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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迄今最大的旧志文献整理工程

《连云港历史文献集成》
点校整理工作全部完成
6册“简体版”将满足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

为积极贯彻落实文化传承
发展座谈会精神，6月3日， 市地
方志办公室在朐山书院举行《连
云港历史文献集成》（简体版）发
行式暨分享会，标志着我市迄今
最大的旧志文献整理工程———
《连云港历史文献集成》 点校整
理工作全部完成。

2018年，市地方志办公室积
极贯彻落实《江苏省地方志工作
条例》，围绕市委、市政府“申报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重大决策，
主动启动实施连云港文脉整理
工 程———《连 云 港 历 史 文 献 集
成》点校整理工作。历经五年努
力，涵盖从明代到民国，从州到
县，从综合性志书到诗文集在内
的19部文献全部点校整理完毕，
顺利出版发行。《连云港历史文
献集成》目前拥有珍藏版（宣纸
线装繁体竖排）和精装版（圆脊
精装简体横排）两个版本。珍藏
版分一、二、三辑，6函46册220余
万字，繁体竖排，宣纸线装，古韵
盎然；精装简体版分6册，扫除了
旧志文献在语言、文字、标点、版
式等方面的障碍，方便读者读志
用志。

《连云港历史文献集成》系
统梳理了我市历史文化资源，保
护和抢救了地方文化遗产，创造
了我市文化史上的多个第一：第
一次探本溯源，广泛收集、精准
访求，对连云港地区历史文献进
行全面梳理； 时间从明代到民
国，地域从州到县，基本厘清连
云港地区文化脉络， 覆盖面之
广、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前所
未有；有不少文献是第一次整理
出版，如《复山鸿集》和5部《赣榆
县志》， 为连云港地域文化研究
提供了更多更好的第一手资料；
文献第一辑获第二十三届华东
地区古籍优秀图书奖二等奖，是
我市第一次获此类奖项；政府领
导，方志办主持、财政支持，编纂
一部前无古人的大型历史文献
丛书， 在连云港历史上是第一
次。

“今年以来， 市地方志办公
室贯彻落实十三届市委第三轮
巡察整改要求，落细落实工作任
务，加快工作进度，实现了简体
版顺利出版，旧志文献整理整体
走在全省前列。下一步，我们将
深入挖掘、深度阐释我市历史文
化资源，推出更多凝结港城干群
务实创新、拼搏攻坚的时代记录
和精品力作， 为加快 ‘后发先
至’， 建设人民期待的现代化新
港城贡献史志智慧和力量。”市
委党史工办、市地方志办公室主
任陆瑞萍说道。

□ 张晨晨 于冰清

五载青灯古卷，解码一座城的文化基因
———220余万字《连云港历史文献集成》背后的那些事

修志立典，存史启智，以文化人。千百年
来，中国人发展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源远
流长的国史地志家谱体系，形成了悠远深厚
的人文传统，这离不开一代代史志人的使命
传承、治学担当。从2018年至2023年，历经五
年光阴，充箱盈架，220余万字的《连云港历
史文献集成》背后，饱蘸着港城史志人“青灯
古卷不辞累，皓首穷经苦犹甘”的一片痴心
和执着精神，只为城市文脉的延续。

抢抓新契机

打造“申名”品牌

蓝提花的函套， 透出古韵的典雅；宣
纸、竖排、繁体字，浸润跨时空的沧桑……
这是《连云港历史文献集成》（繁体版）所浓
缩出的地方文化底蕴， 贮存着一座城的文
化基因。

连云港古称“海州”，历史悠久，民风淳
厚，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方志佳作。据不完
全统计， 连云港地区旧志文献现存21部，涉
及地区建置沿革、人口变迁、田赋盐税、山海
形胜等内容，是十分珍贵的地情文献资料和
历史文化遗产。“上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
我市对部分历史文献进行了影印和点校整
理，但不全面、不系统，既不能满足广大读者
了解地方历史文化的迫切需要，也难以勾勒
出连云港的文脉全貌。” 市委党史工作办公
室、 市地方志办公室原主任徐勤飞回忆道，
强化历史文献的系统整理，势在必行。

2017年，市委市政府作出申报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的重大决策，市地方志办公室顺时
而为，主动融入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和重点
工作，调研了方志类文献点校与整理、地方
通史编纂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决定编辑《连
云港历史文献集成》《连云港通史》， 以期为
文化强市建设和“申名”工作作贡献。

为大力推进这项工作，市地方志办公室
专门成立编纂委员会， 并由本单位相关人
员及本地和广陵书社的8位文史专家组成
点校整理班子， 从现存的21部文献中精选
19部，决定以点校方式，分繁体珍藏版和简
体普及版出版，满足不同层次、不同需求读
者的需要。

遍寻故纸堆

啃透“底本肌理”
点校古籍，版本是基础。到底以何种底

本作为点校依据呢？在选取的19部历史文献
中，只有《隆庆海州志》《康熙海州志》《嘉庆
海州直隶州志》《古朐考略》4种州志和《云台
山志》《云台新志》2种山水志有点校本，其余
的都只有影印本甚至手抄本。 还有的底本，
或上下册分藏两处，或残缺不全。于是，市地

方志办公室主动与各图书公藏机构、民间文
史爱好者协商，积极、耐心地沟通协调，争取
拿到最原始、最完善的版本。

“这一过程中，我们首先翻阅了《中国地
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总目摘要》《江苏
旧方志提要》 等工具书， 整理出有价值的信
息，之后辗转北京、杭州、南京，与各路史志专
家、地方志爱好者协调沟通，消耗巨大精力。”
市地方志办公室方志年鉴处二级主任科员王
佳生回忆道，底本搜集那段时间，他满世界奔
波，就像“大海捞针”，无论是对公协调，还是
动用私人关系， 均不放过哪怕一个有用的细
节，“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小时内就能打几十通
电话，动员上百号人，直到把电话打到没电，
就为了一点有价值的线索。”

其中，《康熙重修赣榆县志》和《万历赣
榆县志》 的底本搜寻尤为不易，《康熙重修
赣榆县志》第二、三、四卷在赣榆区档案馆
找到， 第一卷在南京图书馆找到；《万历赣
榆县志》 的底本则辗转从民间地方志收藏
者处找到。

但不是所有的努力都能有收获。有一次
他们在网上“地毯式搜集”，突然看到一则有
关“东海县志”的基础信息，这让他们眼前一
亮，但整体梳理下来发现，相关线索非常少。
即便如此，史志人“刨根问底”的职业追求让
王佳生等人没有放弃， 又是新一轮协调联
络、反复求证，甚至电话打到了北京。“无奈
还是没找到这本传说中的县志。” 王佳生遗
憾道。但正是这种锲而不舍、不达目的不罢
休的钻研精神，让他们克服重重困难，顺利
推进底本搜集工作。最终，历时一年多时
间，19部旧志文献的存世底本全部搜
集到位。

由于历时久远，很多旧志文献底本在不
同程度上还存在内容缺漏和字句讹误，只有
解决好这两个问题，才能真正做到“整旧如
旧”，最大限度地保持志书原貌。对此，专家
们还对同一部旧志尽可能收集不同版本，功
夫花到最细处，要做就做最好。

甘坐冷板凳

挖出“故纸新知”
“板凳甘坐十年冷， 青灯黄卷为传承”，

这句话浓缩了无数史志人的精神追求，他们
用放大镜，以直尺一行一行、一字一字地去
“扫描”古籍，时常为了一字一句，不惜耗费
大量时间；用电脑检索、查阅字典词典、与旧
志文献比对等方法，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校对书稿、消除错误，就像扫尘，校书
难于著书。个中滋味，为者自知。”张卫怀是
我市水利系统退休的文史专家，古稀之年的
他在此项工程勉力点校了15部旧志文献，付
出最多。如他所言，点校古籍是一项十分基
础且枯燥的工作，那段时间，他的活动范围
主要就是卧室—书房—客厅“三点一线”，需
要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巨大精神压力。而在
点校过程中，他觉得校勘诗文是难点，“诗歌
等文学作品不同于记述、议论性的文字易于
理解，故而其讹误也较难发现。”此时他就要
付出更加繁重的工作量，但却无怨无悔。

年逾八旬的张树庄，一直潜心于地方历
史文化研究。他受邀负责了《嘉庆海州直隶
州志》和《朐海诗存》的点校。张老有一个特
点，就是在点校之余，生发一些“副产品”，比
如写了一篇《朐海诗存———我市第一部地方
诗歌总汇》，系统地介绍了该书的编纂目的、
结构凡例、诗歌特点、风格特色等；之后还有
“新发现”，就是《朐海诗存》两集中均有“闺
秀”卷，可能就是《镜花缘》中100名才女的原
型。

高级编辑出身的刘畅征也有着自己
的编校理念。记得有一次，他来到徐
勤飞办公室， 拿出一张纸给他看，
说上面记下的都是异体字， 他查
了好几本字典、 咨询了十几个
人，都不知是啥字，问他有没有
其他的工具书。也许正是记者
的职业素养所致，让刘畅征养
成“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钻研
精神。

为确保点校的准确性，市
地方志办公室的专家们采用
对校、本校、他校等多种方法，
消除底本抵牾， 修正史实错误。

繁体版一、二轮点校采取互校方法，利于多
人视角发现问题；三、四轮点校采取人机结
合法，清源净后，消除硬伤。简体版点校过程
中，对繁体字、异体字、通假字逐一进行校
核，凡是不符合《通用规范汉字字典》规范
的，均改为规范简化字；对明显且有改正依
据的错讹之处，予以勘误、更正，对志书原版
中相同情况采取的不同排版方式进行规范
统一。

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尽狂沙始到金。
2021年底，《连云港历史文献集成》（繁体版）
完成出版，各类褒奖纷至沓来。南京市地方
志办公室副主任柳云飞评价：“这是连云港
的一种文化自觉。” 江苏海洋大学文法学院
院长吴明忠坦言：“这是一项致敬先贤、惠泽
今人、光照千秋的文化工程、德治工程。”市
社科院院长孙巨传评价：“这项工程，对于弘
扬传统文化、推动历史名城创建、涵养城市
之魂， 都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连云
港历史文献集成》（简体版）出版后，在花果
山下读书会举办的读书分享会上， 与会专
家、文史爱好者对这部书爱不释手，给予高
度评价。市图书馆馆长梁继东表示，这部书
的出版，解决了传统志书繁体、竖版难以识
读的缺陷，为广大群众提供可轻松阅读的地
方文献，恰似春风扑面而来，为建设书香连
云港和“申名”工作奠定基础。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连云港方志人用5
年时间完成全部19部历史文献的点校整理，
难能可贵。在他们身上，靠的是“五年磨一
剑”的专注，是“甘坐冷板凳”的执着。百折不
挠，坚如磐石，是港城方志人心之所系、情之
所归的信念；问心无愧，无怨无悔，是港城方
志人念兹在兹、朝斯夕斯的追求。

修志问道，以启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