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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天目山古为洞天福地，神灵之山，今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国际生物圈保护区。
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人文魅力，使得四海宾朋，各方人士，近悦远来，流连忘返。
名山有志是文化底蕴深厚的一种表现。
天目山早在明万历年间即首修山志，后及清代、民国，先后曾六修其志。
可惜有的未付剞劂，有的早佚，现存仅四种，留下珍贵遗产。
社会主义时期首轮修志，天目山得风气之先，《西天日山志》早在1991年问世，属全省早期志书，具
有继承、开创之功。
时隔20年，天目山管理局和修志同行又创议重修山志，此举颇有发人深思之处。
“地近易核，时近迹真”的地方志书，乃一方难得之信史，一地权威之著述。
天目山具有不少“国家级”的桂冠受世人瞩目，志书如何与名山相匹配，做到志以山传，又能山以志
传，无疑对山志提出更高的要求。
2008年深秋，我应邀重访西天目山，日游名山，夜读当时已经形成的重修初稿，心驰神往，思绪万千
，深感以往所修的西天目山志书各具特色，各有所长，但也都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
当今的天目名山迫切需要一部高品位、高质量、高效用，内容和形式、行文和图照都臻上乘的精品佳
志。
成功不负有心人，经过多年积累和半年多的精心修改，2009年6月我终于看到这部令人刮目的《重修西
天目山志（送审稿）》。
边读边思，感到该志确有不少优长和闪光之处。
其一，继承方志传统，又从实际出发，大胆创新。
地方志是严谨、科学的资料性文献。
当今国务院已颁布《地方志工作条例》，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公布《地方志书质量规定》，这是修志
必须遵循的准则。
统观《重修西天目山志》稿，始终严格遵守上述规定，成为一部名实相符的志书。
同时，义从天目山的实际出发谋篇布局，防止千篇一律，千志一面的志弊，显示出编纂者的功力。
诸如天目山开发早，历史悠久，设《西天目山史程》，从战国（前475～前221）始记，直至2009年，
使2500余年的史程大致了然于目。
《自然环境保护》编，不拘一格，首记《寺僧营护》，反映了僧护名山的史实。
《自然资源》编采用大量古籍，同时沿用国际通用的二名法，提高了学术品位和实用价值。
《道教·佛教》编中，设专章记《国际佛事往来》，不拘泥于“不越境而书”，留下了不少生动的事
例。
以上种种都可以说是继承创新的成功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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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目山是文化名山，集儒释道等文化于一山，自古就是文人墨客登临驻足、赋诗作画之宝地，留有丰
富而璀璨的文化遗产。
天目山拥有原生林，植被景观独特，物种丰富，是“物种基因库”，古往今来就是植物学、生态学等
自然学科专家学者的必履之地。
由于其独特的自然资源和潜力无穷的科研价值，于1956年被林业部列为“天然森林禁伐区”。
1986年国务院批准天目山成为首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同年，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管理局专事天目山一统管护之责。
    地方志是以地为“纲”而记载天时、地利(形胜、物产)、人文，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文献。
据记载，天目山自明代即有志书形成，使这座山因志传名，也因这山有名而存志。
1988年，天目山管理局着手编修《西天目山志》，下限至1989年，于1991年出版发行。
该志书送北京参加全国新编地方志展出，获浙江地方志优秀成果二等奖。
20年来，这部志书颇受各方人士珍爱，发挥了“存史、资治、教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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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三则)凡例编首概述西天目山史程第一编  自然环境　第一章　江南古陆  　第一节  山脉  　第二节　
地质  　第三节　地貌  　第四节　冰川遗迹    　附录1　李四光论天目山冰川(摘要)    　附录2　学术界
关于天目山冰川的论争　第二章　水文　  第一节　溪流　  第二节　地下水　  第三节　水质　第三章
　气候　  第一节  日照　  第二节　气温　  第三节　霜雪期　  第四节　降水　  第五节　湿度和蒸发
　  第六节　风  　第七节　林荫气候　  第八节　大气环境　  第九节　自然灾害　第四章　森林土壤
　  第一节　森林土壤类型和分布　  第二节　森林土壤酶活性　  第三节  森林土壤生态功能和效应    
附录  历代文献有关天目山简记第二编  自然资源　第五章　森林植被　  第一节　森林资源　  第二节
　森林植被类型　第六章　植物　  第一节　植物_区系及地理分布　  第二节　植物种类　  第三节　
经济植物　  第四节　古树名木  　第五节　珍稀植物　    附录  《西天目山之原生林》　第七章　动物
　  第一节　动物区系和地理亲缘　  第二节　动物种类　  第三节　资源动物　  第四节　珍稀动物　
第八章　菌物　  第一节　地衣类　  第二节　真菌类　　第九章　矿产　  第一节　银矿⋯⋯第三编　
自然环境保护　第四编　科研·教学第五编　道教·佛教第六编　生态旅游　第七编　战事第八编　
管理第九编　文学艺术·文物考古第十编　人物编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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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是年，国画家叶浅予首次游西天目山。
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90年，3次到游，留有诗画。
21年（1932）4月，德国学者侯何在西天目山采集昆虫标本；1933年1月、6月，2次复往。
7月，陈彭寿拍摄出版《天目胜景》，照片57帧。
是年，国民党中央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游天日山，题刻“大树王”碑。
22年（1933）10月，徐悲鸿率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学生在西天日山写生作画，驻开山老殿月余，作国
画《开山老殿》和油画《天目秋色》2幅传世。
是年，於潜县政府设置“於潜县天目山名胜管理委员会”；24年（1935）撤。
是年，日本植物分类学家御江久夫、德同昆虫学家赫姆及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匈牙利等国林业专家
考察西天目山。
23年（1934）1月11日，钱镠后裔钱士青、东京交通周览会总务主任叶家俊、上海中国旅行社襄理周良
相、王金相、西泠饭店经理劳儆安夫妇、前之江大学校长费佩德（美国人）一行7人游西天目山。
钱士青撰《西天目名胜七绝》15首。
3月30日，郁达夫、林语堂、潘光旦游西天日山，郁达夫撰游记《西天目山》，收入其文集。
林语堂撰《天目山的和尚》，在《民族日报》发表。
是年，地质学家李四光考察天目山第四纪冰川遗迹。
是年秋，浙汀大学校长、地理学家竺可桢考察天日山冰川地貌。
是年，天目山架设电话线，首次开通电话。
是年，杭州清泰旅馆老板张堃元在青龙山麓建湖光饭店，后改华桥饭店（今西天目饭店）。
24年（1935）浙江省政府委员会792次会议议决，天目山列为浙江第一名胜区，设置“浙江天目山名胜
管理处”，隶属省旅游局。
是年，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游西天目山，在开山老殿题联：“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做一天和尚
撞一天钟。
”25年（1936）10月18日，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和冯玉祥将军等一行32人游西天目山.当
天返杭州。
是年，藻告（藻溪至告岭）公路通车。
是年，上海怡和洋行潘志铨租禅源寺青龙山地，营建别墅“留椿屋”，俗称“潘庄”，为其父潘澄波
颐养天年之所。
是年，上海新华影业公司在西天日山拍摄电影《桃园春梦》，胡蝶主演。
是年，钱文选编著《天日山名胜志》，石印本，按东两天日两山编纂，分形胜、寓贤、艺义、物产等
门类。
是年，H·V·威斯曼考察天目山冰川遗迹。
26年（1937年）9月21日，侵华日军逼近，杭州告急，浙江大学一年级学生迁西天目山；是年11月11日
迁建德。
新中国成立后，2008年夏，浙江大学在西天目山立碑纪念浙江大学迁西天目山七十周年。
12月20日，侵华日军首次侵犯西天目山，国民党第48军在告岭阻击，激战3昼夜；24日日军溃，歼
敌300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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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1988年11月，第一轮编修《临安县志》期间，浙江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组建《西天目山志
》编纂委员会开展修志工作。
1991年6月，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西天目山志》出版，发行全国。
选送北京参加全国新编地方志展览，并获浙江省地方志优秀成果二等奖。
2007年10月，第二轮编修《临安市志》开始，浙江天目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领导决定重修《西
天日山志》，其由：（一）时代的需要。
前志下限至1989年，断志已20年，这段历史间，天目山自然保护区与时俱进，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
中，开创自然保护区工作新局面，将成果收入山志，传承历史，对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
建设，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
（二）对前志作补充的需要。
补充旷日发掘与创新的资料，使山志体例更加完备，资料更加丰富。
（三）实用的需要。
前志出版，印行5000部，实用性强，社会需求量较大，随着科普事业的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日益被人们认识，以及天目山国内外交往日趋频繁，重修天目名山正史，对满足人群需求，提高天目
山知名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示范的需要。
天目山名冠国家示范保护区、国际生物圈保护区，实施以名山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进自然保
护区持续发展的战略，起到了示范作用；生生不息的修志传统起到承前启后的先范作用。
由此，10月23日，组成《重修西天目山志》编纂委员会，聘请中国地方志协会原副会长、浙江省地方
志学会会长魏桥任顾问。
在临安锦城设编纂办公室，天目山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王祖良兼主任，聘苏卿武、陈长青、陈斯文（未
久病辞，已故）三位退休干部专编。
2007年11月19日，时任局长、编委主任杜晴洲主持召开首次编委会，重点讨论重修山志的指导思想、
纲目设置和工作步骤。
重修山志是一项新的工作，我们注重探索重修与续修、历史名山与自然保护区及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研究山志的特定体例。
确定以时代性、科学性、资料性和可读性的统一为指导思想；以“存真求实，彰往昔，补所遗，衔前
志，续为重”的修志原则。
纲目设置突显天目山古今“名山”，沿用编、章、节、目结构，先后3修纲目。
编首增设《概述》与《西天目山史程》，使志书纵横兼备。
全志体现“以人为本”，力求人随事出，事出见人，增设《人物》编，记述西天目山古今有贡献、有
影响的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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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重修西天目山志》是由方志出版社出版的。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重修西天目山志>>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