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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处州儒学教授张作楠于清嘉庆十八年至二十
三年（1813--1818）著述《梅簃随笔》，记述了“括苍九先
生”曰：“处州自张荔园提倡宗风，后进糜然效之，鲜有治
经史者。涂瀹庄郡伯力挽其弊，揭白鹿洞学规于莲城书
院，创括苍九先生祠，率诸生行释茶礼⋯⋯九先生者，宋
松阳叶石林梦得，潘叔度景宪，项平甫安世；龙泉叶水心
适，真西山德秀；元遂昌尹耕道起莘；明青田刘伯温基；
丽水何振卿镗，王石门一中。”“括苍九先生”是否都属于
处州籍先贤，特别是其中叶梦得、叶适、真德秀的籍贯，
争议不断，莫衷一是。丽水市正在编纂《处州文献集
成》，如何收录“括苍九先生”的古籍文献，需要慎重处
置。现予以梳理阐述，引以争鸣。

一、“括苍九先生”的简史

《梅簃随笔》所列“括苍九先生”，其中叶梦得，潘景
宪，叶适，真德秀，项安世等五位归为宋代，尹起莘归入
元代；刘基，何镗，王一中三位归为明代；其籍贯三位是
松阳，两位是龙泉，两位是丽水，青田和遂昌各一位。现
根据百度查询，对九先生作一介绍。

1、叶梦得(1077--1148)，字少蕴，苏州长洲人。祖
籍处州松阳，北宋刑部侍郎叶逵五世孙，曾祖叶纲始迁
苏州。宋代词人。

绍圣四年 (1097)登进士第，历任翰林学士、户部尚
书、江东安抚大使等官职。晚年隐居湖州弁山玲珑山石
林，故号石林居士，所著诗文多以石林为名，如《石林燕
语》《石林词》《石林诗话》等。绍兴十八年卒，年七十
二。死后追赠检校少保。

在北宋末年到南宋前半期的词风变异过程中，叶梦
得是起到先导和枢纽作用的重要词人。作为南渡词人
中年辈较长的一位，叶梦得开拓了南宋前半期以“气”入
词的词坛新路。叶词中的气主要表现在英雄气、狂气、
逸气三方面。

2、潘景宪(1134--1190)，字叔度，浙江金华人，南宋
藏书家。游学于当时名儒吕祖谦。刻苦力学，入太学，
隆兴元年(1163)进士，学官皆推重，为南岳祠官。秩满，
任太平州学教授。丁父优归，自称“本无宦情，以汲汲于
一官，政欲慰亲望耳!”遂不再仕。

潘景宪性好藏书，于书无不博览，建有藏书楼为“可
庵”，楼左为“庶斋”，楼右为“省斋”，藏书万卷，且多有异
书，他的藏书还提供给好学之士借读，卖掉粮田百亩提
供讲习聚食之资。韩元吉为之写有《可庵记》。曾手抄
82篇《春秋繁露》一书，后来被同邑藏书家楼钥转辗访求
得之后快。是当今传世的唯一之本，《崇文总目》中所载
只有 30篇。

3、项安世(1129--1208)，字平父(一作平甫)，号平庵，
其先括苍人，后家江陵(今属湖北)。7岁能赋诗。孝宗淳
熙二年(1175)进士，调绍兴府教授。时朱熹任浙东提举，
相与讲理义之学。经朱熹荐为谏官。光宗绍熙四年
(1193)除秘书省正字，五年，为校书郎兼实录院检讨官。
敢言，宁宗时曾上疏言增加税赋民负过重，揭露上下奢
侈浪费之风。主张屯田养兵，节省军费。建议节约宫廷
费用，直言:“简朴成风，民志坚定，民生日厚，国力日壮。”

宁宗庆元元年 (1195)出通判池州，移通判重庆储。
“庆元党禁”起，上书请留朱熹，被劾为“伪党”罢废，还江
陵家居。开禧二年(1206)起知鄂州职官，迁户部员外郎、
湖广总领。金兵围德安，形势危急，安世当机立断，即派
兵解围。三年权安抚使，因私忿斩吴猎幕僚王度免官。
不久复以直龙图阁起为湖南转运判官，未上，用台章夺
职而罢。嘉定元年卒。有《周易玩辞》、《项氏家说》、《平
庵悔稿》等。《宋史》卷三九七有传。

4、叶适(1150--1223 )，字正则，号水心居士。温州
永嘉人，南宋思想家、文学家、政论家、官员。生于瑞安，
后居于永嘉水心村，世称水心先生。

淳熙五年(1178)，叶适中榜眼。历仕孝宗、光宗、宁
宗三朝，历官平江府观察推官、太学博士、尚书左选郎、
国子司业、知泉州、兵部侍郎等职，曾参与策划“绍熙内
禅”。

叶适对外力主抗金，反对和议。但在权相韩侂胄谋
划北伐时提出异议，被改授权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
叶适不肯为北伐草诏，其后又建议防江，但韩侂胄仍不
采纳。开禧北伐失败后，叶适出任沿江制置使等职，节
制江北诸州。因军政措置得宜，曾屡挫敌军锋锐。累迁
至江淮制置使，曾上堡坞之议，实行屯田，均有利于巩固
边防。韩侂胄被杀后，叶适以“附韩侂胄用兵”罪名被弹
劾，夺职奉祠长达十三年。

嘉定十六年(1223)，叶适去世，享年七十四岁，赠光
禄大夫，获谥“文定”(一作忠定 )，故又称“叶文定”、“叶
忠定”。

叶适主张功利之学，反对空谈性命，对朱熹学说提
出批评，为永嘉学派集大成者。他所代表的永嘉事功学
派，与当时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并列为“南宋三大
学派”，对后世影响深远，是温州创业精神的思想发源。
著有《水心先生文集》、《水心别集》、《习学记言》等。

5、真德秀(1178 年--1235 )，本姓慎，因避孝宗讳改
姓真。始字实夫，后更字景元，又更为希元，号西山。福
建路建宁府浦城县(今福建省浦城县仙阳镇)人 。南宋
后期理学家、大臣，学者称其为“西山先生”。

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真德秀进士及第，开禧元年
(1205)中博学宏词科。宋理宗时擢升为礼部侍郎、直学
士院。立朝有直声，对时政多有建言。后受权臣史弥远
忌惮，被劾落职。理宗崇奉理学后，真德秀重获起用，接
连知泉州、福州。端平元年(1234)，更入朝为户部尚书，
改翰林学士、知制诰。端平二年，升任参知政事，成为副
相，旋即病逝。获赠银青光禄大夫，谥号“文忠”。

真德秀学宗朱熹，为继朱熹之后的理学正宗传人，
与魏了翁齐名，创“西山真氏学派”，在确立理学正统地
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所修《大学衍义》，成为
元、明、清三代皇族学士必读之书 。今有《真文忠公集》
传世。

6、尹起莘(生卒年不详)，字耕道，号尧庵。遂昌大柘
庄人。约生活在宋宁宗至理宗时代。从小酷爱读书，尤
喜研究历史。一生隐居不仕，专事写作。他有感于古今
治乱兴亡之变，以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为本，阐发其旨
意，著《资治通鉴纲目发明》59 卷行世。深得端明殿学
士、伺佥书枢密院事魏了翁赏识，并为之作序称“深得朱
文公秉笔之意”。

《资治通鉴纲目》卷帙浩繁，阅读费时，《资治通鉴纲
目发明》提纲挈要，利于师学，有益于后人对古文化的发
掘，深受历代名流推崇。被列为内府善本，明、清两代均
有刊本。尹起莘以著《资治通鉴纲目发明》济世扬名，受
人崇敬，人们称其为“尹遂昌”。

7、刘基(1311--1375)，字伯温，浙江青田南田(今浙江
文成)人。元末明初政治家、文学家，明朝开国元勋。

元至顺年间，刘基举进士。至正十九年(1359)，受朱
元璋礼聘而至。他上书陈述时务十八策，倍受宠信。参
与谋划平定张士诚、陈友谅与北伐中原等军事大计。吴
元年(1367)为太史令，进《戊申大统历》。奏请立法定制，
以止滥杀。朱元璋即位后，他奏请设立军卫法，又请肃
正纪纲，曾谏止建都于凤阳。洪武三年 (1370)，封诚意
伯，故又称刘诚意。次年赐归。刘基居乡隐形韬迹，只
饮酒弈棋，口不言功。因左丞相胡惟庸诬陷而被夺禄。
入京谢罪后，不久即逝世。明武宗时赠太师，谥号“文
成”。

刘基精通天文、兵法、数理等，尤以诗文见长。诗文
古朴雄放，不乏抨击统治者腐朽、同情民间疾苦之作。
与宋濂、高启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著作均收入《诚
意伯文集》。

刘基辅佐朱元璋平天下，计划立定，人莫能测。朱
元璋多次称他为“吾之子房”。在中国民间，也流传着

“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前朝军师诸葛亮，
后朝军师刘伯温”的说法。

8、何镗(1507--1585)，字振卿，号宾岩，丽水人。明
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初授进贤知县。为人刚直，不
畏权贵，有政声。后任开封府丞、潮阳知县、江西提学佥
事等职。崇尚理学，勉励读书。临川汤显祖受其赏识，
荐补为生员。任云南参政间，以亲老乞归养获准。在乡
获升任广东按察使、河南布政使，未赴任，在家闲居数十
年终老。生平著作甚多，采史记文集游览之文，编成《古
今游名山记》、《中州人物志》。撰《修攘通考》、《翠微阁
集》等。万历七年(1579)，总纂《括苍汇纪》，被赞为“简而
文，核而当，详而有体”。

9、王一中(1568--1639)。字元枢，号石门。曾祖王
巽从青田迁居处州城。早年于白云山借闲堂读书,万历
三十四年(1606)中举人，三十五年中进士。初授福建古
田县令。后历任河南新蔡、杞县知县，皆以廉著。因此
升为广西道监察御史。上书建议罢除宫廷内市，遣散内
宫宦官，法办官库坐奸等弊政。天启元年(1621)二月，移
任山东道监察御史。五月，山东郓城、邹县一带爆发白
莲教农民起义，众至数万。一中上疏直言熹宗乳母客氏
与魏忠贤阉党相互勾结，“民乱”由此而起。不久，升迁
太仆寺少卿，封中宪大夫。再次与京官联名上疏弹劾魏
忠贤阉党的罪恶。因数次与魏忠贤相忤，魏忠贤恨之入
骨，积怨甚深。天启五年，被阉党以“依附门户”罪削
职。天启七年 (1627)，客氏、魏忠贤均被毅宗朱由检诛
灭。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官复原职，改任光禄卿。后
调任南京光禄卿。生平广泛涉猎经史，稗官野史等，学
识渊博，尤其对道德性命之学很有研究。著有《瑞芝堂
集》、《经书疏解》、《东巡疏草》、《禄勋疏草》、《灯下焚
余》、《靖匪录》等。崇祯八年(1635)，编纂《处州府志》十
八卷。

二、“括苍九先生”的籍贯及履历考辨

《梅簃随笔》记载，括苍九先生奉为处州先贤并建
祠，“创括苍九先生祠，率诸生行释茶礼”，行释茶礼,这是
我国古代祭孔仪式之一。几百年来把括苍九先生推崇
到处州文坛崇高地位，既然这样，九位先贤的处州乡贯
应该是没有异议的！然而，《梅簃随笔》却又置疑曰：“按

《宋史》：叶梦得，吴县人；真德秀，浦城人；叶适，永嘉
人”，清代光绪《处州府志》也对三位先贤提出异议。为
此，我们在编纂《处州文献集成》时，对每一部乡邦文献
及作者籍贯和生平都进行认真考证，“括苍九先生”的文
献，成为编纂工作必须厘清的一个问题。

第一是籍贯考辨。
籍贯，是指祖居地或原籍，指祖辈居住地或个人的

出生地。也有解释为：一个家族族群认定的某一时期的
某一位祖先的出生地或曾祖父及以上父系祖先的长久
居住地或出生地。现代人一般认定三代以内直系男性
长辈的出生地，即籍贯从祖父。古代还有“五服之内”的
提法，即指五代以内直系长辈出生地，籍贯可从延伸到

“高祖”。因此，尽管张作楠在《梅簃随笔》中引用《宋史》
对叶梦得，叶适，真德秀的籍贯置疑，现根据籍贯的含
义，对三位先贤的生活轨迹，族谱等相关史料考证，及与
处州渊源作一阐述。

关于叶梦得，据松阳叶平先生撰文《宋尚书左丞叶
梦得籍贯考》，通过宗谱，史书，方志等资料梳理，叶梦得
的籍贯有三种说法。一是松阳（缙云）说，宋代祝穆的

《方舆胜览》列为“处州人”，王质的《雪山集》，洪迈的《夷
坚志》归为“缙云人”，缙云即现在的处州，因唐代天宝年
间处州曾经改为“缙云郡”。二是吴县（长洲）说，在《宋
史》的《叶梦得传》中归“苏州吴县人”，叶梦得在宋建炎
四年主修《叶氏宗谱》的序中提及曾祖叶刚始迁苏州。
其父叶助为宋陆佃榜进士，早年出仕为官，年三十方有
梦得，梦得五岁生母晁氏病卒，尔后随父亲在四川、江西
等寓所居住，二十一岁登进士即在外从政，仅政和元年
至 四 年（1111--1114）在 苏 州 生 活 。 三 是 乌 程（湖 州）
说。政和四年，三十八岁的叶梦得葬父叶助于湖州卞山
(后迁葬回松阳桐川经堂后），并开始经营卞山石林谷，从
此未回苏州住过。而各种《湖州府志》《乌程县志》都将
叶梦得列为“乌程人”。自号石林居士、石林山人、石林
老人,时人及后人称他为叶石林,门人、后裔称他为石林
先生。

明成化《处州府志》，叶梦得列“松阳人物科贡”进士,
绍圣丁丑（1097）科，并在“人物仕宦”作专门介绍：“宋，
叶梦得，字少蕴。自丹徒尉，任婺州教授，历官至翰林学
士，知蔡州。民有翟氏者，家产百余万，兄弟七人，其季
别居。父死后，兄赂官吏不以为弟。季诉于官，五年不
得直。梦得呼而语之曰：‘汝尝婚乎？’曰：‘娶信阳郑氏
女。’‘谁为婚？’曰：‘父主之。’征其婚书，则父亲笔。出
示，其兄乃服，析其产为七。又西平民，讼其子为盗误杀
之⋯⋯以故杀子孙罪坐之。由是政声大振。再召为翰
林学士，迁尚书左丞⋯⋯”明万历《括苍汇纪》，清光绪

《处州府志》均有类似传记。

叶平先生还考证介绍，叶梦得靖康建炎
和绍兴十六年间两度回祖籍处州及松阳，主
编了《叶氏宗谱》并作序，序的落款为“宋建炎
四年仲夏吉书于南明山精舍”。他的六个儿
子（除四子外）其余子孙都在处州各县繁衍，
另有传说叶梦得晚年归隐松阳桐川，并葬于
故乡，有他的墓和田产遗迹。

松阳县把叶梦得评为“十大历史名人”。
关于叶适，明成化《处州府志》卷第十三，

“龙泉人物科贡”记载，淳熙戊戌（1178）进
士。仕宦人物有专门介绍：“叶适，字正则，中
状元第二人，得朱文公熹、张宣工拭、吕成公
祖谦三先生讲明之学，义理融液发为古文，尤
长于碑铭。士大夫得其文，以为亲荣。有

《进》《卷》《经解》《史详文集》等书。金国通
使，高丽贩舰，皆捐金帛以购之。学者仰之，
称为‘水心先生’。官至吏部侍郎，谥‘忠定’，
为时明贤列。后徙居永嘉，有《水心文集》行
于世。其《论林栗》一书，议者谓其斥奸邪、扶
善类，大有功于斯道”。明万历《括苍汇纪》，
清光绪《处州府志》都有类似传记。

永嘉县上塘渭石《叶氏宗谱》和叶适《水心文集》明
确记载，温州永嘉始迁祖为叶适曾祖叶公济。叶适《水
心文集》介绍：叶适童年在永嘉县生活踪迹详明。“其先
居处州龙泉，配高氏，宣仁后侄女，封硕人。徙居温州曾
祖公济，国学上舍，妣鲍氏。祖振端，邑庠廪，配戴氏。
父光祖公，朝请郎，赠正议大夫；母杜氏封硕人。⋯⋯男
三人：长宣；次宷，承务郎，新知台州天台县丞；三宓，承
务郎。”

叶适虽出生于瑞安，但他自称龙泉人，在他的文章后
常署名龙泉叶适。叶适自撰《母杜氏墓志铭》谓：“父辈自
处州龙泉徙于瑞安。”在其门人余姚孙之宏为《习学记言
序目》作序称：“《习学记言序目》者，龙泉叶先生所述也。”
宋端平中，江西提举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亦称：“《习学
记言序目》五十卷，宝文阁学士龙泉叶适正则撰。”

据叶适故里龙泉黄南村《叶氏宗谱》记载：“南阳叶
氏，广荫四方，训公始祖，黄南开创。”叶适的曾祖叶公济
正是从黄南村迁居温州瑞安。

叶适被龙泉市评为“十大历史名人”。
关于真德秀，其出生地有二说，一是龙泉出生说，

《两浙名贤录》谓“生于龙泉西乡五都的西山。既壮徙浦
城”。真德秀叶落归根，葬在龙泉五都西山。真德秀号
称“西山先生”就是因不忘家乡，故取这家乡名。宋濂的

《龙渊义塾记》就直接说龙泉人。二是浦城出生说，宋史
《本传》作浦城人。德秀祖籍龙泉，浦城仙阳出生，故又
作建宁府浦城人。龙泉新志考证：祖籍龙泉，浦城出
生。父真崇赠太子少师，墓在龙泉西乡五都西山。母吴
太夫人卒，封缙云郡夫人。

真德秀，明成化《处州府志》没有记载，而近百年后
的明万历《括苍汇纪》卷之十二“往哲纪”龙泉篇，有真德
秀传记曰：“真德秀，字希元。生于西山，既壮徙浦城，由
进士博学宏词科，累官起居舍人。史弥远得政，为乞补
外，除秘阁修撰、江东运副、改知泉州，历知隆兴、江西、
湖南安抚，召为中书舍人兼侍读，擢礼部侍郎直学士兼
国学院修撰。尝因经筵进说曰‘惟学可以明此心，惟敬
可以存次心，惟亲君子可以维持次心’每进鲠言，上皆虚
受。弥远讽言，官论罢之。绍定中，起为徽猷阁待制。
知泉州，改福建安抚使知福州。事寻，召为户部尚书。
辞不允，除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拜参知政事。谕
月，以疾丐祠，以资政学士提举万寿宫。卒，谥文忠。”

清光绪《处州府志》亦有传记。
第二是先贤的生平履历考辨。
关于潘景宪，百度列为金华人。明成化《处州府志》

未录，明万历《括苍汇纪》卷之十二“往哲纪”松阳篇，有
传曰：“潘景宪，字叔度。以童子中礼部选，入太学。一
时学官如王十朋辈咸器重焉。与吕伯恭同擢进士，以己
学不及伯恭遂师事之。因与朱之友善申婚姻之好。会
朱子江西使事入对，作书告曰‘甚愿一见，以慰离索，然
子今日之行，多为召客，是以不果。’及以口语罢。归又
书告曰：‘子今几过七里滩矣。’朱愧不能答。及卒，朱子
为撰祭文墓铭，谓其躬行之效，乃则孝弟于家，外则仁义
信于友，而竟不能随世俯仰一日，致身于仕路云。”

据松阳洪关旺先生考证，潘景宪出生于松阳城南，
正如《括苍汇纪》传云“以己学不及伯恭遂师事之”，为了
追随吕祖谦（伯恭），也为后辈接受良好教育，而迁居金
华，因此，潘景宪也可以说是金华人。

关于项安世，百度介绍，项安世祖籍括苍。明成化
《处州府志》把项安世归为松阳籍进士名录，并有传：“项
安世，字平甫。年七岁，能为诗。乡人今赋鸡雏，答曰

‘脱壳鸡雏小，相将羽翼成。待看全五德，唤起晓天明。’
众皆器之，由进士中教官试，调绍兴府教授。时朱文公
熹为浙东提举，知其在泮，乃相与讲明义理之学。召试
馆职，除秘书省正字，传大府卿。庆元初，坐党籍罢，隐
居纂辑经、史、子、传疑难，著为《项氏家说》。后徙居江
陵。子荣孙、寅孙。”明万历《括苍汇纪》也有类似传略。

据赵治中先生《处州历史人物评传》考证介绍，项氏
远祖先局河东（今属山西），再居江陵（今湖北），后居浙
东。到宋哲公才迁至松阳乌龙山下之林村（今松阳西屏
镇大路口村）居住，项安世为宋哲公之长子。安世历仕
途一直在外，后家安在江陵，亦有称江陵人。

关于尹起莘，史书都说“生卒不详”，而《梅簃随笔》列为
元代先贤，这需要厘清。明成化《处州府志》和明万历《括苍
汇纪》都归入宋代“隐逸”并有传。其中《括苍汇纪》记述：

“尹起莘，字耕道，柘溪人。隐居不仕，学问刻洽，有感于古
今治乱与亡之变，因朱子《资治通鉴纲要》为著《发明》五十
九卷，大行于世。魏了翁称得文公之意，祀于学。”魏了翁是
宋代大儒，为《发明》作序，根据历史纪年，魏了翁的生卒

（1178-1237），魏死后34年进入元代（1271）。因此，张作楠
著《梅簃随笔》把尹起莘归为元代先贤，或是不准确。但遂
昌尹起莘第三十五世裔孙尹益升上世纪九十年代修墓，发
现墓志记载卒于元至元戊寅年（1278），因此，古人将其划入
元代先贤，或也是一种理由。但尹起莘的主要生活轨迹都
在宋代，应该属于宋代人。

第三是坐定处州籍贯的先贤。
刘伯温、何镗、王一中三位先贤，其生活轨迹与处州

籍贯没有多少异议，尽管刘伯温出生地现在属于文成

县，而文成是 1948 年才设县，历史上属于青田管辖，因
此，青田刘伯温是没有存疑的。何镗、王一中，其生活轨
迹和履历都是属于处州籍贯也基本没有异议。而且三
位都是明代先贤，历史记载也是比较完整。

三、学术争鸣与《编纂通则》

对于籍贯有争议的先贤，其文献如何收录，学界争
鸣不断，《处州文献集成》的编纂也碰上同样的问题。特
别针对叶梦得、叶适、真德秀三位先贤，他们在文坛历史
上有着崇高的地位，著述颇丰，该如何收？

一是学界争鸣观点。
反方认为不应该收，有的学者认为，叶梦得生在苏

州，生活在湖州，让苏州、湖州去收；叶适生活在温州，又
是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应该让温州去收；真德秀宋史明
确记载是福建浦城人，我们也不需要去收，我们不应该
去抢。

有的说清光绪《处州府志》人物志中叶梦得，叶适，
真德秀都有专门介绍，也阐明有争议，是建议删除。

有的设问：如果要收,远祖籍贯为处州的历史名人如
朱胜非、富弼等；宦游处州的历史名人秦观、范成大、沈
晦、汤显祖等名人的文献如何处理？

正方认为必须全收。有的学者认为有争议的更应
该收，有争议说明其有历史价值，我们不应主动放弃。
且应把他们的作品收全收齐，可以进一步弘扬丽水名
人，丰富丽水文化。

胡建金著的《丽水有意思》第 358条写到：“别的地方
到处争名人，丽水却将名人拒之门外，比如永嘉学派代
表人物叶适，从曾祖父这一代迁往瑞安，他一直自称龙
泉人，他的好多文章署名龙泉叶适，但丽水人并不认为
他是龙泉人。北宋名相富弼家住文成南田，一直都是处
州所辖，他亦自称括州人。南宋宰相朱胜非葬在青田，
叶梦得自认是松阳人，可是清代处州府所编的志就专门
有个说明，说这些人都不是丽水人。”这从侧面告诉我
们，有争议先贤的文献应该收录。一些专家认为，处州
府志、各县县志收录的处州先贤，都应该收。

学术界讨论认为，叶梦得，叶适，真德秀与处州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渊源割不断，说处州人也是立得住脚的。

二是籍贯认定。
关于处州有争议先贤的认定，笔者认为，先贤文献入

编需要具备的几个条件：1、处州府志、各县志有记载；2、
所著述的文献有自称处州乡贯；3、人生轨迹与处州有交
集，比如在处州游履，为处州谱牒写序，为处州人物写墓
志铭等，4、收录文献范围，以入选《四库全书》的文献为
准，不宜扩大收录范围。5、收录的文献独立安排一辑。

三是形成共识。
浙大博导，《处州文献集成》编纂学术委员会主任董

平教授，根据外地编纂经验提出，籍贯有争议作者的文献
以“外编”收录。同时应该写入《编纂通则》。收录文献放
在清代文献之后，这样有充分的时间考证先贤的籍贯和
文献选录确定，也有利于对其他时期先贤的考证确定。

四是《编纂通则》。
《编纂通则》明确收录范围：（一）收录处州本土作者

1912年 2月以前之各类著述（含未刊本）。其中历代处州
府志、处州十县（含宣平县）县志、畬族文献之收录年限
放宽至 1948 年 10 月之前。（二）非本土作者以处州为著
述内容之各类著述。（三）畬族文献收录范围包含书籍、
图像、契约文书等。（四）历史上籍贯有争议至今尚无定
论者之著述，于“外编”酌情收录。（五）谱牒类文献、未成
籍之单篇著述文献，皆暂付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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