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院藏鄉土志略談

▌盧雪燕

本院典藏以「鄉土志」，或性質相近的「風土志」、「鄉土教科書」為名的地方志書，總計 72部，
地域涵蓋河北、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察哈爾、1遼寧、湖北、湖南、安徽、福建、新疆、

青海，比對收錄相對完整，近來出版之《中國地方志集成—鄉土志專輯》2目錄所列，以及《中

國地方志總目提要》，仍不乏稀見書籍，3其中河北省《新安鄉土志》、福建省《福安縣鄉土

教科書》兩種更僅見藏於本院。

前言
　　「鄉土志」，一般指的是產生於清

末，以地方基層行政單位為記述範圍，

用作小學堂鄉土教材，以培養兒童愛國

情操的一種特殊性文獻，從 1898年，地

理科教師蔡和鏗 4首次編就《浙江鄉土地

理教科書》開始，歷清學部下令各地，

依部頒「鄉土志例目」編纂，到民國持

續推行新式教育的三○年代，鄉土志編

纂續行不斷，據統計，1905至 1949年間，

以鄉土志、風土志、調查冊、地理教科

書為名的此類書籍總 681種。5

　　本院典藏鄉土志總 72部（含「風土

志」、「鄉土教科書」），6主要來自國

防部史政局 71983年捐贈的 18,047冊舊

籍之中，其次是北平故宮壽安宮圖書館

1929年 9月，「從清史館提入之書」，

前者乃日軍佔領華北期間，向各地徵集

所得，8後者則是清史館為籌辦地理志向

地方徵集而來。9除鈔、刊本兼具之外，

圖1　 清　王學曾　《惠民縣鄉土志》　清光緒三十二年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
院藏　贈善016336、016337

河北、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察哈爾、遼寧、

湖北、湖南、安徽、福建、新疆、青海等地皆

有之。（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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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清　張景祁等　《福安縣志》卷首及清史館小簽　附《福安鄉土志》、《福安縣鄉土教科書》　清光緒十年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志003259∼003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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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清　張景祈等　《福安縣志》附件　《福安縣鄉土教科書》　清光緒十年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志003259∼003270

圖3　伊人鏡纂修　《新安鄉土志》　民國十年抄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善013742∼013745

　　比對近來出版收錄相對完整之《中國地方

志集成—鄉土志專輯》目錄所列，以及《中國

地方志總目提要》，院藏鄉土志稀見者不少，

其中河北省《新安鄉土志》、福建省《福安縣

鄉土教科書》兩種更僅見藏於本院。（圖 3、4）

　　本文先列表介述 72部鄉土志大概，緊接再

就表列，略述故宮典藏鄉土志的特色，並對其

價值略作論述。

院藏鄉土志概況
　　除鈔、刊本兼具之外，院藏鄉土志地域涵

蓋華北、華中、華南，以及東北、塞北地區，

汰除《齊東縣鄉土志》、《鄒縣鄉土志》覆本

各一部，以及與哈佛燕京大學圖書館（Harvard-

Yenching Library）民國 26年（1937），據館藏

抄本重新排版印刷的《鄉土志叢編》覆本 7部

之後，10餘 63種，72部，其大概情況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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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院藏鄉土志概況 作者製表

書名 省別 作者 版本及文物統一編號 備註

1
束麓縣鄉土志

四卷（圖 5）
河北

（清）張鳳臺督修

（清）李中桂等編纂

清光緒 32年京師官書局
鉛印本 
故志 012953∼ 012956

◎ 與乾隆年刊束鹿縣志同函，該函附單幅
「束鹿縣地輿全圖」一張（內書束鹿全

圖石印，封皮貼紅籤墨書「束鹿縣地輿

全圖」），光緒 32年印。
◎ 冊一內附大型計里畫方石印地圖一張（東
邑地圖，雙面印刷，拉頁。）

◎ 封面題「鹿巗鄉土志」，鈐「耿獻廷印」

小朱方。

2
束鹿鄉土志

十二卷
河北

（清）張鳳臺督修

（清）李中桂等編纂

清光緒 31年鉛印本
贈善 015302∼ 015305

◎京師重鐫本之母本，內無縣圖。

3
晉縣鄉土志

不分卷
河北

（清）李驥程纂

（清）夏詒垣修

舊鈔本

贈善 015447、015448

◎ 卷前附教育局長崔健隆序（民國 17年），
故推可能抄自以宣統 2年原本為母本之
民 17年增補重印本。
◎ 院藏晉州志（清康熙 39年修咸豐 10年
補刊本，故志 005198∼ 005202）附「晉
縣圖」一張，可與此帙交互比對。

4
望都縣鄉土志

圖說（東路缺

18、19、20頁）
河北 （清）陸保善編輯

清光緒 31年鉛印本
贈善 014646∼ 014649

◎版心書「望都縣鄉土圖說」

◎有說無圖

◎ 院藏望都縣志（清光緒 30年刊本，故志
012896∼ 012907）附彩繪圖一張，封皮
貼紅籤墨書「望都縣閤境輿圖」，可與

此帙相互比對。

5 雄縣鄉土志 河北 （清）劉崇本編輯
清光緒 31年鉛印本
贈善 015252、015253 

◎內附拉頁石印本「雄縣全圖」

6
新安鄉土志

二卷
河北 伊人鏡纂

舊鈔本

贈善 013742∼ 013745 

◎ 伊人鏡民國 10年編成，供邑人董蘭舫成
立之商校教授使用。

◎未見他館典藏，極稀。

◎非一般鄉土志，由小學教員等編輯。

◎ 院藏直隸新安縣志（故志 000130 ∼
000135，清乾隆 8年補刊本）附安新縣
全境輿圖，封皮貼紅籤墨書「安新縣全

境輿圖」；鈐「安新縣知事印」乙枚，

可與本帙相互比對。

◎以刊本《榕園楹帖》殘頁為襯頁

圖5　清　李文耀修　《束麓縣鄉土志》　清乾隆二十七年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志012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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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省別 作者 版本及文物統一編號 備註

7
齊東縣鄉土志

二卷
山東

（清）葉寶昌修

（清） 袁馥村、趙仁
村纂

清宣統 2年刊本
故志 011765 

◎ 封面鈐齊東縣印大朱方
◎與康熙齊東縣志同函

◎ 目錄後有〈齊東縣鄉土志正誤表〉（字
體與原帙互異，疑之後加入，故雖與編

號 8同版本，但印刷時間可能較晚。）
◎ 附單張齊東縣地圖一張，題「光緒戊申
朱養源測繪，輝庵識。」章邱□濟南善

成石印。

8 齊東縣鄉土志 山東

（清）葉寶昌修

（清） 袁馥村、趙仁
村纂

清宣統 2年刊本
贈善 016106、016107

◎ 書內附拉頁齊東縣地圖一張，題：「光
緒戊申朱養源測繪，輝庵識。」章邱□

濟南善成石印（此地圖附於目錄後，正

文前）。

◎ 院藏齊東縣志（故志 011759∼ 011765
清康熙 24年刊本）附墨印附圖一張。圖
左記「光緒戊申朱養源測繪輝庵識」；

左下記「濟南善成石印」，與本帙拉頁

縣圖同。

9
鄒縣鄉土志

一卷
山東 （清）胡煒修

清光緒 33年山東國文報館 
石印本 
故志 007719 

◎ 封面題「山東兖州府鄒縣鄉土志」，鈐

鄒縣之印大朱方。

◎ 內附拉頁鄒縣地輿全圖一張
◎ 院藏鄒縣志（故志 000878∼ 000881，清
康熙 54年刊本）另附單幅鄒縣地圖一張
（封皮貼紅籤墨書「鄒縣詳送閤境地理

輿圖」；鈐「鄒縣之印」乙枚。）可與

本帙相互比對。

10 鄒縣鄉土志 山東 （清）胡煒修

清光緒 33年山東國文報館 
石印本

贈善 016593、016594

◎ 版本同上
◎不全，27頁以下缺。（總 53頁）

11
章邱縣鄉土志

二卷
山東

（清）楊學淵修

（清）李洪鈺等纂

清光緒 33年石印本
贈善 016030、016031

◎ 舊封皮題名「章邱縣鄉土志」，鈐章邱

縣印大朱方，疑縣府藏本。

◎ 除華北交通朱式會社資料朱、方二印之
外，用墨筆書「初寫初印不免錯漏，校

對後再更正」。

◎ 卷前附拉頁章邱縣地輿圖
◎ 院藏章邱縣志（故志 012716∼ 012723，
清道光13年刊本）附章邱縣彩繪輿圖（題
名同封皮）一張，封皮貼紅籤墨書「章

邱縣輿圖」；鈐「章邱縣印」乙枚，可

與此帙相互比對。

12 長山縣鄉土志 山東 （清）林修竹編
手鈔本

贈善 016062、016063 

◎卷前有胡家棋序，記光緒 34年 9月。
◎ 院藏長山縣志（故志 011610∼ 011620，
清嘉慶 6年刊本）附長山縣彩繪輿圖一
張（題名同封皮），封皮貼紅籤墨書「長

山縣輿圖」；鈐「長山縣印」乙枚，可

與此帙相互比對。

13 肥城縣鄉土志 山東
（清）鍾樹森續修

（清）李傳煦等纂

清光緒 34年石印本
贈善 016323

◎卷前附拉頁石印肥城全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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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省別 作者 版本及文物統一編號 備註

14 惠民縣鄉土志 山東
（清）王學曾修

（清）王潤生等纂

清光緒 32年刊本
贈善 016336、016337

◎扉頁題「山東武定府惠縣鄉土志」

◎ 最末頁天頭紅字書：「紅棗無核棗產，
樂陵縣此條誤。」顯係印刷後有錯再以

紅字修訂。

◎ 地理門下道路條多有墨筆加注，如「路
皆平坦」、「可饘」等。

15 樂陵縣鄉土志 山東
（清）徐壽彭續修

（清）李毓珂等編輯

舊鈔本

贈善 016389∼ 016392
◎依宣統元年濟南國文報館石印本鈔

◎卷之六物產門相對完整詳盡

16 寧陽縣鄉土志 山東
（清）曹倜修

（清）李廣文等編纂

疑清光緒 33年石印本
贈善 016559、016560

◎無目錄等，應有缺頁。

◎版心書「甯陽縣鄉土志」

◎末有曹倜跋，記光緒 33年。

17 嶧縣鄉土志 山東 （清）王寶田纂
舊鈔本 
贈善 016615∼ 016617

◎應鈔自清光緒 30年王寶田編纂本
◎ 以《大方廣佛華嚴經合論》殘紙為內襯
◎ 院藏嶧縣志（故志 007735∼ 007748，清
光緒 30年刊本）附嶧境輿地全圖，（封
皮）題山東濟甯道嶧縣閤境村莊地勢全

圖，木刻墨印。封皮貼紅籤墨書「山東

濟甯道嶧縣閤境村莊地勢全圖」；鈐「嶧

縣之印」乙枚，可與本帙相互比對。

18 菏澤縣鄉土志 山東
（清）汪鴻孫修

（清）楊兆煥等纂

清光緒 33年石印本 
贈善 016724 

◎封皮書「山東曹州府菏澤縣鄉土志」

◎ 卷前有拉頁「山東曹州府附郭菏澤縣境
疆域全圖」、「山東曹州府菏澤縣境古

蹟全圖」、「山東曹州府菏澤縣境城池

全圖」、「山東曹州府菏澤縣境黃河圖」、

「古濟水圖」。

19 鄆城縣鄉土志 山東 （清）趙翰鑾纂
民國後鈔本

贈善 016810、016811

◎卷前有光緒 19年畢炳炎序
◎�下冊頁 8 提及「商會……前清光緒
三十四年設立……」，故判此本應民國

後編寫。

◎ 院藏鄆城縣志（故志 006227∼ 006234，
清光緒19年刊本）附鄆城縣地輿圖一張，
彩繪，題名同封皮，封皮貼紅籤墨書「鄆

城縣地輿圖」；鈐「鄆城縣印」乙枚，

可與本帙內容交互比對。

20 莘縣鄉土志 山東

（清） 周君、汪錫康
修

（清）孔廣文纂

疑清宣統元年石印本

贈善 016860
◎內頁附石印拉頁莘縣全境地圖一大張

21
館陶縣鄉土志

八卷
山東

（清）孫仲傑修

（清）宋金鏡纂

清光緒 34年
山東官報局鉛印本

贈善 016871∼ 016874

◎ 扉頁記「光緒戊申年新刊」、「館陶縣
鄉土志」。

22 高唐州鄉土志 山東 （清）周家齊修
舊鈔本

贈善 016885

◎ 目錄載錄城池新圖、河圖、道路圖、墩
臺圖等，然內文無圖，足見是為後人鈔

本。

23 恩縣鄉土志 山東
（清）汪鴻孫修

（清）劉君儒纂

舊鈔本

贈善 016886∼ 016889
◎ 原本應就清光緒 34年完成，是否刊印，
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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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 省別 作者 版本及文物統一編號 備註

24 德州鄉土志 山東 不詳
舊鈔本

贈善 016959∼ 016962

◎無目錄

◎ 歷史、政績錄、兵事錄、耆舊錄等同
1905年學部所頒例目，故應屬之後所修。

25 陵縣鄉土志 山東
（清）錢應顯修

（清）邢寶英纂

舊鈔本

贈善 017021、017022

◎內附拉頁墨繪陵縣地輿圖一張

◎母本應是清光緒 33年本
◎ 院藏陵縣志（故志 011819∼ 011826，清
道光 25年刊光緒元年增補本）附墨繪山
東陵縣全境輿圖一張，（封皮）山東陵

縣全境輿圖，封皮貼紅籤墨書「山東陵

縣全境輿圖」；鈐「陵縣之印」乙枚，

可與本帙內容交互比對。

26 禹城縣鄉土志 山東
（清）王汝漢修

（清）張青蓮纂

舊鈔本

贈善 017030、017031

◎內附拉頁墨繪地圖一張

◎無目錄

◎母本應是清光緒 34年本
◎ 院藏禹城縣志（故志 011792∼ 011795，
清嘉慶 13年刊本）附墨繪濟南府禹城縣
地輿全圖一張。封皮貼紅籤墨書「濟南

府禹城縣地輿全圖」。可與本帙內容交

互比對。

27 平陰縣鄉土志 山東
（清）黃篤瓚修

（清）朱焯修

清光緒 33年鉛印本
贈善 017088、017089

◎以舊籍殘頁為襯頁

◎ 耆舊錄列入「著述」條，列個人之著述
於後，較少見。

28 范縣鄉土志 山東
（清）楊沂修？

（清）呂維釗等纂

清光緒 34年石印本
贈善 017127、017128

◎ 拉頁墨印范縣全圖一大張，最末附讀經
救國論自序。

29 文水縣鄉土志 山西 不詳
舊鈔本

贈善 017701

◎最末頁書光緒 34年 2月
◎內文修改多處，疑為初稿本。

◎內文不連續，缺頁頗多。

圖6　民國　沈繼焱纂修　《陽城縣鄉土志》　民國廿三年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善017966、017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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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文幾以人物傳為主，部份例目仍依學
部頒為準。

◎ 據《陽城縣鄉土志》載「僅有文水成書
付印，他縣顧未之睹也」，故推此本或

鈔自初刊本。（圖 6）

30
保德州鄉土志

九章
山西

（清）延祉等修

（清）吳大猷編輯

舊鈔本

贈善 018316∼ 018319
◎ 卷前附手繪小圖
◎母本應是光緒 33年 5月本

31 陽城縣鄉土志 山西
沈繼焱修

楊少梧撰

民國 23年鉛印本
贈善 017966、017967

◎無華北交通株式會社印

◎ 是編編就時未及梓印，民23年方印成書。
◎採駢偶體，易記誦。

◎以蘇州府志殘頁為內襯

32
鄉土志叢編

（第一集）

陝西

不著撰人

民國 26年鉛印本
贈善 018744∼ 018753

◎ 共收 10部，燕京大學圖書館據館藏鈔本
印行。

◎ 卷前例言：「鄉土志，為研究地方自治
必要之書，遜清預備立憲，敕各縣從速

編纂，而印成流布者不過百數十種，其

餘或僅謄真，或為稿底塵封於衙署檔庋

之間，改革以來多所散佚，本館廣事搜

集，得有數十種，不敢自私，次第付梓，

公諸同好，定名鄉土志叢編……」（圖7）

鄠縣鄉土志

33 甘泉縣鄉土志

34 宜川鄉土志 ◎附拉頁縣境圖一張

35 岐山縣鄉土志 ◎附拉頁縣圖一張

36 城固縣鄉土志

37 甯羌州鄉土志
（清）陳芑芬督輯

（清）黎彩彰採輯

38 神木鄉土志

不著撰人
39 朝邑縣鄉土志

40 華州鄉土志

41 中部縣鄉土志

圖7　民國　燕京大學　《鄉土志叢編》　民國二十六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善018744∼018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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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興平縣鄉土志

六卷
陝西 張元際撰

舊鈔本

贈善 019037∼ 019042

◎ 據張元際序言知應係受學部頒令始編，
是書蠅頭小楷，字跡工整。

◎ 張元際序丁未年，應是光緒 33年，然警
察局之稱呼為民國以後，故此寫本的母

本可能是光緒 33年本。
◎ 卷一兵事條末書「警察局暫設城內城隍
廟西廂」，據此判定可能成書於民國以

後。

◎以古籍殘頁作內襯

◎ 內容極豐，卷四內附清初興平縣農業教
育家楊屾著作多篇，如〈蠶說原委〉、〈上

桑蠶實效書〉、〈孟子陳王道說〉、〈畜

牧說〉、〈養素園序〉等，極可能與編

撰者有意收錄有關。

◎ 卷六動植物製造門分述各種動、植物等
之性質及其製作入藥功效，例如人類條

「大便，苦寒無毒，治疔毒，用新糞封

之發腫一日根爛。」（圖 8）

43
鄠縣鄉土志

三卷
陝西 不著撰人

民國 26年鉛印本
贈善 019087∼ 019089

◎同鄉土志叢編本

◎燕京大學圖書館據館藏鈔本印行

44 朝邑縣鄉土志 陝西 不著撰人
舊鈔本

贈善 019220、019221

◎ 比對鄉土志叢編本，不全，疑鈔自清本
鄉土志。

◎ 封皮封底以嘉慶仿刻古本資治通鑑殘頁
充之，字體大而美。

45
華州鄉土志

不分卷
陝西 褚成昌修

民國 26年鉛印本
贈善 019307∼ 019310

◎同鄉土志叢編本

圖8　清　張元際　《興平縣鄉土志》　清光緒三十三年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善019037∼019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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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雒南縣鄉土志

三卷
陝西 不著撰人

舊鈔本

贈善 019347、019348

◎ 卷前小引稱此書修於乾隆 11年後的 160
年，即光緒 32年。
◎ 應抄自光緒 32年本，內文記「清朝」，
非「國朝」，故可能是民國以後鈔。

47
岐山縣鄉土志

三卷
陝西 不著撰人

舊鈔本

贈善 019359∼ 019361

◎ 比對鄉土志叢編本，相同，字體亦仿之
（印刷宋體）。

◎ 冊封底內頁用嘉慶本資治通鑑殘頁，足
見鈔寫年代應同朝邑縣土志，即民國以

後。

48
扶風縣鄉土志

四卷
陝西 （清）譚紹裘撰

舊鈔本

贈善 019370∼ 019373
◎附拉頁總圖與城池圖

◎據清光緒 32年本鈔

49 城固縣鄉土志 陝西 不著撰人
民國 26年鉛印本
贈善 019487、019488

◎同鄉土志叢編本

◎ 內文書「國朝」，應清學部頒例目後編。

50 甯羌州鄉土志 陝西
（清）陳芑芬督輯

（清）黎彩彰採輯

民國 26年鉛印本
贈善 019512∼ 019514 

◎鄉土志叢編本

51
鎮安鄉土志

二卷
陝西 （清）李麟圖修

清光緒 34年鉛印本
贈善 019618、019619

◎卷下物產門動物條下記「……娃娃魚，

其形如人，又名人魚，長一二尺不等，嘴

闊而尾尖，有手足，出山中老林內年久杇

木變成，將有大水即見之。」（頁 65，資
料詳實珍貴）（圖 9）

52
神木鄉土志

四卷
陝西 不著撰人

民國 26年鉛印本
贈善 019646∼ 019649

◎鄉土志叢編本

◎母本應光緒 32年以後本子

53 中部縣鄉土志 陝西 不著撰人
舊鈔本 
贈善 019755、019756

◎內容同鄉土志叢編本

圖9　 清　李麟圖修　《鎮安鄉土志》　清光緒三十四年鉛印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善019618、019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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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清　洪汝冲修　《遼陽鄉土志》　清光緒三十四年鉛印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志012552

書名 省別 作者 版本及文物統一編號 備註

54 甘泉縣鄉土志 陝西 不著撰人
舊鈔本 
贈善 019676、019677

◎內容同鄉土志叢編本

55 洧川縣鄉土志 河南 （清）恩麟編輯
石印本 
贈善 013004、013005 

◎ 內文稱國朝，例目依學部頒，應編於
1905年後。
◎ 印紙非一般棉紙，似現代紙，推其應印
於民國以後。

56
偃師縣風土志

略
河南 喬榮筠撰

民國 23年石印本偃師樹
德圖書館

贈善 013679、013680

◎附拉頁全境疆域山水略圖一張

◎ 內容除一般歷史地理之類外，第五編「禮
俗」資料豐富，可貴，如俗諺、歌謠。

57
直隸宣化縣鄉

土志一卷

察

哈

爾

（清）謝愷撰
舊鈔本

故志 004133 

◎ 封皮宣化縣知事印（疑此帙為光緒 33年
原寫本）

◎封皮書「直隸宣化縣鄉土志」

◎ 附獨立單張折頁宣化縣全境地圖一大幅
（彩繪，左緣書「按工部尺二十萬分之

一比例每格代十里」，故推其為清末繪，

圖上已繪京張鐵路。

58 宣化鄉土志
察

哈

爾

不詳
民國後鈔本 
贈善 021835∼ 021837 

◎ 封皮扉頁書「康熙五十年纂宣化鄉土志」
本衛藏版，顯有誤。

◎ 內容例目同學部頒，故推測應據此後寫
本鈔寫。

◎ 襯頁書有中華民國四年字樣（《澹堪詩
草》跋）

◎ 卷端書楚黃陳垣纂，顯誤植，陳坦纂修
者為康熙 50年宣化縣志修者。

59 保安州鄉土志
察

哈

爾

不著撰人
舊鈔本

贈善 021932、021933 
◎ 依學部頒例目編，故應依在 1905年後本
子鈔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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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遼陽鄉土志不

分卷
遼寧

（清）洪汝冲修
（清）白永貞纂

清光緒 34年鉛印本
故志 012552

◎ 附拉頁遼陽州全境地圖一大幅（圖 10）
◎ 院藏遼陽縣志（故志 003808∼ 003819，
民國 17年鉛印本）附彩印單幅遼陽縣全
境圖一張，可與本帙相互比對。

61
黃安鄉土志

二卷
湖北

（清）陳湋修

（清）余益杞纂

清宣統 2年鉛印本
故志 004840、004841

◎附單幅彩繪黃安縣輿地圖一張。

62
永定縣鄉土志

四卷
湖南

（清）王樹人修

（清）侯昌銘纂　

　　　侯昌銓印

清光緒 32年修
民國 9年排印本
故志 003912∼ 003915 

◎封面題「湖南永定縣鄉土志」

◎ 鈐「大庸教育局」印，應是該局藏書。（永
定縣民國後改名大庸）

◎ 卷後序提到「……民國六年政府徵各縣
志，復由縣籌資擬刊。」

63 永順縣風土志 湖南
曾鏡心修　

劉渠遠撰

民國 12年北京燕京印書
局鉛印本

故善 014381
◎附拉頁永順縣全圖一張

64
平潭廳鄉土志

稿不分卷
福建 （清）宋廷模編輯

清光緒 32年鉛印本
故志 003283

◎ 附單幅彩繪平潭廳圖圖一張（圖背手寫
墨書「平潭」）

◎ 封面題「平潭鄉土志略稿」，在任候補
知府福建福州府平潭廳同知宋廷模敬呈。

◎ 卷端題「平潭鄉土志略」，晋甯宋廷模
初稿。

65 福鼎縣鄉土志 福建
（清）黃鼎翰監修　

　　　高文藻分修

清光緒 32年鉛印本
故志 003257、003258

◎附單張墨繪福鼎縣圖一張

◎依清學部例目編

◎ 封皮題「福建福鼎縣志」，卷端書「福
鼎縣鄉土志」。

66 福安鄉土志 福建 （清）周祖頤編輯

清光緒 34年京師京華書
局鉛印本

與光緒福安縣志同函

同函福安縣志（故志 003259∼ 003270，清
光緒10年刊本）附彩繪1.福安縣輿圖、2.福
安縣海圖各一張，可與本帙相互比對。

67
福安縣鄉土教

科書
福建 張如翰編輯

福州印刷公司鉛印本

與光緒福安縣志同函
◎未見他館藏，疑孤本。

68
順昌縣鄉土地

理教科書
福建 不著撰人

民國後鈔本

與順昌縣志同函

◎ 同函順昌縣志（故志 003083∼ 003088，
清光緒 7年刊本）附單張彩繪「福建省
順昌縣輿地詳明圖」一幅

◎封皮題「福建省順昌縣鄉土地理教科書」

◎ 凡例書「與商務印書館輯民國新教科書
微有不同」，故推民國後鈔本。

69 綏定縣鄉土志 新疆 （清）蕭然奎修
舊鈔本

贈善 022216、022217

◎ 卷端題「新疆伊犂省綏定縣鄉土志」（按：

應是伊犂府，筆誤。）
◎序書於歷史門（未完）之後，疑錯裝。

◎可能依清光緒 34年後編本鈔

70 溫宿府鄉土志 新疆 不詳
鈔本

贈善 022220、022221
◎封皮書「溫宿府鄉土志」

◎以蘇州府志殘頁為襯頁

71 新平縣鄉土志 新疆 （清）周芳煦修

舊鈔本（應鈔自光緒 33
年本）

贈善 022222、022223 

◎以蘇州府志殘頁為內襯頁

◎卷前附彩繪跨頁新平縣全境輿圖

◎ 依清學部例目編，極簡要，記事至光緒
33年。

72 玉樹調查記 青海 周希武撰
舊鈔本

贈善 022272 ∼ 022275
◎應鈔自 1920年商務印書館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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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藏鄉土志的特色與價值
　　清末以來，為推行史地鄉土教育而編的鄉

土志，雖說多達六百多種，但能符合學部規定：

經過京師編書局審定，然後訂成定本，發交各

府、廳、州、縣，成為正式教科書，用作小學

課本的恐怕也相當有限，正如陝西《鄉土志叢

編》（第一集）卷前說明：「⋯⋯遜清預備立

憲，敕各縣從速編纂，而印成流布者不過百數

十種，其餘或僅謄真，或為稿底塵封於衙署檔

庋之間⋯⋯」，11即便辛亥革命之後，教育部六

度申明各地須注重鄉土志編纂，12但實際情況也

未嘗不是如常贊春（生卒年不詳）在山西省《陽

城縣鄉土志》序文所指出的：「清季廢科舉，

設學堂，各縣書院改稱小學，其課程有鄉土志

編授之功令⋯⋯各縣編輯僅有文水成書付印，

他縣顧未之覩也。」13因此本院典藏之 63種，

72部，量雖不多，但自有其珍稀之處。

　　此外，由於鄉土志是為清末長期遭受外來

壓力，為提昇民族自信，頌揚愛國思想，由中

央政府下令編纂的一種特殊性產物，是以不難

想見，地方在承命且必須速速編書上繳的壓力

下，品質不免良莠不齊，近人研究鄉土志，往

往詬病其內容粗簡，形式呆板，14但可喜的是，

由於鄉土志內容資料之取得，多半來自當地檔

案，或派人親自調查，因此可信度相對較高，

稱之為某一特定時空下的歷史縮影亦不為過。15

細讀本院典藏，除具此通泛性之史料價值之外，

部份鄉土志，在體例或內容取材上也可見到非

傳統清學部所定形式，茲略述其特色與相應之

價值如下。

一、《新安鄉土志》與《福安縣鄉土教科書》
　　  為本院僅見
　　筆者多年前整理院藏方志時，已注意此二

志可能是孤本，除拙著〈《中國地方志總目提

要》補疑—以院藏方志為例〉一文曾經撰述提

要予以披露外，至今依然未有他館典藏紀錄，16

其珍稀性可見一般。

圖11　 清　張景祁等　《福安縣志》附件　〈福安縣輿圖〉
　　　清光緒十年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志003259∼003270

圖12　 清　張景祁等　《福安縣志》附件　〈福安縣海圖〉　
　　　清光緒十年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志003259∼003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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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　 不著撰人　《朝邑縣鄉土志》　舊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善019220、019221

二、附該縣全境圖者多，頗具研究價值
　　本院典藏的 72部鄉土志之中，別附縣境圖

者總 21部，其中多數集中在印刷本，少數舊鈔

本也附手繪地圖，可想而知，即便清學部未強

制要求繪圖，但以地圖示意，應該已經是當年

作為小學教科書的配備之一，而地圖本身所代

表的，除附加的文物價值之外，作為理解一時

一地的自然、人文地理自具一定作用，還有，

那些沒有繪出縣境圖的，因時代相近，恰恰得

以以之為本，與院藏清史館為修清史稿地理志，

而檄文各地徵集而來的那批以單幅形式存在的

地方圖交互比對（總 148幅）。17（圖 11、12）

三、以古籍殘頁為襯頁
　　以古籍殘頁為襯頁是古代印刷或抄寫書籍

常見的彈性作法，除不失為撙節花銷的好辦法

之外，無形之中也可能保留重要文獻，例如《朝

邑縣鄉土志》、《岐山縣鄉土志》、《晉縣鄉

土志》以嘉慶仿元刊本《資治通鑑》充作襯頁、

封皮與封底（圖 13）；《溫宿府鄉土志》、《新

平縣鄉土志》以《蘇州府志》殘頁為襯頁等等。

四、體例之創新與突破
　　院藏 63種鄉土志，多數採清學部例目編纂，

但仍可見少數自創體例與內容，例如《晉縣鄉

土志》分歷史、地理、格致三門，內容更「參

用兩課歌體以便諸生唱和抒其樂趣」而編輯目

的則不僅僅是培養愛國思想，而是令「諸生聽

講，勿說是教員講書⋯⋯是教汝輩學習世理成箇

上等人庶不至為人所輕視也。」18其體例與編輯

用意已與鄉土志初衷大不相同，此外，第七章

「民族．凡八課」內容述及縣內大姓遷入歷史，

也是清末鄉土志所罕見，相當特別。（圖 14）

五、以實地採編方式獲得修志資料之紀錄
　　鄉土志可貴之處，在於真實記錄一時一地

的真實情況，而資料之取得以「採編」為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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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途徑，河北《望都縣鄉土圖說》在每個章節

列出採訪者姓名，例如「城垣圖說」是教員楊

兆麟、麻鑑本二人採訪撰稿，「北關圖說」是

教員趙廷瑞採訪撰稿等等。（圖 15）還有，河

北《雄縣志》卷前記錄採訪者「高等小學堂董

事增生郭乃文」，謄錄者「高等小學堂司事童

生王俊清」等 13人，採訪兼謄錄者高等小學堂

肄業生張佩卿等 24人，採訪兼繪圖者高等小學

堂肄業生楊玉琳。

代小結
　　有關近代鄉土志之纂輯，其政治教化的原

始目的是否達成，今人實未可知，然通過鄉土

志以了解一地之歷史、地理、民情等卻能輕易

圖14　清　李驥程　《晉縣鄉土志》　舊鈔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善015447、015448

圖15　清　陸保善編輯　《望都縣鄉土志圖說》　清光緒三十一年鉛印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善014646∼014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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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察哈爾省」，置於 1928年，1948年正式取消，與「綏遠省」合併為今之「內蒙古自治區」。

2.  上海書店出版社編，《中國地方志集成—鄉土志專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9）。該書收錄鄉土志、鄉土志教科書、鄉土調查錄，
以及部份采訪冊、風土記等總 341種。

3.  金恩輝、胡述兆主編，《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臺北：漢美出版社，1996）。筆者亦曾初步為院藏罕見 62部地方志撰寫提要。盧雪燕，
〈《中國地方志總目提要》補遺—以院藏方志為例〉，《故宮學術季刊》，18卷 2期（2000冬），頁 117-185。

4.  生卒年不詳，曾任浙江省立第四中學地理教師，著名史地學家張其昀（1901-1985）曾受業其門下。

5.  據統計：1905∼ 1911年間 463種；1912∼ 1949年間總 214種。巴兆祥，〈論近代鄉土志幾個問題〉，《安徽史學》，2006年 6期，
頁 52-58。

6.  不含明以前早期編纂之風土志類書籍，另以「風土」為名的地方志尚含《深州風土記》22卷附表5卷、《渦陽風土志》、《新疆輿圖風土考》
3種，前兩種篇幅大，實已具正規地方志之規模，後者為乾隆間作品，與本文鄉土志意義不同，故皆不列入。

7.  國防部史政局，全名是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現縮編為「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是負責修纂民國軍事史及編譯業務的專門機構。

8.  這批受贈書籍除了「國防部圖書館藏書章」以外，絕大多數扉頁上均鈐有 4公分見方隸書「華北交通株式會社資料之印」戳記，以及含
入藏日期及書碼的圓形隸書「華北交通株式會社」印記（直徑 4公分）兩枚。由此可知鄉土志入藏國防部以前，應該屬於「華北交通株
式會社」所藏。

9.  「清史館」，位址在東華門北側宮牆內，1914年北洋政府就原國史館基礎上所設立之編修清史的專門機構。其館藏除繼承清代國史館舊
藏資料外，亦包含成立之初大量徵集而來的書籍。

10.  鄉土志叢編本收 10種鄉土志，除《宜川鄉土志》外，另 7種有覆本，2種鈔本亦可能鈔自叢編本。

11.  見院藏《鄉土志叢編》首冊（贈善 018744）。

12.  參見李勇先，〈試論晚清民國時期巴蜀鄉土志的編纂及其創新〉，《上海地方志》，2018年 4期，頁 40。

13.  見院藏《陽城縣鄉土志》（贈善 017966、017967）卷前常贊春序，頁 1。

14.  清部頒例目十五門，如後：歷史、政績錄、兵事錄、耆舊錄、人類、戶口、氏族、宗教、實業、地理、山、水、道路、物產、商務，一
般鄉土志大概按此例目填寫，故而有「形式呆板」之譏。

15.  參見范學宗，〈鄉土志淺談〉，收入中國地方史志協會編，《中國地方史志論叢》（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 67-73。

16.  故宮典藏方志，尤其是國防研究院移贈的這一批，基本上都可在臺灣成文出版社早年出版的《中國方志叢書》系列見到影印本，但未收
河北《新安鄉土志》。另《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公藏方志目錄》編號：15-205載（河北）安新鄉土志，所指應即《新安鄉土志》（筆者按：
河北新安縣於民國 3年改名安新縣）。另《福安鄉土教科書》係清史館舊藏，與《福安縣志》同函，疑早年被列為其附件，故未為《中
華民國臺灣地區公藏方志目錄》收載。

17.  本院清史館舊藏方志之中，部份夾藏有非書籍插頁之單幅古地圖，經查總 148幅。詳見盧雪燕，〈蘿圖別藏—故宮博物院典藏清史館
纂辦《清史稿．地理志》徵集地方輿圖探析〉（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古地圖學術研討會，2017年 10月 14日至 15日。）

18. 見院藏《晉縣鄉土志》（贈善 015447、015448）凡例，頁 4。

19. 見院藏《偃師縣風土志略》（贈善 013679、013680），頁 55。

掌握，故宮典藏鄉土志的源頭之一，國防部史

政局，其藏書來自「華北交通株式會社」，此

一日人據華期間組織，何以蒐集典藏？其原因

自然是希望透過這些基礎文獻，以了解各地風

土民情！更何況這些收藏之中，竟還有如河南

《偃師縣風土志略》，甚至將像是將「吊起騾

子教馬看—這是警一戒百，即三人行必有我師

焉之意」，「天河南北，孩離娘睡，天河掉邪，

老飯豆角，天河東西，該穿棉衣—首句言暑熱，

二句言秋成，三句言冬寒。」19這類地方俗諺收

進的。還有，院藏鄉土志來源之二—清史館，

應該也是因為看到鄉土志的史料價值，方才檄

文各地繳送呀！

　　與本院多數動輒數百、數千年歷史文物或

藝術品相較，鄉土志或許微不足道，但其存在

自有其意義與價值，頗值今人進一步探究。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