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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代安徽方志研究》拟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清代安徽方志，在思想上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力求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分析方志，实事求是地评价方志，还历史的本来面
目，真实地体现清代安徽方志发展情况和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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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安东，巢湖学院历史系副主任，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传世文献与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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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一、选题的缘起二、选题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三、研究现状分析四、研究内容五、研究思路和
研究方法第一章　背景分析一、历史地理环境二、清代安徽行政区划的变革（一）清初至建省前安徽
建置（二）建省后行政建置变动三、源远流长的修志传统（一）汉魏隋唐时期安徽方志的编修（二）
宋元时期安徽方志的纂修（三）明代安徽方志的纂修四、清代安徽方志发展的现实依据（一）社会经
济的恢复和发展（二）学术文化的振兴和人才辈出（三）清朝统治者对方志编修的重视和推动第二章
　清代安徽修志概述一、清代安徽修志的时间脉络及特点二、清代安徽修志之地域分布及概况（一）
安徽省志的纂修（二）皖北地区修志概况（三）皖中地区修志概况（四）、皖南地区修志概况第三章
　清代安徽修志的组织管理一、修志制度和修志机构二、修志群体与职责分工（一）修志群体（二）
职责分工三、工作方法和经费筹集（一）工作方法（二）经费筹集第四章　清代安徽方志编纂的理论
与体例一、方志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一）方志基本理论研究（二）方志编纂理论研究二、方志的体例
、结构与类型（一）志体分析（二）志体例举（三）方志的内容结构与形式（四）方志类型与流派第
五章　清代安徽方志的学术价值一、方志的史料价值（一）方志资料类别（二）方志资料评析二、方
志的文献学价值（一）目录学方面的价值（二）考镜修志源流，著录失传志书（三）编纂学方面的价
值第六章　清代安徽方志的比较研究一、方志比较研究的方法和内容二、方志的比较研究（一）不同
时期志书的比较（二）区域之间志书的比较余论一、清代安徽方志的地位与特点二、清代安徽方志所
体现的内涵三、关于清代安徽方志的收藏、整理和利用（一）清代安徽方志的集藏（二）清代安徽方
志的整理和利用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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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方志综合记述了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自然、地理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是中国独特
的历史文献。
方志滥觞于先秦，秦汉以后日渐成长，至宋元时体例趋于完善，明代继续发展，清代空前繁荣。
由于统治者的重视，历代所修方志数量和种类都很多，尽管散佚严重，但传世者仍然不少。
安徽的修志历史源远流长，是全国修志较多的省份之一，尤其是清代，安徽所修方志数量大，种类多
，体例完善，内容丰富，史料价值高，故张安东编写的《清代安徽方志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通过对清代安徽方志的全面考察，展开对这种宝贵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和开发利用，发挥其在当今科学
研究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以更好地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进行较为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清代安徽方志研究》的绪论部分对民国初年以来方志的研究作学术史回顾。
概述百年来专家学者关于方志研究的成果，分析了安徽方志研究方面的成就和薄弱环节，及其加强清
代安徽方志研究的重大意义。
本选题的学术价值在于以历史学、历史地理学、方志学、社会学的多种学科理论为指导，运用综合研
究、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清代安徽方志作较为全面的考察，以期弥补安徽方志研究的不足。
第一部分为清代安徽方志发展的背景分析。
主要从安徽历史地理环境，历史上的修志传统，清代各级政府的重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推动等方
面进行分析，并梳理了清代安徽行政区划的变革过程。
第二部分对清代安徽修志概况作了综述。
清代是安徽方志发展的重要时期，上自省府，下至乡镇，莫不有志，但发展呈阶段性特点，地域差异
较大。
本部分分顺治、康熙至道光、同治至宣统三个时期和皖北、皖中、皖南三大区域进行概述，分析了清
代安徽方志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纂修状况及特点，以探寻方志发展的规律。
第三部分对清代安徽方志的编纂组织进行探讨。
主要从方志的编修制度、修志机构的建立、修志方法、经费来源、纂修人员的构成及分工等方面进行
研究，以期揭示当时方志编纂的组织管理状况，使今人从中获得有益的借鉴。
第四部分为清代安徽方志理论和体例的研究。
本部分首先从志书序、跋、凡例及一些专门论述中进行研究，探讨有关方志的定义、性质、起源、功
用及史志关系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尤其是对方志的编纂理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着力考察清代安
徽方志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情况，并对方志体例类型、体裁形式等进行归纳分析，探索方志体例的演变
情况。
另外，本部分对清代安徽方志的结构内容，以及志书的类型和流派予以分析，以考察方志纂修者的身
份地位、思想观念、学识水平对方志类型的影响。
第五部分对清代安徽方志的学术价值进行分析。
清代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尤其是晚清经历了千年未有之巨变，这些变化在方志中均有不
同程度的记载，所以这个时期方志的内容极其丰富，史料价值也很高。
本部分主要对蕴涵在清代方志中的史料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以了解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
、教育科技、社会生活、宗教、自然灾害、人物事迹等方面的情况，为今天的科学研究及社会经济文
化建设提供参考。
同时，从文献学的角度对方志进行了考察，了解方志资料在考补、辑佚、目录、编纂学等方面的价值
。
第六部分为清代安徽方志的比较研究。
方志的比较研究是旧志研究的薄弱环节。
本部分对清代安徽方志进行较为全面的多层次的比较研究。
主要是不同时期方志之间的比较研究，包括与明代、民国时期方志的比较；区域方志之间的比较研究
，包括省内不同区域方志的比较、跨省区域方志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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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研究是看共性、看差异、看特点、看精华，目的是把清代安徽方志的研究推向深入。
余论部分主要对清代安徽方志的历史地位、特点、文化内涵、精神实质进行了分析，同时对安徽方志
的集藏、整理及开发利用提出了一些看法，希冀引起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从而保护好这
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发挥其更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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