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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地方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

常 建 华
南开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

天津 以艾刀

摘要 作者结合教学与研究实践
,

从方法论和借鉴利用地方志研究成果的角度
,

探讨 了中

国地方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
。

分析 了地方 志的读法
,

地方志的体例 与分类
,

并以 风俗
、

建 为

例
,

论述 了方志分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
。

认为地方志是研究地城史
、

区城史的基本资料
,

是研究

历 史的重要切入点
。

地方志的史料价值
,

首先是体现在具有认识地方历 史甚至更大历 史的整体

性上
。

随着区城史地城史研究的盛行
,

从方志入手具有了方法论的新意义
,

对于开展徽观历 史

研究
、

基层社会研究
、

民众研究等具有重要价值
。

方志也是连接国家与社会的重要纽带
,

是透视

二者关 系的一个窗口 。

随着文化史与社会史的互相渗透
,

社会文化史兴起
,

重视人们时事物的

看法
,

考察修志人员的观念
,

方志作为文本本身也成为研究的时象
。

〔关健词 〕地方志 社会史资料价值 史朴学 地城社会研究 史学方法

关于中国地方志 ① 的资料价值
,

学者多有论述
,

也或多或少涉及社会史的内容
,

还有一

些学者比较专门地论述了地方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 ②。

但是由于对社会史以及地方志资料

的理解不同
,

对于中国地方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的看法也不尽一致
。

随着中国社会史研究

的深人
,

对地方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的认识也会深化
。

因此
,

关于中国地方志的社会史资料

价值
,

似乎还有继续讨论的余地
。

笔者此文主要结合教学与研究实践
,

从方法论和借鉴利用

地方志的研究成果的角度
,

做一综合性的论述
。

一
、

地方志的读法

中国地方志起源很早
,

至宋代初步定型
。

保留至今的地方志
,

主要是宋元以来特别是明

清民国时期的
,

尤以清代为多
。

依据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 》中

华书局 年版 的统计
,

收录了 年以前历代地方志 研 种
,

其中宋代 种
、

元代

① “

中国地方志
” ,

指 年以前所修地方志
。

年以后所修地方志属于
“

新编地方志
” ,

不在本文的论述之内
。

② 朱士嘉 《清代地方志的史料价值 》
,

《文史知识 》 年第 期 冯尔康 《清史史料学初稿 》第 章《地方史志史料 》
,

天

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

肠 山本英史 《中国的地方志与民众史 》
,

神奈川大学中国语学科编《中国民众史的视角 》
,

东
方书店

,

卯 程俊南 《清代台湾方志在社会人类学的材料 —
以 台清府志 与 诸罗县志 有关 年以前的平埔

族风俗记录为例 》
,

《台湾风物冲卷 期
,
熨刃 年 月

。

另外
,

有 日本学者探讨受到中国方志影响的 日本地方志对于

民众史
、

地域社会史的研究价值
,

见来新夏
、

裔藤博主编《中日地方志比较研究 》中裔藤博的有关论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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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

明代盯 种 ①
、

清代 种
、

民国 种
。

收录的范围包括通志
、

府志
、

州志
、

厅志
、

县

志
、

乡土志
、

里镇志
、

卫志
、

所志
、

关志
、

岛屿志等
,

也收录了具有地方志性质的志料
、

采访册
、

调查记等
。

另据金恩辉
、

胡述兆主编《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 》上
、

中
、

下 册
,

台北
·

汉美图书

有限公司印行
,

年出版 收录 年以前所修地方志 种
,

多出《中国地方志联合目

录 》所收录的地方志 种
。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 》《中国地方志总 目提要 》是阅读地方志

最基本的工具书
。

地方志记载一地各方面的情况
,

是综合性的百科全书
,

还往往追溯历史
,

具有丰富的史

料价值
。

那么如何阅读地方志呢 整整六十年前
,

最早倡导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陶希圣
,

曾组织学者讨论如何利用地方志的问题
,

并发表在《食货 》杂志 ② ,

相当于今天的所谓
“

笔

谈
” 。

陶希圣在《搜读地方志的提议 》中说
,

顾领刚认为社会的基础和历史的动力是经济
,

提

议从地方志里找经济材料
。

陶也提议
“

在把社会的历史过程稍有头绪以后
,

便下工夫从地方

志里搜求经济的社会材料
” 。

指出方志是研究一地的历史最方便的书
。

他还提出读方志的

两大原则 一是先读大都会地方的县志
,

探讨大都会的发达史
、

衰落过程
、

现代大都会的起源

及发达经过 二是分工的办法
,

最好以本省人读本省的地方志
。

陶说他的提议为的是要得到

研究经济社会史的同人注意
、

讨论及实行
。

陶希圣的学生鞠清远率先响应
,

写了《地方志的读法 》
。

鞠清远认为读方志先要有几个

中心问题
,

然后去选读
,

如以都市
、

交通线
、

工业为中心
,

读重要经济都市的方志
,

读在水路交

通线附近的府县方志
,

读历代重要工业或矿业区域的府县方志
。

配合三种读法
,

特别提出读

方志不要忽略各志书的《杂录 》与《金石录 》
,

有时确有特别的材料 不要忽略了释路与水路交

通
,

释站的设置地点与组织 不要忽略了物产
、

贡赋
、

和买的物品 不要忽略了关于寺院的记

录 不要忽略了庙会 不要忽略了市
、

集会 解决市设在城外的问题 应特别注意水利事项 应

特别注意桥梁的建设
。

对于鞠清远《地方志的读法 》一文
,

吴景超写信给陶希圣
,

主张将鞠清远的三种读法合并

起来
, “

否则对于都市的了解
,

是不会彻底的
” 。

吴景超还介绍他研究都市是先从理论下手
,

搜集资料先制定纲目
,

用卡片搜集资料
。

瞿兑之则以《读方志琐记 》
,

讲述他曾经建议分类摘抄方志
,

并罗列出方志中的珍贵资

料
。

涉及生活状态
、

物产与物价
、

赋税
、

氏族
、

工匠
、

宗祠等内容
。

我认为这次讨论如何读地方志是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
,

不同于以往朝代利用地方志观

风问俗式地了解地方风土民情
。

参与讨论的学者是立足于开展社会经济史研究而讨论利用

地方志
,

具有现代意义的学术理念
。

讨论中涉及的地方志读法主要有三种 一是读都市的地

方志
,

二是读最能表现经济发展地区的地方志
,

三是分门别类搜集资料
。

当时研究经济往往

与社会结合在一起
,

具有社会经济史 或曰经济社会史 的色彩
。

实际上
,

利用地方志如同陶希圣先生所说
,

往往是
“

研究一地的历史
” ,

并采取不同人分

工的办法
。

我 自己指导学生的论文就是这样
,

还希望学生研究家乡的地域史
,

以为写 自己熟

① 另据巴兆祥考证
,

明代方志
“

流传至今的大约有 种
,

约占明志总数的
” 。

见其《论明代方志的数量与修志制

度 》
,

载《中国地方志 》么兀岭 年第 期
,

第 页
。

② 食货 》卷 期 年
。

· ·



悉的历史容易产生兴趣
,

熟悉资料快
,

容易进人问题的考察
。

需要指出的是现在研究地方的历史
,

史学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

不同于六十年前

了
。

世纪二三十年代研究地方的历史
,

基本上属于
“

地方史
” ,

即一地的历史
,

认识地方的

历史具有 目的性
。

而今研究地方的历史
,

则具有区域史或地域史的性质
,

试图通过认识地方

的历史达到认识更大历史 如通史 的目的
,

认识地方的历史具有视角和方法论意义
。

因为

各个地方历史的相加
,

并不等于通史
。

世纪 年代以前的中国史研究
,

基本上是以宏大叙事为特征的
。

往往是为了说明

社会形态
、

社会性质或某个道理
,

在某一历史时期确立理论框架
,

然后填充史料加以说明
,

实

际上史料被肢解
,

历史的整体性受到破坏
。

另外
,

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
,

实证史学复兴
,

在

地方史研究中也得到发展
,

虽然对了解地方史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

但是也缺乏历史的整体

观念
。

研究区域史或地域史
,

则首先是从整体观念出发的
。

认为只有把人物
、

事件
、

制度甚

至史料放在特定空间才能认识 ①
。

地域空间建立的历史联系性
,

可 以保证历史的整体性
,

从

地域史得到的历史认识更反映历史实际
,

更为深刻
。

从地域看大历史
,

有可能建立新的历史

体系
。

因此
,

研究历史从地域人手
,

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

而认识特定的地域
、

区域
,

最直接

的历史资料就是地方志
。

如此看来
,

从阅读地方志人手研究地域
、

区域史
,

也就具有了方法

论意义
。

而如何阅读地方志
,

就需要进一步讲求
。

在我看来
,

阅读地方志首先应树立历史的

整体观念
,

即把地方的历史作为整体考察
,

对于地方上某类事项的兴趣
,

要放在当地的整体

中去认识
。

对于地方历史的认识
,

应是为了认识更大历史单元如跨小地域的区域史或通史

服务的
。

地方志是认识地方历史的窗口
。

地方的历史资料如族谱
、

契约等一般是个别性的记载
,

而地方志是反映地方整体性的记载
。

如同学习断代史应首先从正史人手一样
,

研究区域史

或地域史
,

则应当首先阅读地方志
,

而且是带着整体历史观念阅读
。

地方志是研究地域史
、

区域史的基本资料
,

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切人点
。

地方志的史料价

值
,

首先是体现在具有认识地方历史甚至更大历史的整体性上
。

站在微观史学的立场
,

一般而言
,

越是区域单位小的地方志
,

历史的整体性越强
,

可以认

识更为底层的社会实态
,

史料价值较高
。

所以乡镇志以及村志值得重视
,

乡镇志始于宋代
,

如常棠《橄水志 》八卷专记浙江海盐一镇之志
。

统计宋元乡镇志总共才有 种
,

分布地区限

于江苏
、

浙江二省
。

明代乡镇志获得发展
,

共撰成 种
,

其中江苏 种
、

浙江 种
、

福建

种
、

江西 种
、

山东 种
、

广东 种
,

编纂地区扩大了 省
。

清代共编就乡镇志 种
,

更为兴

盛
。

几乎遍及南方诸省
,

北方的山东也有 种 ②。

乡镇志的修纂本身往往就是地方社会权

力的产物
,

有的还是家族与地方两类史志的合一
。

徽州地区聚族而居
,

乡镇志在这方面表现

关于中国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兴起
,

请参见常建华《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 》第三部分
“
区域社会史研究 置社会史于地

理空间
” ,

《历史研究 男 年第 期第 一 页 日本明清史学界在 为 世纪 年代以后兴起了地域社会研究
,

参
见常建华《日本八十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述评 》

,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 年第 期
。

褚按生 《明清乡镇志发展原因初探 》《文献 》 男 年第 期 褚核生 《明清乡镇志发展的历史地理考察 》
,

《历史地理 》
总 男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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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就比较突出
,

如清雍正时佘华瑞等所修敦县《岩镇志草 》
,

反映出当地大族的强盛
。

而乾隆

歇县《橙阳散志 》为江登云所辑
,

基本就是江村江氏的志书
。

歇县《丰南志 》有大量关于溪南

昊氏的内容
。

程文翰编光绪祁门《善和乡志 》
,

多载与程氏有关的内容
。

雍正时许显祖纂休

宁《孚潭志 》
,

突出许氏的历史 ① 这些乡镇志属于私修
,

固然反映基层社会的权力支配情

况
,

官修的县志也往往体现地方家族势力
。

美国学者研究了万历浙江绍兴府《新昌县志 》
,

发

现该县志成为当地三个官阶最显赫的家族吕
、

潘和俞的
“

公共家谱
” ,

在《新昌县志 》的 个

编纂者中
,

除了县令和学官等 人外
,

所有 个参加者都是亲戚
,

其中 人出自上述三个

家族
。

因此认为 编写县志与家谱一样
,

是乡绅家族形成和壮大的一个方面
,

同时也是提高

社会地位的一种方法
。

编纂县志实际上是编纂者加强宗族和地方社会关系的一种手段
。

也

可能是县令和乡绅合作互相促进提高他们官方与社会地位的好机会
。

提示学者应该多注意

地方志编纂的目的与过程 ②。

地方志里数量最多的是府州县志
,

一般来说地方志主要是指府州县志
。

其中县志的资

料比较具体详实
,

历史的整体性强
,

府志往往也是在县志 及州志 基础上编纂的
,

所以初读

地方志应当先读县志
,

研究也应该以县志为基础
。

以上万历《新昌县志 》的事例
,

就说明了县

志的重要性
。

府州县志也容易与族谱等互相配合使用
,

共同构成地方文献群体
。

以省为范围纂修的地方志是通志
,

明代创修并普遍化
。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 》著录现

存各类明代通志 种
,

名称不一
,

有通志
、

总志
、

大志
、

大记
、

图经
、

志
、

书等名称
。

清代从康

熙朝起大致六十年一修志
, “

清代有二十二省
,

总计成书省志 种
,

其中通志 种
,

差不多

每省都纂有三四种通志及其他类型的省志
” ③。

省志是在府州县志的基础上集合而成的
,

其

特点是便于面上了解区域的历史
,

便于进行统计分析
。

笔者就利用卞宝第主修的光绪《湖南

通志 》卷 《建置
·

公署 》
,

统计了清代湖南育婴堂建置的数量
、

时间与空间分布 ④
。

全国性志书
,

一般称为一统志
。

一统志名称始于元代的《大元大一统志 》
,

分省记录地方

史地
。

明英宗天顺二年 年 由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李贤等主修《大明一统志 》
,

天顺

五年 年 四月成书
,

凡九十卷
。

义例沿《大元大一统志 》
,

以天顺时两京十三布政使司

分区
,

分记各府州县十九门的事情 建置沿革
、

郡名
、

形胜
、

风俗
、

山川
、

土产
、

公署
、

学校
、

书

院
、

宫室
、

关梁
、

寺观
、

祠庙
、

陵墓
、

古迹
、

人物
、

流寓
、

列女
、

仙释
。

书末附
“

外夷
” ,

记叙周边诸

国
。

此外
,

旧题刘基等纂《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 》二十四卷
,

成书于洪武十七年 年

闰十月
, “

其书以十二分野星次配天下郡县
,

于郡县之下
,

又详载古今建置沿革之由
”

《太祖

实录 》卷
。

陈循
、

彭时等奉救纂修
,

成书于景泰七年 年 的《寰宇通志 》
,

卷
。

以

两京十三布政使司次序
,

分记建置沿革
、

郡名
、

山川
、

形胜
、

风俗
、

土产
、

城池
、

祀典
、

山陵
、

宫

殿
、

宗庙
、

坛谴
、

馆阁
、

苑囿
、

府第
、

公癖
、

监学
、

学校
、

书院
、

楼阁
、

馆释
、

堂亭
、

池馆
、

台榭
、

桥梁
、

井泉
、

关隘
、

寺观
、

祠庙
、

陵墓
、

坟墓
、

古迹
、

名宦
、

迁滴
、

流寓
、

人物
、

科甲
、

题咏
,

共 门
。

偏重

于名胜景物的叙述
。

这两部志书也属于全国性的
。

清代三次纂修一统志
,

分别于乾隆八年

① 以上所引乡镇志
,

俱见《中国地方志集成
·

乡镇志专辑 》
,

江苏古籍出版社
、

上海书店等
,

性湘 年版
。

② 戴思哲 《谈万历 新昌县志 编纂者的私人 目的 》
,

上海图书馆编《中华谱碟研究 —迈人新世纪中国族谱国际学术
研讨会论文集 》

,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洲刀 〕年版
,

第
、

巧
、

印
、

页
。

③ 黄燕生 《清代方志的编修
、

类型和特点 》
,

史学史研究 》叭 年第 期
,

第 印 页
。

④ 常建华 《清代溺要问题新探 》文后附表
,

李中清等编 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 》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么】刀 年版

。

‘



常建华 试论中国地方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

年
、

乾隆四十九年 年
、

道光二十二年 年 成书
。

一统志的记载原始性不

足
,

较之通志更为简略
,

便于了解全国各地的概貌
,

史料价值不是很高
。

总之
,

一统志
、

通志

一般便于整体性了解大区域和全国情况
,

不便于作为基本史料利用
。

二
、

地方志的体例与分类

宋以后的中国地方志
,

表现形式上有图有文有表
,

体例上主要有图
、

表
、

志
、

传
,

内容上记

载人与事
。

应该说
,

地方志的内容与形式
,

具有不同的史料价值
。

人们说当今社会进入读图

时代
,

对于图像的兴趣陡增
,

图像的重要性突显
。

美国学者范德《图绘明代中国 明代地方志

插图研究 》一文
,

就是利用地方志研究历史的作品
。

作者关心画家绘制图画
“

对他们生活之

世界的表现方式中我们能获得明帝国的什么信息
” 。

认为明代地方志插图所绘出的中国
,

“

反映出绘制地图的汉族精英阶层的文化关注与文化假设
” 。

该文论述了作为明代社会窗口

的方志
,

作为历史证据的方志
,

中原地带
,

边关要塞
。

得出的结论是
“

方志提供的这一景象

显然已被学者们和下令刊行仿制方志的官员们的关注点
、

预设和价值观所涂抹
。

所以我们

在其中发现许多一致因素
。

这些共同点向我暗示
,

作者们急于在更宏伟的明朝方略中为 自

己的地区求得一席之地
。 ” ① 潘最对范德的研究有所回应

,

考察了明代方志绘制地图人员的

身份
,

认为主要有儒士与绘工两种人 ②。

至于表
,

主要便于进行统计
、

查找与节约篇幅
。

如职官的记载
,

主要内容是历代文武官

员品级
、

职掌等
。

或以官阶列载
,

或置表记载
,

还有将两者结合的
。

中国地方志中的人物志传占有重要地位
。

地方志记载人物传记
,

至少可 以追溯到秦汉

兴起的郡书
。

至宋代定型的方志
,

人物传记的记载已经专门化和分类化
。

宋元方志记载的

人物传记可观
,

朱士嘉编《宋元方志传记索引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年版 根据三十种宋

元方志人物传记编成
,

收录人物共计 人
。

有学者就宋元时期地方志传记资料进行了专

门探讨 ③。

明朝永乐十六年 年 颁布
,

《纂修志书凡例 》
“

人物
”

条规定
“

所载俱 自前代

至今
。

本朝贤人
、

烈士
、

忠臣
、

名将
、

仕宦
、

孝子
、

贤孙
、

义夫
、

节妇
、

隐逸
、

儒士
、

方技及有能保

障乡间者并录
。 ”“

仙释
”

人物
“

自前代至今有名有灵迹者收录之
” 。

明清时期人物志传成为地

方志的主要内容
,

其归属与分类主要有 名宦
、

乡贤
、

儒林
、

文苑
、

隐逸
、

方技
、

曹寿
、

流寓
、

列

女
、

孝义
、

忠烈
、

武功
、

仙释
,

自然这些传记资料对于研究所记载的不同社会群体具有宝贵的

史料价值
,

有助于认识社会结构 ④
。

就具体的研究而言
,

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中国地方志

对于贞节烈女的记载明显增加
,

地方志人物传记资料成为研究妇女问题的重要文献
。

台湾

学者费丝言通过方志贞节烈女资料的分析
,

深化了对于
“

明代方志贞节烈女记载大量增加
”

①

⑧

③

④

《中国杜会历史评论 》第 卷
,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

以刃 年版
,

第
、 、

页 。

潘最 《谁的叙述 明代方志地图绘制人员身份初考 》
,

载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以 年第 期 另请参看播最《试论明代
方志地图的编纂 》

,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么刃 年第 期
。

王德毅 《略述宋元地方志中的传记资料 》
,

《食货月刊 》复刊 卷 期
,

年 月
。

参见萧骊 常建华 《中国地方志人物传记述评 》
,

《历史月刊 》台湾 卯 年 月号 冯尔康《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 》
第 章《地方史志中的清代人物传记史料 》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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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识①。

关于中国地方志的体例
,

在宋代就逐渐完善并趋于定型
。

宋代志书体例大致可分为平

列门目
、

纲目法和史书体三种类型
,

直到明清时代方志体例大致如此 ②
。

平列门目的特点是列 目繁多
。

如宋《吴郡志 》
,

分门三十九 沿革
、

分野
、

户 口
、

租税
、

土

贡
、

风俗
、

城郭
、

学校
、

营寨
、

官宇
、

仓库 附场务
、

坊市
、

古迹
、

封爵
、

牧守
、

官吏
、

祠庙
、

园亭
、

山
、

虎丘
、

桥梁
、

川
、

水利
、

人物 附列女
、

进士题名 附武举
、

土物
、

宫观
、

府郭寺
、

府外寺
、

县

记
、

家墓
、

仙事
、

浮屠
、

方技
、

奇事
、

异闻
、

考证
、

杂咏
、

杂志
。

明代在综合历代地方志分类的基

础上制定了明永乐十六年颁降的《纂修志书凡例 》
,

分为建置沿革
,

分野
,

疆域
,

城池
,

山川
,

坊

郭镇市
,

土产
、

贡赋
、

田地
、

税粮
、

课程
、

税钞
,

风俗
,

户口
,

学校
,

军卫
,

郡县癣舍
,

寺观
,

祠庙
,

桥

梁
,

古迹
,

宦迹
,

人物
,

仙释
,

杂志
,

诗文 则
。

其中第 则并列土产等 项
,

共 门
。

采用

官定凡例所拟类目编纂的地方志多见于明初
,

这种分类对后世也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
。

平列

门目形式的分类
,

有琐碎的弊病
。

纲目法则分门别类
,

内容清晰
。

如宋代的《咸淳毗陵志 》
,

类分十九
,

下辖五十二 目
。

再

如嘉靖《郡陵志 》是较早的典型
,

全书八志
,

志下分目
。

志目情况如下 地理志 疆域
、

星野
、

山
、

堤坡 建置志 城池
、

县署
、

学校
、

属署
、

祠祀
、

仓铺
、

坊巷
、

乡堡
、

镇店
、

村庄
、

津梁 田赋志

土田
、

户口
、

税粮
、

农桑
、

课贡
、

摇役
、

土产 官师志 官制
、

县官
、

学官
、

名宦
、

风俗 人物志 孝

友
、

忠义
、

理学
、

经术
、

名德
、

文学
、

隐逸
、

科目 贡荐
、

任子
、

褒恤
、

册谧
、

贞节
、

应募 人品志 武

职
、

例授
、

材艺
、

椽 古代官署属员的通称 阶
、

曹寿
、

义民
、

义官
、

邑属 杂志 古迹
、

家墓
、

庙宇
、

寺观
、

祥异
、

补异 文章志 下设汉魏文
、

宋文
、

元文
、

国朝文
、

唐诗
、

宋诗
、

元诗
、

国朝诗
。

又如

嘉靖《宿州志 》
,

八卷
,

计地里志 含沿革
、

郡名
、

疆域
、

风俗
、

形胜
、

山川
、

土 田
、

坊乡
、

食货志

含户 口
、

物产
、

贡赋
、

征役
、

课税
、

擎牧
、

职官志 含历任
、

名宦
、

兵志 含卫兵
、

屯田
、

民兵
、

人物志 含名贤
、

勋旧
、

选举
、

贞节
、

建设志 含城池
、

公署
、

学校
、

仓储
、

铺舍
、

桥梁
、

恤典
、

祀

典
、

仕进节孝坊
、

古迹志 含故城
、

宫室
、

丘墓
、

杂志 含寺观
、

灾祥
。

光绪《赵州志 》十六卷
,

计有舆地志
,

包括星野
、

沿革 属邑附
、

疆域 里社附
、

市集
、

山力 桥梁附
、

古迹 墓域附
、

田赋 盐政附
、

风俗
、

物产
、

祥异 兵事附 建置志
,

包括城池
、

官署
、

学校
、

坛庙
、

仓魔 附养济

院
、

漏泽园
、

释递 祠祀志
,

包括坛谴
、

文庙
、

庙祀 官师志
,

包括封爵
、

官师
、

名宦 附宦绩
、

职

官 人物志
,

包括人物表
、

历仕
、

科目表
、

名宦
、

仕迹 附武职
、

封赠
、

香寿
、

武功
、

忠烈
、

孝义
、

文

苑
、

方技
、

列女 艺文志
,

包括记
、

告示
、

辨正
、

论
、

考
、

碑
、

赞
、

铭
、

诗
。

此外
,

卷首是衰章
、

前朝御

制
、

图
,

卷末为杂考
。

史书体即借鉴纪传体正史的体例
。

如宋代《景定建康志 》
,

分留都录
、

图 幅
、

表 时
、

地
、

人
、

事
、

志 疆域
、

山川
、

城胭
、

官守
、

儒学
、

文籍
、

武卫
、

田赋
、

风土
、

祠祀
、

传 正学
、

孝梯
、

节义
、

忠勋
、

直臣
、

治行
、

曹旧
、

隐德
、

儒雅
、

贞女
、

拾遗
。

清光绪修河北《永平府志 》 卷
,

首

末各一卷
,

卷 收录 个图 卷 一 为表
,

有历代封爵
、

历代职官
、

国朝职官
、

选举
、

列女

个表 卷 一 为志
,

包括封域 下设疆界
、

形胜
、

星野
、

山川
、

屯社
、

风俗
、

物产
、

古迹
、

丘墓
、

① 费丝言 《由典范到规范 从明代贞节烈女的辨识与流传看贞节观念的严格化 》
,

台湾大学文史丛刊
,

卯 年版
,

第
肠 一 公页

。

② 黄燕生 《宋代的地方志 》
,

《史学史研究 》 年第 期 黄燕生 《明代的地方志 》
,

《史学史研究 》 年第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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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事
、

建置 下设城池
、

公署
、

学校
、

坛庙祠宇
、

寺观关隘
、

津梁
、

仓储
、

惠政
、

骚递
、

武备 下设

营制
、

边防
、

海防
、

海运
、

赋役 下设户 口
、

人丁
、

田赋
、

经费
、

起运
、

盐法
、

艺文 个志 卷
一 是列传

,

下设名宦
、

乡贤
、

仕迹
、

行谊
、

文学
、

忠烈
、

隐逸
、

普寿
、

流寓
、

方技
、

后妃
、

列女

类传记 卷 一 为志余
。

以上三种体例的地方志
,

往往有所交叉
,

共同的特点是分门别类记载各种事物
,

相当纪

传体中的志
。

纲目与平列门目的地方志
,

甚至全部以
“

志
”

分类
,

如前引嘉靖《郡陵志 》全书八

志
,

包括了人物
,

与纪传体中志的含义有所区别
。

地方志的分志
,

指的是相当于纪传体中的志的内容
。

我们将各种体例的地方志混合在

一起
,

用纲目形式考察其共同内容的史料价值
。

我们先进行类目解释
。

在两级分目体
,

即先分大的门类
,

以下再分细 目
。

地理志
,

或以疆域志
、

舆地志名
。

舆地
,

指大地
。

主要记载行政区域范围
、

山岭
、

河流
、

名胜古迹
、

风俗等
。

如宋代《橄水志 》地理门有沿革
、

风俗
、

形势
、

户 口
、

税赋
、

镇名
、

镇境
、

四至

八到
、

水陆路九 目
。

又如嘉靖《寿州志 》
,

舆地内含沿革
、

星野
、

疆域
、

形胜
、

坊乡
、

风俗
、

时序
、

吉凶礼
,

嘉靖《铜陵县志 》地理志包括分野
、

沿革
、

疆域
、

乡曹
、

形胜
、

山川
、

市镇
、

好塘
、

土产
、

风

俗
、

气候
、

古迹
。

再如万历《余姚县志 》舆地志记载沿革
、

疆域
、

隅都
、

行市
、

桥渡
、

山川
、

湖阪
、

形胜
、

风俗等
。

下面就其中部分内容加以解释
。

沿革 即沿袭旧制或有所变革
,

用 以记载本地 自古至今的行政隶属关系
,

常与建置
、

城

池
、

公署等目并列
。

或按照时间依次记述
,

如嘉靖《江阴志 》或采用表格
,

年经事纬
。

如嘉靖

《宁波府志 》即有沿革表
。

形胜 原指地势优越
,

方志中记载疆域地理形势优越
、

险要及城邑风景佳丽特点
。

在纲

目体下一般在沿革
、

疆域门类下作一子 目
。

城池 泛指一般城市
。

记载古城的古迹建筑
,

如城墙
、

城门
、

城楼
、

浚河
、

漆池
、

马路
、

码

头
、

桥梁等
。

城郭 指内外全城
,

泛指城邑
。

主要记载城邑内外的距离
、

地点
、

得名等
。

津渡 即渡口
、

揖舟处
。

记载渡口的名称
、

处所
、

去府州县里至
、

得名以及历史变迁
、

存废等
。

苑囿 指豢养禽兽的园林第宅
,

方志以此记载园林
、

池沼
、

古迹
、

建筑
,

属于古迹篇
,

与城

池
、

宫殿
、

陵墓
、

台榭
、

亭阁等并列
。

封域 指一地疆界
、

辖区或领地
。

犹如疆域沿革
。

建置 即创立
、

设置
。

也有属于舆地志
、

地理志或疆域志的
,

记载本地历代设置变迁情

况
,

往往与沿革同为一 目
。

嘉靖《寿州志 》于舆地之外设建置
,

嘉靖《铜陵县志 》在地理志外也

有建置志
。

嘉靖《池州志 》建置篇包括城池
、

公署
、

学校
、

署治
、

书院
、

社学
、

寺观
、

街市
、

坊牌
、

养济院
、

铺
、

津梁
、

公凛
、

演武场
、

斥垠
、

宫室
。

下面就其中部分内容加以解释
。

解舍 为官吏办公之所
,

方志记载各级官署治地及其变迁等情况
,

属于建置志一类
。

释铺 即释站与递铺的合称
,

指供应递送公文之人换马或往来官员休息
、

暂住和司兵之

处所
。

记载释站
、

递铺的方位
、

里程
、

司兵数及归属等
。

邮传 原意为传递文书
、

供应食宿和车马的释站
。

方志以此记载骤站
。

或属于州郡篇
,

与沿革
、

分野
、

风俗
、

境土
、

道路
、

坊市
、

营寨
、

祠庙等并列
。

坊巷 记载街道布局
,

常与界分
、

桥梁
、

仓场
、

库务
、

馆释等平行
。

如明代《娜陵志 》建置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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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坊巷
。

宫胭 记载古城脚
、

宫殿
、

堂馆等古迹
、

建筑
,

或古迹志之类
。

津梁 记载渡口和桥梁的地址
、

特点
、

名称及建造沿革
,

多属于山川志或建置志
。

家墓 记载地方名人坟墓的地点
、

规模等
,

属于古迹志之类
。

池沼 指池塘
、

水池
,

属于山川志一类
,

记载池塘
、

水池的地名
、

得名情况
。

关津 主要记载水陆交通要道上的关卡等
。

观阁 记载亭台
、

楼阁等古迹建筑
。

人古迹志或建置志
,

常与苑囿
、

家墓
、

宫殿
、

城池
、

台

榭等门类同列
。

此外
,

学校 学宫 往往也隶属建置
,

记载学宫的建立
、

变迁
、

重建等情况
。

方志还有反映

本地驻军营寨等军事情况的记载
,

主要见于边疆地区的志书中
。

如孙世芳修《嘉靖宣府镇

志 》卷十亭障考
,

记有塞垣
、

墩台
、

墩台官军名额
、

历代请筑墩台
、

塞垣的奏疏
。

食货 记载经济内容
,

嘉靖《赣州府志 》卷四为食货志
,

记载当地 田制
、

户 口
、

赋役
、

仓

库
、

嘈运
、

盐法
、

杂税
、

钱法
、

矿冶
、

市杂
、

会计等情况
。

下面就其中部分内容加以解释
。

均摇 原指明代三大摇役 里甲
、

杂泛
、

均摇之一
,

按人 口多少
、

财产多寡分摊
、

出力
、

出银

雇役均可
,

为经常性杂役
。

地方志中借作目名
,

一般属于力役门类
,

常与均平等目平列
。

如

林希元 嘉靖钦州志 》卷三力役门内就记均摇
。

货贿 原指财物
,

记载地方的财物
、

特产
,

属于物产志一类
。

进贡 也称土贡
,

记载地方上历代向朝廷进献各种土特产名称
、

数量等情况
。

一般属于

物产门类
,

常与税则
、

杂钱
、

税课
、

供物
、

帛等门目平列
。

食货志户口类值得注意
,

它一般记录人 口数量
、

户籍分类
、

户 口状况
,

是人口社会史的重

要资料来源
。

以宋代为例
,

地方志记载府州县户口数
,

可弥补其他书籍往往只记载全国性以

路为主的数字之不足
,

了解宋代城乡的发展 地方志还记载了不同类型的户 口
,

有助于了解

宋代人 口结构 地方志记载户籍中户
、

丁
、

口 的情况
,

是理解人 口统计的重要资料 ①
。

何炳棣

先生就利用地方志研究了明清以来的人 口 问题
,

做出了开创性的学术贡献 ②。

有的还记载

氏族
,

可了解大姓构成
、

移民情况
。

嘉庆《休宁志 》单独设立《氏族志 》
,

综合徽州的《新安大族

志 》《新安名族志 》《休宁名族志 》
, “

核之以族姓状铭碑志
” ,

记载姓氏
、

始迁诸贤并附祠堂
。

经籍志 旧指儒家的重要典籍
,

又泛指所有书籍
。

亦称艺文志
。

艺文志始于《汉书 》
,

著录历代书目
。

《隋书 》则为经籍志
,

分群书为经
、

史
、

子
、

集四部
。

方志以此著录当地著作名

称
、

著者
、

成书年代
、

序跋和内容提要
。

艺文类的记载有时刊录原文
,

往往有重要的碑刻
、

奏

疏
、

记文等重要资料保留下来
。

河渠志 指水道
,

记载境内河流源流
、

经过地名及其间距离
、

堤防
、

桥梁
、

水利工程
、

灌

概区域等
。

武备志 原指军备
,

记载古今兵事
、

战备
、

兵制
、

防虞
、

军事设施等
。

万历《河间府志
·

武

备志 》兵制
、

清军
、

天津兵制
、

葛沽兵志
、

民兵
、

兵变
。

杂志 记载方志需要记载但又无法 自成门类的内容
,

如灾异
、

轶事
、

遗闻
、

谣谚
、

传说
、

① 宋啼 《地方志与历史学 》
,

宋啼《方志学论丛 》台湾商务印书馆
,

, 洲 年版
,

第 页
。

② 何炳棣 《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一一 一 》
,

北京 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洲 】】年译本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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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咏等
。

别名杂记
、

杂略
、

杂录
、

丛录
、

丛谈
、

附录等
。

下面就其中部分内容加以解释
。

拾遗 记载无所归属的事物
,

即杂记
。

祥异 表示吉凶
,

记载吉祥
、

灾异之事
。

属于杂记
、

拾遗之类
。

灾祥 记载自然灾害
、

异常的自然现象及所谓祥瑞等
,

或称灾异
,

或附于杂记门
。

异闻 记载闻所未闻的奇异之事
。

又称轶事
、

遗闻
、

琐事等
。

祥异
、

灾祥的内容有时也独立成荒政或称恤政
。

主要指统治者就农业灾荒采取救济措

施
。

方志记载各年水旱风灾程度
、

范围以及救灾情况
。

万历《河间府志
·

恤政志 》就内含历

代
、

时政两项
,

嘉庆《余杭县志 》卷十四也是《恤政 》
。

祥异
、

灾祥资料也是研究疾病医疗社会

史的重要来源
,

余新忠就依据清代江南江宁
、

苏州
、

松江
、

镇江
、

常州
、

太仓
、

杭州
、

嘉兴
、

湖州
、

绍兴
、

宁波 个府州的方志中的舆地志庶征类
、

杂记中的灾祥
、

祥异 机祥
、

浸祥
、

祥告
,

编

制出《清代江南分府疫情年表 》
,

然后分析瘟疫的时空分布以及相关社会问题的①
。

杂记的内容十分广泛
,

如《弘治吴江县志
·

杂记 》记载元末大商人沈万三的事迹
。

总之
,

地方志中风俗
、

建置
、

氏族
、

户 口
、

祠宇
、

杂记这些分志或类目的社会史资料价值较

高
,

下面我们就
“

风俗
”

与
“

建置 ,’以
“

祠宇
”

为中心 进行具体论述
。

三
、

方志分志的史料价值

首先探讨风俗志
。

风俗
,

或列专志
,

或隶属于舆地志
、

地理志
、

疆域志
,

也有列人官师志
、

人事志
、

典礼志甚至附于人物
、

乡社
、

学校
、

杂考的 还有以某项风俗内容如节 日单列代表风

俗的
,

或与风俗并列
。

风俗志的结构一般主要包括冠婚丧祭
、

岁时节序
,

风俗志的内容可以

细分为衣食住行
、

岁时节 日
、

冠婚丧祭
、

士农工商
、

宗教信仰
、

社会组织
、

风 尚
、

娱乐
、

方言

等 ②。

风俗志的价值一直受人重视
,

年胡朴安编纂《中华全国风俗志 》
,

年李家瑞辑

有《北平风俗类征 》
,

都有不少方志资料
。

至 年陆续出版的《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

汇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 全书分华北
、

东北
、

西北
、

西南
、

中南
、

华东六卷十册
,

辑录了明至民

国 主要是清代的 礼仪
、

岁时
、

生活
、

民间文艺
、

民间语言
、

信仰以及其他七大类民俗
,

资料丰

富
。

还有一些地方志辑录了当地的方志风俗资料 ③。

地方志有关风俗的记载
,

可以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变迁
,

明代尤其明显
。

日本学者森正

夫在 世纪 年代末注意到明代地方志风俗志记载明末秩序发生了尊卑
、

良贱
、

长少
、

上

下
、

主佃
、

主仆
、

绅民等社会关系的颠倒现象
,

预测秩序是在
“

场
”

表现出的
,

这个场可以置于

作为人们生产和生活的基础单位的地域社会
。

认为机械地运用经济范畴的主佃关系概念不

能把握明末秩序的颠倒现象
,

在地域社会
,

除了纵向关系的阶级
、

身份间的秩序外
,

还有横向

①

②

余新忠 《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 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 》
,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入刀 年出版
。

可参见南炳文 日方志风俗志漫笔 》
,

《天津史志 》 年 张紫晨《中国方志民俗学的发生与发展 》
,

《百科知识 》
年第 期

。

如山东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教研室编《山东方志民俗资料汇编 》佣 年内部油印 江西省志编辑室编 江西省方志

风俗志文辑录 》
,

年内部铅印
。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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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共同体 ①。

进而森正夫又正式提出他的地域社会研究设想 ②。

台北学者徐掇先生则

利用大量地方志资料
,

揭示出明代商品经济发展背景下江浙与华北地区风俗发生的整体性

变化③
。

我也主要使用明代地方志风俗志资料
,

探讨明代以衣
、

食
、

住
、

行
、

用为主的生活性

消费风俗的变迁 ④。

从中了解到
,

风俗志中往往有
“
习尚

”

一类记载社会风尚
,

如嘉靖《江阴

县志 》卷 《风俗 》
、

雍正《山西通志 》卷 《风俗 》或专门记载某项风俗
,

如万历《新昌县志 》卷

《风俗 》记载的
“

服饰
”

变化比较详细
。

地方志风俗志包括的资料广泛而具体
。

风俗变化关

系历史演变
,

岸本美绪强调了从风俗认识历史分期的重要性 ⑤
。

事实上
,

地方志设置风俗门类
,

本身就包含联结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

反映地方社会生活
。

有学者对清修台湾方志序言
、

凡例
、

议论与相关门目探讨
,

研究
“

风俗
”

门类设置的理论依据

与具体实践的方式
,

这样风俗门类被作为
“

知识建构 权力意识错综其间的场域
” 。

研究表

明
,

官修志书风俗门除了一般性的衣食住行
、

岁时礼仪等风俗习惯外
,

还有以下特色 一是风

俗门所列气候
、

风信
、

潮汐
、

占验等项
,

乃因关乎农业社会的人伦生息
、

生产作业以及政事运

作 二是所记
“

番俗
”

篇幅多寡与特定时期开发
、

汉化成反比 三是分列汉人
、

原住民直接牵连

大一统帝国进行有效统治的需要
。

认为风俗门类论述的焦点
,

反映主事官员对于台湾移垦

社会的认知
,

事关国家政策的施行
,

隐约之间流露出文化优越感的色彩
。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

方面 风俗升降 与政权推移的诊释架构 汉番分野 习俗美恶的价值判断 移风易俗 化番为

民的整治意图⑥。

地方志中的风俗志反映的社会内容非常丰富
,

就以 自己的研究为例
。

我通过地方志风

俗志等资料研究过明清时期的溺婴现象 ⑦。

方志的编纂者往往把溺婴看作移风易俗的对象

而加以记载
,

为我们保留了溺婴的资料
。

人生礼俗方面
,

我利用方志风俗志研究了火葬间

题 ⑧。

火葬是作为不 良葬俗记载的
,

是移风易俗的对象
。

风俗志还 留下 了士农工商的资

料⑨ ,

嘉靖《江阴县志 》卷 《风俗 》就有专门记载
。

岁时节 日是风俗志的主要部分
,

我利用地

方志论述了明清时期的岁时节 日。。

风俗志祭礼部分可研究祖先祭祀
、

祠堂家庙 节序中的

元旦
、

寒食与清明
、

冬至等节 日的记载中也有相关的资料
。

风俗志祭祀问题的记载
,

不仅是

① 森正夫 《关于明末社会关系的秩序变动 》
,

《名古屋大学文学部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② 森正夫 《中国前近代史研究的地域视点 —中国史研讨会 地域社会的视点 —地域社会与领导者 基调报告 》

,

《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集 》
,

史学
,

兜
。

③ 徐从 《明代社会风气的变迁 —
以江

,

浙地区为例 》
,

《中央研究院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 》
“

中央研究院
”
历史

语言研究所 徐乱 《明代后期华 」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气的变迁 》
,

《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 》
“

中央研究院
”

经济研究所
。

④ 常建华 《论明代社会生活性消费风俗的变迁 》
,

《南开学报 》望辫 年第 期
。

⑤ 岸本美绪 《风俗和时代观 》
,

《古代文化 》第 卷第 号
,

京都
·

期 年 月
。

⑥ 洪健荣 《清修台湾方志
“
风俗 ,’ 类的理论基础及论述取向 》

,

《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 》第 期
,

台北
,

么狱 年
。

⑦
·

常建华 《明代溺婴问题初探 》
,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第 卷
,

商务印书馆
,

犯 年版 常建华《清代溺婴问题新探 》
,

李
中清等编《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 》

,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拟 年版
。

⑧ 常建华 《试论明清时期的汉族火葬风俗
,

南开史学 卯 年第 期
。

⑨ 常建华 《明清时期的等级结构 》
,

载冯尔康主编《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 》第 章
,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杜
,

叫年版
。

常建华 《明代岁时节日生活 》
,

冯尔康
、

常建华编《中国历史上的生活方式与观念
,

葬园文教基金会 台北 哪 年

版 常建华 《清代的岁时节 日 》
,

《南开史学 从 年第 期 常建华 《清代的文昌诞节 》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明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 么洲 年号 》

,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渭 ”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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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建华 试论中国地方志的社会史资料价位

我们了解祭祖礼俗
,

而且是研究宗族制度的重要资料 ①
。

事实上
,

我们从风俗的不同侧面
,

还可挖掘出更多隐含的历史
,

如从节 日习俗看到女性的活动 ②。

从岁时节 日发现民众心态

及其变迁 ③
。

仅仅是 自己的研究
,

风俗志就提供了如此众多问题的研究素材
,

真可谓社会资

料的宝藏
,

因此可以说
,

风俗志就是社会志
。

其次讨论建置志
。

何炳棣研究中国会馆
,

涉历三千余种地方志
,

从地方志坛庙寺观类中

搜集会馆资料
,

写成名著 ④
。

明清特别是清代慈善事业的善堂善会得到长足发展
,

地方志尤其是江南的地方志也有

不少记载
。

一般来说
,

记载善堂善会的门类或属于建置
,

如乾隆《祀县志 》
、

嘉庆《松江府志 》
、

同治《萍乡县志 》
、

同治《番禺县志 》或属于恤政
,

如乾隆《东平州志 》
、

乾隆《延平府志 》
、

光绪

《徽辅通志 》或属于公廖 嘉庆《台湾府志 》
、

公所 同治《平江县志 》
、

公署 乾隆《淄川县

志 》
、

公局 同治《太湖县志 》
、

义局 乾隆《苏州府志 》
、

善举 光绪《常熟昭文合志稿 》等
。

在人物以及杂记中也会有关于善人行善的记载
,

涉及善堂善会
。

台北学者梁其姿利用 以

多种地方志
,

统计清代的慈善组织
,

有 卯 个育婴堂
、

个普济堂
、

个清节堂
,

以施棺为

主的善堂善会 个
,

其他难以分类的 个
。

她指出
“

方志资料绝大部分是官方的地方

史料
,

因此内容倾向
‘

正统
’

史料
,

如为官方所接受的政治史
、

制度史
,

在人物方面
,

则注重历

代的地方官及在主流社会有名望的地方精英等
。

⋯⋯地方志虽不脱官方意识形态的框架
,

但是其中还是包涵了仔细的及较全面的地方史资料
,

本书所谈的善堂资料
,

清代部分即主要

来自方志
。

其中尤以江南方志史料价值最高 举凡善堂的创办时间
、

经过
、

负责的人
、

规章

等
,

江南方志多有详细的记载
。

无论在资料的准确性
、

丰富性而言
,

江南方志比其他地区方

志的水准要高
,

这也是本书的分析部分不得不依赖这些资料的主要原因
。

但是至于善堂的

日常运作记录
,

如乳妇哺育婴孩的问题
、

卫生医药问题
、

领养的情形等等
,

方志就只字不提
。

要到清后期的个别善堂才有这方面的资料 ⋯ ⋯
” ⑤ 这是经验之谈

,

梁其姿利用方志中简单

记载
,

集腋成裘
,

完成了一项出色的社会史研究
。

属于建置类的
“

宫室
”

往往含有珍贵的社会史资料
,

如宗族资料就是一例
。

徽州的地方

志重视宫室记载
,

弘治《徽州府志 》卷
、

嘉靖《徽州府志 》卷
、

万历《祁门县志 》卷 都设有
“

宫室
”

门类
,

记载
“

祀先之所
” 、

宗祠
,

是我们了解宗族祠堂的重要资料 ⑥
。

不过万历《祁门县

志 》记载
“

宫室
”

是在
“

人事志
·

恤政
” ,

至清代
,

同治《祁门县志 》记载祠堂则属于舆地志的
“

祠

宇志
” 。

而清修《黔县志 》祠堂属于
“

政事志
” ,

《姿源县志 》祠堂属于
“

建置志
·

宫室
” ,

《休宁县

志 》
“

宗祠
”

附于
“

建置志
·

坛谴
” ,

《绩溪县志 》
“

族祀
”

属于
“

祀典志
” 。

总之
,

建置 或祀典类 类

记载祠堂建筑
,

为我们研究宗族提供了资料
。

常建华 《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的发展 —
以明代地方志资料和徽州地区为中心 》

,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第 卷
,

天津古

籍出版社
,

太加刃 年版
,

第 一 页
。

常建华 《明代方志所见岁时节日中的女性活动 》
,

《中国史研究 》韩国 第加辑 中国女性史 特辑号
,

犯 年 月

常建华 《
“

虚耗
”

鬼的由来与镶除习俗 —中国岁时节 日体现的民众心态 》
,

郑振满
、

陈春声主编《民间信仰与社会空

间 》
,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

入刃 年版 常建华 《中国古代人 日
、

天穿
、

填仓诸节新说 》
,

《民俗研究 望巡〕年第 期
。

何炳棣 《中国会馆史论 》
,

台北 学生书局
, 性翅又, 年版

。

梁其姿 《施善与教化 明清的慈善组织 》
,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

卯 年版
,

第 一 页
。

参见常建华《明代宗族祠庙祭祖的发展 —
以明代地方志资料和徽州地区为中心 》《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第 卷

,

天

津古籍出版社
,

仪眨年版
,

第 一 页
。

①②③④⑤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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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历史评论 第七卷

上述以及涉及祠祀的资料往往属于建置
,

宗族祠堂反映了祖先崇拜
,

实际上还有大量的

宗教以及民间鬼神的建筑记载
,

包含了宝贵的信仰方面的资料
。

祠祀或名坛庙
、

祠宇等
,

归

属不一
,

舆地志
、

营缮志
、

典礼志
、

古迹类往往有之
。

具体来看
,

如嘉靖修福建《建平县志
·

祠

祀志 》有坛谴
、

祠庙
、

里社三项内容
。

再如乾隆修河南《仪封县志 》建置志有
“

坛庙
”

类
,

记载该

地的坛庙有 社樱坛
、

风云雷雨山川坛
、

先农坛
、

厉坛
、

城煌庙
、

孔子特庙
、

关帝庙
、

八蜡庙
、

刘

将军庙
、

马神庙
、

火神庙
、

昭应水神庙
、

大王庙
、

三皇庙
、

玉皇庙
、

赤帝庙
、

元帝庙
、

东岳庙
、

泰山

庙
、

三官庙
、

二郎庙
、

八卦阁
、

白衣阁
、

香火庵以及棣城等二十个寺
。

还有封人祠
、

文昌祠
、

名

宦祠
、

乡贤祠
、

忠义祠等祠宇
。

提供了研究国家神道
、

民间信仰
、

佛道宗教的资料
。

如果分门

别类进行研究
,

可以有不少的课题
。

我曾指导学生由方志人手进行有关山东泰山
、

湖南白帝

天王
、

城煌信仰方面的研究 ①
。

事实上
,

研究问题时方志的资料需要各个门类综合利用
。

以乡约问题为例
,

万历《营山

县志 》卷二《建置
·

乡社 》
,

嘉靖《开州志 》卷四《学校
·

乡约 》
,

嘉靖《安溪县志 》卷一《地舆类
·

乡

里 》
,

康熙《休宁县志 》卷二 建置
·

约保 》都有乡约的记载
。

这些乡约出现在乡里
、

乡社等基层

社会组织介绍中
,

隶属于地舆
、

学校
、

建置
,

另外
“

公署
”

记载政府机构
,

保留了乡约的资料
,

而

嘉靖《汀州府志 》卷九《楼阁 》记载了
“

乡约亭
” 。

人物传记中也会有一些记载
。

艺文中有时记

载推行乡约的文字
,

可以互相补充
。

特别是相对来说地方志记载比较简略
,

如果结合文集资料
,

就会较为完整地呈现出所研

究事物的实态来
。

四
、

结 语

总之
,

中国地方志包含大量丰富的社会史研究资料
,

分门别类整理资料并加以研究早就

为人重视
。

近期随着区域
、

地域史研究的盛行
,

从方志人手具有了方法论的新意义
,

对于开

展整体历史研究
、

微观历史研究
、

基层社会研究
、

民众研究等具有重要价值
。

方志也是连接

国家与社会的重要纽带
,

是透视二者关系的一个窗口
。

随着文化史与社会史的互相渗透
,

社

会文化史兴起
,

重视人们对事物的看法
,

考察修志人员的观念
,

方志作为文本本身也成为研

究的对象
。

地方志
,

必然随着史学常新而成为永不枯竭的史料来源
,

目前社会史研究方兴未

艾
,

方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也值得人们重新思考
。

① 代洪亮 《泰山信仰与明清社会 》
,

南开大学硕士论文
,

太口 〕年 月 王爱英 《湘西白帝天王信仰的传承和流变 》
,

南开

大学硕士论文
,

么刃 年 月 张传勇 《明青城煌庙建置考 》南开大学硕士论文
,
大幻 年 月

。

。



常建华 试论中国地方志的杜会史资料价值

刊巨砚犯 以勿 加附 祀 叮 刃 加

肚山

晓 描 撇
, 山

一
,

下咧
,

饭由旧 昨旧耐 飞 田记 鸣
, 仪 , 曲 仪川 旧

以
‘细 , 玩 此 众为哈回 阴 曲画 招 加 』 山 双 , 愁汕

,

吨 明 即

吨 仪习 肠 苗 二 耐
旧 旧 朋 币由妞

画
田咨 明 吻

。
耐 因 咖街 加 即 司

咖 仆 五饱 , 山 咫 ” 】 飞 叮 二山叼同哈回
犯 加犯 舰 俪 飞 而 坛 竹 ,

痴 戏 出 卿
叱 仪川 即 吻 仆叮 目别 即 玩 胶犯 七戏 ,

俪 面 此 玩 我犯 仆 旧 】
,

腼
,

恤 。 比

飞 吐沈 械 州 户为
’ , 叩而呱 , 目 就因拍 。

,

印 户

晚伪叹 毗 倪 』灿间 拓咖斗 卿己翻 肠 比面几‘ 川 山司 ,

抢”阴由 咒 肠旧 骊 伟 腼 比 回 川旧 朋 几目比咖叮

油城罗

作者简介 常建华 一
,

男
,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