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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庞乃明编著的《明史地理志疑误考正》张廷玉《明史·地理志》向以体例严谨、文笔雅正、断代色彩
鲜明而著称，但其中的疏漏讹误亦在所难免。
这些疏漏讹误包括名称、方位、时间、数据、隶属沿革、史事脱漏、前后颠倒、窜讹错简、脱宇衍宇
、内容重出、条目重复、标点等。
本书在参酌万斯同《明史·地理志》、王鸿绪《明史稿·地理志》的基础上，广泛征引明代实录、政
书、文集、笔记及前代史书、明清方志等原始文献，对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地理志》中千四百多
处讹误详加考订，力图正本清源．避免以讹传讹，为《明史·地理志》的益臻完善以及研究者准确利
用史料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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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庞乃明，1966年生。
1988年毕业于兰z州大学历史系，2004年获得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
主要研究明史及明清中外文化交流史。
曾参与“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等国家重要文史工程，并主持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
著有《明代中国人的欧洲观》等，发表学术论文近4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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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南阳）洪武二十四年建唐王府。
（988页第2行） 　　“洪武二十四年建”，疑误。
按《明太祖实录》卷二。
八洪武二十四年四月辛未条：“册封皇子⋯⋯桱为唐王”，是洪武二十四年为朱柽受封唐王时间。
查同书卷一七九洪武十九年九月辛未条：“皇第二十三子桎生，贤妃李氏出也。
”则朱桱受封唐王时不足五龄，似无立即于封地南阳修建王府之必要。
《寰宇通志》卷八八《南阳府府第》日：“唐王府，在府城内正中，永乐六年改南阳卫治建。
”《明一统志》卷三○《南阳府·藩封》亦作“永乐六年改建”。
结合本书卷一一八《诸王三·唐王桎》“永乐六年就藩南阳”，当以永乐六年为是。
 　　（南阳）城南有精山。
（988页第2行） 　　“城南”，误。
按《元和郡县志》卷二三《山南道·南阳县》：“精山，在县西北二十七里。
黄巾贼据宛城，汉西乡侯朱俊击破之，余众走保精山，谓此也。
”（嘉庆）《大清一统志》卷二一○《南阳府·山川》亦作“在南阳县北”。
查万斯同《明史》卷八○《地理二·南阳》、王鸿绪《明史稿》志一九《地理二·南阳》：“北有古
申城，有西鄂城，城南有精山。
”《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一《河南六·南阳县》称：“西鄂城，府北五十里。
古楚邑也⋯⋯县南有精山。
”则所谓“城南有精山”、“县南有精山”，乃相对“西鄂城”、“西鄂县”而言，非谓南阳县南有
此精山。
据此，精山当在南阳县北。
 　　（内乡）又西北有西硖口关巡检司。
（989页第3行） 　　“西硖口关”，万斯同《明史》卷八○《地理二·内乡》、（正德）《明会典》
卷一一四《兵部九·关津二》、（明）佚名《大明官制》卷一七《河南省·内乡县》、（康熙）《内
乡县志》卷二《建置志·公署》皆作西峡口。
（雍正）《河南通志》卷四○《公署·内乡县》作西硖口。
 　　（新野）西有清水。
（989页第4行） 　　“清水”，误。
按万斯同《明史》卷八○《地理二·新野》：“西有清水，又有湍水，又北有沘水，东有棘水，皆流
入于清水。
”《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一《河南六·新野县》曰：“清水，在县西一里。
自南阳流人县界，又东南入于汉水。
县北有比水，县西有湍水，东南有棘河，西北有刁河，凡府境之水，悉流入焉。
”据此， “清水”乃“清水”之误。
志文之误“清”为“清”，或因字形相近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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