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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 世纪 年代 以 来 中 国 旧 地方 志 目 录编撰再 次 出 现 繁 荣 局 面 ， 不仅 数 量 多 ， 而且 质 量 不 断提 高 。

全 国 性 方 志 目 录 著 录 数 量和 收 藏单 位增 多 ， 并 出 现 了 提 要 式 目 录
；
区 域 性 方 志 目 录编撰得 到 进 一 步发展 ， 其 中

提要 式 目 录最 为 繫 荣 ， 产 生 了
一 批优 秀 著作 ； 馆 藏 方 志 目 录进 一 步 扩 展 ， 南 方和 西 部 一 些 图 书 馆加入 方 志 目 录

编 写 的行列 ； 前代 旧 志 得到进 一 步 关 注 ， 产 生 了
一 些具有特殊功 用 的 旧 志 目 录 。

关键词 ： 中 国地方 志 目 录 编撰

方志是一种特殊的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文献 ， 明清时期 ， 方志编撰达到鼎盛 。 随着人们对方

志整理 、 研究 、 利用的加深 ，

一些学者或藏书单位开始编制各类方志 目 录 ， 民国时期方志 目录的

编撰取得了令人瞩 目 的成就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五六十年代的方志编 目 曾 出现过高潮 ，

年代中断 ， 年代以来 ， 再次出现了 旧方志 目 录编撰的高潮 。 本文将从全国性地方志 目 录 、 区

域性地方志 目 录 、 图书馆馆藏方志 目录 、 前代旧志的辑佚与考订四个方面对 世纪 年代以来

旧方志 目录编撰情况作一些总结评述 。

一 全国性地方志 目 录

年出版的朱士嘉 《 中国地方志综录》 是我国第一部全国性联合 目录 ， 该书在 年出

版增订本 、 年出版修订本 。 此时期 ， 全国性地方志 目 录得到进一步完善 ， 不仅联合 目 录著

录的方志数量和收藏单位都得到补充完善 ， 还 出现 了全国性的方志提要书 目 。 本时期 出版的

《中国地方志联合 目 录》 最终取代 《中 国地方志综录 》 的地位 ， 成为全国性联合 目 录的代表作 。

其后的 《 中国地方志总 目提要》 对它进行了补充 ， 并撰写了提要 。

《中国地方志联合 目录 》 是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 ， 庄威凤 、 冯宝琳总编 ， 年由 中

华书局出版 。 该书在中国方志 目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 是 目前质量较高 、 使用较广泛的一部

全国性联合 目 录 。 书 目 以朱士嘉 年修订的 《中 国地方志综录》 为蓝本 ， 与各单位现实藏书

进行核对 、 补充并参考若干同类 目录 ， 著录全国 个单位 自南朝宋至 年共 种方志 。

著录范围非常广泛 ， 甚至具有史料性质的方志初稿 、 采访册 、 调查记等也收录 ； 著录项 目齐备 ，

其中的藏书单位与备注两项尤其实用 。 当然 ， 该书也存在一些缺点和不足 ， 如有些废并州县和古

今地名注释不够准确 ， 所收各地方志不十分完备 。 后来编写的 《 中 国地方志总 目提要》 和区域

性方志 目录对该书都有所补充和订正 。

进人 世纪 年代 ， 出现提要式的全国性方志 目 录 。 金恩辉 、 胡述兆总编的 《中 国地方志

总 提要 》 年由 台湾汉美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 。 该书 以 《 中 国地方志联合 目 录》 所收方志为

依据 ， 所著录方志完成时间与著录范围均与 《 中 国地方志联合 目 录 》 相同 ， 但增加 了 多种

未著录的地方志 ， 总著录方志达 种 ， 堪称完备 。 其最具价值的部分是为各志所撰写的提要 ，

考证志名 、 撰者生平 、 修纂沿革 、 内容概述 、 志书价值 、 版本源流及附注等 ， 订正 《 四库全书

总 目 》 以来有关方志的各种分析 、 研究的不足 。 该书是 目前为止著录方志最多的 目 录 ， 反映了

两岸学界的方志研究成果 。



中 国地方 志 年第 期

二 区域性地方志 目 录

以数省 、 某省市 、 某省所辖地区地方志为著录对象的方志 目 录称为区域性方志 目 录 。 清周广

业著 《两浙地方志录》 是首部区域性方志 目 录 ， 其后薛澄清 《闽南地方志过眼录》 、 庄为玑 《泉

州方志考 》 、 萨士武 《福建方志考略》 都是这种性质的方志 目 录 。 区域性地方志 目 录在此时期最

为繁荣 ， 不仅有跨省区的方志 目 录 ， 也有 以某省市为范围的方志 目 录 。 以某省或某地级市为收录

对象的方志 目 录尤多 ， 有 多部 ， 其中江苏 部 、 河南 部 。 这些方志 目录大多是提要 （ 考录 ）

式 ， 也有少数是非提要式的 。

一

） 提要 （ 考录 ） 式区域性方志 目 录

提要式方志 目 录能够揭示方志内容 、 体例 、 编纂原委与得失 ， 是了解与研究方志不可缺少的

部分 。 方志提要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晁公武 《郡斋读书志 》 ， 书 中著录 《长安志 》 《河南志 》 等 ，

并撰有提要 ； 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 亦为 《吴地记》 《赤城三志 》 等撰有提要 。 《 四库全书总

目 》 《续修四库全书总 目提要 》 均为多部方志撰写提要 ， 世纪上半叶则产生 了多部专 门 的提

要式方志 目 录 ， 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编写的 《浙江方志考录 》 《上海方志资料考录 》 等 。

此时期提要式方志 目 录再次繁荣 ，
特别是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区域性提要式方志 目录 。

郝瑶甫著的 《东北地方志考略》 （辽宁人民 出版社 年版 ） ， 著录辽宁 、 吉林 、 黑龙江三

省的地方志 ， 属于跨省区域性方志 目录 。 该书著录方志共计 种 ， 相 比 年辽宁省阁书馆

郭君 、 孙仁奎编辑的 《东北地方志总 目 》 所著录方志 多种有所减少 ， 但书 中 的考据部分颇

有价值 ， 而且该书所摘录原书 ， 只有删节而无修改 ； 编者间各抒 己 见 ， 则书 以
“

按
”

字 。

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浙江方志考 》 ， 是洪焕椿在他 年编成出版的 《浙江地方志考录 》

基础上补充完成的 ， 共收录浙江省各种地方志 多种 ， 详尽考索浙江各类方志 的纂修源流 、

存佚情况 ， 对有价值的方志 、 珍贵的方志 、 现存的方志作 了重点介绍 ， 并全面著录浙江各种专

志 。 该书为研究浙江文化提供了详细资料 。

由广西壮族 自治区通志馆编的 《广西方志提要 》 （ 广西人民出版社 年版 ） 著录 年

以前广西历代修纂的方志共 种 ， 所撰提要能为读者提供便捷的导读服务 。 遗憾的是该书没有

注明藏所 ， 需与同年出版的 《广西地方史志文献联合 目 录 》 相互参看 。 王桂云编 《 山东方志汇

要 》 （ 宁夏人民 出版社 年版 ） 著录山东省现辖区以 内 年前的方志 ， 大多是存世方志 ，

对稀见方志还注明藏书单位 。 另外 ， 还有 年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印行倪波撰 《江苏方

志考》 、 何金文撰 《 四川方志考》 ，
二书均属

“

中 国地方志详论丛书
”

中 的
一种 ， 是 了解江苏和

四川方志的重要 目 录著作 。

进入 世纪 年代 ， 提要式区域性方志 目 录得到进一步发展 。 刘永之 、 耿瑞玲编有 《河南

地方志提要》 （ 河南大学出版社 年版 ） 。 该书包含 篇概述 、 篇提要 ， 介绍截至

年作者所见所知的 种 卷现存志书 以及 种佚志 。 其创新之处在于设各地区概述 ， 概

述本政区的建置沿革及该地志书之源流 。 而所撰提要重视通过内容评价介绍纲 目 、 体例 、 纂修宗

旨和原则 、 各类有关资料 、 质量及特色 、 藏书情况等 ， 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 该书与 年印

行的 《河南地方志综录》 可相互参看 。 徐复 、 季文通主编有 《江苏旧方志提要 》 （ 江苏古籍出版

社 年版 ） 。 该书共著录江苏各种旧志 多种 ， 比 《 中 国地方志联合 目 录 》 所载江苏部分

新增 多种 。 该书的主要价值在于为每部旧志撰写的解题 ， 对一些佚志尽可能地进行一些切实

的考订 ， 指出其原来面貌 ， 为了解江苏旧志特别是佚志提供了
一条很好的途径 。

此时期区域性提要方志 目 录还有来新夏主编 、 许明辉主审的 《河北地方志提要 》 （ 天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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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年版 ） ， 著录河北现存方志 种 ， 附有天津方志 ； 方衍编撰的 《黑龙江方志考稿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年版 ） 著录黑龙江全省各地地方志 种 。 两书都对 《 中 国地方志联合

目 录 》 的本省方志数量有所补充 。 辑录序跋类的则有柳成栋 、 宋抵编辑的 《东北方志序跋辑录 》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年版 ） ， 编者广征博采 、 拾遗补阙 ， 收录辽宁 、 吉林 、 黑龙江 、 内

蒙古东四盟的地方志 种 ， 序跋 篇 。

进人 世纪 ， 有谭烈飞主编的 《北京方志提要 》 （ 中 国书店 年版 ） ， 著录旧志 种 ，

是一部全面 、 系统介绍和评述北京地区古今志书的专著 。 白 国安 、 肖焕忠 、 王莉主编的 《长江

流域历史地志书 目提要 》 （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年版 ） 是一部跨省的区域性方志 目 录 ， 共

收地方志 种 ， 按长江流域的 省从上到下分省集中编排 ， 所撰提要格式则按 《 中华人民共

和国古籍著录标准》 ， 书末附有 《长江流域历代 自 然灾害表 》 。 该书为系统了解长江流域及其地

域文化提供了挥利 。 此外 ， 还有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的 《上海方志提要 》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

版社 年 著录 自宋代至 年底上海各类方志 ， 新志旧志并著 ， 各种专志也尽量收入 ，

并为每部方志撰写提要 ， 是了解上海地方史的
一部重要 目录 。

另外 ，
以地级市为著录对象的方志 目 录也不少。 如赵明奇 《徐州地方志通考》 （ 中 国文史出

版社 年版 ） 、 钱建仲 《无锡方志辑考》 （世界知识出版社 年版 ） ， 两部都是考证式 目

录 ， 且著录对象均是江苏的下属地区 ， 反映出江苏地区方志 目 录编撰的繁荣 。 再如陈桥驿 《绍

兴地方文献考录 》 （浙江人民 出版社 年版 ） 亦属考证式 目 录 ， 著录浙江绍兴地方文献

多种 ， 其中 以方志为主 ， 其他也大都与方志相关 ， 为研究绍兴地方史提供了便利 。

从以上方志 目 录的介绍中可以看出 ： （ 从地域上看 ， 北方地区编撰的 目 录多于南方 ， 东

部地区多于西部 ， 暗合了我 国北方和东部的历史文化资源较南方及西部丰富的地区分布特点 。

提要撰写均 比较详尽 。 普遍考证方志的修纂者 ， 对方志的 内容及体例多有概述 ， 并介绍修

志的背景及经过 ， 间或对方志的 内容及价值作出评价 。 （ 多就现存方志进行著录 ， 兼及佚志 ，

《河南地方志提要 》 虽只著录现存方志 ， 但仍在书后附录 《河南佚方志 目 录 》 。 为了增加资

料的丰富性 ， 部分 目录著录有山水志 、 寺庙志 、 园林志 、 胜迹志等专志 。 如 《浙江方志考》 《 山

东方志汇要 》 《江苏旧方志提要 》 等 。 （ 出现一些方志 目 录编撰的新动向 ， 如 《河南地方志

提要 》 设各地区
“

概述
”

， 《北京方志提要》 著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的新志及类似方志性

资料 。 （ 年后所撰的 目 录多对 《 中 国地方志联合 目 录 》 有所补充 ， 如 《河北地方志提

要》 《黑龙江方志考稿 》 等 。

二
） 非提要式区域性方志 目 录

非提要式区域性方志 目录一般属于区域性馆藏方志联合 目 录 ，
以一定区域内所编的方志为收

录对象 ， 著录该地区或全国各单位所收藏的方志 ， 此种 目 录一般著录简洁 ，
且附有收藏单位 。

世纪 年代以来 ， 此类 目 录与提要 （ 考录 ） 式区域性方志 目 录相互辉映 。

天津地方史资料联合 目 录编辑组 年编辑印行的 《 天津地方史资料联合 目 录 （ 甲 编 ） 》

所收主要为天津解放前出版和编著的资料 ， 但也著录了部分解放后整理编纂的天津古史资料 ， 为

天津地方史的研究提供了便利 。 河南地方志编辑组 年编辑印行的 《河南地方志综录 》 共收

录来 自全国 个藏书单位的方志 种 ， 包括 个不同版本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新编的

县 、 市志初稿 种则人 《附录 》 。 该书所收稿本 、 孤本 、 稀见本等 ， 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 秦

德印编 、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图书资料室 年印行的 《陕西地方志书 目 （ 初稿 ） 》 著录陕西省

内外旧志 种以及 年以来新编方志 种 ， 较全面地收录陕西地方志 ； 刘志和 、 黎传纪

编 ， 江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年印行的 《江西旧志总 目 》 ， 著录全国 个单位所藏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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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江两资料 ， 不录专志 ， 对佚书著录则分已刊行者 、 未刊行者 、 不明是否刊行

者三种情况 ， 该书是江两方志的联合 目 录 ， 为研究江西地方史提供了方便 。

戴国林编著的 《江苏地区期刊与方志综录 》 （ 江苏教育出版社 年版 ） ， 该书方志部分著

录江苏省的各地方志以及涉及江苏省的全国性志书 ， 其中对版本项著录非常详细 ， 为研究者提供

了便利 ， 不足之处在于对书名等各著录项 目不详的志书 、 志稿等未予著录 。 河北大学地方史研究

室编 《河北历代地方志总 》 （ 河北人民出版社 年版 ） ， 著录范围以今河北省为限 ， 并附以

京 、 津及其属县方志 目 录 ， 现存方志与 已佚方志同时著录 ，
以刊本为主 ， 为查阅河北 、 北京 、 天

津三地方志提供了又一条便利途径。 联合 目 录还有 年山西省 图书馆编印 的 《 山西省地方志

联合 目 录》 ， 著录山西省现存方志 种 ； 年 山东省图书馆编印 的 《 山东省地方志联合 目

录 》 ， 著录全国各单位所藏山东省地方志 种 。 台湾
“

中央图书馆
”

年印行的 《 台湾公藏

地方志联合 目 录 （ 增订本 》 收方志 多种 ，
基本反映了 台湾的公藏方志情况。

以上非提要式方志 目 录具有 以下特点 ： （ 均著录有藏书单位 ， 为研究者查阅方志提供了

方便 ， 但使用时需与提要式方志 录配合 。 （ 多兼录有本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资料 ，

如 《天津地方史资料联合 目 录 （ 甲 编 ） 》 著录有解放后经考古发掘整理编纂的有关天津古史资

料 ， 《河南地方志综录》 著录有解放后新编的市 、 县志初稿 种 ， 《陕西地方志书 目 （ 初稿 ） 》

著录有 年以来各地编修的方志 种 。 （ 对于稿本 、 孤本 、 稀见本 、 线装书等珍贵文献

多有特别标注 ， 如 《天津地方史资料联合 目 录 （ 甲 编 ） 》 《河南地方志综录 》 《江西旧志总 目 》

《江苏地区期刊与方志综录 》 等 。

三 图 书馆馆藏方志 目 录

自 年繆荃孙所编 《清学部图书馆方志 目 录 》 问世以来 ， 馆藏方志 目 录在我 国方志 目 录

中就一直 占有重要的地位 ， 它著录本馆的藏书号 ， 反映本馆藏方志特色 。 北京图书馆 （ 现国家

图书馆 ） 是我国收藏方志数量多 、 质量高 的图书馆 ， 其馆藏方志 目 录编撰也较早 ，
民 国时期就

已开始 。 年谭其骧编制 《 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 目 录 》 ， 年 《 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二编 》

出版 ， 年 《北京图书馆方志 目 录三编 》 印行 。 民 国时期编撰的馆藏方志 目 录还有万 国 鼎

《金陵大学图书馆方志 目 》 、 张允亮 《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方志 目 》 、 武汉大学 《 国立武汉大学图

书馆方志 目 录》 。 世纪五六十年代 ， 馆藏方志 目 录得到进一步发展 ， 编有 《 中南图书馆方志 目

录 》 《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图书馆方志 目 录 》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方志 目 录 》 等 目 录 。 此时期 ，

产生了多部馆藏方志 目 录 ， 分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两类 。

公共图书馆馆藏方志 目 录

年上海图书馆编辑印行 《上海图书馆地方志 目 录 》 ， 是继北京图书馆后又一部重要的馆

藏方志 目 录 。 虽然它印行于 年代末 ， 但由于对 年代的馆藏方志 目 录产生过重大影响 ， 故将

它并入此时期进行介绍 。 上海图书馆是我国收藏方志较多的图书馆之一 ， 该 目录著录上海图书馆

现藏方志 （包括缩微胶卷 ） 共 多种 ， 以历代省 、 府 、 州 、 厅 、 县志为主 。 全书按照 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 》 顺序排列 ， 书后附有书名索引 。 每书著录书名 、 卷数 、 纂修

者 、 版本 、 册数 、 索书号 、 附注等内容 。 该书对后来馆藏方志 目 录编写起到 了很好的模板作用 ，

使馆藏方志 目 录的编纂进人标准化 、 实用化 、 规范化阶段 。 年湖南图 书馆编印 《湖南省图

书馆馆藏湖南地方志 目 录 》 与 年广东省中 山 图书馆编印 《馆藏广东地方志 目 录 》 两书的编

撰方式相同 ， 均是著录本省省级公共图书馆所藏本省地方志 ， 著录范围除收录通志 、 府志 、 县志

等常见类型外 ， 对于各种专志也都酌情收录 ，
两书均附有索书号 ， 并收录未人藏的方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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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图书馆藏地方志 目 录》 （ 兰州大学出版社 年版 ） ， 是西北地区馆藏方志 目 录的

代表 。 该书著录方志 以甘肃省图书馆馆藏为限 ， 著录 年以前编纂的方志 多种 。 参照其

他馆藏方志 目 录 ， 对山水志 、 人物志等专志酌情收人 。 其著录方式与 《上海图书馆地方志 目 录 》

基本相同 。 所收方志以西北 省为主 ， 约 占全书的 对 《 中 国地方志联合 目 录 》 的甘肃部分

多有订正 ， 在行政区划归属 、 版本鉴别等方面多有考证。

二
） 高校图书馆馆藏方志 目 录

年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编辑印行 《 中 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地方志 目 录 》 ， 著录该馆

年 月 底以前入藏的方志 多种 ， 其中古籍善本 多种 。 著录范围及编排次序与 《上海图

书馆地方志 目 录》 基本相同 ， 该书对合辑本 、 合刻本 、 丛书本中 的志书分别析出著录 ， 并标明

为某合刻本 ， 对馆藏古籍善本的总志 、 地方志 ， 则在书名前标以
“ ”

。 华东师范大学 年

内部编印的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地方志 目录》 是该馆 年编印的 《华东师范大学方志

目 录》 的修订版 。 全书参照 《 中 国地方志联合 目 录 》 体例 ， 共著录该馆所藏地方志 种 、

部 ， 依全国行政区划所列次序编排 ， 反映了该馆丰富的地方志藏书 。 其后 ， 由黄秀文等编

辑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年出版的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 》
一书 ， 则依照刊

刻 、 缮写年月顺序收录明代至民国稀见方志 种 ， 基本反映了该馆所藏珍贵方志文献。 倪晶莹

主编 、 张锡康校订的 《 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地方志 目 录》 （ 四川大学出版社 年版 ） ， 是西部

高校馆藏方志 目录的代表 。 该书著录四川大学图书馆和该校历史博物馆 、 古籍整理研究所等单位

所藏 年底以前成书的地方志共计 种 、 部 ， 著录范围广泛 ， 并吸收原 《华西大学

图书馆四川方志 目 录》 等有关成果 ， 为首次单独 、 全面编印馆藏地方志的书本 目 录 。 该 目 录对

四川各志著录尤详 ， 为查阅四川省方志提供了方便 。

另外 ， 中央民族学院 年内部印行的 《 中央 民族学院图书馆馆藏地方志 目 录 》 著录方志

种 ， 其特色在于对民族内容的关注 ， 凡有民族内容而 自成篇 目者 ， 基本都收录并附注说明 ，

对民族学研究非常有益 。

馆藏方志 目录的编撰方便了方志的保存和利用 。 此时期的馆藏方志 目 录有如下特点 ： （

无提要 。 无论是公共图书馆藏 ， 还是高校图书馆藏方志 目 录均未撰写提要 。 （ 著录内容简明 ，

附有索书号 。 其编撰 目 的在于反映本馆收藏的方志数量及质量 ， 为便于査检 ， 均附有索书号 。

目 录中地区次序的编排多按 《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 》 所列次序 ， 如 《上海图书馆

地方志 目录》 《馆藏广东地方志 目 录 》 《甘肃省图书馆藏地方志 目 录 》 《 中 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地

方志 目 录 》 。

四 前代旧 志的辑佚与 考订

此时期除了 以空间 区域为标准著录的地区方志 目 录外 ， 还有以时间为标准专门辑佚或考订某
一时段全国范围内前代旧志 （ 清代及以前 ） 的 目 录 。 《天

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 》 《稀见地方志

提要 》 《汉唐方志辑佚》 《明代方志考 》 就是这种类型 。

一

） 前代旧志的辑佚。 刘纬毅编著的 《汉唐方志辑佚》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年版 ） 著

录汉至唐的 已佚方志 ， 并收录所辑得方志佚文 ， 全部共 种 。 此书辑录不仅有风土乡情 ， 还有

弥足珍贵的资源 、 科技 、 国家疆土等稀见材料 。 所辑佚文均注明 出处 ， 包括引 书的书名 、 卷数 、

子 目 ， 为保持原貌 ， 均原文照录 ， 加现代标点 ， 若存在异文则进行简单校勘 。 该书辑佚部分具有

重大的史料价值 ， 若除去所辑佚文 ， 则是一部提要式 目 录 。

二
） 前代旧志的考订 。 由骆兆平编著的 《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 》 （ 书 目 文献出 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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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 是一部研究明代方志文献的 具书 ， 对天一阁 多年以来收藏过的明代地方志进

行勘察和鉴别 ， 著录明代地方志 种 ， 每部书都做了必要的考录 。 尤为可贵的是 ， 作者对于明

刻本 、 明抄本进行了一一复核 ， 对散出者进行考证 。 全书提供了不少有关方志源流 、 方志体例的

资料 ， 对于地方志的整理研究和编修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 林平 、 张纪亮编纂的 《 明代方志考 》

四川大学出版社 年版 ） 收录广泛 ， 共著录各类志书 多种 ， 著录详尽 ， 对有需要考证

说明的地方 ， 则于最后附以案语 ， 是有关明代方志编撰情况的又一部重要的资料性工具书 。 陈光

赔所编 《稀见地方志提要 》 （ 齐鲁书社 年版 ） 著录今存于世的稀见地方志 多种 ， 其中
一统志 种 ， 著录方式依据 《荆溪任氏天春园方志 目 》 ， 所著录方志多为罕见者 。 另外 ，

年崔建英编成 《 日 本见藏稀见中 国地方志书录 》 ， 考录 日 本 所图书馆藏 种明清方志 。 上述

二书为研究稀见方志或域外所藏中 国方志提供了方便 ， 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

这类辑佚或考订前代旧志的 目 录都有特殊的功用 ， 彰显方志 目 录编撰向纵深化发展 《汉唐

方志辑佚》 专注于辑佚并对文字进行校勘 ， 为保存文献作 出 了 贡献。 《 天
一

阁藏明代地方志考

录 》 专门考察天一阁所藏明代方志 ， 不仅有利 于明代方志的研究 ， 而且对方志的整理研究和编

修也具有参考价值 。 《明代方志考》 以时代为限 ， 尽显搜罗之功 ， 又于其间加案语考证 ， 对明代

方志研究有重要的作用 。 《稀见地方志提要 》 着眼于珍本罕见方志 ， 于 《古今图书集成》 中地方

志辑佚用力尤多 。

综上所述 ， 世纪 年代以来 ， 地方志 目 录的编撰再次显现出繁荣态势 ， 产生 了一大批方

志 目 录 ， 其中全国性联合 目 录得到进一步完善 ，
区域性方志 目 录最为繁荣 ， 馆藏方志 目 录进一步

发展 ， 专门辑佚与考订前代旧志的 目录也相继 出现 。 年出版的 《 中 国地方志联合 目 录 》 取

代 《 中 国地方志综录 》 成为联合 目 录的代表 ， 《 中 国地方志总 目提要 》 则反映 了两岸合作的成

果 。 区域性方志 目 录 多部 ， 涉及全国 个省市 ， 产生 了 《东北地方志考略 》 《浙江方志考》

《河南地方志提要 》 《北京方志提要 》 《天津地方史资料联合 目 录 （ 甲编 ） 》 《河南地方志综录 》

这样一些重要 目录 ， 其中提要式 目 录尤为兴盛。 《上海图 书馆地方志 目 录 》 的 出版 ， 在著录方

式 、 著录范围等方面都为后来的馆藏方志 目 录树立 了典范 ， 中 山 图书馆 、 中 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 甘肃省图书馆等编制馆藏方志 目 录 ， 带动 了全国其他图 书馆对方志的重

视 。 这一时期方志 目 录的编撰为地方史及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 ， 必将带来方志利用的髙

潮 ， 同时也为以后方志 目 录的进一步完善打下了 良好基础 。

然而 ， 透过这些方志 目 录也应该看到存在的问题 。 首先 ， 方志提要编写需要进一步完善 ， 特

别是馆藏方志 目 录提要需要加强 。 其次 ， 著录范围和标准需要进一步统一 。 此时期 ， 著录范围上

对于专志有的著录 ， 但大多数未著录 。 著录标准上虽然大致相同 ， 但仍不统一 ， 按 《 中华人民

共和国古籍著录标准》 著录的 只有 《长江流域历史地志书 目提要 》
一部 。 再次 ， 方志 目 录编撰

地区不平衡 ， 江苏 、 河南 、 河北 、 东北等地区方志 目 录较多 ， 而云南 、 西藏 、 新疆 、 青海 、 宁

夏 、 内蒙古等西部地区几乎没有区域性方志 目 录 ， 应尽快着手编撰 。 最后 ， 对旧方志的辑佚力度

仍然不够 ， 大量资料有待挖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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