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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服务·帮办

� � � � 再度众筹， 将影印距今最
完整的清光绪版《处州府志》

� � � �这一次， 叶金军等乡土历史的爱好者再次
开启了新的众筹， 他们希望影印百年前的清光
绪版《处州府志》。

“各传世版本中，光绪三年（1877）版《处州
府志》是处州历史上最后一次编修的府志，也是
内容最为完整齐全的一部府志， 最为完整地记
录了古代处州地区的人文风土。 ”叶金军告诉记
者，光绪版《处州府志》体例完整，收集的文献上
至秦汉，下至晚清，对于现代丽水乡土史学研究
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是众多地方文化研究者
梦寐以求的文献资料。

光绪版《处州府志》全书分为卷首旧序和封
域（3 卷）、水利、建制（2 卷）、学校、祠祀、古迹、
赋役（2 卷）、武备、职官（3 卷）、选举（2 卷）、人物
（6 卷）、风土、详异、艺文（5 卷），共 30 卷分 28
册装订，和十八卷的成化版相比，增加了一倍多
的内容。

为最大程度保持府志原貌， 光绪版的处州
府志依然决定采用手工宣纸影印，手工线装，共
28 册，用 3 个布面函套分装。本次影印采用目前
发现保存最好的版本， 全书保存完好， 字迹清
晰， 没有虫蛀， 是难得的底本。 众筹价格 1200
元，共影印 300 套，将在书后附录参加众筹个人
和单位的名录。

目前，300 套的影印数量已经认筹近半。“我
在微信上看到这个消息，当时很有感触，了解丽
水的历史对于一名土生土长的丽水人来说特别
有意义，我就认筹了一套，这套书放在家里，是
一种崇学的力量。 ”在庆元工作的邹明夷得知众
筹活动后，迅速认领了一套。

龙泉天青色等烟雨民宿的女主人王薇也迅
速认筹了一套：“放在自己的民宿， 有质感有故
事，让更多人了解丽水。 ”如今，光绪版《处州府
志》的众筹已经进入中期，叶金军希望更多人参
与到光绪版《处州府志》的众筹中。“作为一次史
料整理活动，一定会让更多人了解丽水。 ”

有意愿的市民可以直接联系叶金军进行认
筹预报名，电话号码为 18868150661。 报名结束
后，统一收款，最终认筹以实际到款为准。 单位
认筹可开具正式发票。 本次众筹为非盈利的公
益活动， 由于参与者远近不同， 需要自付快递
费。 众筹之书是非卖品，谢绝市场流通买卖。

一群丽水乡土历史爱好者邀您一起干件大事———

众筹影印清光绪版《处州府志》
这是丽水历史上内容最完整齐全的府志，对丽水乡土史学研究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热爱乡土文化，他们曾发起明成化版《处州府志》众筹
� � � �地方志是全面记载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自然、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的书籍，是研究通
史、断代史、专门史和地区史的重要参考书。“处州人
文鼎盛，文献浩繁，历代重视地方志的编纂。 自宋以
来，有据可查的共有 11 次编修府志。 现存的明成化、
万历、崇祯和清雍正、光绪版府志，大多收藏于国内
外各大图书馆。 ”丽水文史爱好者叶金军向记者介绍
了《处州府志》的历史，80 后的他是此次众筹的主要
牵头人之一。

因为平时喜欢乡土文化， 叶金军多年来一直在
收集和整理相关文献资料， 其中县志和处州府志是
他收集的重点。 在此次众筹影印光绪版《处州府志》
之前， 叶金军曾在今年年初发起明成化版《处州府
志》影印的认筹。

“明成化版《处州府志》，是现存的丽水地区最早
的地方志，国内还没有完整的藏本。 ”叶金军告诉记

者，2018 年下半年，他和其他一些文史爱好者决定影
印明成化版《处州府志》， 找到了适合影印的电子版
本，又联系了印刷厂，之后组建微信众筹群，把身边喜
欢乡土文化的同仁都拉入群里， 到去年 11 月初，230
套明成化版《处州府志》就全部认筹了出去。

“国内收藏此志的只有三处，即北京图书馆、上
海图书馆和宁波天一阁，但皆残缺不全。 其中北京
图书馆的藏品抗战初期曾寄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现由台北故宫博物院保管。 ”据叶金军介绍，1967 年
春，台湾历史学家宋晞先生检阅山根幸夫所编《日
本现存明代地方志目录》， 发现日本国会图书馆藏
有明成化版《处州府志》。 1967 年夏，宋晞赴美出席
第二十七届国际东方学者会议时，途经东京，托台
湾历史学教授苏振申向日本国会图书馆申请摄成
胶卷一份，携回参考，明成化版《处州府志》全书方
有完整无缺的版本。

影印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许多“丽水老故事”
� � � �一本古籍的影印并不是简单的事情， 找好版本
后，还需要修图、点校等诸多工作。 在叶金军看来，最
难的还是点校工作。“影印明成化版《处州府志》时，
因为书中有些虫蛀和污染，工作需要很仔细。 大家利
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参照书的原稿每一页每一个字的
校对， 有不清楚的问题在我们的微信群里反复讨论
研究。 最终经过 4 次大的校对和无数次的小校对，反
复确认无误， 一直到今年 3 月底才最终完成校对工
作。 ”

明成化版《处州府志》引用的历代书目多达 81
种，这说明当时广泛引用历代文献资料，具有重要
的史料价值。 影印的过程，也是对丽水的前世今生
做了一次回眸。 大家发现了许多之前没有发现的

“丽水老故事”。
“大家在研究这套府志时，还讨论了处州府志

编撰历代版本问题，通过广泛收集资料，最后推翻
了原先普遍认为处州府志始修于绍兴二十七年的
结论，把始修时间前推到至少在唐末。 成化府志《寺
观》中对各个寺庙的始建年代很多可能就是来自于
早期版本。 ”叶金军说，“还有括苍的括到底是‘栝’
还是‘括’，大家找出了自唐代以来几乎所有相关记
载和对栝树进行了广泛的对比研究。 又如对‘丽水’
一名的来源的争议。 虽然最终都没有形成共识，但
让大家学到了背后很多乡土文化知识，受益匪浅。 ”

这套十八卷的明成化《处州府志》在 2019 年 5
月影印完成，认筹的众人纷纷收到了这套装订非常
精美的影印本。“非常有意义！ ”“印刷质量真好！ ”
……很快，更多的文史爱好者知道了此事，纷纷前
来求书，可惜因为印量有限，有不少喜欢这套书的
文史爱好者最终没有得到。

阅读提示

光绪版《处州府志》是处州历史上最后一次编修的府志，也是内容最为完整齐全的一部
府志，最为完整地记录了古代处州地区的人文风土。

□ 记者 蓝倞

本报讯 连日来，一次特殊的众筹在不少丽水人
的朋友圈中刷屏———一群丽水乡土历史的爱好者，

发起了影印清光绪版《处州府志》的众筹活动。 这是
百年来光绪版《处州府志》的首次众筹影印，记者了
解到，目前已经有 129 人参加了本次众筹。

清清光光绪绪版版《《处处州州府府志志》》

影影印印完完成成的的明明成成化化版版《《处处州州府府志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