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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源远流长、光辉灿烂，曾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
今天，当历史车轮进到20世纪和21世纪交替的年代，中国人民又肩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
大历史使命。
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既有重重困难，也有种种有利条件。
充分利用丰富的文化宝藏，对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传统美德教育，就是我们
的一大优势。
毫无疑问，普及祖国的历史知识，弘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向社会提供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将对
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具有积极意义。
有鉴于此，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大象出版社携手合作，共同推出“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
书”。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北京大学具有研究和弘扬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和优势。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一优势，学校领导于1992年初决定成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
中心成立后，依托中文、历史、哲学、考古等系，组织各方面的教师和专家开展工作。
一方面，致力于专深的学术研究，编辑出版《国学研究》年刊和《国学研究丛刊》；另一方面，注重
于文化普及工作，“将大学课堂延伸到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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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方志，是记载某一地方的地理、历史、风俗、教育、物产、人物等情况的书，如县志、府志等。
《中国方志学》一书，即从方志概说（方志的起源、类别、特征、定义、价值与局限、存佚及收藏情
况）、方志体例、方志的发展与演变、新中国的方志事业和方志学等几方面介绍了中匡的方志学情况
，对了解方志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建设方志事业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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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山经》共论及400余座山，按方位分为南、西、北、东、中五区。
每区分若干山系，每一山系都以方向道里把一个个山岳连接起来，对远及黄河、长江流域之外的广大
地区的自然条件进行了综合记叙，记其位置、水系、天然动植物和矿产资源等。
此外，还附载有民情、巫医、祭祀、神祗、怪异等内容和百余位历史人物及他们的世系和活动，内容
广泛，同后世方志设风俗、载人物、记地理多有相通。
因此，有不少志家往往多叙及《山海经》与后世方志之间的渊源关系。
如《隋书·经籍志》称南齐陆澄《地理书》、梁任防《地记》说：“陆澄聚（《山海经》以来）160家
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
任防又增陆澄之书84家，谓之《地记》。
陈时顾野王抄撰众家之言，作《舆地志》。
”《山海经》自编成流传以来，由于叙事多“怪诞不经”，存在不少失实和错误之处，所以它的地理
价值并未引起人们过多的重视，又被长期杂厕于小说之列。
其后经清代学者毕沅与郝懿行等人的考证与注释，《山海经》一书才渐为世人所重，被重新赋予新的
价值。
《山海经》虽多荒诞不经之说，但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这毕竟是次要的一面，而它所保存的丰富
资料，对我们研究上古社会的历史、地理、民俗、文化、神话等均为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禹贡》是古代典籍《尚书》中的一篇，作者不详，著述年代无定论。
近代多数学者认为其成书稍晚于《山海经》，大约也是在战国时期。
《禹贡》极为简约，不过1200余言，但作为一部古地理文献而言，其科学价值远在《山海经》之上。
《禹贡》假托夏禹治水之后，将全国分为冀、兖、青、徐、扬、豫、荆、梁、雍九州，分别就各州的
山川、湖泽、土壤、植被、田赋、特产、风情等情况，作了简要的记叙。
《禹贡》素为后世一些志家看重，并被视为方志的源泉之一。
特别是继《禹贡》之后所撰的全国性区域志，在体例或内容许多方面，都与《禹贡》存在着这样或那
样的联系。
如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禹贡》的影响。
特别是元代朱思本撰的《九域志》则完全以古九州为准而统领诸省、府、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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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方志学》：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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