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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衣言师生与近代浙江方志 

徐逸龙 

（永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浙江 永嘉  325100） 

【摘 要】 晚清学者孙衣言出经入史，期求表彰乡贤，弘扬学术，潜心方志编修事业；与弟孙锵鸣积极呼吁浙江

及温州各地地方官编修方志，并广泛收集分类整理史料，奠定近代浙江修志规模。孙衣言子孙诒让继承方志编修事

业，修志博极群书；弟子王棻编修浙南各地县志和杭州府志；弟子徐定超和孙衣言孙孙孟晋先后担任《浙江通志》

提调和重修总纂，再传弟子刘绍宽编纂《民国平阳县志》等。他们都延续孙衣言的方志编纂思想，形成浙南修志名

家群体，推出一批名志、佳志，闻名全国方志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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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衣言在杭州紫阳书院执教期间，即倾心于浙江方志事业，并身体力行，从辑录资料长编和考证订误入手，编写初稿。沿

袭宋代司马光、清初万斯同修史方法，视野开阔，气势恢宏。其弟孙锵鸣、其子孙诒让积极参与，其弟子王棻、徐定超及再传

弟子继承衣钵，主持官修浙江方志等，形成近代浙江优良的修志传统，为浙江“方志之乡”谱写一段光辉历史，对于现代方志

编修工作仍有借鉴意义。但孙衣言铺垫修志之功为受业弟子们的光环所掩盖，鲜为人知，有待彰显。 

一、孙衣言奠定修志规模 

孙衣言（1815 — 1894 年），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进士，后以翰林院编修升为侍讲，参与《宣宗实录》编纂，完成《夷

务书》1 0 0 卷。孙衣言学宗永嘉经世之说，古文词导源于司马迁、班固，盛称陈傅良、叶适诗文为南宋之最，毕生致力于阐

述永嘉之学。弟孙锵鸣、次子孙诒让全力发扬永嘉之学。黄体芳自称“弱冠从吾师游，每侍从，辄闻吾师称南宋乡先生之学以

教学者，有所论著，必三致意焉。”
①
孙衣言尝论汉、宋门户之弊端，以为永嘉经制兼综其长，足以贯通各自的界限；秉承宋代

浙东经世事功学说，期求重振永嘉学派。宋代永嘉学派诸贤和新安朱熹、金溪陆九渊、金华吕祖谦同时峙立，其后三家皆有传

人，历元明不衰，唯有永嘉学派黯然不彰。孙衣言、孙诒让父子留意乡邦文献，表彰永嘉经制之学，专著则汇编刊刻《永嘉丛

书》15 种，散篇遗作则汇编为《永嘉集》；又在黄宗羲和全祖望《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之外，搜集资料撰写《永嘉学案》20 

卷，著《永嘉古文词略》《逊学斋诗文钞》等。 

同治四年（1865 年）冬，孙衣言受浙江巡抚马新贻聘请，主讲杭州紫阳书院，有《紫阳书院景徽堂记》《紫阳书院十六咏

并序》介绍书院沿革和山水台榭。不久，孙衣言兼任浙江官书局总办；同治五年（1866 年），向马新贻建议续修《浙江通志》；

又以本籍府、县志亦年久失修，与弟孙锵鸣向温州府、永嘉县、瑞安县官长提出续纂意见。此时，距雍正十三年（1735 年）官

修《浙江通志》成书已有 131 年，距乾隆二十七年（1760 年）官修《温州府志》已有 1 0 6 年。浙江省、府、县官长和地方

绅士都赞同续集意见，但由于经费难以落实，暂时搁置。孙氏昆仲先计划私事采访搜集，草为《温州备志长编》，且待略有成绩，

再由地方设局，共同审议，纂为志书。此后，孙衣言身体力行，带领师生搜集地方文献尤其是温州文献不遗余力，从近 4 0 0 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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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历代著述中辑录有关温州的部分，把出自温州籍作者的作品编为《永嘉集内编》4 8 卷，把出自非温州籍作者的作品编为《永

嘉集外编》26 卷；历时 18 年，搜集温州人物史料，编纂《瓯海轶闻》，为编修《温州府志》及《瑞安县志》《永嘉县志》做了

许多基础工作。 

当时，孙衣言订有《同治温州备志采访条例》十七条，规定关于宋末遗民、明时倭寇、明季兵事之旧闻，以及地方方言谚

语、私家谱牒资料要留意收集。其末条云：“录寄各件，务须统用卷格纸，每页十八行，每行二十格，端楷誊写，以便合订。并

须查阅本条例，以类相投，如金石艺文不可与科第职官等事并抄一纸，其志传长篇，每篇另写，勿接抄，以便分类汇订。如以

谱牒及大部著作一切粗重器物送示者，由本宅给予收据，订期缴还，并给来人饭食路费。其诗文巨帙无力抄写者，送阅后酌助

写资。”
②
孙延钊按语：“今玉海楼藏有《温州备志长篇》数十册，册中所有资料，后经酌采，分别编入《瓯海轶闻》及《永嘉集》，

故不复别自成书，而郡邑志事之不举，则仍如故也。”
②
孙衣言和郡人诸君有《瓯海还珠集》120 卷，除著有《温州府志职官补

正》8 卷、《温州府志选举考正》6 卷、《平阳县志考》3 卷、《谏果窗文存吟草》1 卷外，搜罗温州一郡先哲诗文佚诗及外地人

著作有关温州掌故者，汇集其中
②
。光绪五年（18 79 年）八月，孙衣言以太仆寺卿致仕，回故乡瑞安，在乡倡导宋代永嘉学派

经制之学。光绪六年（1880年），鉴于府志人物门类疏漏错误，孙衣言认为未通过科举考试的人物即使做到显达官职也常常遗漏

姓名，应依赖故家大族谱牒保存，故寄信给永嘉县志编修负责人，建议多取民间谱牒，搜集官名制度与正史符合的人物资料补

入志书中，别立仕籍一门，但该建议没有被采纳。光绪十四年（1888年），在瑞安城东兴建玉海楼，孙衣言将平生所得典籍八九

万卷入藏其中，藏书特别注意搜集有关温州地方文献，所藏温州乡贤遗书 4 6 2 部，对晚清温州文化发展和作育人材做出了贡

献。 

二、孙诒让修志博极群书 

孙诒让（1848 — 1908 年），幼承庭训，年十三，治校雠之学，草成《广韵姓氏刊误》。一生著书 3 0 多部，其中《周礼

正义》《墨子间诂》两书为世所重，被公认为“周官学”和“墨学”的权威著作；《契文举例》是甲骨文字学的开山之作。以整

理乡邦文献为己任，辑校《永嘉郡记》，协助其父编辑《永嘉丛书》，撰写《永嘉丛书札记》《温州古甓记》
③
。与著名学者俞曲

园、黄以周合称“清末浙江三先生”。梁启超称赞他“有醇无疵，得此后殿，清学有光”
④
，章太炎誉称“诒让治六艺，旁理墨

氏，其精专足以摹姬汉，三百年绝等双矣。”
⑤
 

光绪六年，永嘉续修新志，聘孙诒让为协纂。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将家藏秘笈有关永嘉掌故者，移置局中，以资博览，不

下万余卷。“文献足征，诚不易逢之嘉会也，谓非永志之幸欤！”
⑥
 戴咸弼每有疑义，辄移书咨询孙诒让，获益良多。永嘉知县

张宝琳在《永嘉县志序》中指出：“志者，国史之支流余裔也。古者，一代之史，必荟萃群籍乃克成书，而其刺剟 剪割、排纂

编摩，必皆出于一人之手。„„志亦宜然。„„余惟地志之书，必以文献为重，而文献所系，莫大乎人物、艺文、金石之属。

前志人物未详，艺文尤略；汤志列传、书录稍加详矣，而诗文尚未成编，至于金石则皆阙如也。乃者戴君既有《东瓯金石志》

之作，而瑞安孙琴西太仆（衣言）复有《瓯海轶闻》备载一郡之人物，《永嘉郡集》广辑外内之诗文。其少君仲容主政诒让有《温

州经籍志》，详著古今之书目。此三书者，皆于府县旧志之外，网罗放失，博极群书，诚此邦之杰作、文献之渊海也。今者纂修

斯志，采《轶闻》《经籍志》以补人物、书目之未备，采《金石志》并明以来碑碣之善者，以弥缝前志之缺；采永嘉一县诗文，

为外内编，以补艺文之未备，而文献之征庶云足矣。若乃沿革、水利、贡赋、学校、古迹、庶政诸门，亦皆详稽往牒，博访通

才，正旧经之缺讹，备一县之掌故。”
⑥
 

孙诒让的门生刘绍宽继承孙氏修志思想，历时 1 0年，修成《民国平阳县志》9 8 卷。刘绍宽自言：“与诸同事假馆瑞安，

尽阅孙氏玉海楼藏书，得孙琴西太仆《瓯海轶闻》《永嘉集内外编》《温州府志选举考正·职官补正》、孙仲容师《温州经籍志》

诸书。”“自公私谱牒、政事文牍、撰述记载以及碑碣匾榜之类，苟可以资参证，即悉搜罗而备纪之。”“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

有可损，而不可取者不可益也。„„志后附《文征内外编》，以孙氏《永嘉集》为底本，诗以如皋冒鹤亭先生《永嘉诗传》为底

本，皆稍增删之。采访诸君而外，所常得邮示匡所不逮者，如嘉兴金甸丞（蓉镜）、瑞安沈桐轩、杨志龄，同邑叶桐卿诸先生，

而笑拈（符璋）则文征诗编所手定焉。”
⑦
嘉兴金蓉镜即为民国初年浙江通志局分纂。平阳知县沈陈棨在《平阳县志序》中称：“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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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诸书，自瑞安孙氏玉海楼书藏外，江浙各图书馆及闽之涵芬楼书藏得遍观而尽识之。”
⑦
符璋称赞刘绍宽服膺章学诚修志理

论，又兼顾各家学说，不拘泥于一家之言，自我束缚，所修《民国平阳县志》有四善：体例之善、搜罗之善、考据之善、叙述

之善
⑦
。 

三、王棻修志论学不立门户 

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史》总结清代学者在方志学方面成就时说：“方志虽大半成于俗吏之手，然其间经名儒精心结撰或参

订商榷者亦甚多。吾家方志至少，不能悉举，顾以睹闻所及，则可称者略如下：„„光绪《杭州府志》、《黄岩县志》、《青田县

志》、《永嘉县志》、《仙居县志》、《太平续志》，俱王子庄（棻）主撰。”
⑧
 

王棻（1828 — 1899 年），字子庄，号耘轩，黄岩县城东柔桥村人，同治六年（1867 年）举人。历主黄岩九峰、清献，处

州莲城，温州中山、东山，太平崇文，临海正学，江西经训等书院山长。对性理、经济、训诂、音韵方面都有深入研究，论学

不立门户，著文不事雕琢，务求持论公允，著有《六书古训》《史记补正》《汉书补正》《中外和战议》《台献疑年录》《柔桥诗文

集》等，计 34 部 734 卷。其中志书和柔桥《王氏宗谱》《台学统》等 14 部已刊外，未刊有 20 部 395 卷。 

王棻是孙衣言执掌杭州紫阳书院时的弟子，传承孙氏学术甚多。孙衣言有《与子庄、子春同游南明山》诗介绍师生交游事
⑨
。

孙衣言在京师从钱桂森（樨庵）那里借得明抄本《杜清献集》，立即转给王棻。王棻当作奇宝，日夜抄录，并撰《杜清献年谱》

作附集，在台州付梓
①
；又向瑞安孙家玉海楼借台州古籍，刻印宋车若水《脚气集》、明方孝孺《逊志斋集》等。王棻执掌黄岩

九峰书院先后 1 0 余年，收藏历代各类书籍三万余卷
⑩
。孙诒让在《九峰山志序》中说：“子庄博通经训，而尤善考证乡先哲遗

文轶事，方将搜撷群籍，以观三台文献之全。”
①
黄岩杨有声建成二徐先生祠堂，其子杨晨为孙衣言侄女婿，王棻 记述其事，请

孙衣言撰写碑记。光绪元年（1875 年），青田知县雷铣聘请王棻编纂《青田县志》，仅四月成书，共成 1 8 卷，积累了快速成

志的经验。光绪五年，永嘉县令张宝琳聘请王棻 主修《光绪永嘉县志》，在温州府学开设修志馆。王棻在《与戴鳌峰论修志书》

中提到：“集诸生之秀而文者，稽古诹今，网罗放失。”永嘉县令张宝琳决心修志，要求快速完成，并建议：“书籍则须开单，专

使向孙仲容稛载而来，然后可以从事采访。”
○11
其时，孙衣言从金陵返乡，尽取家藏秘籍有关永嘉掌故者，移到局中，以资博览，

不下万卷。王棻发起凡例，先示准绳，其中舆地沿革及人物经籍两门属于重要篇目，皆亲自撰写，其余卷目内容则在课余浏览

一过。后来王棻离开温州，回黄岩修志，委托府学教授戴咸弼与同人续修完成。其时，孙诒让“近在咫尺，每有疑义，辄移书

咨询，获益滋多。”
⑥
 

同治七年（1868 年）戊辰，王棻修《黄岩县志》，卷四十《辨误》极尽考据功力，条分缕析，订正《太平寰宇记》《赤城志》

中混淆永嘉县前身汉永宁县和黄岩县前身唐永宁县的错误，厘清许多职官、人物、诗文归属问题。光绪二十年（1 8 9 4 年），

王棻总纂《光绪太平续志》计 18 卷。其卷十八《辨沿革误》说：“戚氏于晋之永宁，前后一境者则离而二之；于唐之永宁，前

后两境者则混而一之，其亦误矣！”
○12
这与戴震修志主张不谋而合。戴震在《与戴东原论修志》中说：“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

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沿革苟误，是通部之书皆误矣。名为此府若州之志，实非此府若州也，而可乎？”
○13
续志之外重辑《方

城遗献后编》，与新旧两志相辅而行。 

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春，王棻赴杭主修《杭州府志》。王棻认为：“地志之书，虽为史之支流，而其体实与史异，或乃

规模史书以纪为首，而人物冒称列传，则失之僭而近于诬。《周礼》：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土训掌道地图，以诏地事。盖

古者图经与方志异，而今之地志则不可无图，第亦置之首简，所以避混淆之失也。至于建置、兵事、名宦、人物则皆以史为本，

而参稽群籍以期美备。”
○14
王棻编纂《杭州府志》稿本，为《浙江通志》创造了基础条件。经浙江学政徐致祥荐举，朝廷特赐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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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棻 内阁中书之衔（从七品）。王棻《书文史通义后》《与戴鳌峰论修志书》引经据典，比较中肯地指出章学诚修志理论失误在

于“以方志拟国史而有纪表、列传之目”。王棻在《与戴鳌峰论修志书》中说：“至于纂修义例，乃当斟酌旧志而取其衷。往尝

读章实斋《文史通义》，其言修志之例详矣！然其大弊在欲仿史，此与扬子云拟经何异？且史之例不可仿也，即如帝纪一门，实

斋欲以赈恤诸事仿之。”
○11
王棻认为，赈恤、兵寇和养生送死都不能列为地方志的大事，因为方志上不及国史，下不及家谱。历

代正史都是把叛臣、流贼、四夷附在列传之末，志书把寇变放在杂志之中，符合史例之义。此外，志书把乡前辈生卒之岁月附

在大事之列，也成笑柄。“修志之法，不必过于求异，惟在广征文献，实事求是，不至任意刊改，向壁虚造而已矣。”
⑩
 

王棻对章学诚《文史通义》《校雠通义》进行评论：“以明经史诗文方志之法，以纠刘略班志郑焦之违，其说辩矣。然精诣

者十之七，乖谬者十之三，而世之不善学者，往往舍其正而袭其违，违其精而逐其粗。”
○14
因而撰写《辨章》三卷。其中《书灵

寿县志后》篇按语：“（章学诚）惟以纪事附地理为谬，则非矣。史以帝王为主，故本纪不可入地理志，而分州置郡未尝不可书

于本纪。志以地理为主，则篇首不可编年，而历代大事未尝不可附于地理。”
○15
 

四、徐定超续修通志注重采访 

徐定超（1845 — 1918 年），字班侯，永嘉县枫林人，又称永嘉先生，清光绪九年（1883 年）进士，国史馆协修、京畿道

掌印监察御史。徐定超在学术界享有较高的声誉。温州瑞安黄绍第称徐定超“异日洊 陟清要，吐谟纳忠，必能以经制文章张我

永嘉之学者。”
○16
黄岩喻长霖云：“缵周（行己）、许（景衡）之先声，振艮斋（薛季宣）之肸蚃，起衰救弊，端赖后人。先生诚

能本其好贤乐善之心扩而大之，他日得志则为陶士行（陶侃）、欧阳永叔（欧阳修），不得志则以身卫道，有以昌明乡先哲之学

统，袒之于后进而垂之无穷，俾夫天下后世景仰先生之学者，与古昔名臣大儒后先辉映。”
○17
 

孙衣言整理地方文献的行动，对徐定超影响深远。孙衣言在《征刻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启》中称：“信足羽翼正史，惜传本

绝稀。虽有明代吕耀邦刊本，世不多见。衣言主讲杭州，购得吕刻，久藏箧衍。永嘉徐班侯农部从予游，„„视以此书，诧为

秘籍，即谋集赀校刊，久而未果。”
○18
光绪十三年（1887 年），徐定超与族叔徐清来倡导族人捐刻三世祖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

2 0 卷，以资广传，发扬永嘉事功之学。 

民国四年（1915 年）春，徐定超担任浙江通志局提调，聘请全国学术界名流充任编纂。政局动荡之际，浙江省在全国率先

开展编纂通志工作，可谓百废待兴。徐定超选定浙江省议会会所，即清末浙江省咨议局大院作为通志局办公场所。此后，徐定

超为争取办公经费，聘任采访员，征集修志资料，作出不懈的努力。徐定超认为，编修通志，“待考于旧方志者十之三，待采访

得人搜集要需以垂信实者十之七”
○19
。徐定超拟定征访细则和政府公文，要求分门别类整理官牍档案资料，以补旧志和采访之不

足。同年 9 月 14 日，以浙江巡按使公署名义，发文征集档案资料：“为饬知事：案据浙江通志局提调徐定超详称：‘自乾嘉以

后至光宣间，浙省国闻雅故，其散见于各县署案牍者至宏且赜，如疆域分并，城署桥梁、运河堤岸、海塘工程修筑年月，户口

盈耗、漕粮丁银近年额实征数，及遇灾蠲恤年月，盐课、税厘、钱法、海运、驿传、制兵之更张裁汰，道咸两朝兵事始末、海

关商埠交涉、教务大案，官立民立公立各学校，新军、刑律、邮电、路矿、地方自治分区等事，皆载在官牍，宜约归表册档案

两项分柱，各系年月，清晰起讫，造册缮案，以补各县旧志所未有，兼辅采访所不逮。是项资料充足，续修通志方有基础而臻

完备。相应陈请钧使谕饬各县知事遴员照《采访事例》，以文到五个月为限，从速按月分门造送到局，以凭甄采，俾载笔者获有

根据，早垂信史，且章国故。’„„巡按使屈映光。”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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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定超注重物色合适人选去做采访史料工作。民国四年 1 0 月 2 7 日，以浙江巡按使公署名义发文，要求“除旧府属征

访员十一员由局认真函约外，该员等尚须会同各县知事所派征访员切实征访，迅速按五个月限内具册次第报局，以资纂录。”
 ○19

徐定超制订《续修浙江通志征访细则》二十二条，“本局规定，征访员每旧府属各一员，合计十一员，其由各县知事遴选征访者

无定员。各征访员务须品学端粹留心掌故，年在三十岁以上者，方为合格。其有藉端招摇者，立即辞退。”“私家著述无论已刊

未刊者，凡有关文献者，皆宜广为征访，择要录册。”“征访上自县档，下迄家牒，凡属奇迹伟行遗闻轶事，皆宜网罗放失，不

厌求详。”
 ○19

采访范围涉及人物、事件、祠墓、桥梁、坝闸、金石碑记、艺文、物产、农场、学堂、著述等方面。同时鼓励征访

员补充好的建议，集思广益。“征访事实以乾隆元年（1736 年）起，至宣统三年（1912 年）止。”“乾隆以前颇有轶事，旧志虑

忌讳而见削者，新纂以网罗而求备，宜访求其证国闻、函雅故者。”
 ○19
续修《浙江通志》，以《雍正浙江通志》原有类目外，增

《大事记》（编年体）、《大事纂》（纪事本末体）、《遗民传》三类，皆补前志所遗，原计划用三年时间大体完成《浙江续通志》

稿本。 

民国六年（1917 年），徐定超以通志局提调名义，呈文省长齐耀珊，要求各地申报户口数据。附抄清单为海盐等四十三县，

包括旧温属乐清、平阳、瑞安、泰顺、玉环五县。徐定超除处理行政事务外，间或撰写志稿。徐定超在《永嘉汤氏陈、吴二孺

人姑媳双节合传》中说：“余即将两节事由转付编辑，旋里后，笑庵昆仲来谢，并请另撰合传，以俟异日翻修家乘，弁诸简端，

使后人饮水思源，不忘先德。”末署“民国六年丁巳仲秋月，浙江省志局提调同里世愚弟徐定超拜撰”
○20
。 

孙衣言师生修志实践表明，修志的指导思想是把方志作为地理书看待，以编纂形式保存文献资料，使历史著作在新修方志

中保存本来面目。尤其注重地理沿革的考证，厘清不同时代行政区域的隶属关系，与乾嘉时代戴震的修志思想一脉相承。重视

实地采访编写志稿，兼有章学诚撰述志稿的做法，但对章学诚追求高大上、模仿正史体例编纂方志的做法予以极力批判。王棻

从《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氏》《汉书地理志》找到历代正史设置地理志的理论依据，又从唐宋全国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志》《太

平寰宇记》记载内容类目逐步扩大来考察地方志记载内容的发展变化，从正史地理志到地理总志，再到郡县地志，类目和内容

不断扩充。王棻修志，主张保存文献本来面目。徐定超和孙衣言孙孙孟晋续修《浙江通志》，均因时因地制宜，制订体例，运用

最新学科知识编写方志，依然是广征文献，精心考据沿革，编纂志稿。随着地方主体意识增强，地方志逐步增加历史内容，新

修地方志前面普遍设置大事记。正如刘绍宽所言：“方隅之志，以志函史。”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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