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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府史学发展情况考论 

——以嘉庆年间《常德府志》为例 

 

贾望平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省、长沙市，410082） 

 

摘要：考察嘉庆年间编修的《常德府志》中《艺文考》部分，可知常德府史部著作数量可观，类型多样，

内容丰富，质量较高，多被光绪年间编写的《湖南通志》所收录。常德一府具有良好学风，有一定的家学

传承，通过科举成为进士的学人，政绩优秀，声望颇高。在常德一地做官吏的学者，致力于地方志的编修，

亦是成果显著。 

关键词：方志；艺文志；史学著作；常德府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有清一代，地方政权分省、道、府、县四级制。嘉庆年间，湖广行省已南北分治，湖南

单独建省，包含八府、四直隶州、四直隶厅。其中常德府辖武陵、桃源、龙阳、沅江四县。

常德一名源于北宋政和七年，取《诗经·常武》小序“有常德以立武事”
1
之义置常德军。

孔颖达做疏道：“言命谴将帅，修戎兵戎，无所暴虐，民得就业，此事可常为法，是有常德

也”
2
 

嘉庆年间编修的《常德府志》是在乾隆八十五年毕沅监修、章学诚所纂的《常德府志》

基础上的增辑本。由嘉庆十三年始任常德知府的应先烈修，武陵人陈楷礼纂。始修于嘉庆十

八年，共计四十八卷，七十余万字。其中纪分二目，考分十目，艺文考记载了自屈原至嘉庆

年间本郡书目，《艺文考一》按经史子集划分为四部分，《艺文考二》则为金石目。从《艺

文考一》史部目录入手，可梳理常德一地史学发展状貌，学人学风，以窥该地学术流变轨迹。 

一、史部书目总况： 

嘉庆年间《常德府志·艺文考一》中共收录书籍 177 本，其中经部与子部书目较少，

分别为 15本与 22本。集部书籍则高达 89本，占总量的一半以上。史部书籍共 51本，数量

较多。其中包含周朝 1 本、晋朝 3 本、南北朝 3本、唐朝 1本、宋朝 8本、明朝 17本、清

朝 18 本。与其他三部相比，涉及的朝代也最广。《常德府志·艺文考一》说明：“其书未

见及别录无考者，但附见本传，兹不录放滥也。”
 3
所以在正文部分中收录的这 51本史部书

籍，在前人目录中均有记载，多来源于《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明一统志》、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亦或是《常德府志》旧志。51部史部书籍中，有 45本被载入光绪

年间修订的《湖南通志·艺文志》，其他书籍，如王得臣的《麈史》，虽未被《湖南通志·艺

文志》所收录，但书中内容，被《湖南通志·建置六》、《湖南通志·食货志四》、《湖南

通志·杂志十》中多次引用。可见常德一地史学著作质量整体较高，影响也较为深远。 

二、史部作品内容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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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录书目中含编年体史书 2 本。楚史《檮杌》
4
根据《史通·六家第一》中记载，“孟

子曰：‘晋谓之乘，楚谓之梼杌，而鲁谓之春秋，其实一也。’然则乘与纪年、梼杌，其皆

春秋之别名乎！”
5
可知其体例格式与《春秋》相同，为楚国编年体国史。清朝孔尚质以伪

本崔鸿《十六国春秋列传》为底本，改为编年体，作《十六国年表》
6
二十二卷。 

丁特著《靖康纪闻》
7
记载了宋钦宗靖康年间之事，着重记录靖康之耻始末。武陵人陈

洪谟《治世余闻》二卷
8
记载明孝宗弘治朝的见闻，《继世纪闻》五卷

9
皆记武宗时事。所记

载内容多为作者亲身经历，史料价值很高。陈思育著《世庙实录》
10
。江盈科采辑明代轶事

成《明十六种小传》
11
，分《四维》、《四常》、《四奇》、《四凶》四纲。四纲中又各分

四目，分别是忠、孝、廉、节；慈、宽、明、慎；隐、怪、机、侠；奸、谄、贪、酷。这些

书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弥补官修史书的疏漏与不足。 

《常德府志·艺文考一》中收录的史部书目，多与常德府本地历史系系相关。例如《三

楚新录》三卷
12
，为宋周羽翀撰。以一国为一卷。按次对据楚地称王的长沙人马殷、武陵人

周行逢、江陵人高季兴的兴衰本末进行记载。内容来源于故老所传述，所以与史不合的地方

较多。王安贫《武陵记》
13
对武陵一地历史、地理有详细记载。常林《义陵记》

14
实际也是记

载武陵一地历史，对武陵别名“义陵”的由来，《义陵记》中记述到，项羽弑义帝于郴，武

陵人缟素哭于招屈亭，高帝闻而义之，故曰义陵。《湖南通志·地理志四十》、《湖南通志·食

货志七》对该书内容均有引用。黄闵作《沅志》
15
，他与武陵人伍安贫也参与了《武陵记》

的编纂。伍安贫还作地图集《武陵图志》
16
、与刘子登《武陵图经》十四卷

17
、以及作者已佚

的《朗州图经》
18
相同，均以地图为主，并另加注解。对楚地风俗习惯进行记载的还有《荆

楚岁时记》
19
，由梁朝宗懔所撰，全书凡 37篇，记载了楚地自元旦至除夕的二十四节令和时

俗风物。传隋代杜公瞻作注，注中引用经典俗传计 68部 80余条。宋朝王得臣《麈史》为笔

记体杂史，其中《鼎州记》
20
对今常德地区地理、民俗、人文均有涉及，并间附考证。 

武陵一地，为矜耀乡里而著述的人物传记有《武陵先贤传》
21
，但是其编者、卷数已不

可考。《青文胜忠惠录》二卷
22
、《青惠纪录》四卷

23
均是后人为曾任龙阳县典史的青文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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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明初苛政，官吏又多贪污枉法。青文胜冒越级呈诉之罪，向洪武皇帝连上三疏。后又进

京希望面圣为民请命，但屡试屡败。最后自缢而亡。常德府才人辈出，多人入仕，《常德府

志·艺文考一》史部目录中还收录了 4部奏疏。姚学闵曾任礼部、刑部、兵部三科给事中，

尝一视京营，一阅宣大山西边务。《谏垣疏稿》
24
四卷为其奏疏草稿编纂而成。武陵人杨褫

中进士后担任过刑部、礼部、兵部、吏部四科都给事中，《楊褫疏稿》
25
为其奏疏草稿编纂

而成。《罗人琮奏疏》
26
一卷汇集了官至四川道监察御史的桃源人罗人琮的奏疏。《孤儿吁

天录》
27
应为杨嗣昌之子杨山松，集其父奏疏四十二卷，并附以注语；召对记事二卷，书九

卷，内容多与封疆吏言兵事；诗二卷；记、序、题跋诸体文二卷。 

杨嗣昌之父，武陵人杨鹤曾作《薛文清年谱》一卷
28
，即对明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家、

文学家，河东学派的创始人薛瑄生平进行记录。武陵人朱景英任台湾海防同知时作《海东札

记》四卷
29
，记台湾地理环境、习气风俗等，对了解康熙时期台湾情况有很大帮助。 

史部还收录了不同时期撰写或增修的本地地方志十三本。陈志明撰增（永乐）《常德

府志》
30
；杨宣监修（成化）《常德府志》

31
；应能监修（成化）《武陵县志》

32
；武陵陈洪

谟桃源賀廷夔撰增（嘉靖）《续修常德府志》
33
；朱麟撰（嘉靖）《常德府志》二卷

34
；龙膺

撰增万历《常德府志》
35
；胡向华监修（康熙）《常德府志》两卷

36
；唐祚培撰（嘉庆）《武

陵县志》
37
；汪虬监修罗人琮撰增（康熙）《续修桃源县志》

38
；王良弼监修（雍正）《桃源

县志》两册
39
；蔡䕃撰（康熙）《龙阳县志》四册

40
；顾智修《沅江县志》两册

41
；骆孔僎延

编修，陶澍点定（嘉庆）《杨尚载沅江县志稿》六册
42
；毕沅监修章学诚撰增（康熙）《常

德府志稿》
43
。 

值得注意的是，宋朝桂万荣《棠阴比事》
44
与刘一清《钱塘遗事》

45
两本著作。前者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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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刑法折狱的一些典型案例。每案皆有四言标题。其中有涉及法医鉴定的内容。而后者主要

记载南宋末年军国大事，如贾似道专权等事实，还记载了不少南宋科考故事。但这两本著作

不记常德一地之事，二来作者也并非本地之人。原书均来源于《江浙遗书目录》，为何会纳

于《常德府志》之中，尚未可知。个别文章具体内容已不可考，不再赘述。 

三、著作作者考查： 

《常德府志·艺文考一》所记载的 51本史类著作，部分作者已不可考。与《湖南通志》

进行比对考证，可知《常德府志·艺文考一》史部书目中，撰写、或参与点校的作者，常德

本地人共十七位，其中，被收录在《湖南通志·人物志》或《湖南通志·选举志》的高达十

五位。非常德本地人，但在常德一地为官吏，并被收入《湖南通志·职官志》、《湖南通志·名

宦志》的达十二位。 

在《湖南通志·人物志》中的学人，除开个别因孝、贤等优良品格被载入《人物志》，

大多数是因通过科考入仕。如撰写《治世余闻》二卷、《继世纪闻》五卷的陈洪谟，为“宏

治丙辰进士”
 46
，历任漳州知府、云南按察使、江西巡抚、兵部侍郎。所以书中记载内容多

为作者亲身经历，史料价值很高。“嘉靖乙丑进士”
47
陈思育为陈洪谟侄孙，撰《世庙实录》，

曾主考应天府乡试，因以第一名录取顾宪成而被传为佳话。侍读学士期间纂《会典》，升礼

部左侍郎。姚学闵“隆庆辛未进士”
 48
曾奏立一条鞭法，官至河南布政使，加太常寺卿，其

奏疏编为《谏垣疏稿》。“万历甲辰进士”
49
杨鹤累官至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

声望颇高，为代著名思想家、理学家、文学家，河东学派的创始人薛瑄作《薛文清年谱》一

卷。桃源人江盈科“万历壬辰进士”
50
历任长洲县令、大理寺正、户部员外郎、四川提学副

使。是一名体恤下情的贤吏，也明朝晚期文坛“公安派”的重要成员，采辑明代轶事成《明

十六种小传》。 

虽然不是常德本地人，却在该地为官的学者，所著成果则多为一地方志，也因这是其

职责所在。“常德府通判”
51
陈志明撰增（永乐）《常德府志》；“常德府知府杨宣”

52
监修

（成化）《常德府志》；“常德府教授”
53
朱麟撰（嘉靖）《常德府志》二卷；武陵县知县

应龙
54
监修（成化）《武陵县志》；常德府知府

55
胡向华监修（康熙）《常德府志》两卷；桃

源县知县
56
汪虬监修（康熙）《续修桃源县志》；桃源县知县

57
王良弼监修（雍正）《桃源县

志》两册；龙阳县知县蔡䕃
58
与沅江县知县顾智

59
，前者撰（康熙）《龙阳县志》四册、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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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沅江县志》两册；官至湖广总督的毕沅
60
，毕沅监修（康熙）《常德府志稿》。 

结语 

通过比对考察《常德府志》与《湖南通志》，常德府史部著作数量可观，类型多样，

内容丰富，质量较高，多被《湖南通志》收录，在当世时具有一定影响力。常德府具有良好

学风，学而优则仕者亦不少，有一定的家学传承，通过科举成为进士的学者，政绩都十分优

秀，声望均高。如陈洪谟侄孙陈思育，在晚年告老还乡时，明神宗念其讲筵有功，还钦赐官

府驿站接送，可谓是荣宠至极。虽非常德府本地人，但在常德一地做官吏的学者，则是致力

于地方志的编修，亦是成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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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ual analysi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angde’s Historiography—— 

A Case Study of “ Changde Government Record ”in Jiaqing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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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specting the Yi Wen Records of Changde Government Record， it can be known that this 

set of history work is with considerable amount, diversify types, and high quality. Most of them were 

collected in Hunan Government Record in Guangxu period. Changde, as a region, embraced an 

outstanding study ethos and scholarly family traditions. Scholars selected via imperial examinations 

made splendid achievements on their position and earned reputations. Devoting to compile the 

choreography, scholars served as officials were also had abundant of accomplis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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