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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集成》的缘起，中国地方志的编纂，起源很早。
如果从战国时期的《禹贡》算起，已有两千多年历史。
东汉时的《越绝书》，已兼具史、志规模。
魏晋以来，《华阳国志》和《荆楚岁时记》等，都是当时的方志名著。
隋唐时，政府注意到方志的编纂。
到宋代，地方志的编纂日趋兴盛，著述体例基本定型，门类也逐渐增多，长篇巨制相继出现，现存的
有《太平寰宇记》二百卷、《舆地纪胜》二百卷、《方舆胜览》七十卷等。

明清以来，方志的纂修有了更显著的发展，几乎遍及州县乡镇。
清代的成就尤为突出，在现存的方志中，清代所修几乎占80%。
据统计，清代编纂了六千五百余种方志，许多著名学者参与方志的编修，还就方志编纂体例进行了学
术争鸣。
这些学者在理论和实践工作中的努力，使方志之学成为专门学问。
这一切就使中国现存近九千种旧方志，成为一座巨大的知识宝库，这座宝库蕴藏着历史上各地区的自
然、社会和人文的丰富资料，其中有大量的珍贵史料不见于史书典籍，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
值。
对于地方志这笔财富，海内外的专家学者极为重视，他们曾利用旧方志资料在科学研究上作出了重要
贡献、取得了巨大成果。

旧方志当年刊印数量不多，长期来又大量失传，现存的方志中，宋、元、明刻本均成为稀见的珍本，
即使是清代的刻本，也是复本不多，流传不广。
这种状况既不便于今日研究利用，更不利于今后流传。
为了保护、继承和利用这一宝贵遗产，上海书店出版社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即开始组织著名的
方志专家，对现存的旧方志给予择优整理，影印出版《中国地方志集成》，让这份重要的文化遗产永
远流传下去。

                    
《集成》的收录
中国的地方志自唐、宋以后至今保存有近九千种，因内容和编纂体例的不同，可分十多类，有通志、
府志、州志、厅志、县志、边关志、乡镇志、乡土志、道志、卫所志、监井志、土司司所志，以及专
记一项或者以某一内容为主的志书如山水志、寺庙志、园林志、风土志、书院志、艺文志等等。
《集成》编纂的宗旨是积累文化遗产，提供完整史料。
那么，选择方志应以哪一级志书为重点呢？
章学诚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中说：“史事责成，当始于州县之志。
”因此，《集成》收录方志，以州县志为重点，因州县志是基层志书，记载当地事物比较真实，乡镇
志的资料则更为可靠，所以乡镇志也是《集成》的收录重点。
至于作为方志重要支流的山水志、寺庙志、园林志等专志，内容丰富，特点显著，在世界文化史上，
堪称罕见。
整理出版这类专志，对于推进文学、历史、宗教和旅游等领域的研究都是十分重要和必需的，《集成
》也予以收录。
总之，《集成》收录的原则是：依照方志记载的内容范围，凡综合记载一定行政区域的地理、自然、
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内容的方志及专记某一项内容的志书，均择优选录，即择优选择方
志中的“通志”和“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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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的编辑
《集成》是在现今存世的近九千种方志中选收三千余种方志的大型丛书，每种方志完整地予以收录。
每种方志有一“出版说明”，具体说明原书的纂修和刊行情况，提供底本的收藏单位等。

《集成》选用方志以实用为原则。
历来修志的传统，是代代相因，补充积累而成，后志一般都保留前志的主要内容而略加增删，所以后
修的志书一般比前志丰富，所收资料也较前志全面，加之后修志书距今时间更为接近，对社会发展，
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有着更为直接的关联和影响。
在一府一县有多种志书的情况下，基本是一府一府志，一县一县志，择优选录资料丰富、编辑严谨的
志书予以收录。
有的县没有县志，则仍付厥如。

现存的方志中府县志数量最多，因此《集成》以我国现行的省、直辖市、自治区为每一辑的基本单位
。
乡镇志、山水志、寺庙志、园林志等专志作专辑影印归类。
每一辑有前言，概述本辑所收方志的概况，前言约请对本辑方志素有研究的方志专家、学者撰写。
《集成》有一总序，概述选收标准、选收范围及所收方志的概况、价值等，由享有盛誉的方志学界老
专家撰写。

《集成》由著名专家学者组成“编辑指导委员会”，负责学术审定。
其中有负责全国地方志整理和编纂工作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负责人梁寒冰、邓家驹先生；有方
志学界的老专家任乃强、朱士嘉、傅振伦、吴丰培先生；有著名的文献学家顾廷龙、胡道静先生；有
历史地理学的著名学者谭其骧、史念海、陈桥驿先生；有版本目录学家洪焕椿、来新夏、沈燮元、韩
长耕先生。
他们有的从事方志的编纂和整理的领导工作，有的在科研机构从事地方志的研究工作，有的在高等学
府执教，有的在图书馆工作。
“编辑指导委员会”集我国方志专家学者精英，阵容可观。

《集成》由上海书店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巴蜀书社和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
成都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地理研究所图书馆、重庆图书馆、北碚图书
馆的有关人员组成《集成》的“编辑工作委员会”，具体负责编选、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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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地方志集成河北府县志辑》：资料性。
《集成》选收方志的范围相当完整，不仅选收了我国现存的各种省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
镇志，在内容上包括了一地的疆域、沿革、山川、厄塞、田亩、物产、矿藏、人口、灾异、风俗、丁
役、赋税、胜迹、人物、文献等，还选收了山水志、寺庙志、园林志、风土志、书院志等的专志，这
就使《集成》保证了它丰富的资料性。
例如，关于山水、寺庙的有关记载，一般而言，省志大多寥寥数语，即使府州县志，涉及境内高山巨
刹的记载较多，也不能与属于专志性质的山水志、寺庙志相比埒。
                  完整性。
我国幅员辽阔，藏书单位数以千计，系统地收藏本地区方志的图书馆为数不少，但收藏有全国各省、
直辖市、自治区方志的图书馆却为数不多。
《集成》的出版将把各地修志的历史轮廓展现在人们面前，使绝大多数读者不出本省，即可查阅到全
国各地有代表性的方志。
   实用性。
《集成》选收的方志以实用为基本原则，在各地的修志史上，府县志多次修纂的情况屡见不鲜，而《
集成》在多种府县志中选取资料性最强、内容最丰富的府县志，加之《集成》又收录有各种专志，以
弥补县志中对有关专志记载内容的不足，使《集成》具有相当的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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