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 志 学

方志学综述

!方志"即地方志#是以一定体例记载一定区域 $或行政区划%自

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综合性著述#故又称为 &博物

之志’(&一方之全史’(&一方古今总览’#有纪(志(传(图(表(
录等体裁)分门别类)取材丰富#每隔数十年续修一次)因而极

具资料性#有全国性的总志和地方性的通志 $省志%(州志(郡志(
府志(县志(乡镇志等#

!方志学"专门研究地方志产生和发展规律的学科#方志学一词)
始见于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一书#学

科体系总体构成的包括-$.%方志学理论(方志学应用(方志起

源及发展史#$/%包括-方志学概论(方志编纂学(方志目录学(
方志整理学(方志资料学#方志学地理学(考古学(政治学(经

济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有密切关系#清代以前)未形成有

系统的方志理论#乾嘉时期)始逐渐形成为一门独立学问)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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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诚建立起较全面系统的方志学理论!并随近代修志事业的持续

进 行而不断发展"民国初年出现一批方志学专著!如黎锦熙的

#方志今议$%寿鹏飞的 #方志通义$%李泰!的 #方志学$%傅振

伦的 #中国方志学通论$等"

&方志学概论’方志学学科体系中的一门基本科目"阐明方志学的

研究对象和任务%指导思想%特点和研究方法%方志学的地位及

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方志编纂学’方志学研究的主要对象"阐述各类志书的特点%体

例%编纂程序!具体统纂问题的处理与要求!对其他学科研究手

段与方法的吸收应用!以及修志机构设置!资料的采集与整理等

问题"

&方志目录学’方志学学科之一"研究方志目录的学问"阐明方志

目录编纂的规律与方法%特点与要求"具体研究方志著录的范围%
分类%方法%版本等内容"方志目录是方志研究的基础!开展其

研究是整理和利用方志的必要条件"

&志书’地方志书的略称"泛指从古至今编修成书!以图经%图志%
图记%传%记%录%乘%志等各种名目出现的地方志书"数量众

多!通常分为总志%省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镇志%乡

土志等"以记载内容范围不同分为方志%专志%杂志等"

&一统志’地方志的一种"以全国行政区划为纲!分别记载全国各

地情况"体例由唐宋时期的 #括地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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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记!等全国性志书发展而来"元朝编纂#大元大一统志!后$明%
清相继编纂了 #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

&总志’地方志的一种"即全国区域志的别称"明代以总志题名者

多是省志"清代省志统称 (通志)$不再沿用总志之名$但亦有州

志借用其名的"后一般把全国性志书称为总志"也有人认为 (地
方)是对全国而言的$(方)是 (总)的对立体$凡以全国为记载

对象的$不能叫地方志"

&省志’地方志的一种"记述一省范围各方面情况的志书"旧称通

志"今一般均由各省 *或直辖市%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或通志馆+负责编修"

&都邑志’地方志的一种"记一个城市城阙%宫观%宗庙%街市%
分署%馆驿等情况的地方志书"即古代城市志"

&城市志’地方志的一种"全面记述%分类编辑一个城市各方面情

况的地方志书"

&府志’地方志的一种"记述一府范围各方面的情况的志书"府的

管辖范围近似今之地区$行政长官为知府"府志多由知府主修"其

体 例大致有三种, *-+平列门类. */+设置纲目$以纲统目.
*0+以土地%人民%政事设门类"

&州志’地方志的一种"记述一州各方面情况的志书$明清制度$
有归府管辖的散州和直属于道和省的直录州之别$故有的称某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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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志!有的称某某直录州志"多由州行政长官知州主修"

#郡志$府州志别名"记述一郡各方面的情况的志书"秦始皇统一

中国后!实行郡县制"汉以后多承此制!唐宋改郡为府州!故后

世有以府州志称郡志的"郡志多由郡守主修!体例与一般府州志

无异"

#县志$地方志的一种"记述一县各方面情况的地方志书!为今存

地方志书中数量最多者"是省%府%州志编纂时必须采摭的资料"
多由知县主修!由当地知名人士%学者编撰"

#分县志$地方志的一种"清代有 &分县’的建置!多附治于大县!
由大县县丞兼管!其志书称 &分县志’"一般由县丞主修!故又称

县丞志"

#合志$地方志的一种"由风土民情相近的相邻二三县合修!故称"

#乡土志$地方志的一种"内容简括!篇幅短小!充满乡土之情!
文词较通俗"清光绪三十四年 ()*+,-由学部通令各地编修而兴

起!民国 ).年 ()*/0-教育部又通知编修!作为当地学校的乡土

教材"各地共编成千余种!多数未及刊印"

#乡镇志$地方志的一种"记述一乡一镇各方面情况的志书"始于

宋代!主要盛行于江浙地区"明清时!江南私家纂修的最多!有

乡志%镇志%村志%里志%保志%场志%坊志%都志等"有的乡

镇志称小志"著名的有宋常棠的 1澉水志2%清焦循的 1北湖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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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等"

#边关志$地方志的一种"记述边疆要塞情况的志书"为明代新出%
主修者大多为守关边臣或兵部职方司官员"按记述范围的不同%可
区分为九边总志&边镇合志&各边镇别志等几类"明代著名的有

郑晓 ’九边图志!&刘效祖 ’四镇三关志!&詹荣 ’山海关志!等"

#侨置志$地方志的一种"东晋&南北朝和南宋时期%统治者为安

置因战乱而整批南逃的北方难民%用其原籍名%在长江南北设置

侨州&侨郡&侨县(此为记载这种侨置州&郡&县各方面情况的

志书"

#山志$地方志的一种"记述全国或省区范围内名山历史与现状的

志书"因各山具体情况不同%所记内容&门类设置亦往往存有差

别%一般多重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宗教兴衰&人物故事&艺文

杂录等"

#水志$地方志的一种"以记述江&河&湖泊等水系为主%辅以水

利设施&灌溉效益&名胜古迹等内容的志书"有独立成书的水志

)如黄河志&西湖志&巢湖志等*和各级志书中的水利志等"

#风土志$又称风土记"方志的一种"专门记述风土 )土地&山川&
风俗&气候的总称*的志书"有二种形式+),*独立成书者%如

唐代 莫 休 符 的 ’桂 林 风 土 记!&宋 代 范 致 明 的 ’岳 阳 风 土 记!(
)-*综合志书中的门目%如南宋周应合 ’景定建康志!的风土志%
民国 ’贵州通志!中的风土志"风土志下%大都再分若干目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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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

"寺观志#地方志的一种!多记各种寺观的座落$建造年代和创始

人名$寺 观 的 特 色 等%兼 记 庵$院!明 代 &寰 宇 通 志’有 (寺

观)门!独立成志者%如 &灵隐寺志’$&万寿宫志’等!

"杂志#地方志的一种!记述一地舆地$政治$经济$文化等现象

的志书%多是私人的著述!其体例不如综合性志书完备$系统!有

些志书以之为门目名%用以记载灾异$轶事$遗闻$谣谚$传说$
题咏等无法自成门类的内容!

"专志#地方志的一种!专记某一项或主要为某一项内容志书!旧

时边关志$卫所志$盐井志$书院志以及山志$水志$寺庙志$风

土志等%均为专志!

"地记#又称记!方志名目之一!初出于西汉%魏晋南北朝时盛行!
所记多为州$郡$县疆域建置及一方地理$山川$物产$古迹$人

物$风土等!大都已亡佚%有清人辑佚本流传%王谟 &汉唐地理

书钞’即属此!

"图经#又称图志$图记!图即地图%经为地图的文字说明!现知

最早以图经为名的是东汉 &巴郡图经’!唐宋盛行!南宋以后%逐

渐被定型地方志取代!

"纂辑派#清代方志编纂派别名!主张编修地方志书时%引据史料

辑录编排%注明出处%述而不作!所编志书%称纂辑体 *或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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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有于一地一事下采录数说的"凡出于自己考证者加有 #按$
或 #臣昭按$以区别%代表人物有李文藻&洪亮吉等%

’撰著派(清代方志编纂派别名%主张编修地方志书时"由作者综

合 搜集到的资料"用自己的观点和语言来表述"体例沿用 )史
记*&)汉书*%主要代表人物有章学诚等%所编志书称著述体%

’地理派(方志学的一个派别%形成于清代中期%主要代表人物有

戴震&钱大 昕&孙 星 衍&洪 亮 吉 等%认 为 志 书 是 地 理 书"主 张

#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戴震语!"撰志之法 #贵因不

贵创"信载籍而不信传闻"博考旁稽"义归一是$+洪亮吉语!%因

其编修方志注重 #诠释故训"窟索名物$"又被称为考据学派%又

因其主张采用排比资料&注明出处的方法"编辑资料汇编志书"又

有纂辑派之称%此派修志"在疆域&沿革&山川等方面记载和考

据颇详"学术上有较高的价值"对后世编修方志有积极的影响%对

反映现实状况的实际资料不够"所修志书的实用价值偏低%

’历史派(又称史志学派%方志学的一个派别%清代中期形成"主

要代表人物为章学诚%有全面&系统的方志学说%认为 #志属信

史$"#方志乃一方全史$"能起 #经世$作用"可作为 #国史$取

材之资%故编修方志要严格遵守 #史家法度$"兼通古今"详近略

远"讲求义理"像 )史记*&)汉书*那样严名分&别尊卑,方志

的 内容和范围&体例&书法&文 辞 等 方 面"都 应 仿 效 )史 记*&
)汉书*"纳入史学的规范%主张方志体例 #归史法$"分立 #三
书$&#四体$"即-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

掌故"仿 )文选*&)文苑*之体而作 #文征$,以 #皇恩庆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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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官师科甲#作谱!"典籍法制#作考!"名官人物#作传!分

立外纪$年谱$考$传等门类%论断力求谨严!文辞质以传真&为

贯彻 "史家法度#!修志者必须有 "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
公足以绝请托#的 "三长#!而 "文人不可与修志#&

著 作

’方志考稿 (甲集)*地方志提要目录书&瞿宣颖编写!+,-.年天

春书社刊行&主要取材于任凤苞天春园所藏方志!全书分为 /编!
著录了江苏$河南$河北$山东$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 0省

方志/..余种!方志学学界视其为近代第一部方志目录提要专著!
评价多佳&自序中!作者论说了地方志资料对历史研究的作用1
"社会制度之委曲隐微不见于正史者!往往于方志中得其梗概!一

也%前代人物不登名于正史者!往往于方志中存其姓氏!二也%遗

文佚事散在集部者!赖方志然后能以地为纲所统摄!三也%方志

多详物产$税额$物价等事实!可以窥见经济养成之变迁!四也%
方志多详建置兴废!可以窥见文化升降之迹!五也%方志多详族

姓之分合!门第之隆衰!往往可与其他史事互证!六也&#所说对

学界亦颇有影响&

’中国地方志综录*方志目录&朱士嘉编&+,-2年商务印书馆初版!
收录方志 20-3种!,-3-4卷&+,-25+,-0年间!编者继续搜集了

4-.种!辑成补编!发表于 6史学年报7第二卷第五期&中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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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成立后!将 "正编#和 "补编#合并修订!于 $%&’年出版

增订本!著录全国 ($个图书馆所藏方志 )($*种!$+%$(*卷,纠

正了初版中 $-++多条著录错误,著录方志按省排列!用表格形式

开列书名.卷数.撰人.撰年.版本及藏者各项,书后附录一为

国民党运到台湾的稀见方志目录!著录 -*-种!*(/)卷0附录二

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稀见方志目录!著录 /+种,以下又列有

"补遗#和 "参考书目#!前者补录方志近百种!后者列有中国 ’-
家图书馆收藏方志目录,最后附有方志书名索引和纂修者人名索

引,是一部研究中国地方志的重要工具书!指引线索!有裨利用,

1中国古方志考2辑录体方志提要目录,张国淦编,原名 3中国方

志考4!$%*&5$%*’年在 3禹贡4半月刊上连载,后经整理.修订!
于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书系遍考存佚的古代地方志书综

录!采辑了秦汉以至元代的地方志约(+++余种编辑而成!存者录

其序跋!佚者辑其逸文!记其出处,体例为6首列总志!次分省

排列!每省先为通志类!后为府县志类,每志书除标注存佚.修

纂者.版本之外!均广采序跋!存者列出篇目!佚者征其逸文并

加以考释!因此对于习方志者颇多稽考检索之利,为有史以来规

模最大的方志考录性著作!在方志学界颇受重视!成为了解和辑

佚古代方志所必资,

1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2方志目录,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
庄威凤.朱士嘉.冯宝琳总编!中华书局 $%/&年出版!以朱士嘉

$%’-年 3中国地方志综录47增订本8为蓝本!补充修订而成!是

集体协作的成果,共收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个图书馆.博

物 馆.文史馆.档案馆等所收藏地方志及现存于国外的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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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收录范围为&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司志’卫

志’关镇志’道志’路志’乡土志’里镇志’岛屿志等(具有方

志初稿性质的志料的调查记’采访录’实录’考察记’备征录等(
概况’概览’通览’状况’事宜等(志略’纪略’识略’述略’事

略’概略和志要’纪要’辑要’概要’举要等(志补’志余和续

补’补遗等(虽不以方志名)实如方志者%边疆和少数民族聚居

地区地方志较少)收录范围从宽%各类方志的考异’辨论’备考’
校补’举正’勘误等也收入)附于该志之后%山’水’寺庙’书

院’名胜等志)民国年间修的以记载党政事务为主的 *县政概

况+)乡土教科书或参考书)有关编年体’地方文献性质的著述和

杂记等),永乐大典-中所载方志未经辑出者)均不收录%著录方

志按编纂年代截至 ./$/年为止%著录方志栏目为&书名’卷数’
纂修者’版本’藏书单位和备注%

0周官1又称 ,周官经-或 ,周礼-%书名%近人考定为战国时作

品%全书共有 ,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

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等 #篇%其中有司掌各地社会风

情’天文地理’物产财用)并按九州分别记述各地山川’湖泊’薮

泽’人民’物产’财用的官员)该书首次出现 *方志+及 *四方

之志+词语)所以宋司马光在 ,河南志序-中说&*后世学者)为

书以述地理)亦其遗法也%+

0禹贡1,尚书-篇名%旧时被视为夏代作品)经近代考证)断为

战国时所出%全篇选 .222余字)分总纲’九州’导山’导水’五

服等部分%假托夏禹治水后将全国分为九州)分州记述中国古代

地理情况)包括有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赋’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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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内容!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全国性区域志"历来为地理#历

史#方志诸家所重!主张方志为地理书说者!且以之为方志渊源

所在$方志多源说者亦视为后世方志渊源之一"参见第一卷中的

%禹贡&"

’山海经(古代地理著作"全书 )*篇!+万余字"各篇著作时代无

定论!近代学者多数认为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其中 ),篇为战国

时作品"内容包括 -山经.#-海经.#-大荒经.三部分!-海经.
中 -海内经.四篇为西汉初年作品"所载主要为民间传说中的地

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祭祀#巫医等!保存了

不少远古神话传说!对研究古代历史#地理#民俗#文化#神话

等均有重要价值"主张方志为地理书说者!以之与 -禹贡.并提

为方志渊源所在$方志多源说者亦视为后世方志渊源之一"

’地理书(舆图地理之书的简称!早期的一种地方志书"多记一方

疆域#区域#山川#道里#户口#民情#风俗等"据 -史记/萧

相国世家.!最早的地理书首见于秦地图"汉代舆地图#郡国地志

等即为此属!如班固 -汉书/地理志.#应劭 -十三州记."

’郡书(早期的一种地方志书"即 %郡国之书&"自东汉光武帝下

令撰作 -南阳风俗传.始出"偏重于介绍一郡人物事迹!后世方

志中人物一门!即由此发展而来"

’都邑簿(秦汉杂述之一!中国早期都城志"多载京城城池#郭邑#
宫阙#苑囿#观阁#仓厩#陵庙#街坊等"是后世都邑志的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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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地理志#$汉书%中十志之一&汉武帝时’曾命各地将计

书 (记载贡赋之类的文书)*地志 (记载各地山川*风俗)按时上

报’由太史保管&成帝时’刘向将全国行政区划和分野进行了整

理&丞相张禹令属官朱赣按地区整理了搜集来的全国财赋资料&到
东汉’兰台令史班固利用兰台收藏的这些材料和刘*朱的成果编

写了全国性总志 $汉书"地理志%&全篇 ++,-字’以西汉郡*县

为纲’分别记录了户口数字*山川*水泽*水利设施*聚落关塞*
名胜古迹*物产工矿等’内容丰富’便于检索&这种著述体例’为

以后正史地理志的编写树立了规范’对方志编纂亦很有影响&参

见第三卷中的 .汉书/&

!南阳风俗传#古郡书&南阳蔡阳系东汉光武帝刘秀乡里’为彰乡

里之盛’因而诏撰是书&此书开各地修志之先&原书亡佚’作者*
卷数无考&

!越绝书#又称越绝记&浙江古地志之一&未撰作者姓名&据明清

人考证’为东汉会稽人袁康所作’同郡吴平所定&原书 01卷’今

存 +1卷’述吴越二国史*地’上自吴太伯’下迄汉代’内容兼及

人物*地理*都邑’对吴王夫差*越王勾践及伍子胥*范蠡*文

种*计倪等人事迹记载甚详2但多采传离异说’与 $吴越春秋%所

记多有出入&

!吴越春秋#古地方志之一&东汉赵晔撰&原书 +0卷’今存 +3卷’
记吴越二国兴亡始末&前五卷叙吴’起自太伯’迄于夫差2后五

卷记越’始于无余’终至勾践&对伍子胥奔吴*吴王夫差伐越*越

王勾践灭吴等史事’叙述甚详&但只记人物’不载地理及都邑’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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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体例均欠充实周备"

#华阳国志$古地方志书名"东晋常璩作"%&卷’附录 (卷"所记

地区相当 )禹贡*梁州之城’+华阳黑水惟梁州,’因以名书"分

)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
)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雄!期!寿!势

志*!)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三州士女目录*等

篇’记述远古至东晋永和三年 -./01其间巴蜀史事"此书把历史!
地理!人物三者结合起来’汇于一编’完备了方志内容’但体例

尚有欠缺"参见 +常璩,"

#区域图志$又称隋区域图志或隋区宇图志"隋朝全国性地理总志"
据齐宗源 )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六2此书系炀帝大业五年 -3&41
敕撰"三经重修’成 (%&卷’+卷头有图’别造新样’纸卷长二尺’
叙山川则卷首有山川图’叙郡国则卷首有郭邑图’其图上山川城

邑,"唐时已大部散佚’)隋书5经籍地志*著录为 (%4卷’系指

当时残本"是中国第一部官修全国性总志’在中国地理学史!地

图学史!方志学史上均有重大影响"

#诸州图经集$又称隋州郡图经"隋朝官修志书之一"郎茂撰’(&&
卷"原书已佚’今有清王谟 )汉唐地理书钞*的辑本"所载有各

地地理!物产!商旅!民情!旧事!古迹!神话!传说等"

#沙州图经$又称沙州志"中国现存最早的图经"唐代无名氏作’
编于开元年间"现存残卷’+首尾残缺’其存者长不逾三丈,"今

有罗振玉 )敦煌石室遗书*所收残卷影印本"除记载当地行政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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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和区划外!对那里的天象"池水"渠"泽"堰"堤"驿"县学"
社稷坛"杂神"寺庙"冢"古城"祥瑞"歌谣"古迹等都有不同

程度的描述#清末于敦煌石室中发现#

$西州图经%唐代图经#乾元年间编修!纂者佚名#现存残卷!首

尾均缺!只存中间寥寥 &’余行#原写本在法国!罗振玉 (敦煌石

室遗书)影印#所记为道路"窟寺"院塔等#新"旧唐书 (地理

志)均载西州领县五!此志所载凡六县#又卷中所载十一道!为

它志所不载#故罗振玉赞其 *有裨考古+#残卷为清末于敦煌石室

中发现#

$括地志%唐代纂修的第一部地理总志#太宗第四子李泰主修!著

书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等编

撰#,,’卷!序略五卷#以全国 -’道".,/州"-,0,个县为纲!全

面记录了各地的建置沿革"山川形胜"河流沟渠"风俗物产"往

古遗迹以及人物故实等#吸收了 (汉书1地理志)和顾野王 (舆
地 记)两书的编纂特点!创立了一种新的志书体裁!为后来的

(元和郡县图志)及 (太平寰宇记)开了先河#宋佚!清王谟"孙

星衍等各有辑本!今人贺次君有 (括地志辑校)#

$元 和 郡 县 图 志%唐 代 全 国 区 域 志#李 吉 甫 撰!宪 宗 元 和 八 年

2/-.3成书#作者精于地理学!又两任宰相!熟习各方面情况!故

所著详略得中!记叙有法#全书 &’卷!以当时十道所属四十七镇

为纲!各镇记载府州县户口"沿革"山川"道里"贡赋"物产"名

胜古迹等!并附有地图#北宋后图佚!遂称 (元和郡县志)#该书

着眼现实和实用!于户口疆境"形势险要!必实稽当时图籍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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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实可据!是现存最古的较为完整的全国性总志"

#太平寰宇记$又称寰宇记%太平寰宇志"北宋地理总志"乐史撰"
始作于太平兴国四年 &’(’)!但疆域%政区%沿革均断限于雍熙

四年 &’*()"+,,卷"作者杂取山经地志!纂成此书"全书始于东

京!终于 -四夷.!采摭繁富!惟取赅博!在内容和体例上突破了

旧志的限制!除仿效 /元和郡县志0门类外!增加了姓氏%人物%
风俗"并因人物详及官爵%诗词%艺文! /四库全书总目0谓1
-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史!盖地理之书记载

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对方志发展影响至大"

#祥符州县图经$北宋官修地理总志"李宗谔纂"祥符为真宗年号!
书以集各州县图经编纂而成!故名"真宗景德四年 &2,,()!命学

士邢"等编辑车驾所经地理古迹以闻!因览 /西京图经0有所未

备!诏重修诸路图经"各地上报图经体例不一!帝命翰林院学士

李宗谔%知制诰王曾等 23人主持整理编集!至祥符三年 &2,2,)
编成!共 2455卷!目录 +卷"祥符四年%六年!续有增修!由是

北宋各地图经大备"该书早佚"据李氏自序!其记载内容广泛!体

例较完备!集北宋图经之大成"

#元丰九域志$北宋官修地理总志"王存纂"始修于宋熙宁八年

&2,(4)!元丰三年 &2,*,)书成!八年删定!共 2,卷"该书体例

因循宋 /九域图0!但无图!记事下限为元丰八年!故名"所载以

熙宁%元丰间四京%二十三路为标准!分路记述府%州%军%监%
县的户口%乡镇%山泽%道里等项!对各地区间四至八到!叙述

甚详6州县土贡!又备载额数!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因之!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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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叙述简括"条理井然#的佳作$

%舆地广记&北宋地理总志$欧阳#撰"政和年间 ’(((()(((*+
成书",-卷$主要叙述政区沿革"并结合历史故实"略古详今"纵

横结合"一般地志共有的四至.道里.户口.风俗.土产等"概

不采入/先记历代政区"再按当时行政区划四京.二十三路分区"
分述州县建置沿革"各路下附有化外州县$0四库全书总目1称其

!端委详明"较易寻览#$

%临安三志&南宋首都临安三部志书的合称$南宋临安 ’今浙江杭

州+方志传世者凡三种2’(+0乾道临安志1$乾道三年 ’((3*+府

尹周淙纂修$45卷"今存 ,卷$第一卷纪宫阙官署"题曰行在所/
第二卷分沿革.星野.风俗.州境.城社.户口.坊市.物产.土

贡.税赋.仓场.馆驿等 46个子目"逐一记述/第三卷记自三国

至宋 乾 道 初 年 诸 牧 守$叙 录 简 括"深 得 体 要"详 略 皆 极 得 宜$
’4+0淳$临安志1$淳$十二年 ’(454+施谔撰$宋刊本早佚"原

卷数无考"今存残本 3卷"为清嘉庆年间 ’(*73)(-46+发现"共

计城府一门 ,卷"山川一门 ,卷"分目记述"叙述简雅"征引赅

洽$’,+0咸淳临安志1$咸淳四年 ’(43-+潜说友撰$(66卷"今

阙*卷$前 45卷为行在所录"(3卷以下为府志"叙述详赡"体例

井然"历来被誉为方志之佳构$!临安三志#系浙江地方志中的重

要典籍$

%吴郡志&又作吴门志$宋代著名志书$范成大初纂于绍熙三年

’((74+或四年"后经汪泰亨等增补$吴郡即宋平江府"治所在今

江苏苏州市"书以地之旧称名之$共 56卷"分沿革.户口税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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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贡!风俗!城郭!官守!古迹!水利!人物!杂咏等 "#门$为

门目体方志的代表作$后人多所仿效%艺文附于各条下$不别立

一门&’四库全书总目(称其 )典赡而不芜杂$为地志之善本*&

+嘉泰会稽志,南宋地方志&嘉泰年间施宿等撰&全书 -.卷$共

分 /0.个细目$叙述简赅$有姓氏!送迎!古第宅!古器物!求

遗书!藏书等条&皆他志所不详&对研究浙江绍兴地区历史与文

化有重要参考价值&

+剡录,南宋著名方志&高似孙纂$嘉定七年 1/-/23成书&/.卷&
剡为汉时古名$即宋之嵊县 1今属浙江3$故名&首列 )县纪年*$
编年记载本县大事&卷五收录阮裕!王羲之!谢灵运等 /2人的著

述及阮!王!谢三氏家谱名目 2-种$并开列其卷数&开创了方志

设大事记和记载本地人著述书目的先例&该书行文简约古雅$引

证赅博精审$是简志体的早期代表作&

+舆地纪胜,南宋地理总志&王象之编纂$成书于南宋嘉定!宝庆

间$-..卷&自序谓4此书 )以郡之因革$见于篇首$而诸邑次之$
郡之风俗又次之$其它如山川之英华$人物之奇杰$吏治之循良$
方言之异闻$故老之传说$与夫诗章文翰之关于风土者$皆附见

焉&*后人以其详赡分明$体例谨严$考证极其核洽$誉为南宋全

国性总志中最善者&

+方 舆 胜 览,南 宋 地 理 总 志&祝 穆 撰&成 书 于 理 宗 时 1/--56
/-723$0.卷&以行在所临安府为首$所记分十七路$各系所属府!
州!军于下$限于南渡后境域&此书详于名胜古迹$诗赋序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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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独备!略于建置沿革"疆域"道里"田赋"户口"关塞"险要

等它志乘所详者#考证较疏而采摭颇富$保留南宋史料甚丰$为

研究南宋历史"地理"方志的重要著作#

%景定建康志&南宋著名方志#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二年

’()*(+成书$,-卷#全书分录"图"表"志"传五类$类下又分

若干细目!是地方志引进正史纪传体的开端#立类分目$目以类

归$层次清晰$故为后世广泛采用#

%大元大一统志&元朝官修总志#前后两修#世祖至元二十三年

’().*+开始$准集贤大学士札马拉鼎 /宜为书以明一统0$命其

与秘书少监虞应龙等人$以所上版图$纂辑为志!二十八年书成$
名 1大一统志2$共 3,,卷#其后$得 1云南图志2"1甘肃图志2
和 1辽阳图志2$成宗又命集贤大学士孛兰%"昭文馆大学士岳&
等增修!大德七年 ’(4-4+书成$共 (4--卷$定名 1大元大一统

志2#此志仿唐 1元和郡县图志2"宋 1太平寰宇记2和 1舆地纪

胜2等书体例$以府"州为纲$分建置沿革"坊廓"乡镇"里至"
山川"土产"风俗"形胜"古迹"宦迹"人物"仙释等门#内容

宏富$有较高史料价值$历来为学者所重#但原书明代已佚$仅

有残篇传世#自此书出$明清均效法其体例$编纂本朝的一统志#

%齐乘&元代方志#于钦纂修$为其任中书省兵部侍郎奉命山东时

所作$专记三齐舆地$是现存最早的关于山东省的志书#全书*卷5
卷一沿革"分野"山!卷二水!卷三郡邑!卷四古迹 ’城郭"亭

馆上+!卷五古迹 ’亭馆下$丘垅+"风土!卷六人物#1四库全书

总目2称其 /叙述简赅而淹贯$在元代地志之中$最有古法#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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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志图"元代方志#李好文纂#成书于至正初年李氏任陕西行

台侍御史时#$卷#卷上为汉唐城市宫坊等图#卷中为古迹陵墓#
卷下为泾渠图说%其中有泾渠图说序&泾渠总图&富平石川溉田

图&泾渠图说&渠堰因革&洪堰制度&用水则例&设立屯田&建

言利病&总论等目#清周中孚认为卷下的这些内容 ’皆为一方民

生国计立论(#参见 ’李好文(#

!大明一统志"明朝官修总志#李贤等人撰修#英宗时%以代宗景

泰七年 )*+,-.纂成的 /寰宇通志0繁简失宜%去取未当%命李

贤等改修重编#始于天顺二年)*-,1.%天顺五年书成#全书23卷#
其体例沿袭 /大元大一统志0%以天顺时南北两京&十三布政命使

司分区%每府&州&县分建置沿革&郡名&形胜&风俗&古迹&人

物等目4殿以 ’外夷(各国#书中引用古事%错误颇多%甚至句

读不通%为学者所讥#但保存了不少明代资料%可供参稽#

!武功县志"明代方志#康海撰%正德十四年 )*,*2.成书#$卷%
5万余言%共 6篇7地理&建置&祠祀&田赋&官师&人物&选举#
田赋志述田赋&人口&商税&物价&物产%言约而详%官师志中

于人物善恶并书%以寓劝惩#此志以文简事赅见称于世#但对其

’简(%后人褒贬不一#

!朝邑县志"明代方志#韩邦靖撰%正德十四年 )*,*2.成书#5
卷%分为 6篇%总志&风俗&物产&田赋&名宦&人物&杂记#全

书仅 ,633余字%/四库全书总目0谓7’古代志乘之简%无有过是

书者而宏纲细目%扬略备#(因其过简%古今方志学界多所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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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镇三关志"明代方志#刘效祖撰$万历初年成书#四镇为蓟州%
昌平%保定%辽东#三关为居庸%紫荆%山海#取材于三关及郡

邑旧乘$诸司年籍记#全书 &’卷$分建置%形胜%军旅%粮饷%
骑乘%经略%制疏%取官%才贤%夷部十考$每考 &卷#建置考

中有各镇地图%各种兵器车营敌台图$故 (也是园书目)作 (四
镇三关图志)#为明代志边政之书中最详尽者#

!大清一统志"清代官修总志#共修三次*第一次从康熙二十五年

+&,-,.开始$乾隆八年 +&/01.成书$102卷#第二次乾隆二十

九年 +&/,0.续修$四十九年 +&/-0.成书$3’’卷#第三次从嘉

庆十六年 +&-&&.重修$道光二十二年 +&-02.成书$3,’卷$因

以嘉庆二十五年为下限$故名 (嘉庆重修一统志)#其体例$首为

京师$下分直隶%盛京%江苏%安徽%山西%山东%河南%陕西%
甘肃%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新疆%乌里雅苏台%蒙古共十

二统部和青海%西藏等地区4先有图表$继以总叙$再以府%直

隶厅%州分卷$列有疆域%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
学校%户口%田赋%山川%古迹%关隘%津梁%堤堰%寺观%名

宦%人物%土产等 23目#该志是在各省通志的基础上编成$内容

丰富$考订精详$是比较完善的全国性总志#

!台湾府志"清代方志#首任台湾行府蒋毓英首纂 &’卷#康熙年

间先由高拱乾纂修$&’卷 &’志*封域%规制%秩官%武备%赋役%
典秩%风土%人物%外志%艺文#十志下分八十一目#康熙四十

九年 +一说五十一年.又有周元文修%施土岳等重纂$仍按 5高
志6十纲八十一目记述#乾隆五年 +&/0’.#刘良璧据前志并增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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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周志"以来变化了的土国人丁#赋税额数#人物贡举#职官

规制以及物产#艺文等资料$撰成 %福建台湾府志&’(卷)乾隆

十二年又有范咸重修本出*分为 ’+卷#首 ,卷)乾隆二十八年左

右$余文仪纂成者$未包括前志旧序#福建台湾全图等$然后分

封域#规制#职官#赋役#典礼#学校#武备#人物#风俗#物

产#杂记#艺文 ,’类$厘为 ’-卷)!余志"内容较为充实$流传

较广)

.汾 州 府 志/清 代 方 志)孙 和 相 修$戴 震 纂)乾 隆 三 十 四 年

0,1-23成书)45卷$首 ,卷$计有沿革#疆域#山川#关隘#营

汛#驿铺#户口#田赋#盐税#宦绩#人物#艺文等二十九门$于

地理山川沿革考证尤详)此志为清代方志中地理派的代表作之一$
影响颇大)

.和 州 志/清 章 学 诚 主 纂 的 第 一 部 方 志)作 于 乾 隆 三 十 八 年

0,1143$次年成书后$又辑 %和州文征&6卷)今存 %和州志序

例&’(篇)和州在今安徽和县)有纪#表#图#书#政略#列传

六体$并附有文征)内容为7皇言纪$官师表$选举表$氏族表$
舆地图$田赋书$艺文书$政略$列传$阙访列传$前志例传)

.永清县志/清代方志)章学诚撰)乾隆四十四年 0,1123成书$
’+篇7纪二 0皇言#恩泽3$表三 0职官#选举#士族3$图 三

0舆地#建置#水道3$书六 0吏#户#札#兵#刑#工3$政略一$
列传十 0一至六为乡贤$七为义门$八为列女$九为阙访$十为

前志3)此志与 %和州志&#%亳州志&并称名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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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亳州志"清代方志#章学诚撰#约纂于乾隆五十四年 $%&’()#原

书佚*难见其全貌#+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上-中-下三篇#特点

为专设人物表与掌故#

!凤台县志"清代方志#李兆洛撰#嘉庆十九年 $%’%.)纂成*为

李氏任职安徽凤台县时所作#%/卷#分舆地-食货-营建-沟洫-
官师-选举-艺文-人物-列女-古迹十门#叙事赅备*内容丰

富*出处详明*重在舆地-食货-沟洫三志*体例尤见精善0历

来评价很高*被视为方志佳构#

!广西通志"清代方志#谢启昆修*胡虔纂*嘉庆五年 $%’//)始

修*次年脱稿*共 1’/卷#此志设训典一*郡县沿革-职官-选

举-封建等四表*舆地-山川-关隘-建置-经政-前事-艺文-
金石-胜迹等九略*宦迹-谪宦等二录及列传等*共 %&目0各目

下*视内容多寡酌分细目#艺文略仿 +汉书2艺文志,之例*纯

收书目*不载诗文#各种诗文均分系于各目有关事条下*以事统

文*文附于事#此志之首*有谢氏所作 +叙例,%篇*共 13则*涉

及方志性质-源流-体例-编纂等各个方面#后人对该志评价颇

高*阮元称其 4载录详明*体例雅饬50梁启超赞为 4省志楷模5#

!广东通志"清代方志#阮元纂修*道光初成书#阮氏赞赏谢启昆

+广西通志,4载录详明*体例雅饬5*故该志体例以谢志为本*略

有增损#全志 3..卷*共 16门7典一*训典0表四*包括郡县沿

革-职官-选举-封建0略十*包括舆地-山川-关隘-海防-建

置-经政-前事-艺文-金石-古迹0录二*包括宦绩-谪宦0列

传八*包括人物-列女-耆寿-方技-宦者-流寓-释老-岭蛮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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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录一!后人称其 "体例渊雅#纪载详核$!

%顺天府志&清代方志!李名章修#张之洞’缪荃孙纂#始事于光

绪五年 ()*+,-#成书于十二年!全书 )./卷#分京师志’地理志’
河渠志’食货志’经政志’故事志’官师志’人物志’艺文志’金

石志#十志之下#统十九目#以序录’志例结尾!此志体例严谨#
以 "典核$’"征实$为主旨!因其内容丰实#体例精善#备受世

人推崇#成为晚清名志!

%龙游县志&民国方志!余绍宋撰#民国十年 (),0)-始事#)1年

成书!全书 10卷#其中正志分纪’考’表’传#计 ))门2通纪’
地 理 考’氏 族 考’建 置 考’食 货 考’艺 文 考’都 图 表’职 官 表

(附宦绩略-’选举表’人物传 (会阙访别录-’列女传 (附节妇略’
烈女略别录-!附志三种23丛载4(古迹’寺院’轶闻’志异-’
3掌故4’3文征4!卷首有叙例#卷末附前志源流及修志始末!该

志记载繁富#征引之书不下数百种#旧志内容可存者则采之5食

货考记载尤详5艺文考详录其序例’解题#或作提要#间加考证!
学界对其评价不一#梁启超为之作序#称其有 "十长$#誉为中国

方志学中的 "独传之作$5洪焕椿评为辛亥革命以来浙江地方志中

"不可多得之佳构$!但傅振伦认为 "不仅不能贯乇自定体例#且

缺 眯很多$#并具体详析了六个缺点#其中有谓2该志序例所说

"畲族本属异族#不必入志$云#是歧视兄弟民族的观念#荒谬之

至!

%川 沙 县 志&民 国 方 志!方 鸿 铠 修#黄 炎 培 撰!民 国 二 十 六 年

(),.+-铅印本!上承清光绪五年 ()*+,-俞樾主纂 3川沙厅志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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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迄民国 !"年#全书 $%卷#除卷首列图外&其余依次为大事年

表和舆地’户口’物产’实业’工程’交通’财赋’教育’卫生’
慈善’祠祀’宗教’方俗’艺文’人物’职官’选举’司法’警

务’兵防’故实’叙录等志#各志之前&冠以概述&说明内容大

要#该志取材丰富&体例创新&表说相资#极便检索&叙事简括&
详略得当&繁而有得&且广搜博采民国以来经济变化’社会动荡’
人民疾苦情况&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颇得盛誉#

方 志 学 家

(常璩)字道将#蜀郡江原 *今四川重庆+人#十六国成汉李势时

任过散骑常侍#入东晋&任参军#著 ,华阳国志-!$卷&对蜀中

史事记载甚详&序中提出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勋’旌

贤能等 .书契五善/说&对志书作用进行概括和总结&对修志工

作提出规范和要求#参见 .华阳国志/#

(李泰)*0$!10"$+ 字惠褒&唐太宗第四子&曾任扬州大都督’
雍州牧’左武侯大将军等&封魏王#以 .好士爱文学/知名#贞

观十二年 *023+因苏勋建议&奏准编撰 ,括地志-&引著书郎萧

德言’秘书郎顾胤’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等人担任编

撰&分道计州编辑疏录&历时 "年成书&于贞观十六年表上&诏

藏秘阁#参见 .括地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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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耽"#$%&’(&)* 唐宰相+地理学家,字敦诗-沧州南皮人,
天宝中举明经-累官至鸿胪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右仆射,好

地理学-勤于搜集有关边疆山川及风土资料,曾绘制 .陇右山南

图/奏报朝廷-作为用兵收复失地的参考,纂有.贞元十道录/等,

!李吉甫"#$)(’(01* 字弘宪,赵郡 #今河北赵县*人,初任

太常 博 士-宪 宗 即 位 后 由 考 功 郎 中 升 为 中 书 舍 人,元 和 二 年

#(&$*-入为宰相2三年出为淮南节度使2六年再任宰相,撰 .元
和郡县图志/1&卷,序中指出3版图地理有 4成当今之务-树将

来之势5的作用-应能 4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

保势胜之利-示形束攘制之端52揭示了旧志的弊病34尚古远者

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

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5体现了修志 4存真求实5和

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主张,参见第三卷中的 4李吉甫5,

!乐史"#6%&’0&&$* 北宋文学家+地理学家+方志编纂家,字

子正-抚州宜黄 #今属江西*人,初仕南唐-入宋-官至水部员

外郎,毕生著述甚富-有传奇小说 .诸仙传/等 7&&多卷2地理

书 .太平寰宇记/7&&卷-于体例上创 4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

文者5之始-对后世方志著作影响深远,参见 4太平寰宇记5,

!罗愿"#00%8’00(1* 南宋学者-方志编纂家,字端良-号存

斋-歙 #今安徽歙县*人,南宋绍兴二十五年 #00))*以父荫补

承 务 郎-先 后 为 临 安 府 新 城 县+饶 州 景 德 镇 监 税,乾 道 二 年

#008$*举进士-八年任赣州通判-寻知鄂州-人称罗鄂州,为政

清廉-颇著政绩,他痛惜徽州地记+图经相继亡佚-于公牍之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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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采诸书!"访故老!求遗事!思辑一书#!并在州守赵不悔支持

下!撰就 $新安志%&’卷(在自序中认为方志记载的材料皆有不

足!"必命名涉于学者纂之#!反对 "直抄取计簿以为书#!把志书

简单地变成资料汇录(他提出!编纂方志须注重民生!"同民利#(
其识深为后世学者所重(另有 $尔雅翼%)’卷!$鄂州小集%*卷(

+周应合,南宋学者!方志编纂家(字淳叟!自号溪园!江西武宁

人(宋淳$进士!历任江陵府教授-实录馆修撰-御史-饶州通

判 等职(博学洽闻!于方志编纂学多有发明(宝$开庆年间纂

$江陵志%(景定二年 .&)/&0受聘于建康知府马光祖!纂成 $建
康志%1’卷!并作 $修志本末%!提出定凡例-分事任-广搜访-
详参订为修志过程中必须做好的四件事2认为志书应 "崇厚风俗!
表章人材#(这些主张!对后世影响颇深!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于钦,.&)345&6660 元代方志编纂家(字思容!山东益都人(
早年立志为家乡修志!曾说7"吾生长于齐!齐之山川-分野-城

邑-地土之宜-人物之秀-此疆彼界!不可不纂而纪之也(#后任

中 书省兵部侍郎!奉命山东!"于是周览原野!询诸乡老!考之

$水经%-地记-历代沿革!门分类别#编成 $齐乘%/卷(参见

"齐乘#(

+李好文,元学者!方志编纂家(字惟中!东明 .今山东属县0人(
至治进士!官太常博士等(著有 $端本堂经训要义%等(至正初!
官陕西行台侍御史!感于所过山川-城邑和所遇古迹 "稽诸地志!
徒见其名#!于是因长安故图!纂成 $长安志图%6卷!以 "图为

志设#之识!编入 ))图(他认为!"泾渠之利!泽被千秋#!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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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漏!因而设泾渠图说序"泾渠总图"富平石川溉田图"泾渠图

说"渠堰因革"洪堰制度"用水则例等目#周中孚 $郑堂读书记

补逸%赞其 &为一方民生国计立论’#

(韩邦靖)*+,--.+/012 明方志编纂家#字汝度3号五泉3陕

西朝邑人#正德年间进士3官工部主事#嘉靖初3起山西左参议3
分守大同3力请开仓赈饥3不得报3遂乞归#工诗3著有 $五泉

诗集%#正德十四年 *+/+42撰成 $朝邑县志%3以简略和 &纪录

质实3而文彩焕炳可诵’著称#参见 &朝邑县志’#

(康海)*+,5/.+/562 明文学家"方志编纂家#字德涵3号对

山"’东渔父3陕西武功人#弘治十五年 *+/602状元3任翰林

院修撰3武宗时坐刘瑾党免官#善诗文3为 &前七子’之一3著

有 $对山集%" $’东乐府%#正德中修撰成 $武功县志%#并作

$鄂县志序%"$朝邑县志序%"$秦安县志序%#认为方志 &有系于

政而达于政’!&志者记也3记其风土文献之事3与官乎斯土者3可

以备极其改革3省见其疾苦3景行其已行3察识其政治3使天下

为士大夫者读之足以兴3为郡邑者读之足以劝3非以夸灵胜之迹3
崇 奖饰之细也#’并主张官师志 &善恶并著3以 寓 劝 惩’#参 见

&武功县志’#

(顾炎武)*+7+1.+7-02 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学识渊博3于

地方志"都邑掌故"天文历算"河漕兵农及经史百家"音韵训诂

之学3均有研究#明崇祯二年 *+7042始3遍征史料3在整理"研

究地方志的基础上3编成 $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二书参

考和使用方志 +666余部3为利用大量方志研究历史的第一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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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中!参修 "邹平县志#$在所作 "营平二州史事序#等文中!
指出了修志的旨要!即%修志者必具一定的学识&要有充裕的时

间&文字要通俗易懂$这些见地!为乾嘉时期方志学的形成奠定

了基础$

’戴震( )*+,-.*+++/ 清方志学界地理派主要代表$以纂修

"四库全书#!授翰林院庶吉士$博闻强志!对天文0数学0历史0
地理均有较深研究&尤精名物训诂!卓然为一代考据大师$著述

有 12多种!多编入 "戴东原文集#$主纂有乾隆 "汾州府志#和

"汾阳县志#0"直隶河渠书#0"水地记#等!并审定乾隆 "应州续

志#0"寿阳志#等!撰有 "与段若膺论修志#0"答曹给事书#等

论修志文章$认为 3志以考地理!悉心于地理沿革4即可!并以

此主旨与章学诚辩论修志问题$主张将古地理的研究方法应用于

修志!以水系辨山脉!以山川形势考察郡县建置和地理沿革!强

调修志应重考据$

’章学诚()*+-5.*52*/ 清代史学家0方志学家$一生精力用

于讲学0著述和编修方志$,+岁时随父纂修 "天门县志#!此后陆

续纂修或参修了 "和州志#0"永清县志#0"大名县志#0"亳州

志#0"麻城县志#0"石首县志#0"常德府志#0"荆州府志#0"广
济县志#和 "湖北通志#$方志理论著作有 "方志立三书议#0"州
县请立志科议#"修志十议#等!奠定了方志学的基础$所著 "文
史通义#!与唐代刘知几的 "史通#并称史学理论名著$参见第三

卷中的 3章学诚4$

’洪亮吉()*+67.*528/ 清经学家0文学家0方志学家$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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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江苏阳湖 "今武进#人$乾隆进士!授

编修$嘉庆时!以批评朝政!遣戍伊犁!不久赦还!改号更生居

士$博通经史%音韵训诂和地理之学!工诗文!著有 &洪北江全

集’等$曾 整 理 过 乾 隆 年 间 编 修 的 府%厅%州%县 志!手 撰 了

&泾县志’%&澄城县志’%&淳化县志’%&长武县志’%&登封县志’%
&固始县志’%&怀庆府志’!后又主纂了 &宁国府志’并撰写其中

的疆域表和舆地志$有丰富的修志经验!并著有若干论述地方志

的文章!指出()一方之志!苟简不可!滥收亦不可$苟简则舆图

疆域!容有不详**滥收则或采传闻!不搜载籍!借人才于异地!
侈景物于一方!以致讹以传讹!误中复误$+认为 )撰方志之法!
贵因不贵创%信载籍而不信传闻!博考旁稽!义归一是+为善$

,李兆洛-"./012.34.# 清地理学家%文学家%方志编纂家$字

申 耆!晚 号 养 一 老 人!江 苏 阳 湖 "今 武 进#人$嘉 庆 十 年

".356#进士!授翰林庶吉士!曾官凤台知县!后主讲江阴书院$
通音韵%史地%历算之学!提倡骈%散合一!推崇桐城派文章!著

有 &养一斋集’等$勤于修志!先后主修凤台%东流%怀远%江

阴县志和武进阳湖合志$认为 )志者!心之所志也$志民生之休

戚%志天下之命脉%志前世之盛衰!以为法鉴!志异日之因革!以

为呼吁也+!所以 )尚征实+以 )传信+!每载 )一事一语!必据

其所自来$+运用资料要 )详稽而慎取!统贯而条目分明+$提倡

实地调查考核$

,杨笃-".3742.314# 清代方志编纂家$字雅利!号秋湄!山

西乡宁人$同治三年 ".304#举人$通经史!工金石书法!一生

精力主要用于编纂方志$先后编纂了 &屯留县志’%&天镇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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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州志"#!长子县志"#!长治县志"#!壶关县续志"#!蔚州志"#
!潞城县志"#!繁峙县志"等 $%种州#县志书&自光绪五年至二

十年 ’$()*+$(*,-在山西通志局为纂修官.倾其全力.疾病在

身或严冬手指冻裂见血亦不停执笔.尝曰/0一身之寿夭.命也1
倘 通志不成.三晋文献由我而折.罪不更大乎23近人李泰!在

!阳县志4序"中.言其堪与章学诚#戴震并称&

5缪荃孙6’$(,,+$*$*- 近代藏书家#校勘家#方志学家&字

炎之.又字筱珊.晚号艺风.江苏江阴人&清光绪进士.历任京

师学监#翰林院编修#清史馆总纂#江楚编译书局主任等1曾主

讲南菁#泺源#钟山等书院1并创办江南图书馆#京师图书馆&长

于金石目录之学.著有 !艺风堂藏书记"#!艺风堂文集"等&光

绪五年 ’$()*-.纂 !顺天府志".越六年而成.历来被视为名志&
光绪十二年纂成 !昌平州志"&民国时.又纂 !江阴县志"#!江苏

通志稿"&另于民国二年 ’$*$7-编制 !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著

录全国省#府#州#县志共 $8)8部.为目前所见最早方志目录&
并汇刻太仓旧志 9种&

5王葆心6’$(8(+$*,,- 近代方志学家&字季芗.别字晦堂.晚

号青坨山人.湖北罗田人&肄业两湖书院&历任罗田义川#郢中

博通#潜江传经#汉阳晴川等书院院长.汉阳府中学#两湖优级

师范学堂教习&清光绪二十九年 ’$*:7-乡试举人.后被荐调入

京.任礼部图书馆总纂#礼学馆顾问#学部主事等职&民国年间.
历任湖北革命实录馆总纂#北京图书馆总纂#湖北国学馆馆长#武

昌高等师范及武汉大学教授#湖北通志馆筹备处主任#湖北通志

馆总纂&抗日战争时期.返乡任罗田县志馆馆长&毕生辛勤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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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述丰富!有文学"经学"史学和方志学著作 #$%余种&致力最

久且勤者为方志学!著有 ’方志学发微(近 )%万言*

+李泰!,近代方志学家*字革痴!阳原 -河北属县.人*毕业于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苑大学教授*民国十

八年 -#/0/.受聘为绥远省通志馆总纂!后因与地方人士之间意

见不合!辞职离去*撰有 ’方志学(一书*系最早的方志学专著

之一*坚持以进化论观点解释方志!认为 1方志者!乃记载及研

究一方人类进化现象2*在方志学理论上颇多贡献*

+瞿宣颖,-#3/04#/)3. 近代方志学家*字兑之!号蜕园!湖

南长沙人*民国时期!先后在南开"清华"燕京等大学讲授方志

学*著有 ’志例丛话("’方志考稿 -甲集.(!并撰有 ’历代官志

概述("’历代职官简释(等*

+黎锦熙,-#3/04#/$3. 现代语言学家"方志学家*字劭西!湖

南湘潭人*宣统三年 -#/##.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学堂*一生从

事语言科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对汉语语法研究"汉字改革和辞

书编纂颇有贡献!著述多种*在编修方志和方志学方面也有卓著

成绩*#/53年应城固县志编委会聘请任总纂*由他主持撰修的有

’城固县志("’洛川县志("’黄陵县志("’宜川县志("’同官县

志(等&根据修志实践经验写出了 ’方志今议(一书!为丰富和

发展方志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至今仍有借鉴价值*

+朱士嘉,-#/%)4#%3/. 现代方志学家*字蓉江*江苏无锡人*
曾就读于杭州之江大学"北平燕京大学*后赴美进修!获博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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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年任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副教授!"#&’年回国后任武

汉大学教授(并先后担任武汉大学图书馆馆长(湖北省文史馆副

馆长)馆长(中国地方志协会副会长!他一生致力于方志学研究(
尤擅长方志目录学!"#*$年独立编辑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地方志联

合目录 +中国地方志综录,(赴美期间完成了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中国方志目录,的编写!"#-&年出版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他

是总纂之一!他还编辑出版了 +宋元方志传记索引,和 +中国旧

志名家论选,(并发表了众多有关旧方志整理)考订和新方志编纂

的论史!为科学地研究和利用方志做出了卓越贡献!参见 .中国

地方志综录/!

术语0名词

1修志机构2负责编修地方志的工作单位!中国古代设置中央修志

机构自宋徽宗大观元年 3""’%4建 .九域图志局/始!清代章学

诚曾提出设立州县志科的主张!民国时期(内政部通令各地设省)
市)县修志馆负责修志!当代修志(普遍建立修志机构!中国地

方志指导小组 3其前身为中国地方志小组4负责指导全国修志工

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市)县地方政府建立地方志编纂委

员会并设办公室作为修志常设机构!

1九域图志局2宋代由朝廷设置的中央修志机构!宋徽宗大观元年

3""’%4创置(主管全国修志事宜!是国家设局修志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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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志馆"省的修志机构#民国十八年 $%&’&(内政部颁行的 )修
志事例概要*规定+,各省应于各省会所在地-设立省通志馆-由

省政府聘请馆长一人-副馆长一人-编纂若干人组织之#.当代修

志-有的省 $区(修志机构亦沿称通志馆-如广西壮族自治区#

!志科"清代章学诚建议设立的地方修志机构#他在 )州县请立志

科议*中指出+设立了志科-州县记载应 ,登载有一定之法-典

守有一定之人.#专门收集/整理/保管档案资料和地方史志资料-
,异日开局纂修.志书-便 ,取裁甚富.了#这些原始材料-有了

专门机构/专人妥善保管-可以避免水火之失/虫蛀之害或奸吏

的篡窃更改0如果民间有讼事-还可据以查考以资断事#

!总裁"方志用语#旧时编纂志书的总负责人-专主笔削文辞#

!总纂"方志用语#有二义+$%(修志人员职分名目-如光绪 )苏
州府志*设总纂一人0民国 1’年 $%&21()浙江省通志馆组织规

程*规定设总编纂一人#犹今之总编/主编#$’(指修志工作中

的一个程序-即分头执笔写出分志稿后-进行斟酌组织合成为一

整体志稿的工作#

!投牒者"方志用语#泛指旧时修志中的采访撰稿-其责专在记叙

事实-叙而不议#

!官修"编修地方志的一种方式-相对于 ,私修.而言#由一个地

方的行政长官主持-组织专门的修志机构-给以经费修志#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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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能集中人力和资料"经费易筹"成书较快#但修志事权由

官员控制"记载史实$臧否人物"往往受到掣肘!

%私修&方志用语!相对于 ’官修(而言"即个人编修地方志书!
旧时盛行私修方志之风!

%重修&又称新修!方志用语!一地已有前修志书"编修后志时不

是承续其下限记述各事"而选取其中有用材料"补充新的内容"贯

通古今"综合成新志"谓之重修!

%增修&方志用语"指地方志的一种编纂方法"特点是在原修志书

上增补材料"易于竣事!一般多为在原修志书基础上延长下限"增

补新增年分内本地各方面的资料!

%续修&方志用语"一地已有前修志书"编修后志时以前修的下限

为新编志书的上限"这种编纂方法"谓之续修"编成的志书叫做

续志!当代编修新方志"均不取此法!

%四证&鉴别方志资料的四种办法"一为书证"即以文献证文献"
比较对照同一问题不同资料"求取准确或接近准确的材料"但孤

证不取!二为物证"即以实物资料来订正文献资料"主要是遗迹$
遗址和各种文物$图片等实物资料!三为人证"即以当事人$知

情人的回忆来验证文献资料#但要注意可信程度"不可轻信!四

为理证"即在缺乏佐证的情况下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来证明材料

的可靠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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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方志用语#在地方志书中$因使用不同而有两种含义%&’(
志书的编写$如 )修志*+&,(旧时官修志书的行政领导者$如

)主修*-)总修*-)协修*#

!纂"方志用语#在地方志书中$一般指志书的编写$亦有指具体

执笔编写人的$如 )总纂*-)分纂*#

!撰"方志用语#指志书实际编写之人#旧时$私人编写地方志书

也称为 )撰*#

!二便"方志用语#语出章学诚 .修志十议/%)修志有二便$地近

则易核$时近则迹真#*意谓修志要利用当地方便于就地取证资料

和修志时间相隔较近便于考实的条件$认真查证核实资料#

!三长"方志用语#语出章学诚 .修志十议/一文%)修志00有

三长%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托#*这是对修

志人员的要求$意谓%要能够把握义例-恰当选采-秉公处事#

!五难"方志用语#具体 )难*的内容$说法不一$一般指章学诚

.修志十议/一文中所言%)清晰天度难+考衷古界难+调剂众议

难+广征藏书难+预杜是非难#*章氏意谓%只有排除这五难$修

志工作才能顺利进行$编写出较好的志书#

!八忌"方志用语#语出章学诚 .修志十议/一文%)忌条理混杂+
忌详略失体+忌偏尚文辞+忌妆点名胜+忌擅翻旧案+忌浮记功

绩+忌泥古不变+忌贪载传奇#*全面涉及方志体例-结构-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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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风等!切中时弊!是修志经验的总结!于今仍有借鉴意义"

#四要$方志用语"语出章学诚 %修志十议&一文’(修志))有

四要’要简*要严*要核*要雅"+即指记载要简明*体例要严谨!
内容要真实!文字要雅洁"

#义例$方志用语"编纂方志的宗旨与体例"

#志体$方志体例的略称"志书特有的体制形式!主要包括体裁*
篇目结构和文体等"以行政区划为范围!横排门类!纵写史实!分

门别类地记述自然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内容!是其最基本的特征"

#书志体$地方志的一种体裁!用以记载地理*政治*经济*文化

各类专题!并佐以图表"内容要以类系事!横排竖写!纵横结合!
使用记述体"文风严谨*朴实*简洁"

#著述体$地方志书按撰写形式区分的一个种类"这类志书!是由

作者综合搜集到的资料!用自己的语言重新编写的"清代章学诚

主张的 (三书+主体部分 (志+!即是著述体"

#编纂体$又称纂辑体"地方志书按撰写形式区分的一个种类"按

照一定的体例和要求!将材料分门别类地编纂起来!大都注明出

处"清代章学诚主张的 (三书+中!掌故和文征便是编纂体"

#通纪体$地方志书体例之一"志书记事年限贯通古今!即从当地

有人居住时或政区建立时写起!到编志时止"古代多数志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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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首次编修的志书!多用此体"当代编修新方志!亦多用此体"

#断代体$地方志书体例之一"记事只限于某一历史时期"有的只

记述上次修志以来这段时间范围内的事物!又称续志"

#断代志$采用断代体编修的地方志书"参见 %断代体&"

#以时系事$方志用语"以时期为经!以事实为纬!此法用于新编

方志中的大事记编纂为多’其他各分志!都在横剖之后!再以时

纂事竖写!使事具始末!脉络清楚"

#以事系人$又称因事系人"方志用语"编写方志时!载事连及有

关之人入志!但记其人与所载之事相关的一些内容!不泛收其人

的全部历史"为修志时处理人事入志的基本原则"

#三书$方志用语"指志书中应包括的志(掌故(方征三部分"语

出清章学诚 )方志立三书议*"%三书&中!%志&是主体!是志书

中的著述部分!基本内容分列为外纪(年谱(考(传四类目"%掌
故&是一方有关典章制度的原始记录!是作为档案而保存下来的

一部分政事材料"%文征&是有关一邑 %不能并入本志者&的奏议(
征实(论说(诗赋(金石等 %故事文章&和 %诗文&"

#三宝体$方志结构形式之一"%三宝&!语出 )孟子*+%诸侯之宝

三+土地(人民(政事"&此指分土地(人民(政事三类记载其内

容的志书体裁"亦有加文献而成四类的"纲下分目"因其结构过

简!难于统摄复杂多样的内容!清嘉庆以后即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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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目体"方志结构形式之一#只有门而无纲领#因系若干门目平

行排列$故又称平列分目体#宋范成大的 %吴郡志&’清贾汉复的

%河南通志&均属此体#

!四体"方志用语$指一部地方志书$应按正史体例$设立纪’谱’
考’传#语出章学诚的 %修志十议&一文()修志**有四体(皇

恩庆典宜作纪$官师科甲宜作谱$典籍法制宜作考$名宦人物宜

作传#+

!活资料"口碑资料和其他实际景物的全称#口碑资料都保存在当

事者’知情人记忆中和在群众中$实际景物也有变动的可能$故

称#是修志重要资料来源#

!口碑资料"保存在当事者’知情人记忆中的和在群众中口头流传

的资料#具体包括(,-.历史见证人或知情者的回忆/,0.民歌’
民谣’谚语/,1.民间传说和遗闻轶事/,2.口头传授的技艺方

略等#这些都是编修方志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收集时要录音或

用文字记录$进行整理#

!死资料"已有文字或图表记载的各种地方文献#大体包括(,-.
档案资料/,0.报刊资料/,1.旧史志’族谱资料/,2.金石碑

刻资料/,3.私人著述资料/,4.工商实业资料/,5.图像照片

资料/,6.其他图书文字资料#为编修方志的主要资料来源#

!分野"旧方志的一个门目#古代天文学把天上十二星辰’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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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的位置跟地上州!国的位置相对应"地理上称 #分野$%旧方志

中常于地理志或疆域志中分设此目"用以记载与本地相对应的天

上星宿的区域&清代后"志书中多不设此目&

’八景(旧志形胜!古迹!山水门中的一目&所载 #八景$"多用

以妆点名胜"炫耀乡里"大多有图有诗&#八景$之称"源于宋代

画家宋迪的 )潇湘八景图*&元!明两代"又有一些文人仿 #潇湘

八景$"将燕京 +今北京,一带的名胜编出了 #燕京八景$"于是

#八景$之谓广泛流传开来&清代修志"各地往往附庸风雅"生拼

硬凑 #余景$&

’文征(方志用语&清代章学诚 )方志立三书议*中所说的三书之

一&指一方文献的专辑"类似文鉴!文类&据其 )永清县志方征

叙例*所指"系有关一邑 #不能并入本志者$的奏议!征实!论

说!诗赋!金石等 #故事文章$和 #诗文$"为求证史而辑录&

’掌故(方志用语&清代章学诚 )方志立三书议*中所说的三书之

一"指有关一方典章制度的原始记录"如同会要!会典"是作为

档案而保存下来的一部分政事材料&

’人物志(方志的一个门类&旧方志中的人物志"大致设有名宦!
儒林!忠义!宦绩!文苑!武功!隐逸!孝友!义行!列女!方

伎!仙释等类目&当代新编地方志"人物志中包括人物传!人物

表!烈士英名录等"所载人物"大多为近现代革命英烈!劳动模

范!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师!能工巧匠!社会名流!专家学者等"
其中包括有少数民族!优秀妇女的代表人物"也记载一部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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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人物志是志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些专门记述人物的

志书"亦称人物志!

#选举$旧方志门目!用以记载封建时代取才用人之道"表彰地方

%贤才&!明嘉靖 ’建宁府志(设 %乡举&"’句容县志(人物类二

十五目中有 %乡举&!

#先达$旧方志门目!记载当地历史上享有高位盛望的名人"多见

于早期方志"如 ’四库全书总目(指出)南宋罗愿 ’新安志(%所
列 先达小传"具有始末!&明清方志中"一般改以 %名臣&*%乡
贤&!

#隐逸$旧方志门目!用以记载本地有才能而隐居不仕之人"清贾

汉复主修的 ’河南通志(有此门!

#耆旧$旧方志门目!用以记载本地德高望重者的事迹!元 ’至正

金陵新志(人物志中置有 %耆旧&门"宋 ’景定建康志(古今人

传中有 %耆旧传&!

#孝义$旧方志门目!用以记载所谓孝行义士!属于人物志"如清

顺治年间贾汉复纂修的 ’河南通志("便设有此目!

#义门$旧方志门目"为表彰封建时代孝义而设!南宋 ’嘉泰会稽

志(卷十三有 %义门&目"归杂事古迹门"明 ’句容县志(中人

物二十五目"%义门&为其一!清乾隆 ’永清县志(有 %义门列

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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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民"旧方志门目#载符合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规范的百姓事迹#
南宋 罗 愿 $新 安 志%设 &义 民’门(明 $鄢 陵 县 志%中 &人 品

志’设 &义民’目(民国 $万载县志%卷七 $武备志%中亦设此

目#

!烈女"旧方志门目#&烈女’指重义轻生或为保全贞节而死的女

子(明嘉靖 $太平县志%人物志前谓)&入志烈女皆以朝廷旌表为

凭(不可妄作#’清顺治贾汉复纂修的 $河南通志%有 &烈女’目#
由 &列女’衍写而名#

!方技"又作方伎*方外*方术#旧方志门目#用以记载从事医*
卜*星*相等术者及其所做之事(宋范成大 $吴 郡 志%有 &方

技’门#

!流寓"旧方志门目#用以记载他乡人寓于本地日久而定居者的生

平事迹#清顺治年间贾汉复 $河南通志%列 &流寓’门(有的志

书由此设为一目#

!灾祥"旧方志门目#用以记载本地自然灾害*异常自然现象及

&祥瑞’等#有的方志称 &灾异’#南宋周应合 $景定建康志%&风
土志’设此目#

!异闻"方志的门目#首见于宋休(用以记载当地奇异事(宋范成

大 $吴郡志%卷四十五至四十七均曰 &异闻’#后历代相沿(但多

以 &佚事’*&遗离’*&琐事’等名之#有的新编方志亦设此目(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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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不明飞行物!怪胎等罕见之事"以备稽考研究之用#

$风俗志%方志的门目#记载生产!生活!节令!婚丧喜庆等习俗

和方言!歌谣!传说等#有的志书中立为门类"如明嘉靖 &江阴

县志’卷三风俗#有的志书则列为门下之目"如南宋周应合 &景
定建康志’风土志下设风俗#

$氏族考%又称氏族志#方志的一个门目#主要记载一地姓氏与人

口的来源#当代新编方志"有的亦设此门目"张望称 (姓氏录)#

$志稿%方志用语#指编纂方志过程中"已经写出而尚待讨论和修

改的未定稿"有初稿!修改稿!送审稿 *或称评议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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