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迎昭

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以下简称“市
志办”）方志资料库最近迎来了一个大块
头“新成员”——《重庆历代方志集成》。
它穿着朱红色外衣，衣服纹理是金线勾勒
的《重庆府治全图》，庄重而雅致。翻开它
们，便能饱览重庆历代“博物之书”，欣赏
巴渝文化的壮美画卷。

《重庆历代方志集成》是由市志办辑
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去年12月出版的
一部大型方志文献丛书，共100册，收录
了重庆地区从明代成化年间至民国时期
的方志共128种。同时，辑录了《华阳国
志》等11种通志和文献中有关重庆的方
志部分。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和方志学家
仓修良评价其“摸清了重庆方志的家底”。

“《重庆历代方志集成》是迄今收录重
庆历代方志最完整的一部丛书，也是抢救
和保护重庆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工
程。”3月5日，市志办主任、《重庆历代方
志集成》整理工作小组组长刘文海说。

历时两年完整收录重
庆历代方志

“早在上个世纪末，重庆就有辑录历
代方志的设想，但由于经费等方面原因，
这一设想在当时没有实现。”刘文海说，编
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历
史悠久，绵延不断。2019年初，市志办在
市委、市政府相关部门支持下，正式启动
了重庆历代方志的编修工作。

这一工作为何刻不容缓？
一方面，方志可谓一个地方的“家

谱”，是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
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与现状
的资料性文献。宋时，方志已包罗万象，
司马光称其为“博物之书”。

另一方面，将重庆府、州、县历代方志
搜集完整并汇集成书，这是从未有人做过
的工作。但以纸张为载体的方志是有生
命的，随着时光流逝，纸张也会衰老甚至
消亡。因此，这项工作不得不提上日程。

然而，重庆历代方志由于刊刻较少、
气候潮湿、战争等原因，流传至今的较为
有限。此外，除了被收藏于重庆，流传至
今的重庆历代方志还有相当一部分散落
于日本内阁文库、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
图书馆等各地。

盛世修志，传承文明。为全面辑录重
庆历代方志，市志办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组成了十余人的工作小组。工作小组首
先在《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
总目提要》等大型文献工具书中寻找线
索，并同方志收藏地一一联系。

有志者事竟成。“不论是藏于日本内
阁文库的孤本方志，还是藏于重庆地区的
方志稿本，工作小组都尽力搜求。”市志办
副主任夏小平说，工作小组历时两年，收
录了重庆地区从明代成化年间至民国时
期的方志共128种，其中有28种方志是
孤本。同时，辑录了《华阳国志》等11种
通志和文献中有关重庆的方志部分。

全书内容涉及到疆域、山川、风俗、城
池、河防、户口、田赋、物产、风俗、学校等
方方面面，是迄今收录重庆历代方志最完
整的一部丛书。

《巴县乡土地理表》等
珍贵方志首次完整亮相

重庆地区迄今所见最早编修的方志
是哪一部呢？

《重庆历代方志集成》给出的答案是
明代著名学者江朝宗以一己之力撰修的
成化《重庆府志》。这部收藏于国家图书
馆的孤本方志，已残缺不全，仅存长寿、南
川、綦江、江津、永川几卷。

“这并不意味着重庆府编修府志始于
明代成化年间。”市志办文献工作处处长
熊蜀黔介绍，在重庆府长达700余年的建
置史中曾多次编修府志，但流传下来的仅
有明成化《重庆府志》、万历《重庆府志》和
清道光《重庆府志》。

珍藏在上海图书馆的孤本方志万历
《重庆府志》此次也被收录进《重庆历代方
志集成》。这部方志的“领导班子”“写作
班子”“修订班子”“付梓班子”非常强大，

是有严密分工协作的典型“官修”，被誉为
明代府志佳品。

除了将明成化《重庆府志》、万历《重
庆府志》等孤本收录书中，民国时期的《巴
县乡土地理表》《新修铜梁县志十一卷》
《忠县志二十二卷》等方志首次与公众见
面也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

《巴县乡土地理表》是为编修巴县志
作的调查资料，有40余个筒子页（多出现
在古籍及现代仿古书籍装帧中的一种装
订方式），现收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翻开《巴县乡土地理表》，记者被一张
张描绘精美的地图和记述详尽的表格所
吸引。如，《巴县山脉名略图》详尽描绘了
巴县境内山脉的走向和名称；《巴县乡土
植物表》，分服用、食用、药用、材用、附记
几个部分记录了当时巴县的植物种类。
食用部分分为花、果、蔬等类别。“果”又细
分为桃、李、梅、梨、橙、橘、柿、栗等。

“《巴县乡土地理表》具有重大史料价
值和学术研究价值。”方志专家认为，这些
第一手资料将便于专家研究当时巴县各
个方面情况，可谓非常珍贵。

认识与研究重庆的重要宝典

司马光所言“博物之书”，在万历《重
庆府志》等珍贵方志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
现。

万历《重庆府志》在体例上除了继承
成化《重庆府志》中的沿革、星野、疆域、形
胜、风俗、山川、城郭、关梁、公署、学校、赋
役、宫室、古迹、寺观等事目外，最大的革
新是增设了图考、事纪和外纪。其中，“图
考”存有20幅重庆府分县地图，这是重庆
府诸县现存最早的分县地图，对于研究明
代重庆府诸县政区有着重大价值。“事纪”
则将重庆府地区历史上的政治、军事、灾
异、星象等编年记载，很大程度上弥补了
成化《重庆府志》对于宋元以前的重庆府
地区史事记载稀少的缺憾。

这部珍贵文献的问世，让学术界为之
赞叹。长江师范学院教授曾超说，《重庆
历代方志集成》是全面、系统、准确记录重
庆历史发展、社会变迁最为权威的珍贵文
献资料，是一笔丰厚而珍贵的历史文化遗
产，是认识、研究重庆的重要宝典。

“作为‘一方之全史’，地方志在保存
历史、鉴古知今，明察地情、裨益民生，褒
正抑邪、教化风尚，乡土亲情、民族认同等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历来被视为中华传
统文化的瑰宝。”刘文海说，每一部旧志都
是一座丰富的文化宝藏，值得深入研究和
发掘。

接下来，市志办将以《重庆历代方志
集成》为基础，深入挖掘重庆的历史文化
底蕴，加大对地方志文献的开发保护力
度，让古籍内容看得见、摸得着、用起来，
进一步彰显地方志的公共文化服务功能
和教化育人作用。

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听到

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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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超

《重庆历代方志集
成》（以下简称《集成》），
系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
辑录，国家图书馆出版
社出版的一套大型地方
志文献丛书。全书 100
册，有着极为重要之价
值，可谓集聚重庆方志
地情文献。地方志乃一
域一地之“百科全书”，
故可观重庆一域之风
华。

《集成》是重庆继承
弘扬中国优秀方志文化
的重要集成。国有史，
方有志，家有谱。中华
方志文化乃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集成》从重庆一
域之方志展示了重庆地
区的中国方志文化，体
现了重庆地域的中国传
统文化。

《集成》是抢救保护
重庆历史文化遗产工程
的重大成果。重庆市地
方志办公室大力传承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
活起来，积极实施抢救
保护重庆历史文化遗产
的系列工程。2019 年，
秉承保存珍稀文献、传
承历史文明、服务学术
研究之宗旨，重庆历代
方志典籍文献抢救保护
工程全面启动，历时两
年，付梓刊行，《集成》面
世。

《集成》是重庆历代
方志之荟萃与集大成。重庆直辖以来，各区
县积极开展旧志整理、点校、辑录、影印、出版
工作，并产生了诸多成果；重庆学界也产生有
不少成果，如黎小龙等校注的《三峡通志》校
注，蓝勇主编的《稀见重庆地方文献汇点》
等。在全国，也有不少大型方志文献丛书的
编纂，其中涉及有重庆的内容。

这些成果虽从某一方面对重庆方志进行
了搜辑、整理、点校、刊行，但均不完整。而

《集成》收录明代以来古志128种。同时，还
辑录了《华阳国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
志》等11种通志和文献中有关重庆的方志部
分，总计139种。更为难得的是，在128种旧
志中，其中有28种为方志之孤本。《集成》成
为迄今为止收录重庆历代方志最为齐全、最
为完整的一部大型文献丛书。

《集成》是认识重庆、研究重庆的重要宝
典，系重庆一域之“全史”，是全面、系统、准确
记录重庆历史发展、社会变迁最为权威的珍
贵文献资料，是一笔丰厚而珍贵的历史文化
遗产。看志的好处就在于“可以较快地了解
到一个地方的山川风貌、乡情民俗、名流商
贾、桑麻农事，可以从中把握很多带有规律性
的东西。”因此，《集成》有着重要的、独特的史
料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

对《集成》而言，不同角色的人宜当有不
同之功用。为政者见其山川风物，当思振奋，
不忘使命担当；见其物华天宝，当思开发之、
利用之，以繁荣发展经济为己任；见其名宦先
贤，当修身养德，见贤思齐；见其乡音乡情，当
思移风易俗，振导乡邦；见其溢风流美，当思
招商引资，播化天下。为商者见《集成》，当可
利用其独特的地理资源禀赋、地域文化资源、
特色文化资源，把握商机，拓展事业。为学者
可方便、快捷地利用《集成》，深入、系统、全面
地研究《集成》，提供更加科学、更为实用的研
究结论或意见建议。

《集成》辑录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在编排
逻辑或顺序上，先重庆府志、夔州府志；再按
重庆行政区划顺序，依次编排其州志、厅志、
县志；各区县地方志按成书时间为序；最后编
排通志和其他文献。这种编排反映了全域与
局域的关系，体现出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原
则。为保持原貌，对囿于时代局限，某些立场
和观点有争议的方志内容，仍依原样影印。
这种文献处理方式，充分反映出文献底色，体
现出文献处理的求真原貌风骨。

《集成》源溯先代，勋在当代，福及社会，泽
延后世。但仍可强化、优化，使《集成》臻于大
美。其一，目前《集成》主要为影印荟萃，而非
点校整理。若能点校整理，或影印加点校整
理，其贡献当更大。其二，目前《集成》非重庆
历代方志之全本，尚需深入挖掘。不过，因机
构编制、人力财力等诸多因素，又岂可苛求。

（作者系长江师范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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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修良

方志是以记载一方之事为内容的地方
性著作，是地方志的简称。由于它具有舆
地著作的一些特性，所以《隋书·经籍志》称
其为“郡国之书”，和一般舆地著作一样列
在史部地理类。其后各正史编修多相沿，
成为目录学分类的重要参考。唐代史学评
论家刘知几撰《史通》，将方志称为“郡书”，
归为“杂述”类，与家史、别传、杂记、地理
书、都邑簿等并称。

地方志编修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是
中华民族文化中优良的传统。方志起源于
何时，直到今天仍是众说纷纭。但是探索
方志的起源不能离开时代背景，作为特定
时代的产物，方志从较早时候被称为“郡
书”“郡国之书”“郡国地志”等，可以反映出
方志是以记载地方行政区划为范围的一种
著作，后来的发展也是随着行政区划的变
动，有了府志、州志这一类的名称。众所周
知，郡县制度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才在全
国确立的，因此方志的产生也应该是在郡
县制确立之后。汉承秦制，在全国推行郡
县制度，经过汉初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武
帝初年，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为文
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西汉后期，地方经
济得到迅速发展，豪族地主的势力不断壮
大，为产生地方性著作提供了土壤。从这
时开始，各地先后产生了许多地方性人物
传记和地方性地理著作，经过两者汇合，形
成方志雏形之地志。

方志是时代的产物，一个时代自有一

个时代的著作特色和学术风气。方志所
记载的内容、体例形式，必然按照时代的
特点和要求不断发生变化，各个时期的方
志都不同程度带有各自时代的烙印。方
志的内容开始比较简略，所分门类亦不过
地图、山川、风土、物产、人物数种。到了
宋代，方志不仅体例日趋完备，内容也逐
渐丰富。举凡一地的建置、舆图、疆域、山
川、名胜、物产、赋役、风俗、职官、人物、金
石、艺文、学校、灾异等情况，均有记载，所
以，宋代史学家司马光称其为“博物之
书”。

目前现存古籍方志约八千多种，是我
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中一个伟大的宝
库，蕴藏着各个地区自然和社会各方面丰
富的资料，其中有不少珍贵的数据不为其
他史书所载，具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但
因以前刊印数量较少，流传分布不广，随着
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整理和使用方
志这个宝库也逐步引起各方面的重视。重
庆市地方志办公室秉承地方志发展规划的
要求，编辑出版《重庆历代方志集成》，是近
年来我国方志整理与研究方面的重要成就
之一。

重庆，古巴子国，战国时秦灭蜀置巴
郡，魏晋南北朝时期曾曰楚州、巴州，隋
开皇初改曰渝州，北宋崇宁元年（1102），
宋徽宗以“渝”有“变”之意，改渝州为恭
州。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宋孝宗升
恭州为重庆府，至今重庆之名已逾八百
年。重庆不仅历史悠久，也是孕育中国
最早方志的土壤。东晋常璩的《华阳国

志》被有些学者认为是现存最早的地方
志，是研究我国西南地区古代政治、经
济、地理、文化、风俗民情的一部不可多
得的珍贵史料。

对于这套《重庆历代方志集成》，我觉
得最大的贡献在两个方面∶首先，它摸清了
重庆方志的家底，不仅了解了全部重庆地
区方志的种类，而且对每种方志应收尽
收。近年来，影印、整理一个地区甚至一省
方志的工作，一些方志办和学者都做了巨
大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重庆地区的
方志文献，也有学者和方志办的同志做过
一些整理工作，陆续有点校、影印的方志出
版，但将重庆府、州、县历代方志搜集完整，
将全部的重庆历代方志整理出来，汇集一
书，这是从未有人做过的工作，这一工作将
整个重庆地区的方志脉络都清晰地呈现了
出来。

《重庆历代方志集成》的突出成就就是
编者不畏艰难，不论是藏于日本内阁文库
的孤本方志，还是藏于重庆地区的方志稿
本，都尽力搜求。如《[万历]合州志》《[康
熙]重庆府涪州志》是藏于日本内阁文库的
孤本，《重庆乡土志》《[民国]再续万县志
稿》《[民国]江北县志稿》《[民国]北碚志稿
七编》《[民国]巴县志》等都是珍贵的方志
稿本。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历代方志集成》
中除了学术界目前已知的重庆历代的方志
外，至少还包括四五种《中国地方志联合目
录》上未曾记载的方志，如《[同治]彭水县
志》，为清代侯维祯纂，此志在《[康熙]彭水

县志》的四卷十门基础上更加分类明晰，从
地舆志、规建志到艺文志，叙述完备，其中
古迹及艺文资料颇丰。再如藏于重庆奉
节、忠县、铜梁档案馆的《[民国]奉节县志》

《[民国]忠县县志》《[民国]铜梁县志》，外界
知之甚少，编者却能够一一拜访搜罗，最终
汇集书中，可见编纂工作的认真细致。《重
庆历代方志集成》作为如此全面的方志文
献的搜集、整理工程，是编者用多少日子的
奔波、劳累换来的，这种精神十分难能可
贵。

其次，它的价值更在于从通志中将有
关重庆地区方志内容单独辑出的整理工
作，这些工作为以后利用方志文献进行研
究奠定了基础。重庆自宋以来一直隶属四
川路、四川行省，历代四川通志中有关重庆
的内容不少，辑出通志中有关重庆的内容，
这一工作从未有人做过，此次在重庆历代
方志之后附录这一部分内容，弥补了这个
缺憾。

因此，《重庆历代方志集成》所收录
的128 种方志及辑出的其他重庆方志，是
研究重庆历史地理不可缺少的资料，也
是研究重庆社会经济的重要宝库，更是
研究中国西南地区古代农业生产发展的
重要资料。它的出版不仅为新方志的编
纂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更传播了中华民
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极大提升了民族的
文化自信。

是为序。
（作者系著名历史学家和方志学家，

2021年3月5日逝世。）

清晰呈现重庆地区方志脉络
——《重庆历代方志集成》序言

摸清重庆方志家底 展现巴渝灿烂文化

大型文献丛书《重庆历代方志集成》面世

▲道光《重庆府志》中的地图。

▲同治《巴县志》中的记载。

▲万历《重庆府志》中的地图。

▲《巴县乡土地理表》中的《巴县
乡土动物表》。

（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