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四川志·序例》

编者按：明正德《四川志·目录》大别为《本布政司》分《图》、《表》、《志》等凡

13目，未标卷秩。次为《各府州》，凡分《沿革》、《疆域》、《形胜》、《山川》、《城池》

等 25 个志目，其中《公署》之下，附有《卫事》，备举则为 26 个志目，未分列卷秩。

末为《通志》，内分《经略》、《遗事》、《考异》、《诗文》等 4 志。书末有《后序》1 目。

但川大所存“影钞本”胶卷，无《后序》，并有《注》云：通计 1232 页字样。该志后有

全书 37 卷之卷秩细目。

右一明正德《四川志·目录》，瑞阳

(江西端州高安县)熊相所次。尝观各

布政之全志多矣，而司之该志者及附

见于各府之下，似有未安。今《志》为

四川作也，故首为《(布政)司志》，先以

二图，全蜀西番之境，一阅可知。次

《历代年表》，郡邑职官，《建置沿革》备

矣。次《疆域》，道路之远近见矣。次

《形胜》，是所当固也。次《城池》，示防

守也。次《贡院》，重取士义。次《藩

封》，尊帝系也。次《公署》，昭国制也。

次《镇巡三司》，历官止于本朝者，纪可

考也。次《名宦》而遡及先代者，续旧

志也。书其已去者，而未去者不书。

避嫌也。书其有政于蜀者，而不复论

其平生，采葑菲之意也。次《分野》，谨

天象也。《灾祥》系之，以其类也。次

《财赋》，民之天命也。

次《各府志》、《建置沿革》、《疆

域》、《形胜》、《山川》、《城池》、《风俗》、

《土产》、《公署(卫所附)》、《学校》、《名

宦》、《流寓》、《人物》、《科第》、《列女》、

《水利》、《财赋》、《储卹》、《关津》、《邮

驿》、《台榭》、《陵墓》、《古迹》、《祠庙》、



《寺观》、《仙释》，以次而书。

盖《山川》一方之镇也。《风俗》所

尚也，书其美者，不书其不美者，寓劝

也。《土产》所出也，通于天下不书。

《学校》以教也。《流寓》、《人物》、《列

女》，皆贤者也。不拘其隐微，公也。

必俟其盖棺，公论定也。乡鲜人物，虽

一节之士取焉，求长于短也。人物既

书，名宦则省，亦有兼存之者，盖善行

在乡，盛业在官，不厌其繁也。列女书

其尤者。有子者，非旌不书。《科第》

独详于近，限所闻也。《人物》之科第

分注见矣。《水利》财所生也。大者书

其名，小者总其数耳。《储卹》、《关津》

俱王政也。《邮驿》天下之脉络也。

《台榭》一方之胜也。其已为古迹，而

《一统志》收之宫室者，则因之而不敢

异。《陵墓》，礼所当修也。《古迹》，以

备考也。《祠庙》，典所当祀也。《寺

观》、《仙释》，虽异端者流，亦国制所不

废也。其余见《司志》矣。终之以《经

略》，曰蛮夷、曰盗贼、曰割据，沿旧志

也。蜀近夷多盗，土瘠或贫，弭之安

之，陈论不一，采之俟有志也。事有可

采，而不可以类收，则志《遗事》，事有

矛盾，人有信疑。求其实不得，断之以

理，则志《考异》。《诗文》但录其所关

政体者，他不胜录也。

四川旧志，天顺庚辰(英宗朱祁镇

复辟天顺四年——公元 1460 年)，布

政(使)马君显，聘提学签事，眉山黄君

明善所纂也。余特正其文与误耳。其

《建置沿革》曰立曰置，曰分曰割，曰并

曰改，曰升曰降，皆因事为例，既革而

沿曰复，曰又曰仍，更其名者则书，徙

其治者则书，分并不常书，相沿而无更

徙者，虽隔代不书，其名则以我朝之所

命者为主，《公署》、《储卹》、《坛庙》之

类，各府州志所通有者，则总书而注

之，若卫所与府州同治者附见，僻处一

方及《土官衙门》而无可附者，则特为

之志。其中书例或有不一，载事或有

未衷者，盖蜀地辽邈，诸司采访，则或

太迟，而(熊)相之得代又近，百务倥

偬，所以有是耳。改而正之，深有望于

后之君子。明正德十三年戊寅高安熊

相撰

明正德《四川志》37 卷，熊相纂修。明正德十三年(1518)刻，嘉靖增补本，卷

五历官布政使，增至嘉靖十六年(1537)。

熊相(生卒年不详)字尚弼，号台峰。江西省高安县人。明正德三年(1508)

三甲第一五四名进士。明正德十年(1515)刻成其纂修之《瑞州府志》14 卷。

熊相于正德十一年至十三年(1516～1518)任四川清军御史，纂修成《四川

志》37 卷。



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重修《四川总志·序》

夫志者，盖纪夫天文、地理、山川、

城邑、风俗、人物、艺文、财赋之类，以

及经略建论之异同，兵粮战守之法制

者也。

总者，盖匪直一郡一邑，实合夫内

之十三府、州，并外之十三郡、司，以及

松潘、叠溪、建昌行都司者也。

重修者，盖正德丁丑(即正德十二

年，1517)，清戎侍御台峰熊子，尝取四

川旧志而增损之，惜其政务纷挐，归期

促迫，草草成书，不能无遗憾焉。且自

叙曰：其中书例或有不一，载事或有未

衷者，改而正之，深有望于后之君子。

况计今已二十五稔矣。消息变换，种

种不一，诚有不得不以不更纂者也。

然是书与晋之《乘》、楚之《梼杌》，

鲁之《春秋》，义实相因，而事则尤该。

自非人超众品，才兼三长，恐不足以任

操觚染翰之责。昔司马于长，遍游天

下名山大川，而其文益奇。故其所著

《本纪》、《年表》、《世家》、《列传》，夐乎

不可及已。

若王氏玉垒，杨氏升庵，杨氏芳

洲，俱以雍益之豪俊，科第之伦魁，良

史之名笔，谪戍遐荒，周流万里，其视

子长之游江淮，窥九嶷，浮沅湘，涉汶

泅，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筰昆明者，真异

世而同符矣。

余与合川王侍御(珩)，以升庵于

役之便，芳洲放免之閒，更征玉垒共为

是书，适侍御谢狷斋(瑜)至，尤乐而赞

成。乃不两阅月，遂以竣事，告其涣而

未萃者，仍讬周宪副木，泾崔佥宪楼

溪，重加编集。披而读之，天道昭天

上，地道秩于下。往迹有据，近事弗

遗。人物取舍之精而鉴戒以寓；艺文

搜辑之备而典籍足征；经略建论，折衷

可循；战守兵粮，便宜悉俱；岂不粹然

为一方之史，而无愧于子长之述乎!

较之《吕览》浩繁，徒逞见闻之博；《淮

南》充斥，竞为邪避之谈者；顾不可同

日而语耶! 斯地斯文，一何庆幸! 藩

臬柴拓洲，王清南诸君，咸谓事始于

余，不可以无言，故辄次其概略如此

云。

嘉靖二十年(1541)岁次辛丑菊月

吉旦仪封刘大谟撰

明嘉靖《四川总志》16 卷。刘大谟等修，王元正等纂，周复俊、崔廷槐重编。

嘉靖二十年(1541)刻本。附杨慎《全蜀艺文志》64 卷。

刘大谟(1476～1543)，字远夫，东阜河南省仪封县(今兰考县境)人。明正德



三年(1508)二甲第十一名进士。嘉靖四年(1524)任四川布政司左参政。嘉靖十

九年(1540)四月甲子(初三、5 月 8 日)，调任四川巡抚。嘉靖二十二年(1543)，卒

于任。

王元正(生卒年不详)，字舜卿，号三溪，别署玉垒山人，陕西周至县人。正德

六年(1511)三甲第一一八名进士。嘉靖三年(1524)七月，元正与同年进士杨慎

等因议大礼而被谪戍茂州卫(今茂汶羌族自治县)。题住室曰“玉垒行窝”，尝著

《威茂统志》等。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省新都县人。正德六年(1511)，一

甲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充经筵讲官。嘉靖三年(1524)七月，因议大礼而谪

云南永昌卫(今保山县)。

杨名(1505～1559)，字实卿。四川省遂宁县人。嘉靖八年(1529)一甲第三名

进士及第，授编修。十一年(1532)十月，应诏上书言事，帝震怒，令拷讯入狱，吏

部尚书汪鋐之流，诬名为杨廷和余党，被谪戍瞿塘卫(今四川省奉节县境内)。编

有《三贤集》3 卷。

周复俊(1496～1574)，字子吁，号木泾，江苏崑山县(今作昆山)人。嘉靖十

一年(1532)三甲第一二四名进士。嘉靖二十年(1541)任四川按察副使，后升按

察使。官至南京太仆寺卿。著有《东吴名贤集》2 卷。《泾林集》8 卷。编有《玉峰

诗纂》6 卷(玉峰为崑山之别名。录晋迄明关于崑山之诗)。杨慎所编《全蜀艺文

志》，仓卒成书，复俊等受命重编，诸篇之后，复俊间附案语，颇有所辨证。义主搜

罗故实，善恶并载，篇末不箸驳正之词以伸公义，为义例之疏云。

崔廷槐(生卒年不详)，字公兆；山东平度州(今平度县)人。嘉靖五年(1526)

三甲第一七五名进士。嘉靖十九年(1540)，任四川都司佥事。

明万历九年(1581年)《四川总志·序》

繇万历七祀，岁在己卯，皇仁浃

洽，蜀宇辑宁，时维巡抚黄冈王公，巡

按义乌虞公，相与协心抒猷，以康黎

庶，既标鸿业，爰考稗乘，顾念蜀居坤

维，号称天府。自神禹造夏，吉甫辅

周，勋烈匪彝，流风斯邈，《典》《谟》方

《贡》，《书》述纂详，《江汉》《烝民》，

《诗》声溢著。此蜀文献之所从来逖

矣!
秦资其富，以兼七雄，汉阶其力，

遂奄四海。于是司马相如、扬子云、左

太冲、任文公等，各述所闻，用存故典，



及陈承祚别纪《耆旧》，至常道将备志

《华阳》，下逮赵阅道之《(成都)古今集

(记)》，张唐英之编《祷杌》，唐求之辑

《图经》，李文子之撰《蜀鉴》，咸极搜

罗，足垂观劝。暨我昭代，运际嘉隆，

道化丕宏，伦物宣朗。时有玉垒王氏，

升庵杨氏，芳洲杨氏，并搞凤藻，各擅

《麟书》。骋厥菁华，咸臻玄妙。然才

高而综核或疏，岁久而漫漶殊甚。矧

兹相旷，四十余秋。世治之经纶，时政

之因革，献征之彪著，科第之骈联，倘

缺弗书，后将何考? 乃檄叙州府同知

魏朴如，成都府推官游朴，及文学董良

遂、戈一龙、刘止、彭师古、杨秉钺、李

承雾、彭应元等，开局于濂洛大儒祠，

搜摭故实，旁探艺文，凡诸郡邑，各以

牒上。而成都府知府张大器、成都县

知县印一中、华阳县知县唐栋、咸鸠籍

供饩，聿勤夙夜，凡五阅月，编次稍成，

则檄今左布政使刘公庠，右布政使李

公江曰：“咨惟习蜀敷猷，宜统厥任。”

申檄提学副使棐曰：“广厉学宫，修明

掌故，兹其大者，惟尔总校之，以终厥

成功”。

棐承檄惴惴，唯弗称是惧。乃于

秋杪，大比事竣，始克受简，则作而叹

曰：奕奕蜀都，赫赫献籍，圣贤神明之

渊宅也，金躔玉垒之隩区也。缅厥省

乘，实钜且重，奈何容易哉! 乃固扃穷

晷，殚精凝思，删 #订诬，芟繁补阙，又

阅五盈，始告成事。时则御史虞公，政

竣入朝，以今御史福清薛公代，既至，

锐情志事，益毖且笃。庚辰首春，以完

帙上两台，咸报曰“可”。

轸兹钜典，爰戒梓人。式昭往烋，

用阐来镜，棐谨撰次为小序焉。

序曰：
轩辕画州，神禹底绩。周秦绵邈，

寓县分析。峨峨蜀都，氓萌允殖。皇

哉唐哉，天府之域，述沿革华第一。

翳古炎帝，申命正黎。三辰肇叙，

七政翕齐。煌煌鹑首，实次蜀西。察

变授时，奠兹坤维，述分野第二。

# #蜀国，蜿蜒龙蟠。西峙岷岭，

东阻夔门。崃关霄倚，剑阁云盘。是

称金城，德守孔安。述形胜第三。

蜀城 # #，郁若凤翱。祥征龟

出，义慎虎牢。诸郡连绵，百雉崇高。

永言保鄣，长屹江皋。述城廓第四。

惟蜀自昔，生齿滋繁。周从《牧

誓》，反驱项顽。际滋宣朗，宜恤艰难。

何以蕃之? 国命攸关。述户口第五。

蜀称沃壤，粒兹烝民。厥田维上，

厥赋维均。义却茧丝，以阜闾阎。是

在司牧，无贰尔心。述田赋第六。

赫赫禹功，石纽发祥。桓桓昭烈，

汉胄克昌。倬彼正统，烂然徽章。帝

骤王驰，植我天常。述国纪第七。

岷峨错峙，屏翰丕隆。献殿肇封，

礼乐是崇。毖此侯度，恪尔孝忠。匹

休三代，带砺穹窿。述藩封第八。

世化代迁，忠文迭创。蜀次井参

风多质戆。俗乃朴野，士刚倜傥。斫

雕还淳，职在#磢。述风俗第九。



岷峨矗矗，江汉洋洋。水存廉让，

山辨阴阳。灵氛翕发，云霭高骧。郁

兹西南，绣错虬翔。述山川第十。

山泽蕴崇，土毛是出。维古职方，

献彼珍错。蜀壤所宜，桑麻孔获。节

以阜民，君子攸度。述方产第十一。

设官分职，维国之程。法严位署，

义慎经营。蛊则修饰，壮则仪刑。君

子居之，攸芋攸宁。述公署第十二。

汉代尊经，文翁化蜀。比齐埒鲁，

仁摩义育。士际昭明，率循轨鹄。《棫

朴》《菁莪》，彬彬郁郁。述学校第十

二。
贤辙攸经，爰有创立。以时观省，

亦节劳逸。锦宫峨峨，筹边屹屹。曩

范如存，来骖可匹。述宫室第十四。

《易》严御暴，《诗》美为梁。民无

病涉，边有隄防。郑《舆》非惠，张《銘》

则当。时慎成守，终焉允臧。述关梁

第十五。

桓桓禹功，赫赫江渎。祀事孔殷，

德烋若 #。凡百明禋，彝典攸属。孔

惠孔时，靡淫靡黩。述祠庙第十六。

昭烈经营，惠陵岿若。禁采崇封，

政之筦橐。郡哲斯藏，九泉可作。以

时修之，罔滋蓁落。述陵墓第十七。

胜域雄区，标传自昔。陵谷时迁，

桑田代易。以兹有尽，视彼无斁。因

名纪思，滮流罔极。述古迹第十八。

维皇经国，设官分职。位有崇卑，

义均休戚。曷以扰民，惟仁是亟。鉴

戒在兹，毖哉群辟。述秩官第十九。

业业莞枢，煌煌圭组。夐树勋庸，

丕彰矩殹。代有循良，嗣绳步武。暐

晔鸿名，式兹西土。述名宦第二十。

缅遡蜀川，遥驰簦笈。峨山锦水，

代有贤迹。鸿以远弋，凤爰栖棘。悠

悠芳躅，江山增色。述流寓第二十一。

贤科拔俊，制肇有唐。暨我皇明，

蔚然炳娘。凤鸣高梧，骥腾康庄。得

士之盛，前叶罕方。述科第第二十二。

岷蟠毓粹，江汉炳灵。虎啸风冽，

龙腾云蒸。济济钜公，斌斌名卿。德

馨埒美，王国之桢。述人物第二十三。

周美《白驹》，庄宝灵龟。秉我明

哲，养兹天倪。白云苍茫，紫芝葳蕤。

永矢弗谖，荣名两遗。述隐逸第二十

四。

百行之原，万事之纪。厥维孝义，

君子所履。抗表涌泉，漆身殁齿。顺

变虽殊，芳馨并美。述孝义第二十五。

《关雎》起咏，《江汉》覃风。孀操

接袂，坤舆所钟。怀瑾茹荼，持以令

终。懿兹贞媛，世异名崇。述列女第

二十六。

眉峰云台，仙灵所都。奇传寰宇，

实蕃缁徒。三乘筏邈，万劫轮徂。子

不语怪，世何汩乎。述仙释第二十七。

国任师帅，维以勤民。匪抒经画，

曷助陶甄? 蜀山险塞，奸宄陵凭。怀

柔廓清，实藉鸿勋。述经略第二十八。

萑苻之滨，爰多狺獍。灾祥之来，

俨示修警。凡厥纤曲，有关时政。搜

揽靡遗，鉴观斯境，述杂纪第二十九。



玄黄融结，沱潜毓灵。咸摛白凤，

各吐玄精。源开四子，派衍群英。岂

伊蜀珍，允为国祯。述文艺第三十终

焉。

总之：省志为目十，郡县志目二十

有二，经略志目二十有一，杂纪目五，

文目二十有五，诗目十有四，为卷共三

十有六。体则壹仍乎旧，事变兼纪乎

新。顾惟鼯技非长，豹斑寡识。尚冀

名贤，廓所未逮云尔。

万历庚辰(八年，1580)春孟，南海
郭棐笃周甫撰。

万历九年(1581)《四川总志》34 卷。虞怀忠等修，郭棐等纂。明万历九年刻
本。

《四库全书总目》卷 74《史部·地理类存目三》云：“(《万历〈四川 总志〉34

卷》)。明魏朴如、游朴、董良遂同撰，提学副使海南(当为南海)郭棐裁正之”。

“其书于尹吉甫、商瞿、董永、杨时之类，旧志误收者，颇有驳正。于赵戒、张商英

之类。旧志溢美者，亦颇有简汰。惟职官不载守令，未免疏略。而以先代帝纪列

于前，亦非舆记之体也。”今查原书，《提要》之论评甚是。惟董良一名，殊属不合。

今按所谓“童良”者乃参与该志编纂之嘉州儒学学正董良遂之讹误，纪昀与史臣

未深察名号，世之不得见原书者，便不能据正其失耳。

虞怀忠(生卒年不详)名汝良，字养纯，浙江省义乌县人。明隆庆五年(1571)

三甲第 32 名进士，万历初任四川监察御史。为《四川总志》题写了序言。

万历八年(1580)，时任四川巡抚王廷瞻也为《四川总志》题写了序言。王廷

瞻(生卒年不详)湖广黄冈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三甲第二○○名进士。《明

史》卷 221 有传。

万历九年(1581)，四川监察御史宋仕为《四川总志》题写序言。宋仕(生卒年

不详)平原人。明隆庆五年(1571)三甲第二七六名进士。

万历九年，四川巡抚张士佩(1531～1609)为《四川总志》题写序言。士佩陕

西韩城人，嘉靖三十五年(1556)三甲第一八五名进士。

万历九年，四川按察使崇阳胡定(生卒年不详)为《四川总志》题写序言。胡

定为嘉靖三十五年(1556)三甲第七十名进士。

参与修的人有左布政使刘庠，右布政使李江，孙坤，左参政蔡叔逵，右参政凌

琯、赵睿、杨一桂、赖嘉谟，提学副使郭棐、杨节，副使郑一信、戴燿、范 # 、高则

益，左参议张稽古，右参议马千乘、李荐佳，佥事于元复、田乐义、杨言、萧九成，成

都知府张大器、张呜鹤，成都同知张元善等。

该志纂稿人有：叙州府同知魏朴如，成都府通判任朝臣、李发、陈其志、郭汝



鹤，成都府推官游朴，成都县知县印一中，华阳县知县唐栋，成都府儒学训导杨秉

钺、彭应元，成都县儒学教谕刘止，华阳县儒学教谕彭师古，双流县儒学教谕李承

雾，广安县儒学学正戈一龙，嘉定州儒学学正董良遂，中江县儒学教谕华存礼等。

郭棐(1529～1605)字笃周，广东南海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乡试举人。三

十二年(1554)入国子监肄业，四十一年(1562)廷试二甲第五十九名进士，授户部

主事。隆庆元年(1567)出任夔州知府。万历元年(1573)，任湖广屯田副使，五年

(1577)任四川提学副使，八年(1580)，订正《四川总志》，并予题序。编著有《右江

大志》、《粤大记》、《广东通志》、《夔州府志》等。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四川总志·凡例》

郡国有志，即汉人掌故之书也。

兹志备载全蜀，故以总名。原本三才，

错综郡纬。事存铨述，义贵流贯。其

体悉仍旧而事则增乎新。凡无关于

蜀，无裨于民者不书。

志以全蜀而作，凡关省事者为省

志，列于前。其余郡邑则遵《(大明)一

统志》鳞比而书。次则《经略》，终以

《艺文》，庶便阅览。

省志止列《沿革》、《分野》、《形

胜》、《城郭》、《户口》、《田赋》、《代纪》、

《藩封》、《秩官》、《名宦》，其《山川》、

《公署》而下，则见《郡邑志》中，兹不复
书。

《郡邑志》首序成都，余因次而列

之，其款则仍《(大明)一统志》例，稍加

增定为《沿革》、《分野》、《形胜》、《风

俗》、《山川》、《方产》、《公署》、《学校》、

《城郭》、《宫室》、《关梁》、《祠庙》、《陵

墓》、《古迹》、《名宦》、《流寓》、《科第》、

《人物》、《隐逸》、《孝义》、《列女》、《仙

释》，凡二十二目,亦志其大者云。

《(大明)一统志》列有《书院》一

款，万历初，裁革书院，易以他名，今散

见于《学校》、《宫室》内，以待兴复云。

禹功告成，万世永赖。睹江流而

思者，今未艾也。故也《帝纪》，首列夏

氏，继书昭烈，用尊正统。次以《藩

封》，表帝胄也。

旧志《秩官》，止载监司以上，其郡

邑守令，皆无题名。己卯(万历七年一

公元 1579 年)重编((万历《四川总

志》)《例》云：“错杂难考，故无从书

之”。若邑令治绩，具见邑志，诚难书

矣。而二千石师帅一方，略不著名，似

为缺典。今搜访各府缺遗，增入郡志。

其守令之著名者，则备採《名宦》中。

诸家分野，各有成说，今备载之。

谓益分当井参鬼，巴则入参八度，又谓

夔为翼轸之分。今已夔连郡也，巴分



为参，而夔乃隔井鬼，柳星张五度，何

太逊耶! 天官家言，儒者罕习之，然载
在往籍，则可考而订矣。

蜀自皇帝分州，大禹抵贡，疆域寝
广，世次弥邈，其离合因革，时异制殊，

今仍前志，书其可参见者，他不敢肊附
云。

城郭以崇保障，旧列《沿革》款内，
分注之太略矣。今另为一目，凡各郡

邑，以次类见，一附于《春秋》，凡城必

书之义云。

《学校》政之首务，以育才而弘化，

至重也。凡兴作必谨书之。

科目开途，贤才入彀。蜀自唐、宋

以来，济济盛矣。我国朝科分乡、会，

第悬甲、乙。登明陟要，益阐前休。其

甲等者，法得连书之，汉举贤良，如何

武诸名公，亦以世列，庶见蜀自昔多才
焉。

《名宦》本诸旧志，参以他籍。中

颇多误谬。有一人而分为二人者，有

二人合为一人者。有以汉人为唐宋

人，为元人者。有非其官、非其地而误

入之者。今皆僭为厘正。其有未悉，

则以俟博雅君子。

科第自唐世者，难尽考见，宋之设

科及省元状元姓氏，则载之《文献通

考》为详。而詹邈、冯时行，皆非状元，

前志幸已改正，然误者尚多，如严侁、

严震皆盐亭人，唐进士也。严公弼，震

之子，亦贞元进士。潼川及《盐亭志》，

较然可据。己卯《志》俱编于宋之乾

道，误矣。他如元进士文礼恺，误编入

宋，冯传心而下十余人，皆元人，亦误

为宋，所幸《郡邑志》可考正也。王樾

为宋状元而志缺载。《苍溪志》因具

《宋状元考》合，显如阆中三陈，备载

《人物传》，而《科第》或缺其名。近加

萧荣、萧韶，永乐中登曹棨榜(永乐二

年，公元1404年，甲申科)，新都《开科

士坊表》具存，乃误入新津。此类甚

多，有据则正之，不可考而误遗者，不

尽无也。正 #补遗，尚赖于后。

古志纪载有戾者，如董永千乘人，

而以为蜀人。杨时南剑将乐人，而以

剑人之类，己卯《志》已正之，今仍其
旧。

人物见旧志者毕书，如赵戒不忠

于汉，张商英不忠于宋，己卯《志》已严

黜之，今亦仍旧。

以人物名者，贵三立也。若有餐

霞栖谷，逍遥轻世之徒，养志蹈节，拘

方不辍之士，则系之《隐逸》、《孝义》，

而不欲苟同者，观其隅也。

自《名宦》、《人物》已下，己卯

(《志》)编后，四十祀矣。逐类续入新

名，必其新定祀典，已经表扬，否则亦

实行可据，舆论共服，如州邑志中，通

套褒嘉之语者无采焉。

《秩官》、《科目》，旧志仅依《山川》

等例，一顺书下，混以小注，夹杂礙目。

且郡县接幅，联书不便，续入欲郡县各

汇一籍，则简帙重大，今改画格，编年

以府州县附入、庶便续入。



播州改遵义府，今创立府志，以次

列之，而屏山、平武，新设县治，各附见

府志中。

《经略》如《赋役》、《水利》、《盐

茶》、《驿传》、《边夷》，旧志详矣。近裁

里甲为条鞭，顷流通钱法，以裕民赀，

《木政》、《榷政》，实费调停，征播兵兴，

建南善后，皆蜀事之大者。丙戌、丁亥

间，西南凡三征未载，今备志之。

《全蜀艺文志》，乃升庵太史手选

者，今海内咸艳慕之，文搜品外之奇，

而所图谱者，皆耳目罕见，斯足贵也。

自己卯删削十分之五六，兹帙遂晦，而

板亦无存者，幸访获两本于灭没之余，

真只字吉光，不敢妄肥增损。依原本

讐正的确付梓，间有必不可考者，宁

以脱误阙书，俟后之博物者云。

艺文由升庵后，八十余年矣。其

有关系蜀事及著作可传者，皆逐类续

入，但欲以约选者，与升庵志合为一

帙，后来新新相因，渐搀渐溷，使人不

辨孰为升庵手泽，而#加抹削，其为己

卯之续者，可预虑也。今以新选，另为

一帙，以接《全蜀艺文志》之后，而题以

补续《艺文志》云。

续者，增新固矣。补之者云何?

盖升庵时，亦有偶遗者焉。有不载于

志，而见于先生集中，如明皇《剑阁诗》

之类，或残碑古碣，檄下郡县，不及遍

搜，如近日灌县获汉碑“六时水”三隶

字，及唐神武皇帝手书#碑，得之甚为

稀有，或有骚人逸士，其著作当日尚未

板行而见于今日者，古名家文，升庵家

藏，或当时未必携至会城，则亦据《(成

都)文类》诸书之所有者耳。今觉稍有
漏略，岂容不补其余。

本省钜公，虽著作甚富，宜光史

册，但当世缙绅之文，或未尽行于世，

势难尽搜。今一遵升庵原例，必先世

遗文，乃敢选入，余避去取之嫌，存之

以俟后世子云。若宦于蜀者，标刻具

存，自宜拔其最者纪之《续编》，以附于

楚才晋用之意，亦升庵旧例也。

是书自成化(当为天顺)间创修，

洎嘉靖间聘杨升庵、王玉垒、杨芳洲三

太史续修之。至万历己卯，乃督学郭

公，重加裁订，合今番则修之者四矣。

除创修本亡论，中间两经修校，俱难隐

没，今采其序之可传者，以细书刻之，

续于今序之后，以不泯其表章文献之
意，及编纂职员姓氏，一一存之，不忘

所始也。

嘉靖间本《人物·序》出玉垒，《艺

文·序》出升庵，《建置》、《山川》、《赋

役》三小序出芳洲，且逐一多所论列。

己卯已无存者，今仍采而缀之。至

《(全蜀)艺文志》，则以升庵《序》，大书

而冠于首简，皆不欲隐没，且便考证
云。

诸史者并重图，今所增者，若《新
都志·八阵图》之类尚矣。其他器物，

若了翁砚在蒲江，文君瓮在临邛，更二

三古鼎，见《潼川新志》，皆续入以资博
洽云。



当日艺文虽得升庵总裁，而缮写

颇多脱误。有甲之首而续以乙之尾
者，有文中脱百十言者，有甲名而移于

乙者，即如少陵《涪江泛舟》，送常班

《归京诗》，旧志俱作陆游，又《洞仙歌》

曲，载《东坡集》中，而世传为花蘂夫人

《玉楼春》词，升庵乃收为孟昶避暑摩

诃池作，或云东坡托花蘂以自解云。

至可正者，则迳正之，犹憾诸书衮聚未

多，檄下州县，未尽搜罗，逸典遗文，不

免窐漏，宁逭大方之诮哉!

万历《四川总志》27卷。吴之皞修，杜应芳等纂。万历四十七年(1619)刻本。
吴之皞(生卒年不详)，湖北黄陂县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三甲第一四五

名进士。官监察御史，万历末任四川巡按御史。

杜应芳(生卒年不详)，湖北黄冈县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二甲第三十六

名进士。官四川按察司提学副使。

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四川总志·跋》

《蜀志》告竣，成都府知府臣钱受

祺读之，伏而叹曰：“嗟乎! 今日之蜀，
犹是昔之蜀也。然今日之蜀，又非犹

夫昔日之蜀也。《易(坎)曰：‘王公设

险，以守其国’。《老子》曰：‘至治之
极，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

业’。盖尝三复《经》、《子》之言，而重

有感于今昔之际矣。蜀披山带江，四
塞以为固，北有剑阁栈道之限，东有瞿

唐滟澦之险，西控土番，南连六诏。形
胜振古为隆矣。鱼凫肇造以前，虽杳

渺而不可稽，未尝不与关洛通。《牧

誓》所称：‘庸蜀羌髳，微沪濮’是也。

要皆各君其国，各子其民，至秦并以为
郡，始隶诸侯版图。然公孙跃马称帝，

昭烈割据争雄，且号为一时之盛。他

如偷安一隅，苟延历祚者，亦靡不恃险

以为蔽，即以献逆窃号，穷天朝之兵
力，数年始乃克之。是以今日之蜀，较

之昔日之蜀，其形胜固无殊焉也。至

于《风俗》、《人物》、《户口》之消长兴

废，则不能不异是，又势之无可如何者

矣。《汉史》称：‘巴蜀土地肥美，有江

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民食

稻鱼，无凶年忧’。又历稽往牒，文翁

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及司马相如、

王褒、严遵、扬雄、苏氏父子之徒，俱以

文章冠天下，声施至今，而苏轼之《纪

(眉州)远景楼》者曰：‘吾州之俗，近古

者三，其士大夫贵经术而重氏族，其民

尊吏而畏法，其农夫合耦以相助，盖有

三代汉唐之遗风。’信斯言以概他郡，



亦大略可靓矣。又闻诸长老言：胜朝

时，家给人足，土无尺寸旷者，闾阎 #

牝成群，庐舍相错，贫民稍事佃作，户

率不能得一钟，其民物之繁庶，列郡皆

然，又奚啻如少陵诗中，“锦城丝管，纷

入风云已乎! 老子所云：“至治之极，

其象殆有然者，噫! 考之往古既如彼，

观之今日又如此，则今日之蜀，其不逮

夫昔日之蜀，盖有大相径庭者矣。抑

有进焉，物之有消必有长，有废必有

兴，势所固然，史称 十年生聚，十年教

训’，意者必有待于其人乎! 今之抚有

全蜀者，大中丞而下，类皆以教养斯民

为任，劝课农桑，弘奖教化，茕茕孑遗，

駸駸乎日臻于盛矣。安在今日之蜀，

其所为《风俗》、《人物》、《户口》者，不

渐进于昔日之蜀，如史牒所云者耶?

予承乏兹土，鲰尔长吏，惟有承流宣

化，拭目以观大道之成，终不敢谓古与

今之不相及也。

四川成都府知府臣钱受祺谨跋

清康熙十二年《四川总志》36 卷，蔡毓荣等修，钱受祺等纂，康熙十二年(1673

年)刻本。
蔡毓荣(生卒年不详)，字仁庵，辽东锦县人，隶正白旗。顺治十三年(1656)

任牛录章京，康熙九年(1670)特简总督湖广四川，为《四川总志》题写了《序》。为

本志题《序》的有罗森、张德地、刘如汉、张含辉、金俊等人。冀应熊、张文彬、钱受

祺等为《四川总志》题写了《跋》。

钱受祺(生卒年不详)，浙江钱塘人。顺治九年(1652)二甲第四名进士，康熙

十年(1671)任成都府知府。参与《四川总志》的编纂，并写了《跋》。

清雍正十一年(1733 年)《四川通志·序》

王者疆理天下，自畿甸以及直省，

莫不有志。其源出于《书》之《禹贡》，

《周官》之《职方》。故凡山川之险夷，

田赋之差等，贡道之远近，以及人情、

风土，物产之属，洪纤巨细，无不厘然

毕具。由是酌以时宜而轻重布之，即

财成辅相之道寓此矣。

蜀志何肪乎? 盖自陈寿《(益部)

耆旧传》，李膺《益州记》，常璩《华阳国

志》，张唐英《蜀梼杌》，赵阅道《集古今

记》(即《成都古今集记》)，唐求缉《图

经》，李文子撰《蜀鉴》，作者迭兴，於

戏! 备矣。
迨前明之世，屡经修辑，惟杨慎、

王元正辈所纂称善。修志者，盖得所

取资焉。



夫蜀自鱼凫开国，以褒斜为前门，

熊耳为后户，玉垒，成都为城廓，江、

潜、绵、雒，为陂池。沃野天府，古人所

称，将欲纪载详明，则《蜀志》之修良亟
也。

己酉三岁，我皇上特命儒臣，纂修

《大清一统志》，诏天下各修省志，无阙

无滥，以成一统无外之书。古称不出

户庭而周知四境者，其在斯乎!

臣谬膺简命，抚绥兹土，日夕冰
兢，有怀靡及，每因公事，旁览郡邑，见

夫山川日益奠丽，幅#日益式廓，汉夷

日益输诚，田土日益开闢，户口日益蕃

衍，沟洫日益疏浚，民风士习，日益淳

厚，五礼六乐，三物四维，畜牧耕桑，营

建规制，日益周详而明备，盖自三代以

来，未有如今日者。总由我皇上圣神，

继述道一同风，是以景星庆云，嘉祥垒

见，唐虞之盛，无以加兹。当此时而使

《蜀志》犹阙焉未备，将何以表文运之

炽，昌，昭重熙之累洽乎? 由是凛遵谕

旨，遴委贤员，以永宁道刘嵩龄总其

务，布政司刘应鼎督其成，并延聘老成

绅士，务令谨严以立法，简核以述事，

雅驯以以铸词，勿滥勿遗，矢公矢慎。

今者，编辑既竣，聿观厥成，可备

西南一省之全书，用彰圣朝万年之德

教，于以继《禹贡》《职方》之后，其庶几
焉。臣谨序。

雍正十一年(1733 年)冬十月，巡

抚四川军处地方，提督军务，都察院右

佥都御史、降三级、又降一级留任，纪

录三次、臣宪德撰。

雍正《四川通志》47 卷，首 1 卷。黄廷桂等修，张晋生等纂。雍正十一年

(1733)刻本。乾隆元年(1736)补版增刻本。

黄廷桂(1690～1759)，字丹崖，汉军镶红旗人。父秉中，官福建巡抚。廷桂

初袭曾祖宪章拖沙喇哈番世职(世爵第八等。1736 年(乾隆元年)定汉名，为云

骑尉)。年 19，以材官引强，从圣祖二十余年。康熙五十二年(1713)授三等侍卫，

迁参领。雍正三年(1725)擢四川提督。八年(1730)，总裁《四川通志》，视康熙

《四川 总志》为较详。九年(1731)任四川 总督，仍兼领四川 提督，乾隆元年

(1736)，裁四川总督缺，仍为提督。十二月召进京，二年(1737)授銮仪使，寻授天

津总兵。五年(1740)迁古北口提督。十二年(1747)署陕甘总督。十七年(1752)，

复设四川总督，次年，廷桂充四川总督，二十年(1755)，加太子太保，补武英殿大

学士，仍督陕甘。二十一年(1756)四月，命驻肃州督办军需。二十四年正月

(1759 年 2月)卒于凉州。谥文襄，封三等忠勤伯(《清史稿》卷 323《黄廷桂传》。

嘉庆《四川通志》卷 115《黄廷桂传》。袁枚《武英殿大学士忠勤伯黄公神道碑》见

江苏古籍出版，1993 年版王英志编《袁枚全集》第二册第 38～40 页。



窦启瑛(生卒年不详)，汉军镶白旗人。康熙五十四年(1717)三甲第三十一

名进士。雍正十三年(1735)任四川布政使，监修《四川通志》，并题写序言。

宪德(生卒年不详)，蒙古正白旗人。姓西鲁特。雍正四年(1726)任四川巡

抚。对四川府、州、县之设置，入川人户土田之分配安置，宁远府迁学舍，劝熟夷

子弟来学等方面，卓有劳绩，为《四川通志》总裁，并题写序言，雍正十一年(1733)

授工部尚书。

杨馝(1683～1765)，字静山。奉天正黄旗人，以善骑射，用弓至十石，以擒逃

犯为康熙所赏识，十九岁知甘肃两当县。丁父忧，再补直隶固安赏以知州俸。旋

权邹平、寿光、诸城(均山东)诸县。迁云南曲靖府，调丽江。雍正十三年(1735)，

调升四川巡抚，以志书总裁，为《四川通志》题写序言。在任多善政。乾隆二年

(1737)，请撤河西七儿堡城垣，忤旨罢官。七年(1742)，起用甘肃凉庄道，寻迁光

禄寺少卿，以老致仕。

李如兰(生卒年不详)，字长芳，山西榆次县人。雍正初，以泽州(今山西晋城

县治)司训，例改丞簿引见，敷奏称旨，特擢高邮州知州。雍正十三年(1735)，由

云南督粮道，升任四川按察使。乾隆元年(1736)入川，以川中安插免死军流重

犯，多聚居颇繁之地，请改于打箭炉等边远之地。乾隆八年(1743)调江西按察

使，寻擢四川布政司，辟锦江书院。九年(1744)大水，民舍桥梁多毁，独修安顺桥

以通商旅。乾隆十年(1745)任四川按察使。金川之役后，以筹饷劳瘁卒于官。

张晋生(生卒年不详)，字孔昭，又字日三，号适需。金堂县人。父吾瑾，顺治

十二年(1655)三甲第二一○名进士。晋生承其家学，博通经史。康熙四十一年

(1702)举人，历官河南镇平县知县。致仕归，雍正间主纂《四川通志》，掌教锦江

书院，著有《摅怀集》等著作三种。

担任雍正《四川通志》总纂的有：遂宁县县丞、江南武进生员赵彪诏，署乐乡

县知县，江南桐城县贡生刘庆适、夔州府教授升翰林院典簿、四川绵竹县拔贡生

王一正等 3 人。另有分纂有雅州府名山县教谕、四川江油县拔贡生洪元遵、成都

府成都县举人顾汝修等 19 人，兹不具引。

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重修《四川通志·凡例》

旧志以上谕、御制诗文，载于艺文

门之首，编次非体，不足以昭诚敬，兹

谨缮录圣祖仁皇帝，世宗宪皇帝，高宗

纯皇帝《圣训》八卷，《宸章》六卷，皇上



《圣训》四卷，《宸章》二卷，冠于通部之

首。御制匾额，对联、墨刻，钦赐寺庙

经典，御制诗文集，颁发书籍，皇上颁

发匾额，墨刻书籍，均敬谨备载，所以

纪恩遇，重典守也。

我朝圣圣相承，丝纶敷布，煌煌训

谕，海洽天弥。疆吏恭录，宣扬亿兆，

群知钦仰。兹惟就四川一省之政要，

民生及军务捷音之仰蒙优奖者，敬谨

缮录，用昭敉宁之溥化，纪耆定之全功

焉。至随时宣示之谕，或敬录于本门

之前。简命臣工之典，则胪载于职官

题名之中。蠡测微忱，幸希赅备云尔。

历代帝王诏谕，旧志概入艺文，似
鲜区别。兹择其尤雅者，另为一册，附

于首卷之末。
旧志图考汇载卷首，与各门篇帙

不属，寻览未便。而天文、经纬、疆域、

形势、水道源流，非图不明。兹以赤道

南北及四星分野各图，冠于天文志之

前。通省舆地全图及各府直隶厅州舆

地图，分系建置沿革表之上。统部为

一图一表一说。各府直隶厅州，各为

一图一表一说。水道江源图，列于江

源志之首，俾观者按图考索，展卷瞭

然。至若名山、古刹、器物及旧志所载

八阵碛，铜鼓之类，无关体要，概从略
焉。

各志首列星野，防于《周礼》九州

分野之说。然天道高远，未易管闚。

诸史言蜀分者，隋以前多主觜参。隋

以后则主井鬼，即孟坚一书，而《律历

志》与《地理志》，已自不同。钦定《历

象考成》参用西术，以岁差、里差，定其

次舍，立法精当。兹谨遵《大清一统

志》所定为准，而附采各史占验于后。

康卫之地，今已半隶雅州，分星宜亦因

之。至西藏所属，别详《西域志》。

统部及各府直隶厅州建置沿革，

自《禹贡》《职方》，以至历代损益，悉尊

《大清一统志》为表。至近年升府、升

厅、分县、併县及州县之改隶他府，西

域部落之改入内地者，悉于说内详之。

其疆域、形势、山川、关隘、津梁、古迹，

并依所志，随地分载焉。

各府直隶厅州舆地，虽分界绘图，

然四隅八至，多与邻境参差相错，必有

联络之势，庶得了如指掌。旧时绘图

者，第就境内描写山川城堡，而四隅八

至，只分注至某州县界若干里，殊未明

晰。兹每绘一郡，先以墨点画清边界。

凡境外昆连之州县城邑，及水道经流

所在，亦各绘出。俾知境外之某某州

县，即在本邑之某某隅。不必注明若

干里，而其相去之远近，一览可知。惟

本郡州县名，注于圈内，境外州县名，

注于圈外以别之。

江源，历代仅以列鹅村关膊岭为

滥觞之始，而未穷所自。国朝幅 # 广

远，西域尽入版图，圣祖仁皇帝御制

《江源考》，核正鉴定，支派分明，为著

《水经》者所未及。齐召南《水道提纲》

一书，敬秉睿裁所载，亦井然不紊。江

为四渎之首，天下巨观，用列专门，分



条详及，以补旧志之阙。

蜀旧称沃野千里，专指成都而言。

此外，重山峻阪，耕凿维艰者，十居八

九。通省水利，悉资隄埝，都江大堰，

灌溉十一州县。《记》云：“深淘滩，低

作堰”。盖修浚之法也。历朝良吏间

有增开水利，以济民四者，岁事丰歉，

悉系于此，不可没也。旧志谓之水利，

兹直以堤堰名之。

古迹，非仅供游览，实为论世考地

之资。如都邑废城，郡县旧治，虽名存

实亡，咸一一登载。至先民里居列墅

故址，其有关于观感者，胥搜访而详著

之。旧志以废土司城寨，列于古迹，今

则编入关隘，盖蕃落险要，当重戍守而

慎边防。非可以老树遗台例视也。

金石，旧志附于古迹之末，今别为

一目，遍采《通志略·碑目考》，《金石

录》诸书，详加考证，以资博览。

四川户口，自汉唐至明，原额未能

画一，田赋亦时增时减。我朝 # 化覃

敷，群生畅遂，丁口日增，版籍益广，丁

粮科则，间有升除。今于十二府，六直

隶所，八直隶州，据其总数若干，悉遵

新定则例编载。其夷地之改土归流，

开垦升科者，及近年清查建昌各地方

所辖，汉土新增户口，亦附列焉。

学校为造士之本，而庙庑为尤重。

我国家崇儒右文，超越前代，今别为一

志。敬将尊礼源流，仪文度数，详载于

中。而各祠庙之祀典，亦备列焉。以

见圣代礼明乐备，灵祗协应，为亘古所

未有也。至设立书院，乐育人才，亦有

合于党庠乡校之义，例得附书。若试

院、公署、祠庙、寺观等类，俱入《舆地

志》。

旧志以国朝定蜀之功，叙于历代

君臣伐叛征蛮事迹之后，殊失体裁。

我朝德威远播，挞伐用张，自国初荡平

流寇，以及平定大小金川、郭尔喀，殄

灭白莲教匪，无不仰秉庙谟，奠安苍

赤。兹武功一门，特纪命将行师，保

大、定功之盛，至番蛮偶尔蠢动，疆吏

随时奏请剿抚者，概入《边防志》。其

历代用武事迹，则主纪事一门，以备稽

考焉。

旧志兵制，只列官名，而于营卫布

置之宜，边裔控驭之要，概未之及。今

特分别标营，详列将弁兵马之目，复采

录重臣奏疏，及改设营制之由，附于其

后，以见我朝武备之严，为从古所不逮

云。

旧志有屯田，无屯练。屯田亦仅

存虚名，今懋功厅有屯政，同知督兵民

开垦矣。杂谷、懋功二厅，降番改土归

屯，设屯练兵额矣。遇有征调，无不效

命争先，勇气百倍，番夷慕义，具征圣

朝柔远之规。至团练乡兵，古人守望

相助之法，白莲教逆为乱，蜀中首用坚

壁清野之议，诸寇以次荡平，是筑砦团

兵于蜀地，尤为要务。故以屯练、团练

二者，次于兵制屯田之后，以存寓兵于

农之意，亦保障全蜀之良法也。驿传

铺递，因以附之。



边防于蜀为多，邛筰冉#，蛮獠杂

处，黎雅卫藏，远达貉输，随地皆边，即

随地皆防也。今按各道所辖，以次叙

述。凡羁縻控制之术，载于前史者，采

摭略备。国家丰功伟烈，绥靖边陲。

近年以来，番酋土目，叠就歼擒。边氓

益臻宁谧，谨详著焉。

土司世袭之沿革，地界之至到，贡

赋之输将，旧志颇详。今加之厘正，而

于各土司条下。分缀风俗，以便省览。

至近年以来，有土司慕化归流，纳粮升

科者，亦有生番部落，新经平定，设立

土目，分辖其地者，自宜分别叙列。其

杂谷、懋功二厅，皆以土司改土归屯。

垦地练兵，设立屯弁，以钤束之。亦有

合于古人任地简卒之义，故并载焉。

职官，旧志未为立表，莫知因革之

由。今文秩武秩，自一品以至流外，凡

蜀中曾设之官，悉道皇朝《职官志》，分

别叙录。各为一表，表各有说，文武并

列，以见圣代揆奋之义，初无畸重。且

见百尔有司，各有专责焉。

职官题名，所以纪迁除，重职守

也。宋元以前官名品秩，书阙有间，仅

于各史中，依类采取。明则文秩，自督

抚按司至府、州而止。武秩自都使总

兵，至指挥佥事而止。国朝则文秩自

总督、巡抚、学正，至州县而止，驻防自

将军、副都统，至骁骑校印房，笔贴式

而止。武秩自提督，总兵官，至都司守

备而止。无论贤否，概存姓名。其有

崇祀名宦，或善政昭彰，或以死勤事

者，则别具《政绩》，《忠节》各门，虽一

命之微，能自树立，亦采录焉。

各志均列《名宦》，所以立官常之

矜式也。荣名为宝，克复綦难，自宜以

奉旨入祀者当之。然莅兹土者，文事

武备，政在口碑，流传已久，代不乏人，

实有不可泯灭者，未容轩轾。今不标

名宦之目，总曰《政绩志》，摘录史书，

兼采舆论，其有曾祀名宦者，于本传下

注明。余则胪举善政，次其本末。庶

几实事是求，俾后来有所考镜焉。

旧志职官忠节，附于人物，其以蜀

人官蜀者，则合矣。若籍属不同，勤官

效节，生非斯土，死为斯民，列著西陲，

事应专录。今分辑一志，列于政绩之

后，以彰忠荩。

选举志，文武两科，只列姓名。邑

里、封荫、荐辟，亦附于后，其有称者入

《人物志》。

各志人物，标题不一类，有名宦、

儒林、文苑诸目。旧志不分儒林、文

苑。首名宦，次人物，今更不分名宦，

统曰：人物。自周秦两汉以迄于明，国

史、家书，兼甄并录，悉用旧文。著其

行事，虽不为品目，其所表见，犁然可

知也。凡史传，旧列儒林、文苑、循吏

者，仍注于篇目。按当日之著籍，稽历

代之殊疆，而各以先后叙次焉。

旧志名宦，不皆蜀人，且合之人

物，仅止四卷。其具正史者尚多阙而

未收，又 #舛杂见，或失其姓，如斗盖

曰牟盖，度智曰庆智，或失其名，如李



# 曰李垕，何求曰何永，至若任末任

永，马涓冯涓之不分，是二人混为一人

也。文齐、文泰，郑纯、郑纪，刘光祖刘

光世之错出，是一人淆为二也，晋何随

之入孟蜀，宋柳申锡之入前明，则失其

时，句扶汉昌人也，而曰渠县，张孝祥

简州人也，而曰温江，则失其地，若斯

之类，不可胜举。甚有非蜀人而羼入

者，其为失考，抑又显然。今兹所编，

补缀疏脱，刊改谬误，颇兢兢焉。尚惧

网罗未周，风叶难扫，是则望于匡所未

逮者。

志有传，仿史也，而与史异。史家

列传，合天下才为衡，志举乡望而已。

如《后汉书》谅辅，谯元列独行矣，折象

列方技矣，《宋史》谯定列隐逸传矣，循

名分类，宜入今志行谊、艺术、隐逸诸

门。然汉儒改服责已，精诚致雨，尽心

于民者也。君黄应诏，直言艰贞，保志

效忠于君者也，非独行也。伯氏幼秉

仁心，感多臧之戒，周施亲疏，非曲艺

可比天授，屡应辟书，得理学之传，去

就不苟，非石隐者流，凡类此者，归于

人物，概不从史编别。

采辑各书，每多同异，或由传写之

误，或因传闻之误，姓名、里居、科目，

往往参差不符。其有可考者，或并或

删，间为订正，疑则缺之，以俟多闻。

人物自明以前，博搜载籍，悉注原

书篇目，以备寻省，且以明有征也。至

国朝蔚生彦茂，事近可稽，辄就舆论所

推，撮举崖略。公言公听，无取一家私

说也。其有文已版行，为时称许者，亦

标明作者，以免掠美之讥。

职官人物事迹，俱溯已往，以日久

论定，斯为实录也。其存者虽有可书，

例不编载。所采诗文，亦以此为断，若

平番、改土、筑城，开堰之类，随时纪

事，分载于舆地，武备各门者，不在此
例。

旧志于人物中，列忠义一门，以死

节之贞臣，与乐施之善士，大小杂糅，
未免失伦。又土著宦游，混而为一。

今《人物志》，首列人物，别分忠节、行

谊两门，各如其目而条系之，皆蜀产

也。其列有表见，不可以忠节概之者，

仍入《人物志》。凡宦于斯而以忠节著

者，入职官忠节。

孝友为古今庸行，尽伦尽敬，斯为

克副其名。近世颇多割股刲肝者，迹

近毁伤，原非旌典所及，然推原其心，

亦复愚而可悯。故间加采录，附见于
篇。

隐逸必志行高节，名实相符，今稽

旧志内，两汉唐宋，史传所载者，或有

遗漏，而前明屡举不第，及病休罢宦

者，辄以入志，未免过滥，今亦考证删

补，以期无滥无遗。

旧志无艺术一门，前代史书，均为

方技立传，蜀自汉唐及宋，精于术数方
技者，不一其人，今仿史家体例为一

志。
旧志流寓内，如李白、苏轼辈，均

蜀士也，偶游他郡，即谓之流寓，此府



州县志之例，载之《通志》，则凿枘矣。

今祗将他省人，寄寓于蜀，且有事迹可

传者入志，余皆从略。

旧志流寓中，间以谪宦。考自唐

及明，多有抗节被谗，贬谪于蜀者，自

宜据事直书，以旌忠直。明季蜀士，有

此建言贬戍瞿塘者，已见《人物志》。

则不复载，至奸党败露，流窜遐荒，概

从删削。

旧志列女，只分府罗列，我圣朝激

扬典重，闺襜弱质，咸知慕义，今敬遵

旌典，凡节烈贞孝，分类而书。其未经

题旌者，由各府厅州县，采访确实，事

迹可征，年例相符，亦备载不遗，善善

从长，以维风化，冠以贤淑。而以才艺

附焉。

史家之体，彰瘅并行，志则隐恶扬

善，亦忠厚之旨也。然好恶之公，不容

偏废，使前愆炯鉴，常悬心目，未必不

收惩创之益。昔陈寿作《益部耆旧
传》，其末有杂传记，欧阳修《五代史

记》，别立杂传，兹访其本例，撰《杂传》

一卷，附于《人物志》之末。

艺文志，例起班氏《汉书》，后作史

者，改为《经籍志》，不过条其篇目，撮

其指意而已。《三通》中，《经籍》、《艺

文考略》，率循此体。后代志乘，博采

诗文，既乖义例，且多挂漏。今敬遵钦

定《四库全书提要》之例 。凡蜀人著

录，分经、史、子、集，汇为一编。其诗

赋序记之类，则散附山川、古迹各门之

内，赋居首，文次之，诗又次之，庶阅者

一览了然。
裒录艺文，必有关于蜀中山川、风

土、利弊因革者，严其程格，以定去取。

至于蜀人著作，自渊云以降，名篇佳

制，美不胜收。若一一登载，是选家之

总集，而非作志之体也。有袁氏《成都

文类》，杨氏《全蜀艺文志》在，兹概弗

及。
旧志有古帝王、僭窃二门，分标名

目,牵缀不伦，兹取三五以来，创业传

绪，及封爵锡土者为一卷。乘时割据，

及寇贼奸宄者，另次为一卷，总名为

《历代纪事》。成败颠末，悉著于篇，若

我朝荡平蜀徼，则谨列《武功志》中，以

昭盛业焉。
西域自巴塘以东，已入雅州疆域

矣。其乍丫、察木多以西，前藏后藏，

去京师将二万里，地处绝徼、天文、舆

地、食货、人事，皆与内地悬殊，列圣德

威西被，无远弗届，前后藏及廓尔喀，
均隶职方，咸遵正朔，今别立西域一

志。凡天文、舆地诸门，分晰纪载，附

以重臣政绩，名流艺文，以见四夷守道

之义，昭一统无外之模焉。

府州县志识其详，省志宜识其要，

如里甲、街市、坊表之胪列，下僚掾吏

之题名，赋税存留之细数，公署廨宇之

间架，人物中，乡曲之善士，祠庙内捐

输之姓名，诗文中投赠之谀词，概不滥

收，以昭体要。
志中征引各书，以《大清一统志》

为首，尊国朝制作，且以征信也。其余



各书，俱依时代诠次，或有援引故实，

发明订正，则正说居前，旁证在后，时
代后先，不嫌倒置。至《职官》《人物
志》中，列传节录各史原文，一字不敢
妄加增改，原书名目，标列于首，其私
家著撰之可信者，亦复旁搜。间有因

其称谓不合，如先生、府君、某公、夫人
之类，销加删易，以符体例。其书名则
掇之末行，以别于正书。

志与史相表里，兹志窃仿史家八
书十志之例，分为十二志，一天文、二

舆地，三食货，四学校，五武备，六职
官，七选举，八人物，九经度，十纪事，
十一西域，十二杂类。每志中又各分
子目，撮其大指，为之小序，庶眉目较

然，便于省览。

征引各书，无所附丽，而并资考证
者，均载《杂类志》。其遗言畸行为纪
闻，贞符咎征为祥异，搜神志怪为外
纪。各门纪载之传闻异词者为辨讹，
考证异同，详加甄录，缀于末简，即以

为全志之总汇也可。

嘉庆《四川通志》204 卷，首 22 卷。(清)常明等修、杨芳灿、谭光祜等纂。清

嘉庆二十一年(1816)刻本。

常明(? ～1817)，佟佳氏，满洲镶红旗人，由笔帖式授步军统领主事，曾为湖

南桂阳知州，擢云南曲靖知府。乾隆六十年(1795)从总督福康安(1754～1796)征

苗疆有功。嘉庆元年(1796)，剿下平陇苗于葫芦坪，母忧留营，嘉庆十年(1805)，

授湖北盐法道，累迁湖北巡抚。十五年(1810)升任四川总督，十七年(1812)，奏

疏失旨意，降二级留任，次年授成都将军。二十二年(1817)，宁越夷扰边，遣将平

之，寻卒 。赠太子少保，谥襄恪(《清史稿》第 358 卷《常明传》)。

嘉庆《四川通志》自嘉庆十七年(1812)春开局始事，常明为志书总裁，提督四

川全省学政、乾隆五十八年(1795)二甲第十七名进士、江苏丹徒县人赵佩湘、提

督全省学政、嘉庆四年(1799)二甲第三十八名进士、浙江归安县人毛谟均任参

阅。安徽定远县人、乾隆五十四年拔贡、四川布政使方积(176 5～1811)、福建闽

县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三甲第十八名进士、四川布政使陈若霖、常发祥、曹六

兴、瞿曾辑、奇成额六人任《四川通志》提调。

编辑为江苏金匮县人、户部广西司员外郎、清会典馆总纂、乾隆四十二年

(1777)拔贡杨芳灿(1753～1816)；江西南丰县人、四川夔州府通判、推升湖北归州

知州军功留川候补同知兼《四川通志》协理谭光祜(1772～1813)。分辑有安岳县

人、嘉庆十四年(1809)二甲第五十八名进士谭言蔼等 20 人(名略不备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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