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型、嬗新与修志为抗战服务
———略述民国 《新修大埔县志》编修特色①

范晓婧

　　提　要：民国 《新修大埔县志》于民国１８年 （１９２９）由大埔旅汕同乡会筹备纂修，付梓之时恰逢抗战军
兴，时局动荡，被迫中辍。民国２９年再拟续印，除新增部分资料外，悉用原稿，至民国３２年最终告成。该志历
时十余载，前期编修，大变革的时代背景投射在方志中呈现出转型与嬗新的特点，后期出版则带有修志为抗战

服务的使命。该志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考证有据，是研究大埔历史、抗战历史、民国历史的宝贵文献资料。

关键词：民国 《新修大埔县志》　编修特色

民国 《新修大埔县志》（以下简称 《新修大埔县志》）是民国大埔县唯一一部邑志，于民国

１８年大埔旅汕同乡会筹备纂修，性质系属民修，付梓之时恰逢抗战军兴，时局动荡，被迫中辍。
民国２９年再拟续印，由时任大埔县长负责筹划补增、付印，性质已属官修，最终于民国３２年全部
告成。该志前后历经十余载，前期编修，受民国肇新、时代巨变的影响，方志转型与嬗新的印迹不

可谓不深，后期则承担着修志为抗战服务的使命艰难出版。虽然诸多磋磨，备尝艰辛，但该志整体

质量较高，在体例结构、书写特色、考证与征引等方面皆有过人之处。然而时至今日，学界对该志

的重视与研究仍不足。本文拟对 《新修大埔县志》编修特色略做述介，以就教于方家。

一　编修历程曲折坎坷
大埔县位于广东省东北部、韩江中上游。东晋义熙九年 （４１３）建置，明嘉靖五年 （１５２６）

改名大埔县，民国２５年 （１９３６）属广东省第六行政督察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归属地多
变迁，１９８８年至今，隶属广东省梅州市。①

大埔县修志活动最早可追溯至明代。明嘉靖三十六年 （１５５７）大埔县志创修，迄民国前，
共续修 （重修）５次 （见表１），平均６０年左右纂修一次。时间序列中，接续排列的县志，表达
出地域社会的历史延续性，以及县邑修志传统的世代传承。

表１　民国前历次大埔县志

序号 志名 主修人 修成时间 备注

１ 嘉靖 《大埔县志》吴思立 嘉靖三十六年

２ 崇祯 《大埔县志》张燮任 崇祯九年 （１６３６）
已佚，民国 《新修大埔县志》叙录

篇中存录 “张燮任序、梁亭表序、

饶堪序各一篇，梁亭表论六篇”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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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志名 主修人 修成时间 备注

３ 康熙 《埔阳志》 宋嗣京 康熙二十五年 （１６８６）

４ 乾隆 《大埔县志》 蔺 乾隆九年 （１７４４）

５ 嘉庆 《大埔县志》洪先焘 嘉庆九年 （１８０４）

６ 同治 《大埔县志》张鸿恩 同治十二年 （１８７３）

（一）民间人士推动县志重修。民国初年，大埔县中已有再修县志倡议， “以时局兀臬不

果”①，１９２７年大埔旅汕同乡会会馆落成， “同乡诸人咸以邑志失修已五十余载，且适经政变，
历史有中断之虞，亟宜及时续修，迭次提出会议表决举行”②，“卒以事体重大、局费不易筹集，

拟议经年，莫能着手”③。１９２８年，时任凤阳关监督的大埔籍人士邹进之 （卷首人物肖像第一

幅）“函致旅汕大埔同乡会，敦促进行”④， “并愿倡捐五千元，另认借五千元，共万元为开办

费”⑤。由此，“诸同乡乃召集会议，设会筹备，征集内外同乡意见，皆愿踊跃襄助”⑥，１９２９年
６月，大埔修志局于汕头成立。志局设于汕头非大埔本县原因有三：其一，时局动荡，“县治恐
滋多障碍，不若汕市较为妥适”⑦；其二，此次修志，“性质系属民修，设局地点只求便利安全，

与县治无与”⑧；其三，汕头为 “南北洋咽喉重地”，交通便利，经济发达，“埔人之营业置产于

此者，指不胜屈，名为第二家乡，则与家乡比，只非祖宗坟墓所在而已”⑨，而 “今志记载旅外

征访与内地并重，筹集经费大部属诸旅外同乡，于局务进行尤不若汕头便也”瑏瑠。修志局聘 “岭

东宿儒”温廷敬为总纂。温廷敬 （１８６８—１９５３），字丹铭，大埔县百侯镇白罗村人，光绪十五年
（１８８９）秀才，曾任岭东同文学堂教习、《岭东日报》主笔等职；于经史互证造诣甚深，著述丰
硕，并长期致力地方志编纂。温除任 《新修大埔县志》总纂外，１９３０年被聘为广东通志馆总纂，
１９３２年中山大学接收通志馆，校长邹鲁兼任馆长后，聘其为主任；１９４６年任民国 《潮州志》编

纂顾问，瑏瑡 对地方文化颇有贡献。该志其余分纂、顾问及征访等人士亦皆大埔先进，“以四个月

为征访时期，就县内八区，每区设征访员一人，补助征访员二人；旅外征访员各随其地方，情形

不复拘定”瑏瑢。至１９３０年９月，除人物门因总纂温廷敬苦心孤诣钻研推敲，“未能及时脱稿”瑏瑣
外，其余大致拟就。１９３５年冬，全稿杀青，付印期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１９３９年６月，日军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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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展开大规模轰炸，汕头沦陷。印务事宜被迫停顿，“印成之卷帙亦散失过半”①。所幸大埔

本县免于日军蹂躏，邑人何矧堂不辞艰险 “将原稿及所存卷帙运回原籍”②，志稿虽得保全，但

付梓搁浅，面世之日未卜，殊为遗憾。

（二）抗战救国背景下再拟续印。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面临空前严峻的民族危机，激

发起爱国知识分子强烈的文化担当意识，国内出现文化 （学术）为抗战服务的思想潮流，方志

界亦不例外。１９３８年黎锦熙提出：“抗战建国，我以为文化界中人要真正负起责任来，第一步工
作，就在给所在的地方修县志。”③ 这一号召在当时引起较大反响。“国难方殷，县政尤剧”④，

“欲人民之爱国，必须使其知本国历史地理之可爱，而对于本乡本土尤甚”⑤，编修地方史志与

抗战连接起来，超越地域乡邦情感的表达而具有爱国、救国的宏大意义。在此背景下，１９４１年，
国民党高级将领罗卓英致函大埔县长，“提倡续印”⑥，“敦促并介绍罗君淑和，负编辑 （未完

稿）、订印、校对之责”⑦。罗卓英，字尤青，号慈威，大埔湖寮岭下村人。１９２２年毕业于保定
军校。抗战爆发后，１９３７年８月参加淞沪抗战，指挥军队与日军反复争夺罗店、浏河一带，血
战月余，备极激烈，伤亡惨重。同年１１月任南京卫戍副司令长官，协助唐生智守卫南京。南京
失守后，任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１９３８—１９４０年先后参加武汉、南昌、长沙保卫战。１９４０年２
月，升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仍兼十九集团军总司令。１９４１年３月，罗指挥军队伏击日军，激战
１４昼夜，取得上高大捷，罗卓英获青天白日勋章。１９４２年，罗卓英被任命为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
官，率中国军队入缅作战。１９４３年５月，罗出任军令部次长。１９４４年１１月，罗任全国知识青年从
军编练总监，提出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口号。１９４５年５月，罗被选为国民党第
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同年８月任广东省政府主席。１９４６年被授予陆军中将加上将军衔。⑧ 罗卓英不
仅是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对日作战的抗日名将，而且饱读诗书，关心乡邦文化。他认为 “方志实史之

缩影也，举凡山川、文物之资料，政教风尚之蜕变，笔之于书，丽之以实用，以反映社会活动之过

程，足资地方建设之基准，其价值之可珍，固无待辞费已”⑨。对于县志续印，罗功不可没。正如

该志刘织超序中所言：“当仓皇戎马间竟能顾念及此，其重视邑志之热诚，良堪钦佩。”瑏瑠

１９４２年，大埔县救济会拨借５万元印刷费，相关工作至此正式展开。此次补订续印，仕宦
游学等表重新调查，党务门增编至１９４１年年底，人物门增加传记多篇，并补增了阵亡将士姓名
等内容，其余，为 “省人力物力”，悉用原稿，因此 “前后纸张不同，未能划一”瑏瑡。至１９４３年
春，“历时十余稔，饱经国家扰攘、人事变迁”瑏瑢 的 《新修大埔县志》最终艰难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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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篇目内容的继承与嬗新
县志创修之后，邑乘再修一般有两种形式，一为续修，一为重修。续修者，如大埔县同治张

鸿恩所修县志，为嘉庆洪先焘志之续修，“已云续修，乃不自为书，每门掺入洪志之后”①。此

类邑志篇目如旧，只补充前志叙事下线后邑中人事物等发展状况。重修则另起炉灶，重新制定凡

例、编排篇目结构，记事不接续前志而是上溯事物发端，但重修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前志，前志

篇目、内容等始终是县志编纂的重要参考和依据，志乘内在地具有 “承前启后”“蜕旧嬗新”的

性质或者说使命。《新修大埔县志》一 “新”字尽显 “更始”意涵，自非续志而为重修。

根据 《新修大埔县志》凡例中的说明，该志纂修时， “旧志吴思立志不传” “张燮任志亦

佚”，而宋嗣京志、蔺 志 “尚未借得”，“所据者仅洪张二志”②。“洪张二志”，从嘉庆朝至同

治朝，清政府和封建统治一步步跌入衰败的深渊，直至西学东渐、革命军起、民国肇造。时代巨

变中，《新修大埔县志》带有深刻的方志转型与嬗新印痕。这种特点，在与洪张二志的篇目对比

中，可以清晰、直观地体现出来 （见表２）。

表２　 《新修大埔县志》与洪张二志篇目对比表

新修大埔县志 洪张二志

类目 正文包括内容 类目 正文包括内容

地理志

沿革、境界、晷度 （附星野）、气候

乡村上 （附户口）

乡村下 （附户口）

山川、险隘、胜迹 （附茔墓）

疆域志 疆域，附分野、气候、沿革

营建志 城池、廨署、黉舍、坛庙、寺观、坊表 山川志
山脉、河流，附形胜、险隘、古

迹、水利

政经志

官制、区划、田赋 （附屯田改赋）、徭

役、盐课、杂赋、捐税、地方收入

经费 （附地方行政机关经费）、仓储、

救恤、兵防、水工、自治、团保、党务

城池志 城池，附街道、津梁、社甲、墟市

教育志

儒学、书院、社学、官学、义学、教育

局、教育会、学校 （中学小学女学师

范）、社会教育 （讲约、乡饮、报章、

宣讲所、阅报社、戏剧）

衙署志 衙署，附裁署、亭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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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新修大埔县志 洪张二志

类目 正文包括内容 类目 正文包括内容

交通志
道路 （附凉亭）、津渡、桥梁、航运、

邮电 （附驿铺考）
学校志 学校，附学田、乡饮、坊表

民生志

农田、水利、物产、林矿、工艺、贸易

（附市集）

殖外

祠祀志 祠祀

人群志

氏族

礼俗

方言

谣谚

公团、宗教 （缺）

寺观志 寺观，附茔墓、义阡

职官志

职官表 （知县、推检、教谕、训导、

巡检、典史附驿丞及递运所、总兵、游

击、守备、千总、把总）、名宦传附

寓贤

赋役志
户口、田赋、经费、耗羡、仓储、

屯田、盐课、杂赋

人物志

列传一：未开邑前人物、宋、元、明

列传二：明

列传三：清上

列传四：清下

列传五：民国

列传六：仕绩上

列传七：仕绩下

列传八：儒行

列传九：文苑 （附艺术、附医）

列传十：忠烈 （附死难义勇）、革命

党人

列传十一：耆德

列传十二：孝友 义行

列传十三：列女 方外

列女表

科目表 仕宦表

封阴表 寿民表

游学学位表 选举表

兵防志 兵防，附寇氛

１１１转型、嬗新与修志为抗战服务



（续表）

新修大埔县志 洪张二志

类目 正文包括内容 类目 正文包括内容

艺文志 书目 驿铺志 驿铺

金石志 金石 风俗志 风俗

大事志
元、明

清、民国
物产志 物产

叙录 灾祥志 灾祥

秩官志 职官表

名宦传 名宦，附寓贤

选举表
选举表，附武科、武职、封典、

援例

人物传
仕宦、儒行、文苑、忠烈、耆德、

义行、列女、仙释

艺文志

由上表可见，《新修大埔县志》在继承部分传统篇目的同时，进行了相当大的更新与调整，

并根据时代发展增加了旧志没有的内容，展现出继承与嬗新的特点。

（一）部分剔除了封建迷信思想，开始利用西方科技与新知识来重新解释与书写。例如，洪

张二志以 《疆域志》开篇，首先记载面积广袤及县治至省、至京师、至其他县界等的里数，将

本县置于帝国疆域的空间坐标体系中，表达 “一统无外”的帝国观念；继而记录县境各界碑位

置，确认一县的施政范围，“王化之同，而申画郊圻，则守土者之心也”①，这其实是作为帝国

官僚体系一环的县官表达接受 “王化”，为王守土尽忠思想。因此 《疆域志》列首位，“疆域既

明，万事可得而志矣”②。疆域之后附星野气候，对此种顺序安排，洪张二志作了以下说明：

“凡志皆先星野气候，而后疆域，以星野气候属乎天，先之者以尊天也。今志先疆域而附以星野

气候，以天之大，不敢冒言，且不敢骤言，但就吾疆域言之耳，其不敢者亦以尊天也。坐井而观

之，持管而察之，一星之行，一气之动，谓非天乎？而遽以谈天则不可。天之大无所不周，其神

无所不运，就吾疆域而附见星野气候，窃比诸坐井云尔、管窥云尔。”③ 这是表达一种以天为尊

的天地人思想。而 《新修大埔县志》以 《地理志》开篇，先列沿革，继而放弃疆域一词代之以

境界，删去了距省会、京城距离，而是细致记录县境形状、东西南北里数远近，并对旧志记载里

数进行考证、勘误、辨析，然后书写与邻邑分界情况，后附录旧志所载四境交界地点里数。如果

说洪张二志是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观念下强调县邑在帝国天下一统体系中的位置，那么 《新

修大埔县志》更多关照县邑自身，尝试以更科学、准确的方法描述本县的地理位置。其后的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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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 《大埔县志·疆域志》，“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 （２１），岭南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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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 《大埔县志·疆域志》，“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 （２１），第３２６—３２７页。



度、气候目，也抛弃所谓 “尊天”思想，而是侧重从近代地理科学的角度排列和记述。如晷度

目下明言 “旧志对于邑之疆域在地球面所占之位置，仅列星野，星野之说难稽，固不若经纬度

可以实测”①。分目正文中推算并记录了县城经纬度，其中说明经度是 “参照最近东方舆地学会

出版之中华形势一览图、最新潮梅明细地图”②，用比例尺推算得出。同时还列举了县城太阳时

及交节时刻，并具体记录了推算过程。同卷气候与人体细目载录医学书局临床病理学诱导篇内容

来解释气压湿度及气温等与疾病发生的关系③，后文记旧志中所谓病症原因，结论得出 “可见昔

之人皆认此等气候病为山风瘴雾之所致，其实霍乱系虎列拉菌之传染病，疟疾系麻拉利亚菌之传

染病，所谓芒茅瘴者不知何所指，岂可认为岭南特有之瘴疠耶”④。利用近代医疗科学知识解释

病理问题，并对旧志迷信观点进行辨正、批驳。此外，洪张二志单列 《灾祥志》一卷，认为

“五行五事之应”，“史家撰志卒莫能废者，盖恐惧修省其理存焉”⑤。古人接受 “天人感应”思

想，认为天象变化是对人的警示，灾祥志正是这种迷信思想在志书中的反映。《新修大埔县志》

摒弃了 《灾祥志》卷，其中所载重大气象灾害归入 “大事志”，而一些没有科学依据的记载如

“民间牡鸡产子”⑥ 等则不予采纳。

（二）增加了部分洪张二志没有的篇目及内容。“教育、交通、民生、人群四门皆前志所未

有”⑦，其中不仅涵括洪张二志记述范围，还增加了时代转型中出现的新事物，如教育志中的中

学、小学、女学、师范、教育局、教育会、宣讲所、阅报社，交通志中的邮电；人群志中的公团

等。尤其是民生志殖外篇的设置，尽显时代与地域特色。由于 “近数年来，地方丧乱殴民而流

离四方，各乡村竟呈特别萧条景象”⑧，大埔县 “侨外人数几不亚于在乡”⑨。设置殖外一篇，记

述旅居国内各地及国外包括南洋、东洋、西洋及美洲各埠埔人营业、人数等情况，表达 “乡邑

为吾人根本”，希望旅外邑民归乡建设，同心协力恢复 “仙乡乐土”瑏瑠。

（三）对已有篇目重新调整归类。如，洪张二志中的风俗志内容归入人群志礼俗目，“于不

大变迁之风俗，照旧志抄存而加以按语，于旧志未详之礼制，及现在变而未定之状况，则分别纪

载，以补其未备。国度方新，亦言制作者参考之一资料也夫”瑏瑡。这体现出新旧杂糅、承前启后

的特点。

（四）《新修大埔县志》篇目内容受到总纂温廷敬研究专长与学术倾向影响。温廷敬对偏重

著录、考证古代青铜器和石刻碑碣上的文字铭刻及拓片资料以达到证经补史目的的金石学，造诣

颇深，著有 《广东通志金石略补正》《大埔金石志》等。同时，温氏在广东人物研究方面更是潜

心多年，发表过不少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文章。这种研究喜好和专长体现在县志编纂中，表现为

单列金石志篇目，以及一改旧志人物志肤滥的弊病，以研究的姿态对待人物志编纂， “博考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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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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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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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 《新修大埔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第２２册，第１７页。
民国 《新修大埔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第２２册，第１７页。
民国 《新修大埔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第２２册，第２３页。
民国 《新修大埔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第２２册，第２４页。
同治 《大埔县志·灾祥志》，“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 （２１），第４２９页。
同治 《大埔县志·灾祥志》，“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 （２１），第４２９页。
民国 《新修大埔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第２２册，第６页。
民国 《新修大埔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第２２册，第２３７页。
民国 《新修大埔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第２２册，第２３７页。
民国 《新修大埔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第２２册，第２３７页。
民国 《新修大埔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第２２册，第３２７页。



书，务求正确，增删润色，惨淡经营”①，使该志人物志呈现出鲜明的革新特色，“确有可纪而

旧志简略者必广搜博采，务求事实完备且不徒摭拾，要在融会贯串、叙述合法、神采如生，

以资读者之流连……至于子弟荣贵表及父兄乡人请托，滥登庸行，黄茅白苇一望皆同，虽未便删

削，或量为归并或改入附表，其实为名流，事实无考者止得视此，妇女节烈无事实者亦同

此例”②。

三　文本书写特色述介
（一）民修与官修相结合的文本表现。方志纂写讲究据事直书、述而不论，尤其是官修志

书，因为 “具有政绩与官方建档的意义”，所以 “私人的声音往往被尽量排除”③。但 《新修大

埔县志》前于民国１８年由民间人士推动启修，其性质属于民修，然至１９４１年重拟续印之时，已
是由县长主持编修，性质变为官修，因此该志呈现出官修与民修相结合的文本特色。民修方面，

编纂者大胆提出自我观点，直言不讳，言辞犀利。如卷６《政经志》田赋目，详列田赋征收诸事
宜，最后单列 “征收弊窦”条目，直言 “吾国田赋弊混丛生，吾邑亦无庸讳饰。其弊之所在，

上则侵蚀国家，下则勒索人民”。随后归纳了两项侵蚀国家的弊窦：“白单中饱也” “大头小尾

也”。又指出导致勒索人民情况的原因 “钱粮计算之法至为繁复”。其后条目为 “最近布告计算

法”，收录民国１７年大埔县按广东财政厅要求公布的钱粮计算简表，表后指出 “虽列简表布告，

然欲人民尽能了解，犹属不可能之事”，接着，编纂者提出自己主张的解决办法：“第一步，应

先删除一切名目……第二步，应彻底清丈田亩……”最后，编纂者认为 “逆料将来国家政治清

明，必有实现之一日也”④，言外之意目前非政治清明之时。再如，卷１１《民生志》下殖外篇，
纂者写到，县邑穷困民多流离四方， “区区三十万众反致不能养活”，慨叹 “政府固无以对吾

民”⑤，对当时政府的不满与埋怨毫无隐晦。官修方面，设置体现官方意识形态与执政党意志的

内容。如该志卷７《政经志》党务目，分７个时期———兴中会时期、中国同盟会时期、国民党时
期、中华革命党时期、中国国民党时期、国民党清党时期、现在时期，记述大埔县国民党发展历

程，其后置 “增编”一目，由县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唐人纂述，记述该县国民党党务大致情形。⑥

（二）使用按语对所引文献辨析、评述。按语，一般指 “编著者经过查考核实以后而写出的

结论、看法、提示或评论等”⑦，该志充分利用按语 （案语），增强了文本记载的严谨性、可靠

性。如卷１《地理志》细目：“唐虞三代，大埔为扬州南裔地，至周末有百越之名 （旧志）。禹

贡淮海惟扬州，自淮而南至海，则大埔地包括在其中。汉书秦徙中县之民与百粤杂处，所谓百粤

者亦作百越。盖因古者江浙闽粤之地为越族所居，如闽粤在福建，南粤在广东。又 《太平寰宇

记》：‘潮州，古闽越地。’是大埔在百粤之内。”后加按语：“廷敬案，欧阳? 《舆地广记》谓

潮州同时为七闽地，与 《太平寰宇记》谓古闽越地，同较百粤说为长。”⑧ 对所引文献进行辨析

并表达编者观点。又如，卷１３《人群志》风俗目载：“吴府志，大埔质朴素俭，不喜浮夸，其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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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而愿。”后接按语 “星按：此志在百年以前确系实录，今质朴俭素虽变，而相差未远。文明日

进，野固渐免，而浮夸之习亦日甚矣。”① 通过按语对所引文献作出评述，古今变化浮动于字里

行间中。除条目后接按语外，该志还于分目记述完结后，用案语对文本整体作考证、评述。如卷

１《地理志》沿革目结尾记 “廷敬案……”对古史文献县域记载进行考辨论证，提出疑问，作出

分析，得出结论：“旧志之说，固附会臆断，然亦非无因……故列举而辨证之，虽其中尚多悬

疑，然自谓不无所见，尚望海内硕学有以教我也。”②

（三）广泛运用夹注。旧志注解文字常采用双行小字夹排在正文中间，并排两字约合正文一

字大小，此即夹注，或称随文注、文中注，此种形式既不影响文气连贯畅通，又能丰富资料、厘

正文字、补充情况、解释文本。③ 《新修大浦县志》全篇广泛使用夹注，其内容之多甚至可与正

文媲美。总体来说，该志夹注主要有下述几种用途：

１用夹注标注资料来源与文献出处。注明出处，证实资料真实可考，是志书 “信史”属性

的内在要求，亦是体现编纂者学风态度的重要方面。该志凡例说明：“志乘纪载无征不信，地志

引书注明出处。……兹编于所采原书不加改窜者 （惟地名等不在此例），则末仅注某书而已，或

有兼采他书亦间逐段注明，其融会剪裁者，则注据某某参修，于述作之意兼重，庶免偏执之

讥。”④ 这些出处文字多采用小字夹注形式书写。如条目 “晋初立海阳县，即旧揭阳县地。成帝

咸和元年分南海为东官郡，以海阳地分绥安等三县。安帝义熙九年分东官郡、海阳等四县为义安

郡”，其后小字夹注 “据 《宋书·州郡志》修，详见辨证”⑤。在人物传记部分，这一特点体现

更为明显，每则传记后皆附夹注说明出处来源。如卷２２《人物志·张龙云传》，其后夹注 “据访

稿修”⑥。卷１９《人物志·邱道光传》，其后夹注 “据蔺志、洪志、府周志参修”⑦。卷２３《人
物志·何世枢传》，其后夹注 “旧志”⑧。

２用夹注存录文献资料。如卷５《营建志》学宫目，在记述相关建修历史后小字夹注 “饶

相 《重修大埔县儒学记》”⑨；卷１３人群志风俗目末用夹注 “附录前贤关于吾埔风俗之著作如

下”瑏瑠；卷６《政经志》社甲之沿革条目夹注旧志按语瑏瑡。卷４《地理志》胜迹目，由于 “旧志

所举形胜与古迹亦多缺略，兹摘其山川奇胜处及寺观之风景佳胜者，并系古今题咏以实此篇”瑏瑢，

因此该篇各条目后多夹注相关诗文题咏，志乘信息容量得以拓展，增强了文本的资料性、可读性

及参考价值。值得注意的是，该志 《艺文志》对所录书目介绍或书序，皆采用小字夹注形式。

此形式既可保存史料文献，又极大缩减了志书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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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编：《上海方志研究论丛》（第３辑），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１７年；赵心田：《新方志注
释论》，《中国地方志》１９９５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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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用夹注补充情况或解释说明。如卷１０《民生志》水利目采用夹注对所载陂塘方位情况等
作介绍。卷１３《人群志》风俗目载： “宗人序事以齿以贤”，夹注 “星按：旧俗宗族间虽亦徇

齿，然更徇昭穆”①。此按语以小字夹注形式对所载事项进行解释说明。又如卷１《地理志》条
目记农家谚语 “人怕老年寒，禾怕八月旱”，夹注 “旧历”②，对月份作补充说明避免新旧混淆，

凸显志书编纂的严谨性。再如卷３《地理志》大产甲目载，“区署南八里，东接东城，北接梅山，
面积纵一里横半里，居民五十四户三百一十三人”，其后小字夹注 “罗姓二百五十一人，赖姓三

十五人，麓姓二十七人”③，对所录事项作进一步补充，充实了文本内容。

４以夹注载卷前小序或分目提要。志稿部分标目下夹注序文，阐述该目之或义例或旨要或
评论。如卷５《营建志》城池分目下夹注：“古代设官，守土坚城为重。现世极具进步，城池之
险已不足恃，繁盛之区且纷议拆城辟市矣。然吾邑以偏僻之地，筑城二座……固志吾邑营建，一

因旧例首列城池，所纪诸端，亦沿旧志，字句间有因时代不同者修之，事实上或有变更存废处，

各附注其下，或按述其后。”④

５用夹注厘正文献错讹。如卷１《地理志》载 “康揭阳移治，故陂阳县改曰陂县”，小字夹

注 “当作阳”⑤。

６用夹注作文献比对。如卷１《地理志》境界目载 “旧志谓东西广二百二十里”，夹注 “阮

通志作二百一十里”⑥，利用夹注承载、展示另一种信息以资读者辨别，增强了志稿的准确性与

可信度。

（四）大量使用表格。《修志事例概要》（１９２９）规定，“志书中应多列统计表。如土地、户
口、物产、实业、地质、气候、交通、赋税、教育、卫生，以及人民生活，社会经济各种状况，

均应分年精确调查，制成统计比较表编入”⑦。该志大量使用表格记录调查资料、统计数据，如

《大埔逐节日出日入时分表》 《大埔逐节光黑时分表》、县内各类学校统计表、 《氏族调查表》

等，表格内容约占全书近１／４篇幅。《人物志》中 《列女表》 《科目表》 《仕宦表》 《封荫表》

《寿民表》《游学学位表》《选举表》的使用，则起到 “文省事明”⑧ “囊括无遗”⑨ 作用，改善

人物传记 “繁晦至于不可胜矣”瑏瑠 之弊病。

（五）灵活运用 “考”。“考”是方志编纂的一种重要体裁，有考证、考订之意，可起到保

存历史资料、厘清历史问题的作用。该志灵活运用 “考”，增强了志书的学术性、科学性、严

谨性和资料性。如卷５《营建志》黉舍目载 “从祀考”瑏瑡 一则，梳理从汉安帝至同治十一年

（１８７２）先贤先儒先后入祀历史；再如卷１２《人群志》氏族目记录 “客族来源考略”瑏瑢。该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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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考”更多以 “备考”形式出现，即补入与正文相关的重要资料以备考查。如卷９《交通
志》邮电目附驿铺考，录入旧志所载邮电未兴前驿铺情况 “以备考据”①。再如卷６《政经志》
花户名册目，指出 “此簿内所列米石数目，与民间自知应纳之数目，则毫无差异。故征收之

际，此种名册实为最重要之底册”，因此 “兹照录于后以备查考”②。该卷另一目徭役说明清代

税赋改革后 “徭役之名遂成历史”，“邑中之徭役若何，已不可详考”，因此 “兹就旧志所存留者

录之，以供查考”③。

（六）抗战史料及时入志。《新修大埔县志》前期采访入志之事止于１９３０年秋，至１９４０年
再拟续印时，“吾埔人物若忠烈、若仕宦、若学位，有功于国、有名于时，足令人钦仰者，不知

增加几许”，因此 “重新调查详细补入”④，此次补入内容之一即抗日阵亡将士情况。该志将抗

日烈士归入人物志忠烈类⑤，根据表格，从１９３７年 “八一三”事变至１９４１年第二次长沙会战，
大埔县共有４５人牺牲，表格记录了这些抗日烈士的姓名、年岁、籍贯、职级、部队番号及事略
（包括牺牲时间地点）等项，烈士 “何天杰”备考一栏还记录了罗卓英为其遗像所题词句：“我

有军需，何君天杰。相随抗战，懋著功烈。安义成仁，干才遽折。永念斯人，中心蕴结。”⑥ 志

书记录是对烈士的肯定与表彰，是对烈士亲人的精神抚慰，同时也凸显出志书的资料属性，章学

诚讲 “修志有二便：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⑦，正是当时县志纂修人的访查与书写，为后人

永久地留下了宝贵的大埔县抗战史料。

综上所述，《新修大埔县志》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质量较高。如编者言：“虽不敢自信完

备，然记载内容约比前次续修者增十分之四五。自问邑中事项可能调查者已勉力调查，此外搜求

考证亦颇费心力，尽其责焉云尔。”⑧ 该志诞生于民国前期，出版于抗战后期，在时代的巨变与

动荡中，其继承与嬗新的转型方志特点与修志为抗战服务的情怀表达成为其别具一格的特色。该

志是研究大埔历史、抗战历史、民国历史的宝贵文献资料，其篇目安排、内容取舍、文本书写等

可圈可点，对今天的地方志纂修也有重要借鉴意义。但由于时代、阶级局限，该志对农民起义等

持否定、敌视态度，这是今天我们应该严正批判的。

（作者单位：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抗日战争志专项工作室、

方志出版社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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