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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方志是地方文献中的大宗 ,蕴藏着丰富而有价值的史料 ,但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和充分的利用。本文即以旧志与新编的中国地方志为研究对象 ,举出例证 ,以论述地方志的史料

价值和如何利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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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在 2000 多年前就对文献有所认定 ,

在儒家经典著作《论语》中就开始探讨文献足

征与否的问题。地方文献是文献总类中的一

支 ,据今人的考订 ,认为地方文献最早受到重

视 ,是 1941 年图书馆界前辈杜定友先生在韶

关任广东图书馆馆长时。他规定地方文献应

包括史料、人物、出版三方面 ,这一说法不太

准确 ,因为这三方面的文献不一定都具有地

方文献的内容与性质。所以我认为 ,只要是

反映本地区的历史、地理、社会、政治、经济、

军事、物产、资源以及碑帖、手迹、学术著作

等 ,即使是零篇散页 ,都应归入地方文献。所

以地方文献包罗宏富 ,门类众多 ,如地方志 ,

宗谱 ,私人笔记 ,名人手稿墨迹 ,铺户账簿等

皆是 ,其中以地方志为大宗。

中国地方志以起源早、持续久、类型全、

数量多而享誉于世界 ,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

录》的统计 ,仅保存至今的宋至民国时期的方

志就有 8264 种 ,11 万余卷 ,占中国古籍的十

分之一左右 ,而实际数字尚不止于此 ,除原未

计入的山水寺院志外 ,在历年编修新志过程

中和普查后所知 ,尚有不少遗漏。粗略了解 ,

旧志的总数已达万种。近半个世纪的首届新

志编修事业 ,可称成绩斐然 ,成果丰硕。据一

种官方数字宣布 ,截至 2000 年 11 月 ,已出版

面世的新编三级志书 ,有 4000 余部①。如果

加上近四年陆续出版的首届新志和第二届续

志的成书以及三级志以外的一些部门志、行

业志、山水志等 ,估计也在万种左右。合新旧

志的总量 ,当在 20000 种以上。因此中国地

方志无疑是地方文献中的大宗 ,它既具有丰

富坚实的史料基础 ,更具备取之不尽 ,足资参

证的史料价值。

一、旧志的史料价值

旧志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前各个

历史时期所编纂的地方志书。旧志中记载着

大量的有关当地的历史沿革、生态环境、社会

经济、景物资源、风土人情、文化艺术等方面

的资料 ,可以发掘出无穷尽的有价值的史料。

对旧志史料给以极大重视并因之撰著传世名

著的是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顾炎武在整理研

究地方志的基础上。撰著了《天下郡国利病

书》和《肇域志》两大名著。其中 ,《天下郡国

利病书》120 卷是顾炎武呕心沥血 ,博览群

书 ,花费了 20 年心血 ,收集了全国各地有关

地形、关隘、赋役、水利、交通、物产、农业、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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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倭寇等与国计民生有关的资料 ,于康熙

元年 (1662 年) 汇编而成的。该书考证精详 ,

征引浩繁 ,共征引了千余部地方志 ,占全部资

料来源的三分之一 ,给后世留下了一部非常

有价值的经世致用之作。旧志中可供采摭的

史料 ,俯拾皆是 ,如从《上元县志》中可以了解

南京丝织业的生产组织、生产概况以及丝织

品种。在浙江的《桐庐县志》中曾有一段描写

一洞前村的景象说 :“洞口阔二丈许 ,梯级而

下 ,五丈余。有崖、有地、有潭、有穴。壁有五

彩状 ,若云霞锦绮。泉有八音 ,声若金、鼓、

笙、琴。人语犬声 ,可惊可怪。⋯⋯唐宋以

来 ,题词尚存。元末 ,乡人徐舫避住于此 ,有

《瑶琳杂咏》一卷”。可惜这段珍贵史料未能

早为后人所用 ,致使“瑶琳仙洞”胜景沉睡多

年 ,令人遗憾。旧志中的某些史料往往又会

转变一地的经济生活 ,如山东枣庄市齐村区 ,

相传有一种能“咬人”(一触碰就能中毒伤人)

的怪树 ,被人们视为“不祥之物”,砍伐殆尽。

后从志书中查知 ,这是当地古来就有的一种

优质漆树 ,于是受到重视。经过精心培养 ,到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已发展到 20 多万株 ,成

为该地的重要财源①。

有些中外学者感到难以确认的史实往往

从地方志中求得答案。如宋代是否在上海设

立过市舶司 ,这是中国对外贸易史上的一个

重要研究课题。日本著名经济史学家藤田丰

八的论文《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根据

《宋史》和《宋会要》而对宋代是否在上海设市

舶司表示存疑。藤田丰八在这里犯了一个史

源学方面的错误 ,因为《宋会要》只修到南宋

宁宗朝为止 ,而《宋史》的主要根据《宋实录》

则对宁宗以后的理宗、度宗二朝事多缺略。

所以只能说宋代南宋宁宗以前上海未设市舶

司 ,而宁宗以后是否设 ,尚需求证。十年前 ,

谭其骧教授在一篇文章中 ,曾据明弘治《上海

县志》所载的两篇文章 ,驳斥了藤田的说法。

这两篇文章是宋度宗咸淳年间管理上海市舶

司的主要官员 ———监镇董楷所撰 ,一篇名《古

修堂记》,有云 :“前分司缪君司之。”另一篇名

《受福亭记》,篇首即云 :“咸淳五年八月 ,楷忝

市舶司 ,既逾二载”。这两条史料就肯定了宋

末上海确有市舶司的设置②。1982 年华东师

大张天麟教授曾据上海地区十几种地方志所

记地震资料 ,从时间和空间研究了该地区地

震活动和移动的规律 ,对掌握该地区地震状

况有重要参考价值 ,从而使他认识到“方志史

料不但内容丰富 ,而且记录年代基本联贯 ,是

探讨自然现象演变规律 ,具有优越性的一种

历史文献。”③

日人加藤繁是最早开发方志史源的学

者 ,他在其名著《中国经济史考证》一书的第

三卷中引用中国文献达 300 余种 ,其中引用

中国地方志有 204 种 ,占全部引用文献的

60 % ,方志的史料价值由此可见。加藤繁在

该书中又曾利用山东省 46 部志书中所记载

的村镇定期集市的史料 ,测算出历城、齐东、

临邑等 17 个县 ,平均每一村镇定期集市拥有

7895 人的数字。另一位日本学者清水泰次在

其有关明代的论文 ,如《明代的漕运》、《明代

户口册 (黄册) 的研究》、《明代庄田考》等 ,以

及专著《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中都引用了大

量方志史料 ,考证周详 ,论述谨严 ,颇受日本

史学界的好评④。西方学者也多在自己的著

作中利用方志史料。如美国的农林学家施永

格在上世纪 20 年代起就参考闽、粤方志研究

福桔、广柑的生产规律 ,成绩显著。英国的著

名学者李约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科技史》就

征引了大量的地方志资料 ,撰成举世闻名的

学术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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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编地方志的史料价值

自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 ,由于政治更新 ,

文化建设也随之开始。由官方领导的新编方

志事业便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展开 ,特别是 80

年代历史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 ,修志事业也

有计划地迅猛发展取得很大成绩。2001 年 3

月 12 日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宣布的官方文

件《新编中国地方志工作概况》中做了简要的

回顾说 :

“全国性有计划编写新地方志工作是 80

年代初开始的。当时计划编纂省、市、县三级

志书 5881 部 ,要求在 20 世纪末或稍长一些

时间内完成。到 2000 年 11 月已经出版 4280

部 ,完成计划的 73 % ,约 40 亿字。此外有关

部门和地区 ,自己还编辑出版了相当数量的

部门志、专业志、乡镇志、名山名水志、地方综

合年鉴等 ,如煤炭志、森林志、水利志、黄河

志、长江志、黄山志等等 ,约 6000 部 , 30 亿

字。”①

如此巨量的成果 ,置之世界文化之巅 ,当

可无愧。之所以有此成就 ,端在新编地方志

自创编开始即注重史料之搜集 ,其积累数量

之巨 ,前所未有。如 1984 年吉林省搜集到的

资料即达 6. 4 亿多字 ,全国县一级亦在千万

字左右。成为新编志书的坚实基础。兹摘引

一二例 ,以见一般。

1、《大藏经》是人类文化史上罕见的巍峨

丰碑 ,自北宋以来 ,即刻有十余部 ,而浙江余

杭一地就刻过两部 ,历来于此所记简略 ,新编

《余杭县志》则将元、明时代所刻两部《大藏

经》的刊刻情况详记入志。《径山藏》是我国

所刻十余部《大藏经》中的一种 ,传统的说法

是“径山藏”于明万历十七年刻于山西五台山

清凉寺 ,后于明万历二十年迁余杭径山寂照

庵续刻。现经修志人员考证 ,万历七年紫柏

禅师真可初倡缘刊刻时 ,即在径山 ,纠正了旧

志谬误②。

2、少数民族史料一般较少入志 ,新编志

书多有补充。云南《潞西县志》对傣族土司集

团及其成员的服饰、饮食、居住、行走等 ,系列

地作了生动具体的记述。可以了解到芒市土

司喝专门烧制的纯米酒和糯米酒 ,也喝威士

忌、三星白兰地和茅台酒。抗战时期土司住

屋内也有沙发、时钟、花瓶和软席双人床等。

又如记土司统治阿昌族的基层政权称“撮”

(相当于乡) ,撮下设“档”,每档由一个较大或

几个较小的村寨组成。撮设“岳尊”一人 ,由

土司委派从番象山等寨的汉人轮流充当 ,代

土司催收官租杂派③。又《陆良县志》收录了

“爨文化”的有关碑文和考跋 ,为研究“爨文

化”提供了翔实的史料④。

三、地方志人文价值的再衍生

中国地方志数量如此之多 ,而又具有极

高的史料价值 ,但人们对它的重视和利用尚

不足 ,因此怎样认识地方志的价值和发挥其

效用 ,应是一种当务之急。首先 ,最根本的问

题是要把地方志由被动提供变为主动参与。

要改变地方志的静态存在为信息化的动态配

合与服务。过去学术界曾经做过不少类似的

工作 ,如 1956 年由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

会历史组所编《中国地震史料年表》,就是在

有关单位的合作下 ,利用 5600 余种旧志史料

编成的 ,对地震科学提供了国际上唯一可靠

而连续的历史资料。其他专题类编资料尚有

多种 ,如《中国古今铜矿录》、《五百年来我国

旱水涝史料》等等。无论旧志或新编志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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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史料类编的原则 ,是“全面取材 ,重点类编 ,

求训致用”。只有这种动态服务 ,才能使人们

加深对地方志的认识 ,改变地方志仅仅入藏

的状态。

其次 ,鉴于人们对地方志书缺乏足够的

认识 ,特别是面对市场经济的现状 ,无论是修

志者或收藏者 ,都应向社会、向市场推销自

己 ,用典型利用效果大力开展宣传工作 ,如浙

江上虞古代有很发达的陶瓷业 ,称为“越瓷”。

唐陆羽曾在《茶经》中称赞“越瓷”类玉类冰。

但在上世纪 40 年代末 ,就已衰落以至绝灭。

50 年代初 ,根据《上虞县志》所记的线索 ,在

小仙坊古青瓷窑址 ,发掘出东汉时期的青瓷

器。其胎质细腻 ,制作精细 ,造型优美 , 线条

明丽 ,釉色光润 ,而吸水率、抗弯强度、胎釉结

合等 ,均符合现代瓷器的标准要求。后又陆

续发掘到几处商代龙窑 ,不仅提前了中国陶

瓷史的年代 ,而且还由此恢复和发展了上虞

这一名牌工艺品①。这样就诱发人们对地方

志的利用。此外 ,还可以组织各种以志书内

容为依据的知识竞赛、演讲会和展览会等活

动 ,使志书立体化 ,全方位地普及到群众 ,使

更多的人能读志用志 ,则志书自可不胫而走。

第三 ,要积极开展志书二次文献的编纂

工作。志书数量较大 ,不可能人人通读 ,而且

志书本身性质就是一种备参翻检之书 ,所以

急需编制一些检索工具和参考用书 ,1983 年

4 月 ,在洛阳召开的中国地方志规划会议上

曾拟定过《中国旧方志整理规划实施方案》,

要求编撰方志目录、方志提要、方志索引和地

方志分类资料等。历年虽有些成绩 ,但远远

不能满足需用。而大量新编志书则尤待尽力

开展二次文献的工作 ,如能大致完备这类参

考用书 ,则手此一册 ,设有所需 ,即可按图索

骥 ,翻检而得 ,并能借此使人们能更多地了解

志书的价值和进一步求读与利用。

第四 ,尽快尽多地应用高新技术来利用

方志资源 ,值得特别推荐的是国家图书馆已

于 2000 年下半年启动了数字方志的项目 ,采

用数字图书馆的技术与方法 ,整理和加工

6000 余种 1911 年以前的馆藏方志资源。这

一数字方志主要由资源建设和用户服务系统

构成 ,形成一种有意识地主动提供利用的行

为 ,一改长期以来储料备征的静态。资源建

设的内容 ,由全文影像库、全文文本库、书目

库、专题库和相关文献库等五部分构成。其

中专题库又分地名、人物、作品、景点、插图和

事件等六个子库。其用户服务系统主要包括

检索途径、版本校勘、跨库连接和个性编辑等

内容 ,为需用者提供多种利用渠道 ,尽量发挥

方志资源的史料价值。目前 ,各地也多有省

情资料中心等类似机构 ,分类输入地方志资

料 ,颇能快捷地为有关部门提供所需地情资

料。

我期待我的几点意见对更深层地开发利

用中国地方志这一无穷宝藏 ,能有一点参考

作用 ,使中国地方志这一地方文献中的大宗

矿藏资源 ,能再衍生对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产生更大的人文价值。

(来新夏 　教授 　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

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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