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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著名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之一，共收录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所藏稀见方志三十二种，其
中稿抄本十六种，具有很高的文献利用价值。

前言
方志是以一定體例反映一定行政單位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自然現象和自然資源的綜合性著述
，它分門別類，貫通古今，其存史、致用的價值久為人們所認知。
廣東的方志可溯源到東漢時期番禺人楊孚所撰的《異物志》（又名《南裔異物志》），這是歷史上第
一部記述嶺南風土物產的志書。
其後自吳晉南朝，迄明清民國的的兩千年間，廣東產生了相當多的志書。
據李默《廣東方志考略》統計，歷史上廣東舊方志共有861種，今天尚存的有431種。
其統計尚未包括鄉土志等，否則，數量更多。
《中國地方誌聯合目錄》著錄了現存447種廣東舊方志 。
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1986年編著的《館藏廣東地方誌目錄》收錄達520種之多（含鄉土志、山水志、名
勝志、寺廟志、圖志等）。
廣東現存最早的方志為元大德《南海志》殘本，宋元以前已佚散的舊志，今天只能在《藝文類聚》、
《冊府元龜》、《太平禦覽》、《初學記》、《永樂大典》等類書及學者們所輯的一些輯佚書中見其
枝葉了。

清宣統二年（1910年）廣東提學使沈曾桐奏請，於前兩廣總督張之洞開辦的廣雅書局內設立廣雅書局
藏書樓，1912年改為廣東圖書館，此即為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的淵源所自。
經過將近百年的發展，歷經數番析合，現已成為一所藏書總量達500多萬冊的現代圖書館。
其中線裝古籍4萬餘種47萬冊；全國地方誌（外省）3萬餘冊；金石拓片3萬餘冊（件）；新舊廣東地方
文獻9萬余種40余萬冊。

地方誌為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典藏文獻的重要組成部分。
重視地方誌尤其是廣東方志的收藏是該館的優良傳統。
廣東省圖書館初始藏書為廣雅書局藏書樓舊藏，民國初年，該館收得原廣雅書院冠冕樓藏書一部分，
並由省公署民政廳、教育廳拔送廣東各府州縣誌全份。
1921年，又得梁鼎芬後人捐葵霜閣藏書，藏書以叢書及方志、詩文集為著。
經過近二十餘年的搜集，該館收集的各省新舊通志業已完備。
據1931年《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鑒》統計，當時廣東省立圖書館館藏書籍以“地志為最多，共7000餘冊
，各省通志俱購置完備”。
1934年，省立圖書館被撤並，部分貴重圖籍歸存廣州市立中山圖書館。
據1936年任館長的羅香林編《廣州市立中山圖書館方志目錄》記載，當時已收錄方志1000餘部，其數
量在南中國首屈一指。
1938年，廣州淪陷，有關圖籍受到嚴重破壞。
1941 年，廣東省立圖書館在韶關複館，在杜定友館長的領導下，大力搜集廣東地方文獻。
地方誌方面，1945年，僅得廣東26個縣份的縣誌，至1946年，已收得 88縣份的縣誌，僅5縣份縣誌未入
藏。
當時省圖廣東方志有通志1種，府志12種，州縣誌134種，並有多種鄉土志。
1949年，省館接收廣東文獻館圖籍，得地方誌69種，絕大部分為廣東方志。
建國初，省館在全省各地徵集了大量的圖籍文獻，館藏日富。
1955年，省館與廣州市中山圖書館合併，原先分存兩館的圖籍包括地方誌始合而為一。
至1957年，廣東地方誌已收藏至315種，廣東97縣中，除防城（今屬廣西），白沙，樂東，保亭（三縣
今均屬海南省）4縣本無縣誌，其餘各縣縣誌均有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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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數代圖書館館員的苦心經營，目前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共收藏新舊方志近萬餘種（含各種專業志
），其中1949年前的舊方志2100餘種，以《中國地方誌聯合目錄》統計的現存全國舊方志數量8200餘
種相較，約占四分之一。
計省（通）志58種，府志158種，州縣廳志 1750種，各鄉土志、島嶼志等178種，其中廣東省內舊方
志392種。
數十年來，承惠社會各界慷慨捐贈（如1954年，黃蔭普先生贈書數千種，其中廣東方志67種），及通
過購買、交換、複製、縮微等方法徵集廣東舊方志，見諸《中國地方誌聯合目錄》著錄而本館以前缺
藏的廣東舊志現在絕大部分已補充入藏。

現從館藏方志中挑選32種舊方志匯為《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稀見方志叢刊》，其中廣東方志26種，
省外方志6種。
以版本而言，清刻本10種，清及民國間稿（鈔）本16種，民國間油印本、鉛印本各3種，內有12種為廣
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所僅藏，史料價值自不待言。
編者給每種方志均撰寫了提要，以資讀者參考。

[民國]續廣東通志未成稿不分卷 朱慶瀾修，梁鼎芬纂。
民國五年（1916）修，廣東通志局稿本。
慶瀾，字子橋。
浙江山陰（今紹興）人。
歷任四川副都督，黑龍江督署參謀長、民政長、巡按使，廣東省長，中東鐵路護路總司令兼哈爾濱特
別區行政長官，國民政府賑務委員會委員長等。
鼎芬，字星海，號節庵，廣東番禺人，光緒進士，歷任知州、知府，累官至湖北按察使，署布政使，
著有《節庵先生遺詩》等。
是志民國五年始修，旋因政局動盪而終止。
敍事自清順治元年（1644）至宣統二年（1910）。
殘存稿本內容依次為：序、職名表、訓典、晷度表，山川略（廣州府）、兵制（附營汛、兵餉、馬政
）、前事略（番禺縣）、人物志(廣州府、韶州府、潮州府、肇慶府、瓊州府、嘉應州)、廣東儒林、
藝文志（史部書目）、雜錄（廣州府）。
該稿以人物、訓典為主，各占全書的十分之六和十分之二。
人物志資料多據舊府、州、縣志，兼錄採訪冊及粵人文集等，內除古代人物外，收入鄧世昌、馮子材
、黃遵憲等一批近代以來著名粵人傳稿，為首錄資料。
訓典則收集清道光、咸豐、同治年間粵省官吏向清廷的上諭、奏摺等，反映了這一時期廣東的政治、
軍事和經濟形勢，頗具史料價值。
稿本藏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

[民國]廣東通志未成稿不分卷 鄒魯修，溫廷敬等纂。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修，廣東通志館稿本。
魯，字海濱，號澄廬主人，廣東大埔人，同盟會會員，歷任廣東省財政廳廳長，廣東高等師範學校、
廣東大學、中山大學校長，廣東通志館館長，國民黨中央常委等，著有《回顧錄》、《鄒魯文存》等
。
廷敬，字丹銘，號止齋，大埔人，曾任惠潮嘉師範學校校長、廣東通志館主任兼總纂等，著有《補讀
書樓文集》、《經史金文證補》等。
民國二十年（1931）始修，二十四年結束，大部分為調查採訪冊和初輯資料冊。
記事自清順治元年（1644）至民國二十三年。
分訓典、山川略、地質概要、兵要地理、堡寨、墟市、村制、醫院、寺觀、災變、警政、物產、稅收
、沙田、鹽法、公債、兵制、外交志、公路、航政、郵政、前事略、大事記、藝文略、金石略、集古
略、列傳、雜錄等二十八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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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體例和篇目已具有現代志書的雛型。
其內容銜接《[道光]廣東通志》，保存大量清代和民國的史料，不少門目均為初錄資料，尤具參考價
值。
如醫院門，詳記近代以來廣州博濟醫院，國立中山大學第一、第二醫院，廣州市市立醫院，柔濟醫院
，私立廣東光華醫院等十二家大醫院的歷史沿革、機構設置和業務概況。
物產門介紹近代以來廣東大米、小麥、黃豆、花生、番薯、蔬菜、水果、蠶絲、茶葉等的生產和進出
口情況，並附有統計圖表。
鹽法門記載了廣東鹽業的歷史沿革、生產分佈，並收錄大量法規、章程和統計資料。
外交門則反映了近代廣東對外貿易之緣起，鴉片戰爭和中法戰爭時期之中外關係以及有關廣東華僑、
租界和外僑等概況。
列傳除收錄丁日昌、宋湘、何如璋、張蔭桓、黃遵憲、朱次琦、簡朝亮、陳澧、張維屏等社會名流的
傳記外，還介紹了朱執信、鄭士良、鄧蔭南、鄧子瑜等一批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志士的生平事蹟。
稿本藏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

[光緒]仁化鄉土志 （清）佚名纂。
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稿本。
據是志序該志由縣學堂堂員一人主稿，二人分謄。
乃奉命編鄉土志，旨在啟蒙教化。
遵頒行例目之門類，按教科書形式分課敍述，共五十四課，包括地理、建置、興利、除害、剿匪降寇
等內容。
每課均在一百字左右，簡短明瞭。
是志以舊志為底本，據實錄入，內容簡略，考證從疏，史料價值不大，僅供學堂教學參考。
稿本藏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

[光緒]連山鄉土志 （清）盧澤潤撰。
清光緒年間抄本。
澤潤，廣東連山人。
清光緒年間撰。
記事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
分歷史、政績、兵事、耆舊、人類、戶口、氏族、宗教、實業、地理、山、水、道路、物產、商務等
十五門。
兵事門有太平軍和紅巾軍在連山活動的記載。
人物及地理方面資料稍詳。
其餘均較簡略。
有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本。

[民國] 連縣志七卷 韓建勳、伍岳嵩修，何詩迪纂，民國三十八年（1949）油印本。
建勳，民國三十六年（1947）任廣東連縣縣長。
嶽嵩、詩迪均廣東連縣人，分任連縣文獻委員會主任，連縣修志館副主任。
縣修，始纂於民國三十六年，成書於三十八年，記事止於是年。
正文分大事記、人文、經濟、社會、教育、人物、古物、方言、藝文、金石、技擊等十二門百六目。
是志為連縣最詳實的一部縣志。
是志因時代演進，增入民國三十八年前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史實，內容增加數倍，綱目凡例，
依遵內政部公佈之地方志書纂修辦法訂定，書中多有統計表，如土地、戶口、物產、物業、實業、地
質、氣候、交通、賦稅、教育、衛生以及人民生活社會經濟各種狀況，均分年精確調查，製成統計比
較表，尤詳於民國部分。
人文門辟瑤務目，詳述該地區瑤排之人口，面積及綏瑤、化瑤等政策，有助於地方民族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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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本。

[民國] 南澳縣志未成稿 章潛龍修、楊世澤纂，民國三十六年（1947）稿本。
潛龍，廣東南澳人，民國三十五年（1946）任縣長。
世澤，廣東潮安人，曾任廣東汕頭孔教協會副會長、南澳縣教育科長、南澳縣志編纂委員會副主任等
。
民國三十五年始修，次年因經費無著而中輟。
敍事至民國三十五年。
僅有輿地沿革、職官、文職表、武職表、鄉賢事蹟調查表（一）、事紀（漢至民國）、災祥等的油印
稿和手抄稿。
鄉賢事蹟調查表中較前志略有增補。
事紀中補敘抗日戰爭時期南澳軍民奮起抗日、流亡縣政府在饒平開展瓦解偽軍工作以及接管南澳日偽
政權的經過等。
因該志距前志僅年餘時間，且為未成稿，故內容頗多因襲前志。
稿本藏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

[光緒] 南海鄉土志 （清）佚名纂，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抄本。
是志正文卷數不明，無凡例。
內容主要簡介南海山脈、水道、交通（包括鐵路）、物產、商貿情況。
刊載“籌弭水災芻議”、整頓惠濟義倉和因水潦邑縣紳士上呈救濟書等，特別是“籌弭水災芻議”一
文，分析廣東水系分佈、水文情況，提出治理水災的辦法有急賑、平糶、築秋欄、補助、開河、清沙
等。
有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本。

[道光] 龍江志略四卷 （清）儒林書院纂，道光十三年（1833）抄本。
儒林書院，在廣東順德龍江鄉，嘉慶二十三年（1818）建。
正文分輿地、選舉、人物、藝文四門。
是志殘缺不全，僅存輿地門一卷，內有述典、山川、橋樑、津渡、古跡、坊表、祠墓、坊里、物產、
氏族、編年、冠裳等目，其中之冠裳目仿似方志之名宦體例，記載有部分人物行狀。
是志另有清末、民國初年抄本。
內容除輿地外，另含選舉、人物、藝文等，記事續至民國十四年（1925）。
抄本均藏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

[民國] 鶴山縣志未成稿十八篇 宋森纂修，民國三十三年（1944）稿本。
森（1877—1952），字木林，廣東鶴山人，畢業於清末兩廣優級師範學堂，歷任教員、校長、教育局
長。
是志始修於民國二十四年（193 5），推宋森為文獻委員會主席，後因抗戰事起，修志中止。
民國三十三年底又輯存稿，補其未竟，披閱十餘載，1950年稿初成，部分記事至1952年。
其體例在繼承前志的基礎上，注意吸收各地修志的優點，故更顯完備。
在內容方面，記載甚詳，確至年月日。
紀事篇記載有清末鶴山人民反帝反封建鬥爭史料，如咸豐四年（1854）邑人陳開率領天地會起義，建
立大成國之經過。
又如社會篇分述了本縣百一十三個姓氏族人的源流、遷移、蕃衍情況，頗具價值。
書末的文徵，還收入了相當豐富的有關該縣的珍貴文學資料。
是志稿分藏於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和鶴山縣檔案館，後者為十五卷本。

[宣統] 新寧鄉土地理二卷 （清）雷澤普撰，清宣統元年（1909）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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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普，邑人。
書成于宣統元年（1909），分二十三章：新甯縣之起源、新甯縣之成立、新寧縣城之建置、廣海衛之
建置、赤溪廳之析置、經緯度及分野、氣候、疆域、都界、山嶽、河流、洋海、戶口、田畝、水利、
鹹圍、險隘、鐵路、水陸交通之大市場、古跡、風俗、物產和兵防。
章下分課。
輿圖一幅載正文前。
是書乃供該邑小學初級地理課教學之用。
清末朝廷興辦新學，所定初等小學章程中以地理一科為最重。
此初級地理教科書即以激發學生之愛國愛鄉之心為目的。
多本前人成說（以邑志為主，以《大清一統志》、《廣東通志》、《廣州府志》和《甯陽雜存》為輔)
，刪繁就簡，多擇其主要及著名者，以簡略和通俗便於觀覽記憶。
各章節後注明參考書。
內容側重于自然地理，間亦偶及經濟和政治地理。
有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吉林省圖書館等藏本。

[光緒] 梅菉志稿八卷 （清）梁兆硻撰，光緒二十八年（1902）稿本。
兆硻，廣東吳川人。
私人撰修，成書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正文分地理、建置、事紀、金石、藝文、列傳六門二十二
目，參考《明史》、《茂名縣志》、《吳川縣志》、《高州府志》、《亂離見聞錄》、黃爐《梅菉賦
志》等書，存同列異，比類考證，詳於地理、建置的記述，人物列傳從略，金石門吸收大量碑銘資料
，涉及清末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
該志是未成稿，篇目雜亂，修改、圈改之處頗多，現殘存四卷。
稿本藏於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

[民國] 電白縣新志稿十卷 邵桐孫等修纂，民國三十五年（1946）油印本。
桐孫，廣東電白人，曾任教廣東國民大學。
民國三十三年（1944）始修，民國三十五年訂正、編次舊稿而成是書。
正文分十門四十二目，有天文、土地、人民、政治、經濟、文化、耆舊、年紀、文徵、雜錄等門。
是志略古詳今，側重現代，記事止於民國三十三年，耆舊則止于清季，職官、選舉從闕。
正文前有輿圖，其中之地質圖套色區分邑縣地質變化。
部分門類體例從新，如經濟門分農業、林業、工業、商業、漁業、鹽業、物產、交通、建築等目。
人民門載戶口統計和民風習俗。
耆舊門載各類人物資料。
邑鄉賢著述入文徵門，序、記等則入文徵門。
是志之載多簡略。
有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和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本。

[民國] 惠陽縣志 張友仁纂修，民國三十七年（1948）鉛印本。
友仁，原名勝初，廣東惠陽人，清末貢生，歷任廣東海豐縣縣長、福建龍溪縣縣長、廣東省文史館副
館長，著有《惠州西湖志》等。
是志殘存十一頁（卷九人物第三至十三頁），原載民國三十七年（1948）《豐湖月刊》第二期。
內載翟彥榮、關可成、任錫休、楊傳芳等三十五名明朝洪武年間至嘉靖年間惠陽籍人士傳略，除王度
、姚祥、楊天祥、葉時、葉天佑等傳較為詳盡外，其餘均較簡略，可為研究明朝惠陽地方人物提供線
索和資料。
有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本。

[乾隆] 和平縣志八卷 （清）曹鵬翊、徐廷芳修，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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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超玫、徐潤纂。
鵬翊，河南鞏縣人，舉人，乾隆十八年（1753）任和平縣知縣。
廷芳，廣東和平人，進士，歷任廣東肇慶、南雄府學教授，陝西扶鳳縣知縣。
超玫，廣東和平人，舉人，貴州遵義縣知縣。
潤，廣東和平縣人，貢生，陽江教諭。
乾隆二十八年刻，敍事止於二十七年。
正文分十七門八十一目，為圖像、天文、輿地、事紀、建置、學校、秩祀、秩官、宦績、選舉、人物
、風俗、物產、田賦、兵防、藝文、外志等門。
是志扉頁天頭有“乾隆癸未重補”字樣。
全書以雍正王植之邑志為准，中間有一二加增，添入者，是志以新補二字別之，各門目加有超玫按語
。
是書險要目載有邑宰論邑之險要文。
事紀門新補清雍正八年以後邑之紀事。
建置門新補邑之建置變化，疆域、公所、監獄等目各有增補。
選舉門則新增鄉飲、茂才、冠帶、耆壽各目，人物門增優行、節婦各目。
是書藝文門篇幅最多。
有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和臺灣藏本。

[民國] 和平縣志二十卷首一卷末一卷附文徵二卷 曾樞修，淩開蔚纂，民國三十二年（1943）鉛印本。
樞，字效愚，廣東興寧人，民國三十年（1941）任和平縣縣長。
開蔚，字秀峰，和平人，曆官縣勸學所所長、縣政府秘書。
是志由曾樞自民國三十年春倡修，於民國三十一年底編成，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付印。
記事止於民國三十二年。
正文分二十門百一十目。
是志為和平縣第七次纂修縣志，體例完備，內容翔實，頗具特色，可謂和平縣志之集大成者。
志中較重人物，其職官、選舉和人物約占全書四分之一。
職官門將自明嘉靖二年（1523）至民國三十二年和平縣曾設之文武職官一一敘錄，其後，還載王守仁
等三十九人的宦跡。
選舉門將縣屬自明末至民國的進士、舉人、貢生、例貢、職員、生員、例監、從九、學校畢業、孝廉
方正、議員、仕宦、封贈、恩賜、鄉飲等四千餘人詳錄無遺。
人物門則按官員、列女、耆壽先後排列，大部分立有小傳。
對研究和平縣人才地理有十分重要的價值。
有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廣東省社科院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本。

[康熙] 永安縣次志十七卷 （清）張進菉纂修，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
進菉，直隸宣府前衛（今屬河北）人，官監生，康熙二十四年（1687）任。
奉令纂修。
康熙二十六年刻，敍事至此年。
正文分十七門。
是志在萬曆邑志的基礎上補闕拾遺而成。
體例上分建置、都里、山川、古跡、學校、賦役、兵防、祠祀、官師、名宦、選舉、人物、列女、風
俗、物產、寺觀、藝文。
內容上有圖三十七，比前志增補三十三圖。
藝文門篇幅較多。
是書轉引前志頗多。
有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中山大學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和臺灣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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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陸豐縣鄉土志 黃墨園編，民國二十年（1931）鉛印本。
內分清初之陸豐、李邦寅夫妻之節義，高華松、高亮福之武功，陳謝勇之治績，莊汝揚、高鵬飛、鄭
奇炎、黃德星之清惠，黃逢奇之篤孝，陳安泰之殉節等二十二目。
除第一目簡述清初陸豐歷史外，其餘各目介紹自清順治至咸豐年間共三十三名陸豐人物的簡單生平。
有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國家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本。

[乾隆] 嘉應州志十二卷 （清）王之正纂修，清乾隆十五年（1750）刻本。
之正，大興籍通州（今北京通縣）人，舉人，乾隆十三年（1748）任廣東嘉應州（今梅縣）知州。
刊於乾隆十五年，記事止於是年。
正文分輿地、建置、田賦、官師、選舉、人物、藝文、雜記、興甯、長樂、平遠、鎮平十二門五十目
。
是志為雍正十一年（1733）嘉應設州後第一部州志，體例與郡乘少異，取州縣分編之法，以州為主，
興甯、長樂、平遠、鎮平四邑各為總考附後，四縣子目大類州志。
是志在參考程鄉舊志、潮州府志等文獻基礎上，搜羅散佚，修補殘缺，增入乾隆十一年前政治、經濟
、文化、軍事等史事，考核務確，去取皆當，詳於州志而四邑總考略附。
田賦門各餉目記載明代、清初地方雜稅甚詳，是研究廣東地方賦役制度的重要參考資料。
雜記門寇變目以紀傳體形式敘載梅縣地方官府與民眾之鬥爭，對瞭解廣東地區民變史提供了珍貴資料
。
有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本。

[民國] 西陽鄉志二十二卷 梅州西陽修志局修纂，民國三十五年（1946）油印本。
記事止於民國三十二年。
正文分疆域圖、總論、疆域沿革、山川、氣候、水利、物產、禮俗、橋渡、古跡、戶籍、賦稅、倉儲
、學校、選舉、仕宦表、忠烈表、人物、列女、藝文、災祥、叢談等二十三門。
因尚未修完，現存本僅有總說、山川、氣候、水利、物產、禮俗、橋渡、古跡、戶口、學校、選舉、
藝文等十二門。
是志為距梅州東三十里之西陽鄉志書，以舊鄉志為底本，佐以採訪冊、舊州縣等資料，尤重民國時期
政治、經濟、文化史料的搜求，重要門類詳今略古，戶口門民國間內外鄉戶口資料民國二十九年調查
編入，學校門民國間未據報之私學亦予以注明。
戶口、學校、選舉諸門以年代為先後，次第冠以表格，言簡意賅。
物產門列穀、菜蔬、果、木材、竹草、花、藥、飛禽、野獸、鱗、介、蟲、物產等目，尤甚精詳。
然是志為初編，門類設置過繁，且目錄與內容亦有不合。
藝文門歷代每種書目後列部分詩文，與舊例不合。
有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本。

[道光] 鎮平縣志九卷 又名石窟一徵 （清）黃釗撰，光緒六年（1880）刊本。
釗，字穀生，一字香鐵，廣東鎮平人，嘉慶舉人，歴官潮陽教諭，翰林院待詔，負詩名，著有《白華
草堂詩鈔》二十一卷、《苜蓿集》八卷、《白華草堂文集》等。
私人修撰，清道光年間修，刊于同治二年（1863），光緒六年重刊。
正文分方域、徵撫、教養、禮俗、天時、日用、地志、方言、人物等九門。
鎮平舊志內容簡陋，門類不全，是志效《揚州畫舫錄》例，搜集資料，精加考證，修補大量紕漏，堪
稱佳志，且作者采掇甚勤，工力細密，間或援古證今，淹貫博洽，如教養門引書四十四種，禮俗門引
書達八十五種，其餘各篇，繁徵廣引，大率類是。
方言門達兩卷之多，細敘鎮平客家方言源流，人物門詳記明末死難諸臣，嘉與褒美，詳悉無諱。
是志藝文部分因香鐵早逝由後人增補成帙。
有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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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慶] 大埔縣志十八卷首一卷 （清）洪先燾纂修，清嘉慶九年（1804）刻本。
先燾，湖北鶴峰州（今鶴峰）人，舉人，嘉慶六年（1801）署潮州府大埔縣知縣。
刊于嘉慶九年，記事止於是年。
卷首一卷，正文分疆域、山川、城池、衙署、學校、祠祀、寺觀、賦役、兵防、驛鋪、風俗、物產、
災祥、秩官、名宦、選舉、人物、藝文等十八門三十七目。
是志以 舊志為藍本，但其部分類目與舊志有所更易，如山川、城池，舊志原並於疆輿志，今志則各為
一卷，且以水利附山川、津梁，社甲附城池，如驛鋪舊志原與衙署、倉儲等並為營建志，今志則為一
卷，風俗，物產舊志原併入風土志，今志亦自為一卷。
凡所記載較舊志為富，惟引據前志不注出處。
兵防門附寇氛目以紀傳體詳述明中葉至清中葉三百餘年來該地區農民起義及海盜出入情況，對該時期
民變研究甚有裨益。
有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天津圖書館藏本。

[康熙] ] 長樂縣志八卷 （清）孫蕙修，孔元祚纂，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
蕙，字萮候，奉天府遼陽州鑲白旗（今遼寧遼陽）人，監生，歷任山西潞安府長治知縣，康熙二十五
年（1686）任廣東長樂知縣。
元祚，廣東長樂（今五華）人，字永齋，康熙舉人，任揀選知縣。
奉憲命而修，刊於康熙二十六年，記事止於是年。
正文分輿地、建置、秩官、選舉、人物、籍產、系年、藝文八門六十四目。
是志體例異于常志，書中有論，有總論，有解，有紀事，有列傳論贊，關帝世家一編尤為創見，他志
均無此例。
秩官、選舉二門人有傳則附，人物門於秩官、選舉兩門有傳者略引其名，籍產門敘驛傳之法甚詳，又
附清初有關雜稅碑銘文獻數篇，對研究地方驛傳制度及雜稅制度甚有裨益。
論、總論、解、紀事、列傳、論贊則有過繁之嫌。
有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天津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本。

[民國] 興寧縣鄉土志 羅獻修纂修，清抄本。
獻修，字黼月，一字孝博，廣東興寧人，清拔貢，歷任廉州味經書院山長，廣東諮議局議員，京師大
學堂教習，中山大學教授，興甯修志局總纂等職，著有《三禮講義》、《尚書大義述》、《周禮學》
、《修身學》、《螺莊詩稿》等。
始纂於光緒二十七年（1901），記事止於是年。
正文分歷史、地理、物產等三門。
是志內容詳實，條理清晰，尤以物產門最具特色。
該門下設動物、水族、爬蟲、植物、礦物、動物製造、植物製造、礦物製造、商務等類，細述物產名
稱、形狀、製造及銷售等情況，是研究興寧縣近代商業史的珍貴資料。
有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本。

[光緒] 廣寧縣鄉土志 （清）伍梅、龔炳章纂，清光緒年間刻本。
梅、炳章，均邑人。
是志無序跋例目，亦無輿圖，書中編次列歷史、政績錄、兵事錄、耆舊錄（後附名宦祠、鄉賢、忠義
、節烈）、人類、氏族、宗教、實業、地理、古跡、祠廟、坊表、橋樑、市鎮、學堂、山水、道路、
物產諸篇。
各篇均甚簡略，歷史篇主要介紹了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置縣始末。
兵事錄著重介紹了咸豐年間紅巾軍在是邑的活動情況。
人類、氏族、實業諸篇雖寥寥幾條，卻填補了此前邑志之空缺。
物產篇不僅介紹了天然物產，還列述了該邑人工製造產品情況，亦為新添。
有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首都圖書館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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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 開建縣志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余瀚修，餘楷纂，清同治元年（1862）抄本。
瀚，號椒雲，浙江山陰（今紹興）籍，湖南善化（今長沙）人，監生，嘉慶二十五年（1820）任開建
知縣。
楷，號蔭園，湖南善化人，候選直隸州同知。
道光三年，奉檄修志，同年書竣。
記事止于嘉慶二十二年。
分十二門：輿地、建置、賦役、官師、選舉、典禮、風俗、治行、兵防、人物、事紀和藝文。
卷末附捐修人名錄。
在前志基礎上頗有修訂增補。
官師、選舉、治行和人物四門之有關人物介紹甚詳。
藝文分箴訓、序文、碑記和詩章四目，刪去舊載之無關典要者十之四五。
事紀門下列封建、祥異和兵寇三目。
有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藏本。

[民國] 延川縣新志不分卷 民國抄本。
延川秦漢上郡地，晉立臨河縣，西魏置文安縣。
隋開皇三年始置延川縣，大業十三年改文州，唐武德二年為基州，五年更北基州，貞觀八年廢州複延
川縣。
金元明清因之，元隸延安路，金明清隸延安府，今屬延安地區。
清順治、道光時期均修有縣志。
本志不詳撰人。
卷端題陝西延川縣新志。
卷首革命事略，錄申國璋、高仰慕、馮國香、馮強效四人事實，皆辛亥革命以來陣亡栒邑丁紳。
正文為十二門五十六目，分別為輿地名稱（沿革、面積、疆界、山脈、河流、池沼、地質、氣候、古
跡，名勝附），戶口（性別、職業、生活、流氓、遷徙附），物產（動物、植物、礦物），風俗（禮
俗、習慣、宗教屬之），實業（農、物產、工、礦、畜牧、蠶桑、森林、水利附），教育（各級學校
、女學校、社會教育、家庭教育、私塾附），財政（金融、田賦附），交通（郵政、電政、鐵道、汽
車路、水運、其他事項附），警政團防（警政沿革、現狀、整頓情形、團防沿革、現狀、整頓情形附
），社會（勞工、養老、殘廢、育嬰、救災、醫院附），關於訓政時期之一切新建設（本年以前之建
設、本年度之新計畫附）。
本志無撰修年份，《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著錄撰修年份為民國十六年。
檢本志內容記事確年為民國十六年，但內有 “關於訓政時期之一切新建設”一門，因可知此志當修於
民國十七年。
各類目所記多簡略，類似修志之調查材料，對瞭解民國初期縣情有一定的資料價值。
原本藏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另有攝影民國抄本。

[民國] 陝西栒邑縣行政公署民國十七年造呈新志材料不分卷 民國栒邑縣行政公署撰，民國十七年
（1928）修，抄本。
栒邑古豳地，秦屬內史，漢始置栒邑縣。
後魏三水縣，西魏恒州，尋廢，隋三水縣，唐宋金因之。
元省入淳化縣，明成化十三年(1477)複析為三水縣，清因之，民國三年，因與廣東三水縣同名，複改
為栒邑縣。
1964年改名旬邑，今屬咸陽市管轄。
志始修于明萬曆年間，佚。
清康熙，乾隆，同治三朝均修志傳世。
本志首新志目錄，次栒邑縣略圖彩繪，共九門，依次為輿地，內名稱、沿革、面積、疆界、縣治城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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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鎮、古跡、名勝、山脈、河流附；戶口，內田賦、雜稅、雜賦、徵榷、金融附；物產，內動物、
植物、礦物；風俗，內禮俗、習慣、宗教附；實業，內農業、物產、工業、商業、礦業、畜牧、蠶桑
、森林、水利附；立法；司法；八行政，內教育、建設、警務、財政附；訓政時期之建設，分十七年
以前之建設、十七年之新計畫。
以其為造新志之材料，故各目記事多簡略。
本志僅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收藏。

[乾隆] 衡山縣志十四卷 清德貴纂修，鍾光序續修，清乾隆十年（1746）修，三十九年（1774）續修刻
本。
德貴，正白旗滿州人，舉人。
乾隆九年（1745）任。
光序，順天宛平人，乾隆十二年舉人，二十二年進士，三十八年任。
本志承康熙五十九年（1720）葛亮臣修縣志，補及乾隆近事。
乾隆十一年，知縣事德貴續編時因循葛志內容三分之二，增補稅賦、學校、人物及藝文等，並調整佛
道寺院出祀典門，附養濟院育嬰堂於建置門；至乾隆三十九年，知縣事鍾光序補刻而益以職官、選舉
、貤封、鄉飲之未及登者。
刻竟成書。
本志共十四門五十四目，依次為沿革、星野、建置、疆域、祀典、古跡、賦役、學校、職官、選舉、
人物（附僑寓）、詩賦、藝文和誥勅等。
據《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是志藏故宮，臺灣，湖南圖書館及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
粵館藏本為殘本，計王志原序缺，葛志序缺首三頁，卷七至九缺。

[民國] 西林縣志不分卷 民國抄本。
佚名撰，西林古百粵地，秦漢交趾地，宋明土官地。
清康熙四年（1665），以上林長官司地改流建縣，隸思恩軍民府，乾隆五年（1740）改隸泗城府。
今屬廣西百色地區。
西林縣志初修於康熙五十七年（1718），知縣事王維淮纂修，原刻本今存日本內閣文庫。
本志分星野、建置、疆域（里甲村莊附）、山川、形勢、風俗、土產、城池、錢糧學額、津渡、墟市
、公署、戶口、塘鋪，邑宰十五門。
諸門所記皆簡略。
其星野、建置、疆域、山川、形勢、津渡、墟市、塘鋪等條文多本康熙志，然亦有增易，非盡襲前志
。
內錢糧學額，戶口、邑宰均記事到民國十六年（1927），自清鹹同以降至民國，縣政民生時艱，於茲
略窺。
按本志《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著錄為“西林縣團務總局編，民國二十年（1931）修”，經遍查全志
，未知著錄資訊來源。
抄本藏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

[民國] 通河縣全縣鄉土略志 通河縣政府編，民國十八年（1929）修，民國抄本。
通河古肅慎地，漢為鮮卑地，宋為金地，明清為鄂倫春遊獵地。
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立頭站，鄂勒果木索，崇古爾庫三站，縣境始辟；光緒三十二年（1906）因
開荒殖邊而設大通縣，因與安徽大通縣重名，於民國三年改名通河縣。
今屬哈爾濱市管轄。
本志分名稱、沿革、位置、面積、種族及人口、城市狀況、名勝、社會禮俗、地勢土壤、山脈、流域
、氣候、物產、輸入貨品、宗教、教育、僑民及其生活狀況、鄉鎮十八門。
記事確年為民國三年。
諸類目多簡略，其沿革、城市狀況、教育較它目記載為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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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不著纂修名氏及年份。
《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定通河縣政府編，修撰年為民國三年。
據方衍《黑龍江方志考稿》，當為民國十八年修。
是志吉林大學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均有收藏。
吉林本據南京大學藏本抄錄。
粵館與南京大學藏本相較，類目全同，而南京藏本多卷前《寄金陵大學校書》、《通河縣公署第一二
四號》兩文件及卷末何宇銓《略志校勘表》。

[道光] 芷江縣六十四卷首一卷 清胡禮箴修，黃凱纂，清道光十九年（1839）刻本。
禮箴，河南光山人，進士，道光十七（1837）年任縣事。
凱，湖北黃陂人，進士，道光十四年（1834）任縣事。
本志內分星野、輿圖、營建、田賦、學校、職官、選舉、名宦、人物、列女、風土、藝文等十二門，
不在其類者為志余以紀之，總百餘目。
據縣志凡例，“芷江縣志創修於清乾隆二十二年知縣閔從隆，梓而不全，續修于嘉慶二十二年知縣盧
爾秋，稿成未梓，旋以六里分拔晃州，已非一縣之志，今特為廣搜博訪，考實辯訛，輯為成書”。
是志類目多承閔志，略有增添調整。
內容上則卷首芷江縣舊志序、舊州志序及各門目乾隆前紀事亦本閔志，續增幹嘉以來邑事，記事至道
光十九年。
閔志為十二門八十餘目，每門為卷，而是志則于各門下首列類目，並將門下各目多析分成卷，至有三
數人事則為一卷者，故卷帙倍衍，達六十四卷之多。
所記以田賦、人物、藝文諸門為詳實。
按本志《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著錄為五十九卷，與本館藏本卷數不符。
又刻本尚有南京圖書館、臺灣中央圖書館收藏。

[光緒] 梅菉賦志不分卷 （清）黃爐修纂，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稿本。
爐，字士熏，茂名丹山人，終生不仕。
是志為黃爐於光緒十九年（1894）以駢文體形式撰修而成，分地道古跡、廟祠、庵堂、節壽、功名、
人事、物產、文聯、風俗、災祥等內容，括為五部來寫。
作者從梅菉風貌和民俗學的角度，概括介紹梅菉的沿革、歷史情況、地理特點，記述梅菉的農業和手
工業生產，同時又廣引俚語、傳說、名人軼事，介紹梅菉地區的生活習俗及風尚，對研究清末梅菉的
風土物情有較大的參考價值。
記事、災祥均記至光緒二十八年。
稿本藏於廣東省中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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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稀见方志分册目录
第一册：
[民國]續廣東通志未成稿不分卷（一） 朱慶瀾修，梁鼎芬纂。
民國五年（1916）修，廣東通志局稿本。

第二册：
[民國]續廣東通志未成稿不分卷（二）朱慶瀾修，梁鼎芬纂。
民國五年（1916）修，廣東通志局稿本。

第三册：
[民國]續廣東通志未成稿不分卷（三）朱慶瀾修，梁鼎芬纂。
民國五年（1916）修，廣東通志局稿本。

第四册：
[民國]續廣東通志未成稿不分卷（四）朱慶瀾修，梁鼎芬纂。
民國五年（1916）修，廣東通志局稿本。

第五册：
[民國]續廣東通志未成稿不分卷（五）朱慶瀾修，梁鼎芬纂。
民國五年（1916）修，廣東通志局稿本。

第六册
[民國]廣東通志未成稿不分卷（一） 鄒魯修，溫廷敬等纂。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修，廣東通志館稿本。

第七册
[民國]廣東通志未成稿不分卷（二） 鄒魯修，溫廷敬等纂。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修，廣東通志館稿本。

第八册
[民國]廣東通志未成稿不分卷（三） 鄒魯修，溫廷敬等纂。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修，廣東通志館稿本。

第九册
[民國]廣東通志未成稿不分卷（四） 鄒魯修，溫廷敬等纂。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修，廣東通志館稿本。

第十册
[民國]廣東通志未成稿不分卷（五）鄒魯修，溫廷敬等纂。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修，廣東通志館稿本。

第十一册
[民國]廣東通志未成稿不分卷（六） 鄒魯修，溫廷敬等纂。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修，廣東通志館稿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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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册
[民國]廣東通志未成稿不分卷（七） 鄒魯修，溫廷敬等纂。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修，廣東通志館稿本。

第十三册
[民國]廣東通志未成稿不分卷（八） 鄒魯修，溫廷敬等纂。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修，廣東通志館稿本。

第十四册
[民國]廣東通志未成稿不分卷（九） 鄒魯修，溫廷敬等纂。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修，廣東通志館稿本。

第十五册
[民國]廣東通志未成稿不分卷（十） 鄒魯修，溫廷敬等纂。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修，廣東通志館稿本。

第十六册
[民國]廣東通志未成稿不分卷（十一） 鄒魯修，溫廷敬等纂。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修，廣東通志館稿本。

第十七册
[民國]廣東通志未成稿不分卷（十二） 鄒魯修，溫廷敬等纂。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修，廣東通志館稿本。

第十八册
[民國]廣東通志未成稿不分卷（十三）鄒魯修，溫廷敬等纂。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修，廣東通志館稿本。

第十九册
[民國]廣東通志未成稿不分卷（十四）鄒魯修，溫廷敬等纂。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修，廣東通志館稿本。

第二十册
[民國]廣東通志未成稿不分卷（十五）鄒魯修，溫廷敬等纂。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修，廣東通志館稿本
第二十一册
[光緒]仁化鄉土志 （清）佚名纂。
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稿本。

[光緒]連山鄉土志 （清）盧澤潤撰。
清光緒年間抄本。

[民國] 連縣志七卷（卷一至卷四）韓建勳、伍岳嵩修，何詩迪纂，民國三十八年（1949）油印本。

第二十二册
[民國] 連縣志七卷（卷五至卷七）韓建勳、伍岳嵩修，何詩迪纂，民國三十八年（1949）油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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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南澳縣志未成稿 章潛龍修、楊世澤纂，民國三十六年（1947）稿本。

第二十三册
[光緒] 南海鄉土志（清）佚名纂，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抄本
[道光] 龍江志略四卷 （清）儒林書院纂，道光十三年（1833）抄本。

[清末] 龍江志略四卷 （清）儒林書院纂，清末抄本。

[民国] 龍江志略四卷 （清）儒林書院纂，民国抄本。

第二十四册
[民國] 鶴山縣志未成稿十八篇 （一） 宋森纂修，民國三十三年（1944）稿本。

第二十五册
[民國] 鶴山縣志未成稿十八篇 （二） 宋森纂修，民國三十三年（1944）稿本。

第二十六册
[民國] 鶴山縣志未成稿十八篇 （三） 宋森纂修，民國三十三年（1944）稿本。

第二十七册
[民國] 鶴山縣志未成稿十八篇 （四） 宋森纂修，民國三十三年（1944）稿本。

[宣統] 新寧鄉土地理二卷 （清）雷澤普撰，清宣統元年（1909）刻本。

[光緒] 梅菉賦志不分卷 （清）黃爐修纂，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稿本。

第二十八册
[光緒] 梅菉志稿八卷 （清）梁兆硻撰，光緒二十八年（1902）稿本。

第二十九册
[民國] 電白縣新志稿十卷 邵桐孫等修纂，民國三十五年（1946）油印本。

第三十册
[乾隆] 和平縣志八卷 （清）曹鵬翊、徐廷芳修，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刻本。

第三十一册
[民國] 惠陽縣志 張友仁纂修，民國三十七年（1948）鉛印本。

[民國] 和平縣志二十卷首一卷末一卷附文徵二卷 （卷一至卷十三） 曾樞修，淩開蔚纂，民國三十二年
（1943）鉛印本。

第三十二册
[民國] 和平縣志二十卷首一卷末一卷附文徵二卷 （卷十四至卷二十） 曾樞修，淩開蔚纂，民國三十二
年（1943）鉛印本。

第三十三册
[康熙] 永安縣次志十七卷 （清）張進菉纂修，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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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陸豐縣鄉土志 黃墨園編，民國二十年（1931）鉛印本。

[民國] 西陽鄉志二十二卷 梅州西陽修志局修纂，民國三十五年（1946）油印本。

第三十四册
[乾隆] 嘉應州志十二卷（卷一至卷六）（清）王之正纂修，清乾隆十五年（1750）刻本。

第三十五册
[乾隆] 嘉應州志十二卷（卷七至卷十一） （清）王之正纂修，清乾隆十五年（1750）刻本。

第三十六册
[乾隆] 嘉應州志十二卷（卷十二） （清）王之正纂修，清乾隆十五年（1750）刻本。

[道光] 鎮平縣志九卷 又名石窟一徵 （清）黃釗撰，光緒六年（1880）刊本。

第三十七册
[嘉慶] 大埔縣志十八卷首一卷（卷一至卷十五） （清）洪先燾纂修，清嘉慶九年（1804）刻本。

第三十八册
[嘉慶] 大埔縣志十八卷首一卷（卷十六至卷十八） （清）洪先燾纂修，清嘉慶九年（1804）刻本。

第三十九册
[康熙] ] 長樂縣志八卷 （清）孫蕙修，孔元祚纂，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刻本。

第四十册
[民國] 興寧縣鄉土志 羅獻修纂修，清抄本。

[光緒] 廣寧縣鄉土志（清）伍梅、龔炳章纂，清光緒年間刻本。

[道光] 開建縣志十二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余瀚修，餘楷纂，清同治元年（1862）抄本。

第四十一册
[民國] 延川縣新志不分卷 民國抄本。

[民國] 陝西栒邑縣行政公署民國十七年造呈新志材料不分卷 民國栒邑縣行政公署撰，民國十七年
（1928）修，抄本。

[乾隆] 衡山縣志十四卷 （卷一至卷十一上）（清）德貴纂修，鍾光序續修，清乾隆十年（1745）修，
三十九年（1774）續修刻本。

第四十二册（
[乾隆] 衡山縣志十四卷（卷十一下贞烈至卷十三第85叶）清德貴纂修，鍾光序續修，清乾隆十年
（1746）修，三十九年（1774）續修刻本。

第四十三册
[乾隆] 衡山縣志十四卷（卷十三第86叶至卷十四）清德貴纂修，鍾光序續修，清乾隆十年（1746）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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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年（1774）續修刻本。

[民國] 西林縣志不分卷 佚名撰，民國抄本。

[民國] 通河縣全縣鄉土略志 通河縣政府編，民國十八年（1929）修，民國抄本。

[道光] 芷江縣志六十四卷首一卷（卷一至卷六）清胡禮箴修，黃凱纂，清道光十九年（1839）刻本。

第四十四册
[道光] 芷江縣六十四卷首一卷（卷七至卷十六） 清胡禮箴修，黃凱纂，清道光十九年（1839）刻本。

第四十五册
[道光] 芷江縣六十四卷首一卷（卷十七至卷四十七）清胡禮箴修，黃凱纂，清道光十九年（1839）刻
本。

第四十六册
[道光] 芷江縣六十四卷首一卷（卷四十八至卷六十四） 清胡禮箴修，黃凱纂，清道光十九年（1839）
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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