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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整理之功，全面研究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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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安志)整理与研究》简评

汪大白

(黄山学院文学院．安徽黄山245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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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学者罗愿所撰《新安志》是我国现存方志中最为重

要的代表著作之一．其思想深刻．见解独到、结构严谨、体例

成熟，内容涵盖了占代新安迄宋为止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

个领域．反映了新安地区历史文化的渊源流变，是一部具有

元典性和权威性的地方历史文献。它为徽学、史学、方志学以

及有关的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宝贵资料，在当代

学术研究中已经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但是，自南宋淳熙

二年(1175)编纂成书以来，《新安志》流传至今已是800余年

之久，其间曾再三翻刻和诸多续修。但是全面的整理、系统的

考察和深入的研究则一盲尚未有过。感到欣喜的是．现在萧

建新等人完成了全国高校古籍工作委员会批准立项的研究

课题，并由黄山书社出版了与项目同名的学术专著《(新安

志)整理与研究>。该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是整理完成

的《新安志》原著。中篇是广泛收集并经整理的《新安志》研究

资料，下篇则是关于《新安志》几个基本问题的研究成果。对

于《新安志)来说，这一专著的出版．不仅体现了系统整理之

功，而且还可视为全面研究之始。

在此之前所能看到的《新安志)都是清代的各种刻本和

抄本，萧建新等人的点校整理尚属首次。首次点校整理这样

一部内容繁富、文字简古的方志经典之作，诚为不易。整理者

利用光绪十四年本和嘉庆十七年本，参照乾隆四十六年本亦

即四库全书收编本、康熙四十六年本以及其他抄本，并且查

核大量的相关文献资料，断句标点，比勘异同，辨明正误，写

出勘记数百条，提供了一个质量可靠、使用方便的整理本。与

此同时，该书中篇收集并整理了相当丰富的《新安志》研究资

料，其中包括作者罗愿的传记资料和大量有关《新安志>以及

《新安志》续修的字、跋、提要等，还有《新安志》著录、评论方

面的资料以及《新安志》研究方面的成果目录。对《新安志》原

著的整理，同时辅以相关系列的资料整理。显示出这一古代

文献整理项目的系统性学术特征。

《(新安志)整理与研究》的上篇和中篇体现了系统整理

之功，下篇则反映出这一项目的基础研究之果。下篇的研究

包括四个方面：(1)《新安志》主要志源的系统考察，涉及梁代

萧几《新安山水记》、王笃《新安记》、唐代《歙州图经》、宋代李

宗谔《州郡图经》。(2)《新安志》编纂时间和过程的具体考辨。

(3)《新安志》续修情况的钩沉和评述．广泛涉及宋代李以申

的《新安续志》及姚源的《新安广录》、元代洪焱袒的《续新安

志》、明代朱同的《重编新安志》、汪舜民的《徽州忤志》以及方

信的《新安志补》。(4)《新安志》刻本的系统考察和评述，重点

考评了清代的康熙阳十六年本、乾隆阳f六年本、嘉庆十七

年本和光绪十四年本。

《新安志》的志源、年代、续修以及刻本等方面的研究显

然都属于基础性专门研究．对这些问题的系统探索无疑是为

《新安志》的全面研究奠定了必要的基石。回颐以往，‘新安

志》的专门研究一直都很薄弱，诸多相关的基本问题从未得

到莺视，这就赋予<<新安志>整理与研究》以特定的历史使命

和学术地位。比如。对于《新安志)的续修情况历来几乎无人

问津，历代续修的历史事实逐渐迷失在岁月风雨之中。这一

次则在整理《新安志》的同时，对《新安志》的后续补修增修情

况作出了钩沉和探索，大体还原了一段被人淡忘的历史真

实．其中的学术意义不言而喻。再如，关于<新安志》编纂年代

的具体考辨。同样有着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现存《新安志)

各个版本虽然标注刊刻年代，但是并未交代具体的编纂时间

和整个编纂过程，以致历来人们唯知《新安志》撰成并刊刻于

淳熙二争，甚至误以为整个编纂过程仅在这1年内完成。
《(新安志>整理与研究》则通过细致深入的考索．揭示出《新

安志》编纂所经历的三个阶段。乾道五年(1169)罗愿作《汪王

庙考实》之时即已收集资料开始修纂，乾遒八年(1172)作者

通判赣州后获《祥符图经》，此时业已纲目粗设，思辑～书，

“然未果就”，次年(1173)得到新安太守赵不悔的支持，修纂

全而展开，至淳熙二年(1175)终于成书。这一考索结果令人

信服，同时富有启示，说明《新安志>所以能够传为经典而享

誉志坛，实与罗愿历时多年而身心投人紧密相关。说明严肃

的撰述原本是在文化使命驱使下的自觉行动。而不可能是业

绩考评诱导下的急功近利。

《新安志》的整理具有较大的难度，《新安志)的研究缺乏

必要的基础，所以《(新安志)整理与研究>一书难免存在某些

缺陷和问题。如赵不悔《新安志序》所言：“读者必能辨之”，尤

其是关于《新安志》的研究，该书只是就文献学的角度探索了

几个基本问题，甚至还可能属于初步的探索，比如《新安志>

的现藏版本似乎还须再作广泛调查和深入考核。但是平心而

论，《(新安志)整理与研究》既已实现了整理与研究的有机结

合、基础与系统的二者兼备，必将推动《新安志》研究的全面

深入，进而广泛惠及徽学研究以及相关学界的研究——这是
完全可以预期的学术发展前景。

己丑春分写成于新安江畔默如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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