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讯

先秦以来，国有史，郡县有志，家族
有谱。编史修志，是世代相沿的文化传
统，也是华夏文明的文化基因。

“一方之志，始于越绝”，2000 多年
前，中国地方志诞生于浙江绍兴，《越绝
书》成为“方志之祖”；南宋时，“临安三
志”和“会稽二志”是中国传统方志的定
型之作；至清代，绍兴人章学诚被称为
中国方志学奠基人。因此，浙江素有

“方志之乡”的美誉。
赓续绵延千年的修志传统，不久

前，《浙江通志》首发式隆重举行。它于
2011 年启动编纂，2022 年 6 月全面完
成出版任务。历时 11 年，共 113 卷（其
中公开出版的 111 卷）、131 册，计 1.31
亿字，是自清雍正《浙江通志》编竣后，
近 300 年来第一部完整的省志，全面展
现了浙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
等各方面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堪称是
一部系统介绍浙江的百科全书。

志书如何得以修成？其中怎样体
现浙江发展脉络和特色？记者开卷细
览，并采访了部分志书的编纂团队成
员，交流中，历史的风云、当下的现实、
未来的前景缓缓铺陈开来——

每一卷
都起码打磨了五年

方志学奠基人章学诚认为，“方志
乃一方之全史”。地方志，是一个地方
历史记录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志书的定位是“资料性文献”，因此
要比其他研究和文献形式更“全面、客
观、系统”。而通志，一般是记述特定行
政区域贯通古今的历史发展过程，时间
上的跨度更长。此次《浙江通志》的记录
时限，就是从不同事物的历史发端开始
直到2010年为止。

“编纂志书讲究‘横排竖写’，即横
不缺项，纵不断线。”《浙江通志》总编俞
文华告诉记者，比如编写《教育志》，首
先要把教育按照幼儿教育、基础教育、
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
育等大类进行划分；再比如写基础教
育，要按小学、中学等门类进行细分，然
后再从其中各项入手，按照时间线把它
们的历史、现状都记述清楚。

这并不是记流水账，而是依时间顺
序，客观真实、全面系统地收集、整理某
一时间段的重要政策、关键事件、重点
人物等，根据地方志的记述要求来加以
呈现。

编纂志书不能添油加醋，也无须过
多修饰，但需要相关编纂人员仔细核实
资料，确保入志的事件、人物等准确无
误，交代清楚。

“修志虽然避免议论性的表达，但
并不意味着没有观点，其实在对入志资
料挑选时，观点就已经融入其中。”《浙
江通志》总编室主任颜越虎说，《浙江通
志》在选择门类和事件时，会考虑它们
是否能体现浙江发展的历史、成就和地
方特色、时代特征，以此为依据进行篇
目设置、志稿编写。

志书的编纂，讲究严谨与规范，这
条路漫长且艰辛。

《浙江通志·方言志》是首批出版的
志书之一。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徐
越教授是该卷的主编，她和浙江方言打
交道已有 30 多年，但在编纂《方言志》
时，仍深感其中的难度和挑战。

“因为是修志，所以全省每个县的
方言都要有所覆盖。”徐越说，浙江的方
言分布情况较为复杂，例如我们知道杭
州话因为宋室南迁等原因，只分布在杭
州老城区，但梅家坞一带也说杭州话。
这些年来，汉语方言发生巨大变化，浙
江老派方言特点流失日趋严重，现有资
料已难以完整反映更早时期浙江省方
言全貌。加上多数方言并没有书面记
载，要通过田野调查，从各地居民特别
是老人的口中去寻找、记录。

调查过程中，不仅要找到合适的
“发音人”，最理想的是三代以上的当地
人，不能有长期外出读书或工作的经
历，反应要快，记性也要好。同时，还要
不断启发“发音人”，不厌其烦询问相关
信息，并一字一句地用国际音标记录下
来。有时，还需要“发音人”配合体会舌
头的位置，感受某个音的发音部位和发
音方法，从中抓住当地方言里最主要的
特征，进行归纳和记录。

同样因缺乏书面记载而需要进行
大量实地调查的还有民俗。浙江大学
哲学学院教授、《浙江通志·民俗志》副
主编何善蒙表示，在浙江历史上，把民
俗作为单独门类进行修志，这是第一
次。浙江民俗资源丰富，但民俗研究相
对而言却比较薄弱，整体较为散乱。

人们常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
俗”，可见风俗的异同是一切行政区域皆
可出现的。但往往，地域历史文化发展
中最生动、接地气的传统也是民俗。

“编纂时，我们尝试着转换视角，去
寻找民俗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表现
力。”何善蒙说，自 2012 年浙江省民俗
文化促进会承编以来，经过资料收集、

实地调研以及资料长编整理、集中编纂
等，直到2020年6月《民俗志》才正式出
版面世。

细数《浙江通志》每一卷，编纂团队
都历经了至少5年时间打磨完成。白纸
黑字的背后，是学者们对浙江历史文化
的守望和耕耘。他们紧揣着情怀与责
任，奔波在之江大地，徜徉于史海文山，
笔耕日月星辰，终成皇皇巨构。

钱江潮天目山茶叶
都入志啦

浙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这片
沃土上，文物遗迹数不胜数，文化精品
琳琅满目。记者注意到，此次《浙江通
志》的 113 卷中，还特别设置了《钱塘江
专志》《雁荡山专志》《天目山专志》《海
塘专志》《运河专志》《蚕桑丝绸专志》

《茶叶专志》《越文化专志》等 14 卷特色
专志，以此来提炼、彰显浙江独特的自
然风貌和历史文脉。

“浙江之潮，天下之伟观也”。钱塘
江，是浙江的母亲河，也是无数浙江人

的地方情结之所在。
《钱塘江专志》是《浙江通志》第九

十八卷，在以某个具体自然地物作为记
述对象的专志中，位列第一卷。该专志
主编徐有成说：“上个世纪末，浙江曾从
水利的角度编过《钱塘江志》，但这次新
编却不仅限于此，还力求从人文历史
中，凸显钱塘江的地方特色。”

于是，《钱塘江专志》为钱江潮和海
塘开辟专章，并进行了浓墨重彩的介绍。

钱江潮，以汹涌澎湃、气势磅礴之
景闻名于世，被誉“天下奇观”。大潮
拍岸惊涛，曾引无数文人墨客留下诗
篇——“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
万夫”“海阔天空浪若雷，钱塘潮涌自天
来”⋯⋯而观潮的习俗则始于汉魏，盛
于唐宋，流传至今。钱江潮，不仅是水文
奇观，也成为一种文化意象和精神象征。

记者发现，在《钱江潮》一章中，编
纂团队不仅系统整理了关于“钱江潮”的
各类水文数据，介绍在现代水文科学的
视野下，钱江潮的生成机理，还梳理了观
潮作为浙江特有的社会、文化现象，古往
今来人们对于“钱江潮”的观察与研究，
以及针对观潮行为的社会管理。

在徐有成看来，作为《浙江通志》的
一部分，《钱塘江专志》不能仅从自然区
域的角度去编纂，还要回答钱塘江对于
浙江而言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如此，
就需要从更大的视野来看钱塘江。

《茶叶专志》主编阮浩耕也认同这
一观点。浙江的茶叶种植、饮茶历史历
经千年，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文明，孕育
了浓厚的精神遗产，造就了享誉中外的
茶文化。此次《茶叶专志》更是用大量
篇幅，记述了浙江茶文化，强化了茶叶
的文化特性。

南宋吴自牧所著的《梦粱录》中有
“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
茶”的描写。也许是江南湿润多雨的气
候、清淡的饮食，让浙江人在长久的光
阴里逐渐形成饮茶的习俗，由此演变成
此地不可割舍的文化脉络。

翻阅《茶叶专志》，该志在篇目设置
上专门设有茶文化一章，下设茶以载
道、茶事艺文、茶馆文化、茶事礼俗、茶
文化胜迹、非物质文化遗产、茶文化对
外传播与交流、茶文化社团与活动等八
节，是各章中设节最多的一章。

千年以往，茶的滋味延续不断。而从
采茶、饮茶、品茶中，一代代爱茶者以各自
擅长的艺术形式，展现着其中蕴含的情
趣。唐代的咏茶诗，宋代的茶画与法书，
元代的茶事入戏，明清以散文、小说书写
茶情，近现代关于茶的歌舞和影视等等，
这些都被一一记录在《茶叶专志》中，拓宽
了其作为浙江茶叶专志的内涵。

“编纂时，我们还特别增加了现存
浙江的古茶树一节，通过在各地调研、
搜集资料，明确了目前浙江共有 20 处
古茶树所在地。”阮浩耕说，这是《茶叶

专志》编纂的一大成果，这些古茶树不
仅是茶叶科研的对象，也是景观资源，
更是浙江的文化积淀。

修志为用
让大部头活起来

夏日，走进杭州临安的天目山抗战
展示馆，讲解员正在向参观者介绍发生
在这里的抗战故事。里面的展陈文稿，
来自于《浙江通志·天目山专志》。

《天目山专志》是《浙江通志》中第
一家通过初审、第一批出版的志书，完
整记载了各历史时段，天目山在自然、
科研、生态保护、旅游开发等方面的变
化，已然成为大家了解天目山的首要参
考资料之一。今年 3 月，省地方志办公
室印发《关于公布〈浙江通志〉编纂成果
转化应用“十佳”典型案例和优秀案例
的通知》，《天目山专志》的应用入选“十
佳”典型案例。

修志的目的在于用志。如今，《天
目山专志》还成为天目山“名山公园”建
设的主要参考资料之一，助推天目山

“名山公园”高质量建设和生物多样性
保护工作。

东晋常璩在《华阳国志》序志中说，
地方志有“达道义、章法戒、通古今、表功
勋、旌贤能”的作用。地方志编纂，既是
眷恋一方水土，让所在地的方方面面形
成系统性文件被记录，也是为地方发展
进一步积聚力量，让后人能以更饱满的
精神，意气风发投入到新时代建设中。

正如《浙江通志·越文化专志》主编
潘承玉所说，全面梳理越国历史文化，
意在化古为新，激活其中以“胆剑精神”
为核心的不朽生命力，为新时代的文化
浙江建设引入丰厚的历史资源。

坚持“修志为用”的理念，推动方志
成果转化应用的天地很广阔。

“我们不能让《浙江通志》成为束之
高阁的志书。”浙江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
公室主任郑金月表示，接下来，将进一步
拓展用志途径，发挥方志功能，让这项有
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老事业焕发新机。

比如，依托数字化改革，推动传统
方志向数字方志转型，打造一批可听、
可视、可读、可体验的方志产品，推进
地方志“用起来”“立起来”“活起来”

“热起来”；比如，加强各卷资源的开发
利用，将其融入宋韵文化、大运河文
化、钱塘江文化、诗路文化等研究活
动，发挥志书在新时代文化高地建设
中的基础作用；比如，利用方志成果，
推动浙江故事走向海外；比如，利用方
志记载的人物和故事，进行精品文艺
创作等等。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翻阅这一册
册装帧精美、典雅厚重的志书，字里行
间是时间与空间的激荡、历史与现实的
交响。

近300年来第一部完整的省志《浙江通志》发行

百卷大书 读通浙江
本报记者 沈听雨

《以史为鉴》
金冲及 等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该书内容以中华文明的演进和发
展为主轴，包括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
裂的考古探源和严谨论证，传统中国
政治实践中有关国家治理和反腐实践
的现代启示，近代“三千年未有之大变
局”以来清朝统治的注定灭亡，以及辛
亥革命爆发和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
必然选择，以帮助读者读懂、读通、读
透中华文明的厚重历史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题中之义。

《我的曾外祖母》
赵柏田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该书从历史上的一桩谜案出发，
重返 1937 年开始的抗日战争的历史
现场，由此揭开了一位小镇女性——

“我”的曾外祖母金仙儿平凡又传奇的
一生。小说不仅展现了渴望投身革命
的普通知识女性的成长之路与命运沉
浮，也以丰富的细节和生动的描写再
现了历史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在熟悉的家中向
世界道别》

【日】上野千鹤子 著
廖荣发 译
译林出版社

在老龄化社会日益临近、独居人
口逐渐增多的当下，该书作者通过对
医疗、看护、护理等最新情况的全面调
研，分享自己晚年生活所做的准备，带
给读者击退“孤独死”恐慌的信心，也
为社会提供一些有益借鉴。

《101个哲学问题》
【英】马丁·科恩 著
殷圆圆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该书是全球知名的哲学畅销书，
是读起来轻松愉快的科普读物。太阳
熄灭后会发生什么；独角兽真的只有
一只角吗⋯⋯作者从日常生活入手，
通过101个寓意丰厚的小故事引导读
者思考 101 个重要的哲学问题，是适
合青少年的思维训练手册，更是适合
大众读者的哲学入门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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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通志》

《浙江通志·蚕桑丝绸专志》 《浙江通志·茶叶专志》

杭州临安天目山风景区航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