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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嘉定志书志书：：人文历史的百科全书人文历史的百科全书
““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持续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持续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地方志的内容包罗万象地方志的内容包罗万象，，涵括了一个地区的政治涵括了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经济、、社会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情况文化等方方面面的情况，，历史掌故历史掌故、、人文轶事人文轶事、、风土人情风土人情、、山水城林山水城林，，分类详分类详

尽尽、、始末清晰始末清晰，，可以说是一方一地的可以说是一方一地的““百科全书百科全书”。”。

嘉定早在宋末元初嘉定早在宋末元初，，就编纂了第一部地方志书就编纂了第一部地方志书《《练川志练川志》。》。其后其后，，修志之风延绵不断修志之风延绵不断。。嘉定地区先后出现过嘉定地区先后出现过6060 余种乡镇志余种乡镇志，，而志书以外的文献而志书以外的文献，，诸如年鉴诸如年鉴、、地情资料等数量也十分可观地情资料等数量也十分可观。。去年底去年底，，嘉定启动了嘉定启动了《《嘉定区志嘉定区志》》的编纂工作的编纂工作，，记录记录

19931993年嘉定撤县建区后到年嘉定撤县建区后到20102010年的发展情况年的发展情况。。由此可见由此可见，“，“志说嘉定志说嘉定””历史传承悠久历史传承悠久。。那么那么，，嘉定历史上修的第一部志书记载了什么嘉定历史上修的第一部志书记载了什么？？嘉定总共修了多少志书嘉定总共修了多少志书，，修志的成果如何修志的成果如何，，在修志的过程中又有哪些故事在修志的过程中又有哪些故事？？不妨让我们细细不妨让我们细细““聆听聆听”。”。

教化嘉定历来就有纂修地方志书的优良传统，清代著

名学者、乡贤钱大昕先生不仅亲身参与多部地方志书的编

纂，而且提出了关于地方志的真知灼见，他说地方志是“一

方之征信”,有“经世之道”和“治政之道”的重要功能，是了

解地域历史文化的百科全书，因而也是官方和民间的必读

之书。

早在宋末元初，嘉定文人秦辅之就以私人之力，编纂

了嘉定历史上第一部地方志书《练川志》，此志尽管佚失，

但从元代著名文人学者杨维桢为此书所写序言的片言只

语中，仍可以大致了解这部志书的门类和规模。这是一个

良好的开端。之后，嘉定人对编纂地方志投入了极大的热

情，县志以官修为主，也不乏个人纂修。据统计，自1218年

嘉定建县至 1992年撤县建区前，嘉定历史上先后出现过

18部县志，其中有6部已经失传，主要是因系手稿本，而又

未能及时出版印刷所致。但流传至今的这 12部志书也堪

称洋洋大观，留下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治县经验，是宝贵

的历史文化遗产。

嘉定现存的第一部地方志，是明代正德年间由都穆纂

修的《练川图记》。此书已有五百余年历史，都穆是当时苏

州的著名文人学者，受时任嘉定知县陈渊的聘请，专程来

嘉定实地考察，搜集史料，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这部志

书。此志全书仅一万八千字，简明精当、要而不繁，但不免

失之简单。之后，县志的体例渐趋宏大，内容也更加丰

富。明清两代，嘉定的地方志数量最多，尤其是清代康熙

平定三藩叛乱后，大力倡导文治，掀起了编修地方志书的

高潮。有清一代，嘉定共修了7部县志，其中光绪《嘉定县

志》以体例科学，取材严谨，持论中肯，内容丰沛，为质量最

高，得到志书界的高度评价。新中国成立后至撤县建区，

嘉定又先后三次编纂过县志，传承了盛世修志的优良传

统。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嘉定县人民政府曾将编修新县

志列入当年的“嘉定实事工程”之一，予以高度的重视。

1992年出版的《嘉定县志》，以其较高的质量，获得全国新

编地方志二等奖。这些成果的取得，除了政府重视外，也

同嘉定的文人学者积极参与有关。龚弘、唐时升、李流芳、

苏渊、许自俊、张陈典、王初桐、杨震福、黄世祚等这些历代

文化精英人士，抱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不畏艰辛、清

苦，都曾参与过县志的编纂，为家乡的文化事业作出了重

要贡献。

乡镇志历来都由个人修纂，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由地

方政府组织编写。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嘉定地区曾先后

出现过60余种乡镇志（含已划出的乡镇），这是微观的地方

志书，清晰地记录了这些乡镇的历史变迁，留下了许多弥

足珍贵的史料，俾以弥补宏观历史的不足，不少史料已进

入海内外学术界的视野。在传统农村向城市化转型时期，

这些记录各具自身特色的乡镇志书，其价值更为凸现。

嘉定素有文献之邦的美誉，历史文献十分丰富。据不

完全统计，嘉定历史上共出了二千余名文人学者，四千余

部著作，文献之多，浩似烟海。除了历代编纂的各类县志

和乡镇志外，还有数量众多的史料笔记、报章杂志、文人别

集，以及一定数量的未刊手稿，尽管历经朝代更迭、兵燹劫

难，仍有大量的地方文献存于国内外的图书馆、档案馆，以

及私人藏家手中。这些文献是嘉定宝贵的文化遗产，呈现

出鲜明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同时也是亟待整理、研究、

出版的文化富矿。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随着新一轮地方志书修纂工

作的全面展开，地方文献的潜在价值开始受到了人们的关

注。嘉定县志办公室出版了清光绪《嘉定县志》及民国《嘉

定县续志》的今译本。尽管人们对出版今译本这种形式颇

有争议，但在当时地方史料十分匮乏的历史条件下，这两

部今译本对引导人们去阅读和研究嘉定地方史，仍有很大

的启示作用。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嘉定出版了一批地方文献，其中

既有新编撰的，也有对历史文献重新进行整理的。嘉定地

方志办公室编辑出版了《嘉定古今》、《嘉定纵横》、《嘉定春

秋》、《嘉定史话》等四部研究嘉定地方人文历史的丛书。

之后，又编辑出版了《练川古今谈》（1―7辑），以及《嘉定之

最》、《钱大昕研究》、《嘉定文化研究》、《嘉定古代著作类

聚》、《嘉定近现代著作类聚》等书籍。这些著作和刊物，展

现了嘉定文史工作的研究成果，受到了海内外文史工作者

的好评。著名地方史学者来新夏教授说：“《练川古今谈》

从内容到形式都富于创意，也很有价值，我每期必看。”与

此同时，嘉定区政协组织有关人员编写出版了《人文嘉定》

一书，此书融史料性、学术性和文学性于一体，对普及和传

播嘉定历史文化提供了一本准确而通俗的读物，受到广大

读者的好评，短短两年中，一版再版。此外，区政协还编辑

出版了《嘉定文史资料》（共30集）、《浦泳先生纪念文集》、

《嘉定名医葛成慧》、《嘉定抗清斗争史料集》、《抗战的嘉

定》、《嘉定1949》等文献史料。嘉定区文广局组织编撰《嘉

定文化丛书》计划出13种，现已出版了《海上绝技－嘉定竹

刻》、《千年教化――嘉定孔庙》、《钟灵毓秀――嘉定现代

名人》、《世代永宝――嘉定文物》、《逸韵清扬――嘉定诗

选》、《练水风雅――嘉定四先生诗文选》等6种，这些书籍

注重文化的整合和更新，以富于个性的清新语言，以全新

的形式诠释嘉定文化，受到读者好评。

嘉定还组织有关专业人员，系统整理注释了嘉定历史

上一些代表性的著作，如已出版了《嘉定钱大昕全集》、《嘉

定王鸣盛全集》、都穆的《练川图纪》、朱子素的《嘉定乙酉

纪事》、金元钰的《竹人录》、程庭鹭的《涂松遗献录》、《练水

画征录》、吕舜祥的《明清嘉定诸生录》。这项工作正有计

划地进行，李流芳、唐时升、娄坚、程嘉燧、侯峒曾、黄淳耀，

这些嘉定历史上标杆人物的著作，将在今后数年内陆续整

理出版。“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相信嘉定将会更加关注地

方文献的整理、研究和利用。

文献之邦 源远流长

传承文明 资史育人

《嘉定年鉴》作为一种志书，始创于 1990 年，至

2012 年已先后出版 22 卷。这种体例的年鉴全面系

统、翔实地按年度汇辑嘉定各方面的资料和信息，是

嘉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的信息总汇会等领域的信息总汇。。自自

20072007年该年鉴被年该年鉴被““中国年鉴全文数中国年鉴全文数据库”全文收录后，

浏览量和下载量已超过 200余万次。也就是说，嘉定

发生的大事、特事、新事、要事，在全国、甚至全球都可

以查得到。

《嘉定年鉴》全书分为政治、经济、建设、科教文卫、社

会、人物、乡镇概况等部分，嘉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资料

等编入附录。在编纂过程中，其框架设计逐渐充实完善，

自第七卷起增设专文卷起增设专文，，第十卷起增设专记等栏目第十卷起增设专记等栏目，，时后根时后根

据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据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增设上海国际汽车城增设上海国际汽车城、、嘉定新城嘉定新城、、私私

营经济营经济、、旅旅游业、现代服务业等栏目，逐步形成特色栏目。

一本年鉴知晓嘉定大情小事

都穆与《练川图记》
元末文人秦辅之的《练川图志》是嘉定最早的县志，

可惜未能留下，已经失传。而明代都穆的《练川图记》就

成了嘉定现存最早的县志。都穆，字玄敬，号南濠先生。

吴县（今属苏州市）人。都穆出生于文人家庭，他的父亲

都邛是当时吴地一带的著名笔记小说作家，曾写有《三余

赘笔》。都穆从小受家庭熏陶，7岁就能诗文，与同乡著名

文人雅士唐寅是好友，号称“姑苏双杰”。

明代弘治十二年（1499），都穆中进士，授工部主事，

官至礼部客司郎中、太仆寺少卿。后告老还乡，住苏州阊

门南濠里，“放情山水，绝迹公府，夜读不息”。但赋闲在

家的都穆仍然好学不倦，刻苦攻读，传说苏州有人夜里成

婚娶妇，因天雨灯灭，到处讨火不得，便有人介绍去阊门

南濠里都家，因为都穆一定在点灯夜读。都穆以学问称

博，用意精勤知名于世。于诗学颇为留意，所著《南濠诗

话》在后七子诗派兴起之前较有影响。他的史学功底扎

实，文章以简约练达见长，著有《听雨纪谈》、《都公谈纂》、

《史外类钞》等，他还喜好搜集文献，是江南一带的著名文

人学者、金石学、藏书家。

明代正德元年（1506），陈渊任嘉定知县，陈渊系进士

出身，重教化，喜文史，上任后就决定由官府出资，编修一

部县志，并写信把此事告知正在南京任江南监察御史的

好友李廷梧，请他推荐人才。李廷梧便推荐同榜进士、好

友都穆担纲。此时，都穆正在南京担任兵部武库清吏司

主事，明代南京尽管也设六部，但平日事务很少，其实是

一个闲职。再加之当时嘉定县归苏州府治，也属吴地，风

土人情较为熟悉。因此，他就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为了写好这本县志，都穆专程从南京赶到嘉定，实地

考察，当他打听到前人秦辅之曾以私人之力，编撰过一部

《练川图志》书稿，而嘉定文人沈湘家就有此书的稿本，都

穆就拜访沈湘，借阅参考这部书稿，并热情地邀请沈湘协

助他一起编纂县志。

都穆十分认真地编纂这部县志，从正德元年（1506）
至正德四年（1509），历时4年，书稿终于杀青，书名《练川

图记》与秦辅之的《练川图志》仅一字之差。练川，即练祁

河，也是嘉定的雅称。书中运用了不少秦辅之《练川图

志》书稿中的成果，故“多知故实，复有以相之”。表达了

两志之间的承接关系。《练川图记》上下两卷，分建置、城

池、山水、风俗、户口、物产、田赋、公署、儒学等 26个门

类，《练川图记》附县境、县治、儒学图3幅。图志、图记是

地方志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编纂形式。图，是指一个行政

区划的疆域图、沿革图、山川图、名胜图、寺观图、宫衙图、

关隘图、海防图等；经、记，是对图的文字说明，包括境界、

城池、官署、乡镇、道里、户口、物产、赋税、人物、风俗等。

《练川图记》的长处是门类全面，文字精练，但缺点是

内容失之简单，全书仅一万八千余字，作为一县百科全书

的史志，其容量尚嫌不足。然而，《练川图记》在嘉定县志

的编纂历程中，最重要的是开启作用。之后，所有的嘉定

的县志都由官修，门类随之增多，内容愈加丰富，史料更

加确切。都穆在嘉定时，正逢重筑孔庙前的应奎山，应知

县陈渊的邀请，还写了《儒学重筑应奎山记》的碑文。

相关链接相关链接：：
嘉定历代县志一览嘉定历代县志一览

元元《《练川志练川志》》二卷二卷 秦辅之纂秦辅之纂（（已佚已佚））

明明《《练川志练川志》》一卷一卷 曾鲁曾鲁 周璇纂周璇纂（（已佚已佚））

明明《《练川志稿练川志稿》》浦杲纂浦杲纂（（已佚已佚））

明正德明正德《《练川图记练川图记》》二卷二卷 都穆纂都穆纂 中华书局二中华书局二0000六年出版六年出版

明嘉靖明嘉靖《《嘉定县志嘉定县志》》五卷五卷 龚弘纂龚弘纂（（已佚已佚））

明嘉靖明嘉靖《《嘉定县志嘉定县志》（》（共十二卷共十二卷 存九卷存九卷））浦南金纂浦南金纂 南京图书馆藏本南京图书馆藏本

明万历明万历《《嘉定县志嘉定县志》》二十二卷二十二卷 张应武张应武、、唐时升等纂唐时升等纂 万历三十三年刊本万历三十三年刊本

清康熙清康熙《《嘉定县志嘉定县志》》二十四卷二十四卷 苏渊等纂苏渊等纂 康熙十二年刊本康熙十二年刊本

清康熙清康熙《《嘉定县续志嘉定县续志》》五卷五卷 许自俊等纂许自俊等纂 康熙二十三年刊本康熙二十三年刊本

清雍正清雍正《《嘉定县志补编嘉定县志补编》》五卷五卷 秦立等纂秦立等纂（（已佚已佚））

清乾隆清乾隆《《嘉定县志嘉定县志》》十二卷十二卷 张陈典等纂张陈典等纂 乾隆七年刊本乾隆七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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