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旧志整理及存佚考述
———以 《河南历代方志集成》为中心

朱丽晖

　　提　要：河南省的旧志整理工作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展以来，经过了初步摸排调查，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
研究，呈现出众多的研究成果。《河南历代方志集成》的出版是这一工作的重要体现。它不仅将民国 《河南通志

稿》及一些档案资料首次影印出版，而且所收志书底本兼具国内外图书馆馆藏，更是吸收了刘永之、耿瑞玲所

著 《河南地方志提要》出版后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所收志书版本全面，种类丰富。以 《河南历代方志集成》

所收录方志为基础，考录明、清、民国三个时期共３１种未收志书，加上已经收录的５３０种，认为现存河南旧志
共５６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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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河南省旧志整理工作的回顾
地方志是记述一地情况的综合性文献资料，是我国文化遗产中宝贵的组成部分。据统计，现

存的８５００多种旧方志约占我国古籍总数的１／１０①，其中包含了丰富广博的资料信息。但是由于
旧方志多为古籍，“因其时代和语言隔阂”，“很难达到 ‘古为今用’”②。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
随着我国第一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工作的进行，旧方志的搜集整理工作也同步开展起来。河南

省在第一轮修志工作中，不仅编纂了多部新志，同时旧志整理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③ 邵文杰

曾指出，河南省第一轮的修志工作将要呈现３种成果：“一是省、地、市、县新方志，这是主
要的；二是经过整理重印的省、府、州、县旧志；三是专题史志资料丛书。”④ 在这３种成果
中，后两种成果都与旧志关系密切：第二种成果是对旧志本身情况的摸排整理，第三种成果则

是对旧志内容的深入挖掘。因此，在河南的第一轮修志工作中，旧志整理工作占了相当大的比

重。从河南省开始实施旧志整理工作，到目前为止，具体来说，河南的旧志整理工作分为以下

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对河南现存旧志情况进行初步摸排统计。

河南省新方志的编纂，是从搜集旧志，摸查历史上旧志编纂情况开始的。但是在河南学界

基于史志本身的研究之前，河南省的历史地震研究却将旧志的普查进度提前了一步。这主要得

益于我国对历史地震研究的重视。我国地震历史资料的记载历史悠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依然重视地震灾害问题的记载与研究。１９５６年编撰出版了 《中国地震资料年表》；１９７７
年，国务院下达重新修订 《中国地震资料年表》的科研任务，随后全国各地掀起更大规模、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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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更深入收集地震史料的浪潮，河南省也相应开展此项工作，并取得丰厚成果。① １９７８
年，河南省成立历史地震工作小组，编写了 《河南地震历史资料》，查阅了历代省、府、州、

县志５００多种。② １９８１年４月出版的 《河南地方志综录》就是在河南省地震局与有关单位协作

编写 《河南地震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的。③ 它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河南省首部

关于旧志整理的工具书。 《河南地方志综录》收录河南历代方志 ５５４种，包括 ８４７个不同
版本。④

１９７９年，李百玉在给中宣部的信中，倡导在全国开展修志工作。这一提议继而得到胡耀邦
等领导同志的支持。１９８０年，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上提出要编纂地方志。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共同拉开了第一轮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序幕。为了搜集整理相关资料，普

查全省旧志情况，河南省史志界着手开展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１９８１年１１月，河南省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成立，河南省有了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行政领导机构。１９８１年１２月，《河南方志通
讯》第一期发行，１９８２年１１月，《中州今古》创刊，１２月决定出版 《河南史志资料》。⑤ 这些

刊物发行初期，毫无例外都以旧志为主要研究对象。１９８２年先后出版的 《河南地方志提要》和

《河南地方志佚书目录》，在已经出版的 《河南地方志综录》的基础上对河南省旧志情况进行了

进一步的摸排收集。《河南地方志提要》收录河南历代方志２１２种 （含附录５种）⑥，《河南地方
志佚书目录》收录河南历代散佚志书３６８种。⑦

１９８３年２月，河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出台的 《１９８３—１９９０年河南省地方志
工作规划》强调，为配合新方志编纂，旧方志的整理出版也是需要做好的工作之一。 《规

划》详细列出了计划出版的志书目录、出版时间，有序推进了旧方志的整理工作。⑧ 同年４
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在洛阳召开的首次中国地方志规划会议上通过了 《中国旧志整理规

划实施方案》，河南省积极响应，在已经开始实施的旧志整理工作安排上，紧密结合洛阳会

议精神，召开了多次专题会议，举办了相应的培训学习班。１９８４年２月，河南省地方史志编
纂委员会下发 《关于建立旧志整理工作小组的通知》，决定建立旧志整理工作小组。３月，河
南省旧志整理工作小组提出河南省旧志整理工作意见，指出旧志整理工作应做好地方志资料

类编、旧志标点重印以及出版方志学文献等３项任务⑨，为河南省之后的旧志整理工作指明了
方向。

第二阶段：深化整理与研究利用。这一阶段主要是对河南旧志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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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６年，《河南史志资料丛编》出版了第一编 《河南土特产资料选编》①，这套丛书也是为

新方志的编纂作准备的。１９９２年刘永之、耿瑞玲合著的 《河南地方志提要》 （以下简称 《提

要》）一书出版完成②，成为对河南旧志进行深入研究的奠基者，对后来河南旧志的研究提供了

重要的学术平台。诸葛计认为该书 “不仅是一部有多方面检索功能的工具书，也是一部考镜源

流、体大思深的学术著作”③。《提要》共收录河南历代方志９６２种，现存志书５６１种，散佚志书
４０１种。④ 至１９９７年，经过１０余年的时间，在河南省方志系统携手多家单位数名工作人员的艰
辛努力下，《河南省志》编纂终于全部告竣⑤，它是河南省旧志在新志编纂上重焕新光的体现，

也是河南省第一轮修志工作成果的重要结晶，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率先完成的第一部

省级志书。⑥

随后，河南各地的旧志整理工作一直在不断地进行。２００９年，河南省史志办对３１７卷缩微
旧志胶卷进行整理、复制、再加工，共整理４１３卷。其中，母体复制８７卷，整理归类３２６卷，
购置了胶卷保存柜，对这些珍贵资料进行永久保存。２０１６年河南省政府出台的 《河南省地方史

志事业发展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确定了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河南省地方史志事业的总体目标和主
要任务，其中对旧志整理工作作了如下规划：加强对自然破损、日益减少的历代旧志资源的抢救

性保护、整理和翻印，发挥旧志资源还原历史面貌、了解历代情况的作用。对我省现存历代志书

进行整理出版、开发利用，力争２０１７年完成 《河南历代方志集成》整理出版工作。目前 《河南

历代方志集成》已按原计划完成。⑦ 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和河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在２０１７年
还联合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史志编纂出版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旧志的编辑出版也应

符合这些规定，再次强化并推动了旧志整理出版工作。

当然，在地方层面上，河南省各地市旧志整理工作的进展程度是不平衡的。有的地市对同一

部旧志已经有了不同的整理成果，有影印本、点校本，也有校注本，但有的地市对现存旧志还没

有着手整理。郑州、洛阳、安阳、新乡、许昌、驻马店等地在旧志整理上的成果较多。如洛阳市

史志办在２０１０年规划出版 《洛阳历代方志集成》，计划影印洛阳现存的历代旧志。⑧ 但是随后又

考虑到丛书命名为 《方志集成》，难以包容洛阳历史上的其他文献典籍，于是在２０１１年左右改
名为 “中国河洛文化文献丛书”，“该编纂工程计划收录著作５００部，分１０年完成”⑨。郑州和
洛阳两地还很好地将已经出版的旧志进行了数字化处理，在地情网上的 “地情数据库”中，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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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出版，共２９１册，出版社均为大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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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４日，第０３版。



者可以看到最新的有关旧志整理的书籍。

在省级层面上，２０１６年出版的 《河南历代方志集成》是在河南省人民政府的积极支持

下，在多个部门的协助下，由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主要负责，克服重重困难完成的一项系

统文化工程。它不仅对河南现存旧志进行了系统整理，同时也推动了河南各地对旧志点校工

作的进度，如新出版的万历 《汝州志》 （点校本）①，就是以 《河南历代方志集成》为底本点

校的。②

二　《河南历代方志集成》对旧志及档案资料的辑录
《河南历代方志集成》（以下简称 《集成》）是１９４９年以来河南省实施的最大规模的旧志整

理出版工程，它是在刘永之、耿瑞玲所编 《提要》的基础上，收录了从元至１９４９年现存的河南
旧志５３３种③，收录范围包括 “省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以及部分古迹志、风土志”，

“具有方志初稿性质的志料、采访册等，亦酌情收录”④。《集成》所收录的志书，全部采用扫描

影印的方式，尽最大可能保留志书原貌。其所收志书的版本丰富多样，有初刻本、续修本、增补

本、稿本、抄本以及石印本、铅印本等。总起来说，《集成》对河南省旧志研究的贡献，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将民国 《河南通志稿》及一些档案资料影印出版。１９２１年，时任河南省长张凤台创
设河南通志局，拉开民国 《河南通志》的编修序幕。在编纂过程中，仅编纂机构的名称就曾数

次更换，先是河南通志局、重修河南通志局，再是重修河南通志处、河南通志馆，最后是河南通

志编审委员会。这期间，河南省的当政者和修志机构的负责人变换频繁，修志机构无法长期稳定

贯彻某一个修志纲领，再加上抗战爆发，致使当时已经完稿的河南通志稿不仅没能及时付梓，还

须为了保护志稿，躲避战乱，将志稿运往河南鲁山、北京、四川等地，最终志稿还是有所散佚。

在日伪统治时期，虽然根据部分志稿，编纂出版了一些篇目，但直到１９４９年，民国 《河南通

志》始终未能完整出版。⑤ 因材料不便获得，学界对于民国 《河南通志》的相关研究尚未充分

开展。

《集成》的首要贡献在于将河南省档案馆珍藏的民国 《河南通志稿》档案资料约１３万页
进行了系统收录整理，全部都是稿本影印，属首次公布影印出版。该档案资料包含内容丰富，

不仅收录志稿的全部正式篇目，而且整理了编修志书时的一些来往公函及文件，为学界系统

全面研究民国 《河南通志》提供了详尽的一手资料，如有关河南通志馆日常办公经营情况及

志稿编纂方面的事务处理流程等方面的材料，有助于研究者深入了解民国河南通志馆的具体

运作情况。

第二，收入的志书种类比较全面。据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的相关负责人介绍，

《集成》就是以刘永之、耿瑞玲所编 《提要》中的志书目录为参考底本，“按图索骥”，并且

吸收 《提要》出版发行后其他学者为其所作的增补，综合而成。在创新与突破上，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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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汝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点校：《明万历 〈汝州志〉》（点校本），中共汝州市委办公室、汝州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内部出版，２０１９年。
参见张鸿飞等：《汝州：明万历 〈汝州志〉（点校本）出版》，《大河报》２０１９年４月４日，第ＡＩ２８版。
《河南历代方志集成》将每种志书的不同版本都进行了统计，共５８６种，如去除这些同种志书的不同版本
数，则收录志书５３０种。
河南地方史志办公室编纂：《河南历代方志集成·出版说明》卷１，大象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页。
参见王守忠：《民国年间河南通志馆始末》，《河南文史资料》第１２辑，１９８４年，第１６２页。



在以下两点：一是对后来学者的学术成果的吸收。 《提要》出版后，引起了众多学者关注，

给予极高的评价，如前文提到的诸葛计等。但也有一些学者深入考究，弥补它的不足。如顾

克娟在 《河南地方志提要补》一文中，就自己新发现的３种志书进行了补录。这３种志书分
别为乾隆 《武陟县志》、民国 《偃师县志》以及民国 《嵩县乡土地理志》。《集成》收录其中

两种志书①，完善了 《提要》的部分缺漏。二是扩大范围，增加对境外图书馆收藏河南志书的

收录。《集成》的编辑人员不仅将目光投射到国内著名图书馆的志书馆藏，而且还放眼全球，

收录部分境外所藏的河南志书，如万历 《汝州志》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图书馆藏）、崇祯 《郾

城县志》（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顺治 《许州志》（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康

熙 《郏县志》（日本内阁文库藏）、康熙 《罗山县志》 （日本东洋文库藏）以及顺治 《宁陵县

志》（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② 使得 《集成》在志书种类上达到新的高度，为学界进一步研

究奠定了扎实基础。

第三，收录志书的版本比较全面。《集成》的编辑人员仔细搜辑，对所收集到的河南志书

的不同版本都进行了影印。因此在 《集成》中读者可以看到多部志书的多个版本。如民国

《河南通志稿》收录有稿本、刊印本，顺治 《尉氏县志》收录了顺治时期的刻本与乾隆时期的

重刻本，康熙 《封丘县续志》收录有该志书在同一年的刻本与后印本，乾隆 《获嘉县志》收

录有道光时期的补刻本。乾隆 《新乡县志》收录有民国时期的修锓本和铅印本；康熙 《商丘

县志》收录有光绪年间的刻本和民国时期的石印本；嘉靖 《睢州志》有缩微胶卷本；成化

《河南总志》不仅收录有河南大学图书馆藏的影抄本，还收录了国家图书馆馆藏的缩微胶卷本，

尽管字迹不清，编辑人员仍然以附录的形式排在了省志卷的最后一目，以满足读者力求版本全

面的需求。宋 《河南志》也收录了３个版本，分别是永乐大典抄本、藕香零拾丛书本和民国间
抄本。

三　《河南历代方志集成》未收志书考录
《集成》的编纂完成，不仅得益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众多修志人员的艰苦努力，更得益于一直

以来全省各级修志机构工作人员夜以继日的忘我工作。正是由于这些工作人员先后赴全国多地进

行资料查阅整理，才有了现在 《集成》的出版。但是由于诸多原因，笔者发现还有多部志书

《集成》尚未收录，下文仅详细列出笔者所见而 《集成》未收的明、清、民国３个时期志书的具
体情况。③

一是 《集成》未收现存明代河南志书。《集成》中共收录现存明代河南方志９１种，经考证，
现存明代河南方志共９９种，还有８种志书未收入，具体见表１。

１４河南旧志整理及存佚考述

①

②

③

顾克娟在文中提到，民国 《偃师县志》藏于偃师市图书馆，但在该馆并未找到，因此 《集成》未收录民国

《偃师县志》。

其中万历 《汝州志》、崇祯 《郾城县志》和康熙 《罗山县志》３部志书已收录在 《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

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中，因此 《集成》对这３部志书的收录并非是国内首次收录。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统计的范围仅指单独成册和亲见的方志，凡是发表在报纸、期刊上的方志文章，均

不在本文统计范围之内。如发表在期刊 《禹贡》上的民国 《开封小记》《林县小志》和 《河南林县沿革考》

等。因此，如若各位专家学者目力所及之本文未录入的志书，请不吝告知，特致谢意。



表１　《河南历代方志集成》未收现存明代河南方志一览表

志书名称 纂修人 版本 卷数 馆藏地

天启 《中牟县志》
段耀然修

张民表纂
天启六年 （１６２６）刻本 ５

原书藏于台湾 “国家图书馆”，

中牟县档案馆有复印本

嘉靖 《登封新志》
侯泰修

王玉铉纂
嘉靖八年 （１５２９）刊本 ６

登封县志办重印，

原书藏南京图书馆

万历 《嵩县志》
李化龙主修

王守诚纂
雍正十二年 （１７３４）刻本 ２

《周南太史王公遗集》里有，

但未全刻

万历 《滑乘补》
王廷谏修

胡权纂
明聚星轩辑 不分卷 南京图书馆

嘉靖 《滑县志》 张佳胤撰
嘉靖三十六年

增补本
６ 台湾 “国家图书馆”

万历 《浚县志》
任养心修

李文升等纂
万历八年 （１５８０）刻本 ２ 北京大学图书馆

嘉靖 《钧州志》 谢遃纂修 嘉靖三十二年抄本 ８ 天一阁

嘉靖 《南阳府志》
杨应奎修

张霈增补
嘉靖三十三年刊本 １２ 馆藏单位不明①

二是 《集成》未收现存清代河南志书。现存清代河南方志共３７０种，《集成》所收现存清代
河南方志３５８种，还有１２种尚未收录，具体见表２。

表２　《河南历代方志集成》未收现存清代河南方志一览表

志书名称 纂修人 版本 卷数 馆藏地

康熙 《登封县志》
张圣诰修

焦钦宠、景日
!

纂

康熙三十五年

（１６９６）刊本
１０ 北京大学图书馆

康熙 《杞县志》
李继烈修

何彝光纂
康熙三十二年刻本 ２０ 南京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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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馆藏单位不明”指的是在 《中国地方志集成》和 “中国方志丛书”上翻阅到的影印本或在网上查找到的

扫描本，以及被个人收藏的志书。



（续表）

志书名称 纂修人 版本 卷数 馆藏地

顺治 《洛阳县志》 武攀龙等
顺治十五年

（１６５８）刻本
１２ 北京大学图书馆

康熙 《叶县志》
吕柳文纂修

崔赫增纂修

康熙三十年刻

康熙五十八年增修本
８ 南京图书馆

顺治 《汤阴县志》 晋淑召修 顺治十六年刊本 ９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嘉庆 《鄢陵县志》 吴堂纂修 嘉庆十三年刊本 １２ 武汉大学图书馆

光绪 《南阳府南阳县

户口地土物产畜牧表》
潘守廉纂

光绪三十年

（１９０４）石印本
不分卷 馆藏单位不明

乾隆 《桐柏县志》 巩敬绪修 乾隆十八年刻本
８卷首
一卷

馆藏单位不明

同治 《内乡通考》 王检心等
同治三年

（１８６４）稿本
１０ 南阳档案馆

康熙 《商城县志》 许全学纂修 康熙二十九年刊本 ８ 天春园

光绪 《鹿邑县全图》
傅松龄署检

王寿仁绘
光绪二十二年刊本 １０ 馆藏单位不明

康熙 《济源县志》
尤应运修

段振蛟、段维衮纂
康熙三十四年刊本 １８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图书馆

三是 《集成》未收现存民国河南志书。现存河南民国方志共９０种，《集成》所收民国河南
方志７９种，还有１１种尚未收录，详见表３。

表３　《河南历代方志集成》未收现存民国河南方志一览表

志书名称 纂修者 版本 卷 （编、章）数 馆藏

民国 《续修仪封县志》 耿?续纂 民国３６年 （１９４７） １６卷 馆藏单位不明

民国 《洛阳县志略》① 苏从武
民国９年
石印本

１８章
首都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

３４河南旧志整理及存佚考述

① 民国 《洛阳县志略》即 《洛阳县小志》，国内有两个版本。一为首都图书馆藏善本，有封面，注录为 《洛

阳县志略》不分卷；一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残本，无封面，注录为 《洛阳县志略》１８章。



（续表）

志书名称 纂修者 版本 卷 （编、章）数 馆藏

《嵩县乡土地理》

（嵩县乡土地理参考书）
李振铎撰

民国２１年
稿本

４编 嵩县档案馆

民国 《重修原武县志》
刘启泰修

乔纯修纂

民国２４年
稿本

１０卷 馆藏单位不明

民国 《沁阳县志》 刘恒济等纂修
民国２６年
稿本

２０卷
沁阳市图书馆、

焦作市图书馆

民国

《三十一年清丰县志》

庞仲涛修

李景白等纂

民国３１年
铅印本

１０卷 北京大学图书馆

民国 《南乐县志料》 佚名
民国２０年

南乐县政府送审稿本
不分卷 北京大学图书馆

民国 《新野县志》
野鹤初稿

赵莲溪等纂

民国７年
稿本

６卷 馆藏单位不明

民国 《重修邓县志》 郭伯恭 民国３１年稿本 ３６卷 邓州市档案馆

民国

《淮阳乡村风土记》
蔡衡溪

民国２３年
铅印本

４编 吉林大学图书馆

民国

《二十年度舞阳县政概况》
窦瑞生编纂 民国２１年石印本 不分卷 舞阳县档案馆

综上可知，《集成》尚未收录现存河南方志有３１种，根据前文提到的，《集成》已收录５３０
种，两者相加，现存河南旧志共５６１种。

余　论
当然，《集成》也有不尽完善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集成》对于境外现存

河南旧志的搜集整理主要集中于日本所藏中国志书，对于美国等国的馆藏志书还有待于进一

步发掘整理。如乾隆 《密县志》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①，国内现在还没有该志书的任何版本。

希望随着我国和欧美国家图书馆馆藏中国地方文献书目的不断整理交流，这些境外馆藏河南

旧志通过扫描、复印等方式，以电子或纸质的方式能够重现国内学界，填补一地志书缺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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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朱士嘉：《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空位。

其次，《集成》里虽然影印了一部分河南省档案馆所藏的与修志有关的文件，但是还不够完

整全面。《集成》中有关民国时期河南编纂志书的档案材料主要集中于省志卷的第２６８册 《省府

训令、通志馆与各单位来往公函及个人便函》和 《河南省通志馆乱页文件》。而根据河南省档案

馆馆藏档案目录，不难发现有关河南通志编纂的档案材料涉及面广，内容丰富。如河南省档案馆

馆藏目录有 《河南重修通志局组织简章、办事细则、薪俸名单和速送县志的通知》《重修河南通

志目录》《河南通志馆第一、二次会议记录》《河南省通志馆万纯安与有关单位的来往函件、稿

簿》等，在 《集成》中并没有发现相关材料。这些档案虽然无济于统计现存河南旧志的数量，

但是对于研究河南通志的编纂及过程至关重要。如若相关的档案法规允许，可以将这些档案进行

系统全面整理，作为民国时期河南通志编纂的专门材料，另行出版。

最后，是对旧志相关资料保存现状的担忧。在对河南旧志整理状况梳理的过程中，笔者发现

很多前辈学者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还能见到的志书原稿，２０余年后，即 《集成》编辑出版之际，

一些文献资料已经亡佚，无法收录。如樊美玉、段德仁的 《河南地方志纂修和藏书情况简介》①

一文中提到，当时还有民国１５年 （１９２６）的 《南阳县志》手稿本，但是现在已查阅不到馆藏何

处。不得不提的是，在一些地方的图书馆、档案馆以及地方志办公室内部图书室 （资料室），由

于种种原因，对稀见的地方文献借阅登记信息不完善，导致文献被借阅后 “有去无回”，流失了

数量可观的珍稀文献。

从２００５年 “安徽历代方志丛书”出版第一册以来，全国有多个省份相继推出了出版整理本

省旧志的大型文化工程，如广东、山东、山西、四川、江苏、河南、贵州等。在这些省份中，对

旧志的整理也呈现了不同形态，有的是对旧志进行影印，保全旧志全貌，如河南、贵州等省；有

的是对旧志进行校勘、标点，开发旧志资源，便于研究利用，如安徽省；有的是全面整理，统一

结集分批分辑出版，如江苏省；有的是分批整理，不定时单种出版，如安徽省。无论哪种形态，

这些省份都积极全面推动了旧志整理工作，为专门从事地方志研究的专家学者以及社会上热爱方

志文化的业余爱好者查找资料，提供了极大便利。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化自信理念已经广泛深入人心，而方志作为中华文

化的重要载体也终将发挥其重要作用。河南省作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拥有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

中原文明，而 《集成》展现的正是这一文明的脉络及其走向，反映了中华文明核心地域的文明

史。基于此，《集成》的面世，可谓抢救了河南众多的珍稀方志文献资料，扩展了河南方志的研

究范围，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资料平台，期待学界在 《集成》的基础上掀起新一轮的河南旧志研

究高潮。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本文责编：周　全

５４河南旧志整理及存佚考述

① 参见樊美玉、段德仁：《河南地方志纂修和藏书情况简介》，《中州学刊》１９８１年第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