代之湖北单篇之文，集有文稿数百万字(湖北人民出版社已

出版其整理件)。《湖北诗征》收诗繁多。《湖北书征》，由张国淦编

辑，始于己未，迄于民国辛酉。蒇事时适逢宣统《湖北通志》出，张

氏又参其加以改订。后印有石印本，征求增订意见。该书所收之

人、之书，大富于《湖北艺文志》：著述者约6，000余人，收书约

10，000种，定名《湖北书征存目》，今湖北省图书馆有藏。该书目按

历史朝代，分别依当朝正史地理志之湖北郡县顺序，罗列著述人

物，以人系书，其体例迥异于《湖北艺文志》之以四部分类排列图书

之例。

湖北教育出版社辑印《湖北地方古籍文献丛书》，是弘扬湖北

地方文献之盛事。考虑到该丛刊收书再众，也不能尽囊湖北之古

籍；惟有《湖北艺文志》能较全面地揭示古代湖北图书著述之全貌，

使研治湖北地方史者能披沙沥金，窥一斑而见全豹，借以弥补《湖

北地方古籍文献丛书》之不足。余从事图书馆古籍工作多年，对乡

邦文献亦留意有加，遂力赞此议并勇任其事。余从其事，始之点校

《艺文志》，并以流水号定其顺序；继之编纂《著者索引》，以集中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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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著述；再以其与《湖北书征存目》相核校，又掺以其他书目信

息，包括湖北省图书馆藏书，尽力增补之。复以所增，依《艺文志》

所用之书目著录体例，编制单书款目，并按《艺文志》之分类所属，

编排成《湖北艺文志补遗》；后一道工序，是将增补之2500余条书

目信息编号，并分别过录到《著者索引》中的3000多种图书上。

另有两点似需交待：

一、书目是读书治学的工具，而索引是书目的钥匙。实践证

明，著者索引对研究一人之著述，特别有用；故本书惟一之索引即

采用之。《索引》按古籍书目最常用的四角号码编排。为解决有的

读者不太熟悉四角号码的问题，本书特附《著者姓氏笔画通检》，以

便这部分读者能便捷地转换检索途径。／

二、本书所附之《湖北古代著述人物表》，按历史朝代，大体以

县为单位罗列本书正、补二编所收录的著述人。其用意在于使研

治湖北地方历史者，不但能从正、补二编所用的四部分类法，从内

容上了解古代湖北著述中的经、史、子、集概貌；从《著者索引》可以

看到各个著者的著述全貌；同时还能从地域上，分朝代地看到各朝

代湖北著述之盛衰，各地著述之凋繁；从而可使人们从时、空、人、

类上，综观湖北古代著述之情状，达到整体透视的多维效果。

整理目录，编制索引，人们都说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但对于

从事编制者来说，是一件辛苦之事，亦是一件需要用极其认真仔细

的态度从事的工作，是一件需要时日、反复锻炼、使之臻于完善之

事。就像电影人所说的“电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一样，编制目录、

索引也是一件或多或少会留下遗憾的事。余对《湖北艺文志》之点

校、增补及编制索引，虽力赞并乐于辛勤从事，但亦有遗憾者，如增

补缺佚，范围、品种，未尽己意；书目分类、索引编排、人物断代、地

域考定等难免差错。凡此种种，只有寄希冀于有志于湖北地方文

献者日后再行补正之。

在本书整理、编辑过程中，陈善凤参与了《著者索引》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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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土及《湖北古代著述人物表》的卡片抄誊等工作，并为此付出了

辛勤的劳动，特在此志之。

庚辰年清明后一El石洪运

于武昌东亭愿学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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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说明

一、《湖北艺文志》乃节录自宣统《湖北通志》(下简称“《通

志》”)卷77至92，抽印本始题本名(见整理前言)。原本各卷端均

载有“艺文志”卷序及其在《通志》中之卷次等字样，今悉数删除，以

体现单行本之独立性，并使卷端明了。

二、《通志·艺文志》为避免重复，凡见于《通志》列传中之各著

述人物之履历，皆略．而未著，而统谓之“《××》有传”，抽印单行时

亦未作任何增补和说明。读者如需检查相关著者传记资料，可循

其传目所示，于《通志》列传(卷133至170)中检索之。

三、本书所载同一人所著图书，约有二十余种疑为重出者：有

书名全同者，有个别字稍异者，有多一二字或少一二字者。本书整

理时未一一作注，读者从《著者索引》中可一窥其详。

四、各书于著者姓名后，皆著录出处。惟出处书名多著录简

称，有时可对读者造成疑义。本书后附有《部分引用图书全名、简

称对照表》，以佐释其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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