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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千年之成果 集百家之典藏
刘刚

方志是我国所独有的一种历史文献。它综合记述了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自然、地理等方

面的历史与现状，具有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从秦汉的滥觞，两宋的成熟，到明清的繁荣，乃至于

今天的盛世修志，历朝历代编纂了大量的方志。伴随着方志的发展，人们对其的整理研究也不断深入，

各种成果陆续问世。其中，方志书目的出现对于了解历代方志编纂的成果、反映方志的发展变化、便于

方志的利用等有着重要的意义。

方志著录于书目始于南朝宋王俭的《七志》，其“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著录有地记、地

志等方志。到了唐魏徵等撰《隋书·经籍志》时，其地理部首开将方志纳于正史艺文志的传统。此后，

方志的不断发展，数量逐渐增多，在目录学发展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1912年，我国第一部方志专题书

目——《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录》刊行后，方志书目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取得很大的成绩。

 

一、馆藏书目

《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录》缪筌孙清编。清学部图书馆是清末学部筹办京师图书馆时的称谓，也就

是北京图书馆的前身。该目录是清点内阁大库移交京师图书馆的方志目录，收入《古学汇刊》丛书于

1912年刊行。它收录通志60部，府、州、县志1676部，其中明代方志224部，不全志360部。各志依次著

录编纂时代、书名、卷数、纂修者、版本等，对于不全者，仿《天一阁书目》例记所存卷数。该书目的

出现开创了我国方志专题书目之先河，带动了方志书目的发展与繁荣。

自《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录》刊行后至40年代末，主要的方志书目有:

《故宫方志目录》故宫博物院图书馆1930年编印，收直隶、盛京、吉林、黑龙江、热河、山东、河

南、山西、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湖北、湖南、陕西、甘肃、新疆、四川、广东等省的方志

1400种。所收方志多为明正德年间到清末民国初年所编修的，其中的善本、珍本较多，书后有附录和索

引。1948年编印了该书目的《续编》。

《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谭其骥编，1933年5月该馆印行（国立北平图书馆也是现在北京图书

馆的前身）。收方志3800余种。该书目是自《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录》后该馆所编的又一馆藏方志书

目，反映了该馆当时所藏方志的基本情况。所收方志除来自内阁大库外，还有来自范氏天一阁、毛氏汲

古阁、陈氏稽瑞楼等所藏方志，更有采自民间的孤本及罕见本。该书目对著录项目做了较为详细的规

定，书后附索引，对于以后方志书目的编制起到了很好的规范、指导作用。

《九峰旧庐方志目》王绶珊编，载于《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1934年12月出版的第3卷第6期。王氏

为近代大藏书家，在其所藏书中，方志占有相当的敬量。书目著录了2500余种的方志，其中未见于各大

图书馆及藏书者的约有400余种。

《天一阁方志目》冯贞群编，浙江鄞县文献展览会1936年9月印行。天一阁所藏方志以其版本价值

高而闻名于世。该书目是冯氏拟重编天一阁书目未果，仅成方志部分所致。所收明嘉靖以来方志约270

余种，清代方志10余种。

另外还有:《金陵大学图书馆方志目》万国鼎、储瑞棠编，1933年1月印行，收书2104种，《国立北

京大学图书馆方志目》该馆1933年印行，著录方志1131种;《广西省志书概况》广西统计局1934年印行，

《天春园方志目》任凤苞编，1936年天春园印行，著录方志2500余种，《来薰阁书店方志目》

1936年印行，收书830余种，《松筠阁方志目》1936年印行。《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方志目录》该

馆1936年印行，《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二编》该馆1936年6月编印，它收录了1933年5月—1936年6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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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方志862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室方志目》张政烺编，1939年印行，收方志1900

余种。

新中国成立后，为配合经济建设和全国第一次编修方志，在50年代初到60年代中期，不少图书馆编

制了方志书目。主要有：

《华西大学图书馆四川方志目录》1951年印行，收书338种，《全国地方志目录及物产提要》（油

印本）旅大图书馆编，1954年12月印行。目录收该馆馆藏方志2036种。该目录在反映方志的同时，将各

方志中的主要物产摘写出来，如矿产、经济作物、化学原料、药材、手工业品以及地方特产等。这是此

目录的一个显著特点。《温州市立图书馆中国方志书目稿》该馆1953年油印，《中南图书馆方志目录》

（武汉市）该馆1954年油印，《广东人民图书馆人藏广东省方志目录》该馆1954年增订油印本，收方志

250余种，《天津市人民图书馆藏方志目录》该馆1955年油印本，《浙江省嘉兴市图书馆方志目录》该

馆1956年油印;《四川省图书馆馆藏方志目录》该馆1956年印行;《陕西省方志目录》1956年油印;《〔甘

肃省图书馆〕馆藏全国方志书目》该馆1956年油印，《山东省图书馆馆藏山东省方志目录》该馆1956年

印行;《福建省厦门市图书馆藏地方志目录》（初稿）该馆1956年油印;《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藏全国方志

目录》该馆1957年油印;《华南师范学院图书馆方志目录》该馆1957年印行;《北京图书馆方志目录三

编》该馆1957年11月编印，它反映了该馆在抗战期间于敌后的采访成果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入藏情况，收

志书2177种，附名胜、古迹、山志等180种，总计2357种。《〔吉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

录》该馆1960年油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藏地方文献目录》（第一辑）该馆1965年油印多《广东

省中山图书馆藏广东方志目录》1956年12月印行，收书211种，附乡土志92种，合计302种，《河南省图

书馆现藏地志书目多1957年3月印行，《湖南省中山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1964年8月印行，收书1720

种。

进入70年代末、80年代以后，我国的各项建设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文化事业也得到很大

的发展，不少单位又重新修订或编制了馆藏方志书目，主要有: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油印本）该馆1976年编印。该馆现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文献

情报中心。书目收录该馆馆藏方志4200余种，其中包含从天一阁、天津、南京各图书馆以及日本藏书单

位补充的国内外稀见方志缩微胶卷561种。

《上海图书馆地方志目录》该馆1979年印行。著录该馆现藏方志5400余种，并有馆藏索书号，书后

附书名索引。上海图书馆自1952年成立后，即重视方志的收藏。1957年曾编印过《上海图书馆馆藏方志

目》（油印本）。后与上海市人民图书馆、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上海市科学技术图书馆、徐家汇藏

书楼合并，致使馆藏方志遽增，是我国收藏方志较多图书馆之一。

《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油印本）该馆1982年印行。该目录收1980年10月以前入

藏的不同版本方志计3115种，附录53种，合计3168种。为便于民族研究工作者使用，除西藏、新疆、云

南、广西等方志外，凡有民族内容而自成篇目者，均加以附注说明，此为该书目一特色。书后附有书名

索引。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地方志目录》该馆1987年印行。目录收该馆1986年6月以前

入藏的方志2400余种，约2700余种不同版本。范围包括总志通志府、厅、县志、乡土志、乡镇志、

村里志、卫志等。目录附有书名笔画索引，每种书附有馆藏索书号，便于到馆查阅。

《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地方志门》该馆编制，预计将在1996年内付梓。它反映了北京图书馆

除善本古籍以外的普通古籍中的总志、省、府、州、县、乡土志以及山、湖、江、河、塘、寺庙等志

书。其中的省、府、州、县、乡土志等约6700余种。是该馆自1933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印行

后的又一次较为全面反映馆藏方志的书目。它与《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史部》地理类方志部分合

用，可反映该馆现藏古籍方志的全部情况。

《北京图书馆藏新方志书目数据库》该馆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编制。该数据库是利用自动化手段

将其所收藏的新方志按照CNMARC格式及其著录标准输入到计算机，建立起书目数据库。该数据库可以

从书名、著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时间、分类、主题等途径检索进行单项或逻辑检索。该数据库收

录了1980年以来全国各地修志机构编纂出版的省、地、市、州、县、旗、镇、村、街道等志书3000余

种，并将随着该中心采编工作的开展而不断增加。

其他还有《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四川省方志简目》1978年印行，收书531种;《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

地方志目录》倪晶莹主编，1991年10月印行，收书1213种等。

 



二、联合目录

一个单位或个人的方志书目反映的情况毕竟有限。因此，在馆藏方志书目编制的基础上，联合目录

也开始编制。目前，全国性的联合目录主要有《中国地志方综录》和《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

《中国地方志综录》朱士嘉先生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出版。早在1932年，朱士嘉先生就将其

调查情况——《中国地方志统计表》发表在《史学年报》1卷4期上。

该表初步统计了宋、元、明、清和民国的方志数量。1935年朱士嘉先生根据国内外50家图书馆和私

人藏书赞所藏方志编成了《中国地方志综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著录方志5832种，书后附17种方

志统计表、15幅方志统计图、《民国所修方志简目》、《上海东方图书馆所藏孤本方志录》、《国外图

书馆所藏明代孤本方志录》和书名索引。

1957年，朱士嘉先生又根据全国41家图书馆的馆藏方志对原书进行了修订，著录全国28家图书馆的

方志7413种。《中国地方志综录》是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方志联合目录。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学科院北京天文台编，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该目录收全国190个图

书馆、档案馆等单位藏1949年以前各时代编纂刊行的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土志、里镇

志、卫所志、关志、岛屿志等8264种。书后附有索引。它是目前反映方志藏书单位最多、收录方志最多

的一部工具书，也是目前了解全国方志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中国新方志目录》（1949-1992）中国地方志资料工作协作组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它

既不是馆藏方志书目，也不是联合目录，而是出版目录。它收录了这一时期全国各修志机构正式与非正

式出版的各类方志9391部。其中省、地、县的志书1157部，乡镇、村、街道的志书1162部，各类专业志

书7072部。专业志书的收录是该书目区别以往各方志书目的一个显著特点。因为此书是由全国各地修志

机构提供资料编辑而成，所以该书目对于了解这一时期全国方志编纂出版情况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全国性联合目录编制的同时，地区性的方志联合目录也开始编制，并取得显著的成绩。主要有

《重庆各图书馆所藏四川方志联合目录》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1938年编印，收入《战时国民知识书

目》第19期。

《中国科学院藏方志目录》该院1956年9月印行，该目录所收方志包括当时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上

海分馆、地理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历史研究所一、二所、考古研究所等6个单位的馆藏，总计3662

种，目录注明了各书的收藏单位，是该院系统的方志联合目录。

进入70年代后期，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为配合全国出现的新修方志的高潮，各单位相继编制出版了

一批联合目录。它们是:《山西省地方志联合目录》山西省图书馆1980年编印，著录方志463种;《福建省

地方志综合目录》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原福建省天象资料编写组

的《福建省地方志普查综目》为基础，修订、补充了大量资料，共收现存方志285种，佚志334种，并注

有藏书单位的索书号;《山东地方志书目》王建宗等编，1981年印行，收录旧志597种，新志57种，合计

654种;《山东地方志联合目录》山东省图书馆等编，1981年印行，共收方志853种;《四川省地方志联合

目录》四川省中心图书馆委员会1982年编印，收志书792种，《安徽省地方志联合目录》欧阳发等编，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3年印行，总计收方志369种，《烟台市地志藏书目录》山东烟台市

地方史志办公室1985年编印，收方志240种;《湖南省地方志综合目录》湖南

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7年编印，收方志639种，《广西地方志要录》广西通志馆1986年编印，著

录方志230余种;江西省志编辑室于同年编印了《江西省地方志综合目录》，收江西现存历代方志等860种

及其残佚志书560余种;《山西地方志综录》祁明编，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7年印行，著录山西方

志486种，比《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和《山西省地方志联合目录》多收方志40余种，并首次著录了新

发现的《民国大同县志》、《雍正右玉县志》等;《河北历代地方志总目》河北大学地方史研究室编，河

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定，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发行，收该省现存方志617种、志略206种、方

志佚书481种，并附北京市现存方志72种、佚书45种，天津市现存方志29种、佚书23种;《江苏地区期刊

与方志综录》戴国林编著，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发行，收江苏现存方志970余种，上海市现存方

志164种，比《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多收近280种。

台湾地区现存方志数量较多，并编制了相应的联合目录。1956年，台湾“中央图书馆”编有《台湾

公藏方志联合目录》，先发表在《学术季刊》4卷4期至5卷3期上（1956年6月一1957年3月），后发行单

行本，收方志3530种;1980年增订后重新排版发行，比1956年的目录多收方志565部。1955年由王德毅先

生编制的《台湾地区公藏方志目录》出版发行，该目录收录台湾地区12家图书馆的馆藏方志4600余种，



它以本国文字为主，外国人编纂被译成中文者也兼而收之，并附有日文编纂的台湾各地方志。基本反映

了台湾地区现存方志的情况。

 

三、海外编制的书目

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我国方志大量流失国外。美、日、英、法、澳等国对其所藏方志进行了整

理，编辑出版了方志书目。主要有: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朱士嘉编，美国政府印刷局1942年石印出版。它著录了该馆馆

藏宋代方志23种，元代方志9种，明代方志68种，清代方志2376种，民国方志463种，总计2939种。其中

有一些是罕见的珍本。附有笔画和威氏拼音索引。后有《续编》，增收方志300余种。

《欧洲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法）赫·渥艾特（Y.Hervouet）编，法国巴黎耶区莫顿公司1957

年出版。此书收录欧洲9国25个图书馆藏中国方志2590种，除其复本为14举种不同版本。其中有207种是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所未收的。书后附有方志地名索引。该书目编纂简明扼要，使用方

便。

《英国各图书馆所藏中国地方志总目录》（英）安德鲁·莫顿（Andew Morton）编，英国伦敦大学

东方与非洲研究院1979年出版。收录大英博物馆、牛津、剑桥等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2516种方志。

《中国方志目录》（澳）唐纳德·莱斯利（Donald Leslie）和詹瑞姆·戴维德森（Jeremy Davidson）

编，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远东史研究系1967年出版。该书是一部“目录的目录”，它根据

中、日、欧美等国出版的中国方志目录汇编而成，、收有111种资料，对每种加以简介。这111种资料

中，既有专著，也含论文。书后附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地名、主题、人名、引用期刊和著作索引。

《日本主要图书馆、研究所藏中国地方志总合目录》日本国会图书馆参考部1969年编印。该书目反

映了日本主要图书馆现藏方志（含丛书）以及缩微胶卷方志约万余种，是日本近年来所编最全的日藏中

国方志目录。

其他还有《东洋文库地方志目录》东洋文库编，1935年出版，收方志2550种，《日本现存明代地方

志目录》（日）山根幸夫编，东洋文库1967年出版，1971年增订本，收明代方志299种，《中文地志目

录》日本天理图书馆编，天理大学出版部1955年出版。收方志1430种，《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地方志

综录稿》日本国会图书馆一般考查部编，1950-1964年出17册誊写本。收录12家日本图书馆和2家美国图

书馆所藏方志，《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东洋文献中心联络协会编，东洋文库1964年出版多《宋元明地

志与明代地理书政书类书文集软片目录》日本东北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编，1965年印行。列日本7

个图书馆所藏的主要是明代方志软片目录;《台湾总督府图书馆所藏支那地方志目录》1939年台北出版，

《唐宋地方志目录及资料考证》（日）青山定雄编，横滨市立大学1958年出版等。

从1912年我国第一部方志专题书目刊行至今，方志书目发展的主要特点是:①编制书目的单位范围

广、数量多，全国各主要图书馆均编制了馆藏方志书目，而收藏量较多的图书馆先后数次编制其馆藏方

志书目，不仅反映出这些图书馆对方志工作的重碗，而且对于推动全国方志书目的发展也起到积极的作

用。②全国性联合目录的编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书目资源的共享，这对于人们利用方志提供了极大的

方便;地区性联合目录的编制主要是各修志机构所为，所编目录不仅增补了全国性联合目录的不足，而且

还纠正了其中的一些失误，可与全国性联合目录互为补充。③各书目的著录项目基本齐备，书名、卷

数、纂修者、版本、附注、索书号、藏书单位等一应具备，有的还对方志内容做了析出。④在编排上，

各书目均以行政

区划为主，在一个地区下，将方志按编纂时代的先后排序，使人们对该地区方志的发展情况一目了

然。⑤在收录范围方面，基本以省、府、州、县、乡镇志为主，有的兼收总志、山、水志等。⑥海外方

志书目可以使我们了解方志流失的情况，对于今后有针对性地采取各种方式使其回流有着积极的意义，

同时也表明海外对方志文献的重视。⑦在书目形式方面，打破了单一的传统印刷型，将计算机引入了书

目的制作中，出现了书目数据库。这必将对方志书目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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