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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总集是指明确聚焦于某行政区或特定地理

空间范围而采收作品的文学总集。它们往往能集中

展现地方文学的发展，将当地文人的文学作品或涉

及某一地的诗文悉尽取录，既使大量名不甚显的地

方文人的作品得以留存，又与别集、地方志等相辅相

成，可补别集、方志等辑录诗文史料之不足。梁启超

曾说：“历代集部所著录，若《苏州名贤咏》《浙东酬唱

集》《河汾遗老诗》《会稽掇英集》《宛陵群英集》……

若胡之《甬上耆旧诗》三十卷，李补之为若干卷，全之

续为七十卷，又国朝部分四十卷；沈之《槜李诗系》四

十二卷；若张之《姚江诗存》若干卷；若汪之《粤西诗

载》二十五卷、《粤西文载》七十五卷……悉数之殆不

下数十种，每种为卷殆百数十。其宗旨皆在钩沉搜

逸，以备为贵；而于编中作者大率各系从小传，盖征

文而征献之意亦寓焉……盖以中国之大，一地方有

一地方之特点，其受之于遗传及环境者盖深且远，而

爱乡土之观念，实亦人群团结进展之一要素。利用

其恭敬桑梓的心理，示之以乡邦先辈之人格及其学

艺，其鼓舞浚发，往往视逖远者为更有力。地方的学

风之养成，实学界一坚实之基础也……诗文之征，耆

旧之录，则亦其一工具而已。”①梁先生列举了多种地

域总集，指出其往往因编纂者恭敬桑梓、鼓舞后学的

心理而出现，是形成地方学风的一个坚实基础，充分

肯定了地域总集所蕴含的重要意义。

蒋寅也曾论及地域总集的独特价值：“与地方志

编纂相伴的地方性文学总集、选集和诗话不断涌现，

使文学的地域传统日益浮现出来……以地域文学为

对象的文学选本，也许是明清总集类数量最丰富、最

引人注目的种群。而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数量庞

大的郡邑诗选和诗话，显示出强烈的以地域为视角

和单位来搜集、遴选、编集、批评诗歌的自觉意识。”②

蒋寅所言“地方性文学总集”即为地域总集。关于

“地域总集”的概念问题，夏勇《目录学视域下的地域

总集范畴辨析》③一文已作辨析，兹不赘述。

地域总集从孕育到成型，经历了较长的时间。

从西周时期《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到战国时期楚国

诗人屈原的《楚辞》，再到汉代的《邯郸河间歌诗》《洛

阳歌诗》等以“地域+诗体”为组合方式的乐府诗数

篇，而后才演化成唐代《丹阳集》这样成型的地域总

集。可以说，殷璠所辑《丹阳集》是地域总集编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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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发轫的重要标志。

地域总集源起于唐代，发展于宋元，至明清臻于

鼎盛，民国亦盛行不衰，是研究地方文学的一大宝

库。但学界对地域总集的关注甚少。截至目前，已

获学界关注的仅有数十种，只是地域总集总量的冰

山一角。梁启超言其“殆不下数十种”，实际数目远

不止于此。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唐五代人编纂的地

域总集至少有5种，宋代约有57种，元代约有13种，

明代约有 230余种，清代有 1100多种。本文将从宏

观视角集中探讨地域总集的编纂主体与类型构成问

题，厘清其与地方志的复杂耦合关系，并多视角、深

度追踪其演变轨迹。

一、权威与辑选：地方精英群体的地域总集编纂

行为

地域总集的编刻需要具备别集数量丰富和刊版

技术相对成熟两大基本条件。《郡斋读书志》曰：“学

者欲矜式焉，故别而序之，命之为集。盖其原起于东

京，而极于有唐，至七百余家。”④自汉至唐，别集的编

纂渐成繁荣局面，客观上为总集的编纂创造了良好

的条件。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总叙》云：

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

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至于六朝，始自编

次，唐末又刊版印行(事见贯休《禅月集序》)。夫自编

则多所爱惜，刊版则易于流传，四部之书，别集最杂，

兹其故欤……总集之作，多由论定，而兰亭、金谷，悉

觞咏于一时。下及《汉上题襟》《松陵倡和》。《丹阳

集》惟录乡人，《箧中集》则附登乃弟。⑤

可知，总集的发展又受到别集传播方式的深刻影

响。六朝以后文人不但编次文集，至唐末更可刊印

文集。印刷技术的发展，提升了文献传播的效率。

而别集存在杂乱无序、易于散佚、编纂质量良莠不齐

等问题，造纸和刊印技术又相对成熟，大大刺激了总

集编纂者的责任感。他们便“网罗放佚，使零章残

什，并有所归”，同时“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

出”⑥，编刻总集，流芳百世。

现存较早的地域总集是盛唐诗选家殷璠所辑

《丹阳集》，约成于开元末，选录润州五县18人之诗，

现仅有陈尚君所辑残本。唐代另有地域总集，如殷

璠所辑《荆扬挺秀集》，采录荆、扬二州诗人秀句；宜

春刘松所辑《宜阳集》，集其州天宝后诗470首；莆田

黄滔辑唐高祖武德至昭宗天佑年间闽人诗句为《泉

山秀句集》；嘉州刘赞辑蜀中唐人文章为《蜀国文英

集》等。今所见编于唐五代者5种，原书皆佚。而值

得注意的是，以上除刘松(唐末进士)外的编者皆有担

任地方官的职历记载。

降至宋代，地域总集的编纂始成规模，数量明显

多于唐五代时期，但也主要由统领一方的官员主持

采编。

若说宋代统治者的重文政策及较为成熟的造纸

和印刷技术是编印大型文献的时代内因，那么宋代

地方文官制度及其整体文化素养的提升与传承文献

的使命感，则为地域总集大规模出现的直接影响因

素。宋代推行文官制度，地方政权多由文官执掌。

导正地方文教学风、保护地方文化也可作为考课政

绩。多方面因素导致地方官员十分关注文献的散佚

情况。赴越州任官的孔延之感慨“予尝恨诗书之阙

亡，使善恶之戒不详见于后代，盖编脱简落不能补之

故也”⑦，于是一上任便主持编纂《会稽掇英总集》。

任台州知州的李兼也曾言：“天台以山名州，自孙兴

公赋行江左，追今千祀。大篇舂容，短章寂寥，未闻

省录之者。予来经年，思会粹为一编书，顾无其暇。

方延诸儒议修图谍，谓兹尤所先急。”⑧对于行将消失

的地方文献，地方官普遍有焦虑和紧迫感，纷纷组织

编刻地域总集。范成大、蒲宗孟等在做地方官时，都

曾积极组织地方文献编纂活动。范成大编纂《吴郡

志》，大量收录有关苏州的诗文。蒲宗孟任杭州知州

时广集钱塘诗，自南朝宋齐至宋元丰年获3000余首，

辑为30卷，刊印面世。

唐宋时期编纂地域总集的风气，到明清时期更

加盛行。而纵观唐至清，可发现地域总集的编刻权，

主要掌握在地方官与知名文人的手中。若细分之，

则可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地方官领衔，具体分为三种情况：一是

本籍地方官与当地文人合力而编。兹以《成都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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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例。《成都文类》是南宋袁说友担任四川安抚制度

使时，与扈仲荣、杨汝明、费士威等八位地方文人共

同编撰的。四库馆臣赞袁说友“学问渊博，留心典

籍”⑨。袁说友所选为其门下幕僚，均驰名蜀中且深

受蜀地文化的熏染，故其所编《成都文类》可综合反

映蜀地文学的多元特征。二是外籍地方官带领地方

文人而编。宋前少有系统整理地域文集的现象，诸

多文献或失传，或散落各处，搜集起来殊为不易。对

于外籍地方官来说，相对陌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传

统更是雪上加霜。宋代教育与科举兴盛，使地方知

识阶层队伍也日渐壮大。而地方文人留心于本地诗

文的整理，可能在地方官组织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收

集工作。兹以《天台集》为例。其成书得益于地方文

人的贡献，既有“州士李棨昆仲出其先公御史所裒文

集四帙以为赠”，又有“州学谕林师葳又示唐宋诗三

百余篇”。故李兼序中叹曰：“不出户庭而尽睹海山

之胜，不费探讨而坐获巾笥之藏，天下之事成于有

志，其理固然，未有若是之捷且速也!”⑩可见，地方文

人的贡献，更加提升了地域总集的编纂效率。又如

《严陵集》的编者董弅，本为山东东平人，于南宋绍兴

九年(1139)担任严州知府时编刊此集。他谈及收录

过程：“尝与僚属修严州图经，搜求碑版，稽考载籍，

所得逸文甚多，又得郡人喻彦先家所藏书，与教授沈

愫广求备录而编成。所收严州诗文自六朝谢灵运、

沈约以下迄于南宋之初。”可知其与僚属、郡人等携

手编纂《严陵集》。而除“搜访境内断残碑版及脱遗

简编”所获“逸文甚多”外，又有“郡人喻君彦先悉家

所藏书讨阅相示”。编纂过程虽艰难，但所幸众志成

城。又如，主持纂辑会稽文献的孔延之，并非越州本

地人，且在越为官仅一年之余。但他一上任便遣人

四处搜岩剔薮，且广开寻文之路，因此收获了地方文

士珍藏的诸多秘文，编成《会稽掇英总集》。三是外

籍地方官独编。如曾旼，字彦和，晋江人。他在宋元

丰年间(1078-1085)担任润州知府时，曾采选自东汉

至南唐诸家诗文集，获歌诗赋赞共500余篇，辑成《丹

阳类集》。但从总体来看，外籍地方官独编的情况是

较少的。

第二类是知名文人领衔，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况：

一是本地文人独纂。宋倪祖义为湖州归安人，少聪

俊，仕未达，一生穷困潦倒，但编成了《吴兴分类诗

集》。又如汤宾尹，字嘉宾，号睡庵、霍林，宣城人，万

历二十二年(1594)中举，任翰林院编修，万历三十八

年(1610)升南京国子监祭酒，后受“庚戌科场案”牵

连，未续出仕。汤氏从事编书、校书与评书，坚持了

三十余年。在天启六年(1626)，他已57岁时，刊刻了

《宣城右集》，采录自三国至明代关于宣城的文章315
篇，诗歌709首。此书乃为其在风烛残年之际献于乡

邦的心血之作。二是在外地做官的本籍文人编纂。

例如周复俊，本为苏州府昆山人，嘉靖十一年(1532)
进士，授工部主事，历任四川、云南左右布政使，官至

南京太仆寺卿，采录自西晋至明代昆山文人诗作，兼

收昆山以外文人题咏昆山诸诗，辑成《玉峰诗纂》。

三是由地方文人主持，外籍地方官参与合编。兹以

《滇南诗略》的编纂过程为例。清乾隆时期，袁文典

和袁文揆组织云南地区多位诗人，完成这“一方文献

所系，数百年未举之事”。而除当地文人外，此书的

完成更受益于宦滇官员(例如陈孝升等)的支持。陈

孝升，字云岩，浙江海宁人，历任云南永昌知府、云南

粮储道、云南布政使，其时袁文揆为其幕宾，与其相

依十余年。陈孝升的支持，为袁文揆编纂总集提供

了多方有利条件，既使他可以召集诸多地方文人，组

成数百人的编审队伍，又使其拥有足够的财力完成

《滇南诗略》与《滇南文略》的编纂与刊刻。《滇南诗

略》有序跋、弁言多至13则。撰序者既有宦滇督抚，

也有文坛名宿；参订或同辑者更是多达200余人，而

其中宦滇官员占到四分之一左右。四是外籍文人主

持编纂。例如清乾隆年间，浙江著名学者卢文弨，在

担任常州龙城书院山长期间，领衔编纂了《常郡八邑

艺文志》。

就中国古代地域总集的编纂总体状况而言，唐

宋元时期地域总集的编纂活动主要由地方官组织，

降至明清时期，文人领衔编刻地域总集的现象才趋

于兴盛，有如明代董斯张编刻《吴兴艺文补》、清初黄

宗羲编纂《姚江逸诗》等。以上所讨论的主要是以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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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缘属性为断的地域文学作品总集。而若将讨论

范围扩展到包含其他属性，例如夹杂题咏属性的地

域景观题咏总集(如宋龚昱辑《昆山杂咏》等)，杂有唱

和属性的地域唱和总集(如《荆溪唱和诗》等)，间有氏

族属性的地域文人家集(如《江都许氏家集》等)，以及

特殊的地域名人选本(如《广州四先生诗》等)等，这些

种类地域总集的编纂，则多由知名文人完成。需要

说明的是，某一地区的课艺总集，如《山左诗课》等亦

可归之于地域总集的研究范畴。这类总集往往由负

责该地区考课的地方官员主持编纂。

地方官或知名文人编纂地域总集的动机主要有

以下五种：一是集存地域文献。例如宋《会稽掇英总

集》编者孔延之云：“尝恨诗书之阙亡，使善恶之戒不

详见于后代者，盖编脱简落不能即补之故也……题

之板，不如刊之石；刊之石，不如墨诸纸……故自到

官，申命吏卒，遍走岩穴，且捃之编籍，询之好事。”

又如，明陈禹谟为张应遴所辑《海虞文苑》作序云：

“第历岁绵邈，散失为多，浸久浸湮，良足惋惜，文学

张选卿氏特汇而辑之。”二是弘扬乡邦文粹。明陈

仁锡辑刻《明文奇赏》四十卷，搜罗丰富，但因道远而

只录了晋地文人七篇文章。明范弘嗣气愤地说道：

“吾晋岂明无马迁、柳州其人乎？”遂编《晋国垂棘》，

广收当地诗文，“俾宇内不敢轻吾晋”。又，清初黄

宗羲遗憾地说道：“有唐一代见之《唐诗纪事》者，虽

下邑偏方皆有诗人点缀，而姚江独缺；宋之诗人高菊

涧(高翥)、孙常州(孙嘉)皆为眉目，其集皆不传；元之

郑山辉(郑彝)、杨元度，其时诸老集中多见其唱和姓

名，今求一篇亦不可得。数百年以来，海内文集列屋

兼辆，而姚江独少。”于是他便着手编成了《姚江逸

诗》。三是阐发忠烈，表彰贞逸。清全祖望所辑《续

甬上耆旧诗》，选录了 700余人的古今体诗 15900多

首，短文近100篇，并附有小传事迹等珍贵文献，补史

之不足，共有125万余字。清初浙东宁波地区抗清斗

争尤为惨烈，而此书收录数量最多的正是当地抗清

史诗，以诗存史，可谓寄托深远。四是结交权贵。清

胡文学在《甬上耆旧诗》序言中描述这种现象：“余初

见一时词家，方录其乡先辈诗，率先撰一征启，布诸

郡中，凡名荐绅先生与山人词客，宿有诗名及他右族

子孙，俱取其先人行世名集以副所请，填塞几席。选

家坐取诸集，录其擅名诗及后人方贵盛者，并为冠

冕。至于单门逸响非世所称，子孙出其遗草与录附

一二，辄有德色，但略去取间，遂裒然大集矣。”胡氏

言语之间，对此现象的鄙夷之意尽显无余。五是补

备别集、方志等。清王应奎在所辑《海虞诗苑》凡例

中云：“邑中诗人，既有专集行世者，佳篇虽多，采掇

从略。所重搜残编于放逸之余，俾布衣穷老之士，一

生吟咏，苦心不至终归泯没耳。”“是集所载之人，有

为邑志所遗者，余特核其行事，表而出之。用以补一

邑之文献，俾他年修志者有考焉。”地域总集不仅可

以对别集有所补充，而且有助于已佚别集的重新辑

得。兹以宋代著名儒者唐仲友为例。唐仲友，字与

政，号悦斋，浙江金华人，著有《六经解》《帝王经世图

谱》《悦斋文集》等著作八百余卷，所提出的经制之

学，可与吕祖谦兄弟的性命之学、陈亮的事功之学鼎

足而立。但因政见不合等原因，唐氏多次被朱熹严

辞弹劾。其文集一度被忽视屏斥，致使散佚漫漶。

《悦斋文集》亡于元明之际，重刊本后又失传。戚雄、

阮元声、全祖望、王崇炳等明清文人均认为因与朱子

学说不同而使唐氏遭受排挤，并因人废言，对其著作

进行拉杂摧烧之类的澌灭行为是不公道的。经过戚

雄《婺贤文轨》、阮元声《金华文征》、王崇炳《金华文

略》等地域总集收录唐氏作品的努力之后，唐氏的文

章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全祖望费力采编的《唐

说斋文钞》散佚后，清代浙江人张作楠等又在以上地

域总集的基础上，集成《悦斋文钞》。

地域总集的编纂主体是由地方官和知名文人组

成的地方精英群体。他们是地方文化的权威掌控

者，也是地域总集的主要辑选和刊刻的操纵者。四

库馆臣曾以明代董斯张等所编《吴兴艺文补》为例指

出地域总集等志乘文献的一个通病，即“所采录前代

颇详，而明代则渐滥”。可知编者在辑选的过程中，

或多或少地掺杂有主观意念。

二、繁杂而有序：多维审视地域总集的类型构成

地域总集以全面留存地方文学文献与展现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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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底蕴为宗旨，迥异于一般总集，且又具有其自身

繁杂的类型构成特征。若细辨之，则可从以下五种

维度加以审视。

其一是由编选宗旨视之，可分为史志类和文集

类。史志类是指编者采录与某地域相关的文学作

品，而与史部地理类典籍(如地方志)关联，旨在展现

地理空间、历史人物、风土文貌等，以藻饰当地文

化。例如明杨慎等所辑《全蜀艺文志》，于诗大类下

又细分有风谣、楚辞、都邑、城郭、楼阁、宫苑、江山、

学校、陵庙、亭馆、寺观、怀古、纪行、时序、题咏、赠

送、杂赋、道释、哀挽等小类，此做法与一般诗歌总集

分类不同，但接近于地方志的分类方法。而文集类

是指编者旨在展现当地作家的阵容与作品的序列，

表彰先贤成就，梳理当地文学发展史。例如元汪泽

民等所编《宛陵群英集》，辑宋至元宛陵(今安徽宣城)
诗1393首，溯师友之渊源，录先贤之遗文，展现群英

之荟萃。又如清初沈季友所辑《槜李诗系》，收录自

汉至清初嘉兴一郡缙绅、寒士、闺秀、方外、土著、流

寓等吟咏传世之作，各有小传，仙鬼题咏、谣谚亦附

于后，甄综颇为详备，加之清胡昌基所辑《续槜李诗

系》，可征汉至清嘉庆年间嘉兴一地诗歌发展历程。

清初学者胡文学和李邺嗣所编《甬上耆旧诗》收录自

春秋至明代万历间两千多年宁波诗人之诗与传，又

有清全祖望所辑《续甬上耆旧诗》收录明末清初宁波

700余人的诗16000多首，文章100多篇，亦足可征宁

波地区春秋至清初诗歌发展史。

其二是由采选内容视之，可分为地域范围总集、

地域名人选本、地域唱和总集、地域景观题咏总集、

地域课艺总集、地域家集等。一是单纯以地缘属性

为断的地域范围总集，按层级来看，省府一级的地域

总集，有如明陈是集辑《溟南诗选》，专收明正统至万

历年间海南诗人(含神仙、闺秀)之诗 500余首；清夏

吟等辑《上江诗选二集》，收安徽地区 490余人的作

品。明谢肇淛辑《滇文》、清曾燠辑《江西诗征》、清梁

善长辑《广东诗粹》等，分别收录云南、江西、广东等

省府文人作品。州郡一级的，有如明董斯张等辑《吴

兴艺文补》，采选汉至明关于湖州地区的诗文；明李

时渐所编《三台文献录》，收录台州一郡往哲遗文。

县邑一级的，有如明王材编《黎川文绪》收录宋明时

期黎滩县文人诗文。又如清舒顺方等辑《剡川诗

钞》，由当时浙江奉化知县彭祖训选定采收奉化一地

北宋至清初116位文人之诗凡926首。镇乡一级的，

有如明末清初周天锡编选《慎江诗类》和《慎江文

征》，收录浙江温州七里港镇一地文人的诗文作品。

又如清初李光基辑《梅里诗钞》收梅里 100多人的

2000余首诗。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地域总集的地理

范围不属于某一行政区划，如明张邦翼编《岭南文

献》、清廖元度编《楚风补》和《楚诗纪》等，乃至为依

据某山水区域，如明俞允文辑录自唐以来有关昆山

题咏的《昆山杂咏》，明徐楚等编采新安江前人题咏

诗的《青溪诗集》等。二是地域名人选本，如明曹学

俭辑《广州四先生诗》、明袁表等辑《闽中十子诗》、清

宋荦辑《江左十五子诗选》、清王揆辑《畿辅七名家诗

钞》、清吴伟业辑《太仓十子诗选》、清庄令舆等辑《毗

陵六逸诗钞》、清沈德潜等辑《嘉禾八子诗选》等。三

是地域景观题咏总集，如明周复俊辑《玉峰诗纂》、明

赵廷瑞等辑《南滁会景编》、明陈陞辑《历下十六景》、

清佚名辑《人海诗区》等。四是地域唱和总集，如明

俞允文辑《荆溪唱和诗》、清徐倬辑《双溪唱和诗》

等。五是地域家集，如明薛冈辑《甬东薛氏世风删》、

清许迎年辑《江都许氏家集》、清金望辑《嘉定金氏五

世家集》、清陈恭尹辑《番禺黎氏存诗汇选》等。六是

地域课艺总集，如明钱春辑《湖湘校士录》、清阮元辑

《山左诗课》与《浙江诗课》等。

其三是由文体视角视之，有地域诗集，如明陈有

守等编《徽郡诗》、明汪先岸编《休阳诗隽》、明杨德周

等编《甬东诗括》、明阮元声等辑《金华诗粹》、清史梦

兰辑《永平诗存》、清王豫辑《江苏诗征》等；地域文

集，如明张应遴辑《海虞文苑》、明金德铉辑《新安文

粹》、明赵鹤辑《金华文统》、明杨德周等辑《金华文

征》、清田茂遇辑《燕台文选》、清邵松年辑《海虞文

征》、清夏荃等辑《海陵文征》等；地域词集，如清戈元

颖等辑《柳洲词选》等。又有地域尺牍集，如清黄定

兰等辑《甬上明人尺牍》等。但更多的地域总集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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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文体综合类，如宋袁说友等所编《成都文类》，以

文体相从，故曰“文类”，包括赋 1卷，诗 14卷，文 35
卷。《全蜀艺文志》全书按文体分类编排，分赋、诗、诗

余、诏策、赦文、表、疏、状、书笺、书、序、记、檄、难、

牒、箴、铭、赞、颂、碑文、论、说、辩、考、述、议、杂著、

谱、跋、赤牍、行纪等类。明何炯所编《清源文献》为

清源一地历代诗文之合集，包括赋、诗、调、偈颂、制、

敕、诰、册文、表、露布、奏疏、状、颂、赞、箴、铭、文、

拟、原、戒、论、议、评、说、篇、述、问、对、辨、解、读、

疑、题、跋、杂著、书、启、序、记、碑、传、行状、祭文、哀

辞、墓志铭、圹志、神道碑、墓表、墓碣等数十种文

体。明郑岳辑《莆阳文献》、明罗斗等辑《潨川足征

录》、明邱吉辑《吴兴绝唱集》、清胡亦堂辑《临川文

献》等，亦为多种文体汇辑。

其四是由所收作者身份视之，有专收文人作品

的，此类占据多数，如明莫息等《锡山遗响》，专辑南

朝刘宋至明中叶锡山 150多位文人之诗。明朱观辑

《海岳灵秀集》只选当地有名文人，不入流品者不

收。有专收闺秀作品的，如明冒愈昌辑《秦淮四美人

诗》、清佚名编《海宁闺阁诗》、清佚名编《海昌闺秀

诗》、清蔡寿祺辑《豫章闺秀诗钞》、清毛国姬编《湖南

女士诗钞所见初集》。有专收方外人士作品的，如明

释方策辑《善权寺古今文录》、清李邺嗣辑《甬上高僧

诗》《珠林风雅》。若更细看之，又有专收布衣文人作

品的，如清何梅辑《绥安二布衣诗抄》；专收流寓文人

作品的，如明沐昂辑录明初流寓迁谪于云南文人作

品的《沧海遗珠》；专收八旗驻防营作者作品的，如清

满洲旗人完颜守典辑《杭防诗存》、清蒙古族人三多

辑《柳营诗传》等。《杭防诗存》是完颜守典辑集的与

杭州驻防有关的满族人所写的诗集。三多于同治十

年(1871)生于杭州，属杭州驻防蒙古正白旗籍，集杭

州满洲驻防营中诸老辈诗，附采诗余，并及闺秀，编

成《柳营诗传》。

其五是由选录朝代视之，有专选明朝地域诗歌

的，如明韩雍等辑《皇明西江诗选》、明舒日敬辑《皇

明豫章诗选》、明李敏辑《皇明徽诗汇编》、明谢谠辑

《皇明古虞诗集》、明宋弘之等辑《皇朝四明风雅》、清

王崇简辑《畿辅明诗》等；也有专选清代地域诗歌的，

如清袁景辂辑《国朝松陵诗征》、清陶樑辑《国朝畿辅

诗传》、李锡麟等辑《国朝山右诗存》、清卢见曾辑《国

朝山左诗钞》、清杨淮辑《国朝中州诗钞》、清郑杰辑

《国朝全闽诗录》、清凌扬藻辑《国朝岭海诗钞》、清孙

桐生辑《国朝全蜀诗钞》、清袁文揆辑《国朝滇南诗

略》等。但更多的地域总集会采选多个朝代的作品，

前文提及的《槜李诗系》与《甬上耆旧诗》等皆如此，

又如清黄登辑《岭南五朝诗选》等，举不胜举。

地域总集既以诗存人，又以人存诗，不但有作

品，而且有人物小传等，留存了大量不见于史志、别

集等的珍稀文献。研究地域总集，需采用不同的审

视视角。从编选宗旨视角研究地域总集，可知编纂

者的编选动机，并进一步从文本发生学的视角系统

探讨地域总集的编选与时代风潮之间的关联；从采

选内容视角研究地域总集，可集中研究地域文学的

文本内容，并较为全面地窥探地方文学传统的整体

面貌；从文体视角研究地域总集，可细致辨析地方文

学的文体发展态势；从收录作者视角研究地域总集，

既可研究某个作家的文学成就，也可探讨某个地方

文人群体的文学创作现象；从选录朝代视角研究地

域总集，既可发现地域总集在某个朝代的编纂风貌，

又可追溯其历代演变轨迹。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深

究之，将会得到不同的论述结果。

三、附补与纠谬：地域总集与地方志的耦合关系

地域总集与地方志关系密切。前人对此略有表

述。例如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

道：“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

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

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

征。三书(指的是其所编《湖北通志》《湖北掌故》《湖

北文征》)相辅而行，阙一不可。”此语点出了地方志

与地域总集存在紧密关系，但并未深入阐述。

地域总集以地缘特质为主而采选作品的属性，

与地方志相似。地域总集和地方志分别隶属于“集

部”和“史部”两种不同的目录文献系统，但地方志与

地域总集皆以地缘属性为断而搜集文献，都以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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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文献史料为宗旨，故而联系颇为紧密。中国地

方志约起源于战国初期，宋代编纂地方志时“增以

人物，又偶及艺文”，但所录诗文十分有限。现存地

方志中较早收录文学类作品的是高似孙所辑《剡

录》。此书编成于宋嘉定七年(1214)，但只有卷五和

卷六选录当地文人的少量诗文。地方志的编纂传

统，强化了地域文化认同感。系统而全面地展现地

方文学状况的强烈需求，更加促使专录地方文学作

品，且在收录文献务求上广博的地域总集蓬勃发展

起来。明钱榖编《吴都文粹续编》，仿宋郑虎臣《吴都

文粹》，自说部、类家、诗编、文稿，至断碣、遗碑，无不

甄录，汇成300卷，增加了范文穆《吴郡志·艺文志》内

容的十倍之多。足可见地域总集对地方文学作品的

容量，远远大于地方志中的艺文部分。

若细究之，则可发现地域总集与地方志呈现出

更为复杂的耦合关系。首先，从文本生成的角度来

看，两者是友好共进的关系，具体表现在：一是从选

用材料来看，一方面地域总集的部分材料直接来源

于地方志。例如《黔诗纪略》中所收诗歌直接注明选

自地方志。“仅从方志得三律、一绝句”、“仅《方志》

各载数诗，又非杰构”、“唯见《方志》载《平越卫学》

一记、《飞泉》《月山》等五诗而已”诸语，多次出现。

该书明确注明采自方志的诗至少120余首。又如《吴

都文粹》，题为“苏台郑虎臣集”。《四库全书总目》曰：

“案《苏州府志》，虎臣字景兆，曾为会稽尉。宋德祐

初，自请监押贾似道，杀之于木绵庵者，即其人也。

是书于吴郡遗文，综缉颇富。”“盖是书虽称‘文粹’，

实与地志相表里，东南文献，多藉是以有征，与范成

大《吴郡志》相辅而行，亦如骖有靳矣。”事实上，《吴

都文粹》本就是《吴郡志》的一部分，并非“相辅而

行”。通过比对，不难发现此书实为抄录《吴郡志》而

成。明人许元溥《吴乘窃笔》云：“即《吴都文粹》虽郑

公所粹，要皆取材于范文穆《吴郡志》，绝无增减，亦

见古人服善心虚，今人不及也。”而四库馆臣称其堪

与《吴郡志》相辅，恐未取两书对勘，而轻率论之。另

一方面，地域总集的内容补充了地方志。例如，北宋

书学理论家朱文长编《吴郡图经续记》和《吴门总

集》。朱文长，字伯原，苏州人。嘉祐四年进士，年未

弱冠，因足疾未赴仕。元祐中苏轼荐充苏州府学教

授，绍圣间召为太常博士，官至秘书省正字、枢密院

编修。由朱氏《吴郡图经续记》自序可知，其编《吴郡

图经续记》，是在两任平江知军的高度重视下完成

的。关于此书的编纂与刊刻过程，王瑞来与高柯

立等人曾撰文详论，不再赘述。而后朱氏又将吴郡

古今文章，汇编为《吴门总集》，开启了后世方志体例

“文征”的先河，不仅赋予地理书兼有郡志和地域总

集的性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地域总集并

列于地方志的身份。又如明董斯张所编《吴兴备志》

与《吴兴艺文补》。董斯张为《吴兴备志》作序曰：“凡

某事出某书，某人出某书，眉列其下，人亦不敢轩轾，

事不敢论赞，以须乎志乎至者之采焉而已矣。”此书

采书广博，且皆存原貌，能辨书源。《四库全书总目提

要》赞其曰：“采摭极富，于吴兴一郡遗闻琐事，征引

略备。……故所摘录，类皆典雅确核，足资考据。”

《吴兴备志》产生于明代剽窃成风的时代怪癖中，却

能做到不仅全载原文，而且遇谬详考，内容充实，尤

为值得称颂。但董氏的同里人朱国祯为《吴兴艺文

补》所作序中说：“泛者为《广博物志》，精者为《吴兴

备志》，而《补艺文》尤详。吾郡故有志，志中之文绝

稀。”此序一针见血地指出《吴兴备志》收录作品十

分稀少的问题。方志之体用既以“稽考方域、祥究规

制”为例，虽设“艺文”之类，用来彰显一地人文之盛，

但收录作品常常不能博尽。故董氏于《吴兴备志》后

又辑《吴兴艺文补》。其子董说在《刻〈吴兴艺文补〉

感言》中称：“谓必取征于文献。乃勤渔猎，爰补艺

文，积有岁年，成兹卷帙。”足见董斯张辑书之艰辛，

又可知《吴兴艺文补》不仅补充了《吴兴备志》的内

容，且取征文献，颇有考订功绩。

其次，从编选时间顺序来看，有的是修方志之

时，趁便辑成地域总集。例如宋代李兼以一人之力

撰《宣城志》之余而编《宣城总集》。二书均佚。依据

王象之《舆地纪胜》载郡守赵希远于嘉定九年(1216)
所作序，可推知《宣城志》成书时间不迟于嘉定九

年。《宣城总集序》中云孙梦观任宁国知府时促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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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则知《宣城总集》编成于孙梦观守任宁国府期

间，即宝庆三年至绍定元年(1227-1228)。故《宣城

志》成书应早于《宣城总集》。《宣城志》既已编成，则

知与宣城有关的诸多文献史料已为李兼所得，且李

兼诗文创作颇佳，《宣城志》选录了不少诗文作品。

《宣城总集》选录自晋、宋、齐、梁至宋一千余年之诗

文，是宣城地区文学传统和文学创作实绩的结集和

印证。而也有的是先编地域总集，以备修志。如明

汤宾尹所编《宣城右集》(全名为《宣城县志右纂》)是
目前保存较为完整的宣城地域总集。汤氏另编有一

部《宣城县志左纂》。此书已佚。这两部书的编纂是

为《宣城县志》做准备。只是汤氏还未来得及完成

《宣城县志》便离世了，直到清顺治年间才由知县王

同春组织编纂完成。而《宣城右集》中诗文多为《宣

城县志》所用。

最后，从编纂体例来看，地方志的类目编录方式

在一定程度上为地域总集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范式。

从宋代起，地域总集与地方志的编纂似乎呈现出一

种如影随形的关系。而文献收录齐备、体例较为成

熟的地方志常常先行于地域总集。从绍兴九年

(1138)董弅《严陵集》的自序中可知，该书是编于《严

陵图经》之后。《赤城集》成书于《嘉定赤城志》后。明

清时期此类例子也是俯拾皆是。地方志以其广搜博

取的收文方式和趋于完备的编纂体例，为同一地理

空间的地域总集提供了可鉴之本。宋孔延之所编

《会稽掇英总集》，辑秦始皇三十七年(前 210)至宋熙

宁年间有关会稽的题咏诗文共805篇。《会稽掇英总

集》的一级类目与《文选》等总集类似，皆以文体相

分。但“州宅”、“西园”、“送贺建”、“山水”(其下又设

“鉴湖”“兰亭”“剡中”“天姥”“五泄山”“石伞峰”“四

明山”等)、“寺观”等，皆是之前总集类目设置中未曾

出现过的。这些类目都带有吴郡浓重的地方色彩。

这种类目设置倾向也影响了之后的《成都文类》。又

如，宋《赤城集》的编者林表民，曾参与陈耆卿主持的

《嘉定赤城志》编纂工作，后又续编了《赤城续志》《赤

城三志》等。《赤城集》是为《嘉定赤城志》之不足而

编。《赤城集》所设诸多类目，与《嘉定赤城志》类似；

且《赤城集》所收诗文的主题编次顺序也与《嘉定赤

城志》类目雷同。故知该书编纂体例有意模仿地方

志。《会稽掇英总集》《成都文类》《赤城集》等的编纂

体例均借鉴了地方志。而宋代地域总集的这些做

法也深深影响了明清时期地域总集的体类设置。

明钱榖所编《吴都文粹续集》、清顾沅所编《吴郡文

编》等也效法地方志，建构类目清晰而层次分明的

编纂体例。

但同时地域总集与地方志又呈现“斗争”的矛盾

关系，即地域总集与地方志互相纠正对方的错误。

例如《宣城右集》中的诗文为《宁国府志》《宣城县志》

所采时，因志书体例与篇幅限制，或窜改，或删削，多

已面目全非。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万历年间所修

《宁国府志》曰：“时惟少参古林沈君、黄山焦君、州守

古坛吴君、郡判一川陆君、令尹玉峰刘君、春元峄阳

梅君暨诸人士各有叙述，以称盛迹。”然《宣城右集》

卷十七云：“时惟少参古林沈君及两山孙君自建宁任

以制忧不与在坐，少参黄山焦君、州守古坛吴君、郡

判一川陆君、西涧万君，令尹玉峰刘君、而少尹鹤田

金君、笔峰沈君、春元峄阳梅君辈继至，各有叙述。”

经过《宁国府志》的改动，既丢失了诸多关键信息(如
删掉“两山孙君”，则不知孙溶曾于嘉靖四十年(1561)
泉州府推官摄任福建建宁知县、丁忧回籍的为宦经

历)，又出现了错误，即沈宠当时在外为官而被删后

却变为身处宣城了。

地方志的发展，促进了地域总集的兴盛。地域

总集以其充足的容量弥补了地方志收录诗文量少的

缺憾，又与地方志具有相辅相成又纠错互补的耦合

关系。

四、精微与突进：地域总集的演变轨迹

地域总集的发展历程颇为复杂，兹从纵向时间

维度、横向空间维度和内部类型嬗递三条路径追溯

其演变主干轨迹。

首先，从时间维度来看，与一般总集不同，地域

总集具有明显的连续性特征。由于诗文作品处于持

续生产的状态，故而需要编者不断在原有地域总集

的基础上进行续补。例如对安徽诗歌的编录，有《宛

··24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2.3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CLASSICAL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陵群英集》《宛雅初编》《宛雅二编》和《宛雅三编》

等。元汪泽民等辑《宛陵群英集》，主要收录寓居宣

城人士的作品。明梅鼎祚《宛雅初编》收录唐至明正

德年间 92位宣城文人所作诗 646首，等。梅鼎祚对

于入选者“凡爵秩事实，或略纪数语，或缺而待

核”。清施念曾和张汝霖详加补辑，“先考史传，史

无，即征诸传记慕志；更无可征，则取郡邑各志登

之”，并于作者小传之后附有历代对入选文人及作

品品评，可资参考者颇多。清初施闰章等继《宛雅初

编》后又合编了《宛雅二编》，重点收录明正德至晚明

73位宣城籍贯文人的诗作凡 451首。《宛雅初编》与

《宛雅二编》之后，又历百年，宣城诗作暴增，编者感

到又有重新辑纂宛诗的必要。所以张汝霖称：“窃附

前人表微之意，矢志再续，愚山(施闰章)先生曾孙竹

窗适有同心，相与广搜考订，始癸 (1743)，讫己巳

(1749)，越七岁，乃得成书。以前刻为初编，续者为二

编，今续为三编，俾后之君子，继此续之，以至于无穷

也。”施念曾与张汝霖合纂《宛雅三编》，补《宛雅初

编》和《宛雅二编》所遗，录诗 1401首，作者 279人。

该书备采舆言，笔记、方志等文献中凡有对宣城人

(包括“奄弃未久”之作者)诗作之评论皆录入。又如，

辑录浙江温州作者诗作的地域总集，成书于明弘治

年间的明赵谏编《东瓯诗集》《东瓯续集》与《东瓯续

集补遗》，共收录梁至明 318人之诗 1256首；而编于

清乾隆年间的《东瓯诗存》则选录宋至乾隆时期温州

府 968人之诗共 5377首，所录诗数是前者的 4倍多。

类似的还有，宋林表民《赤城集》与明谢铎《赤城后

集》、清黄宗羲《姚江逸诗》与清倪继宗《续姚江逸

诗》、清丁晏《山阳诗征》(26卷)与清王锡棋《山阳诗征

续编》(44卷)、清卢见曾《国朝山左诗钞》与清张鹏展

《国朝山左补钞》和清余正酉《国朝山左诗汇钞后集》

等。以上地域总集的系列成书过程，明晰地体现出

时间线上的连续性特征。

其次，从空间维度来看，地域总集的分布特点主

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域分布方面。唐五代时

期的地域总集数量较少，只是零星面向东南地区某

一州或自然地理区域。唐殷璠编《丹阳集》，聚焦于

润州五县；殷璠编《荆扬挺秀集》，聚焦于唐代荆、扬

二州区域；五代刘松编《宜阳集》，聚焦于袁州地区；

黄滔《泉山秀句集》(30卷)，聚焦于唐代闽地。到了宋

代，虽也主要分布在东南地区，但数量有所增加，且

渐呈连片趋势。在南宋嘉定年间，李兼就已注意到

这一现象：“州为一集，在昔有之。近岁东南郡皆有

集。”至于其他地区，除广西、四川两地尚有数种问

世外，并未形成编纂风气。到了明代，地域总集的编

纂才在全国范围内广泛铺开，不仅延伸到某些边远

地区，而且北方地区也初步形成了编纂风气。而发

展至清代，地域总集的地域分布范围更要宽广得

多。东南与四川地区的编纂风气更加兴盛，且在云

南、贵州、广西等地域总集的编纂活动也较为活

跃。台湾地区有清杨希闵辑《台湾杂咏合刻》、清唐

景崧辑《诗畸》《外编》等。此外，尤为值得一提的是，

清代改变了宋元明以来北方诸省、府、县等少有地域

总集出现的局面，在直隶地区涌现出如孙赞元《遵化

诗存》、章学诚《永清文征》、梅成栋《津门诗钞》等；在

山西地区出现范鄗鼎《三晋诗选》、赵瑾《晋风选》、李

锡麟等《国朝山右诗存》等；河南地区有杨淮《国朝中

州诗钞》、刘海涵《信阳诗钞》、张邦伸等《汜南诗钞》

等；陕西与甘肃地区有李元春《关中两朝诗钞》、李苞

《洮阳诗集》等；山东地区涌出李衍孙《国朝武定诗

钞》、王钟霖《国朝历下诗钞》、孔宪彝《曲阜诗钞》

等。清代北方大批地域总集的出现，使得其与南方

呈现分庭抗礼的格局。二是层级分布方面，唐宋时

期地域总集集中于府一级，如唐殷璠编《丹阳集》、宋

孔延之编《会稽掇英总集》等，也有少数县一级的，如

五代刘松编《宜阳集》、宋林逢吉辑《赤城集》等。元

明时期，县一级地域总集的数量有所增加，出现不少

省一级的地方总集，如明谢肇淛辑《滇文》、明李敏辑

《徽郡诗》等。到了清代，才形成了完整而平衡的省、

府、县、镇四级体系。嘉兴县梅里镇有李维均辑《梅

会诗人遗集》等乡镇总集的出现，显示了地域总集的

编纂朝深化、细化方向发展的趋势。

最后，是地域总集类型的演变轨迹。唐五代时

期，文集类地域总集占据主流地位。《丹阳集》选录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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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润州诗人佳作，《宜阳集》亦“辑其里中人之所

作”。《荆扬挺秀集》与《泉山秀句集》等，也属于文集

类。宋代地域总集的编纂，深受史部传记类和地理

类典籍的影响，“或依附于地理志的编修而成书，或

依赖于地理志编纂所收集的文献资料而选录”，故

史志类占据主流，文集类则如支流延展。在元代史

志类又隐为潜流，文集类渐成主流。元代涌现出如

房祺辑《河汾诸老诗集》、汪泽民等辑《宛陵群英集》

等多部着眼于选录地方文人佳作的文集类地域总

集。到了明代，这两大类型才趋于相对平衡。而发

展至清代乃至民国时期，文集类又超过史志类，占据

了主导地位。先后有汪森辑《粤西诗载》、章学诚辑

《永清文征》、魏元旷辑《南昌邑乘诗征》等问世。史

志类的数量虽然不及前者，但也称得上源远流长，陆

续出现有沈季友辑《槜李诗系》、曹炜辑《沙头里志诗

文征》、方树梅辑《晋宁诗征》和《晋宁文征》等。

综上所述，地域总集的编纂具有时间轴上明显

的链条式延续性，文本内容不断增补，力求完备；在

空间分布上，日渐覆盖偏远地区，且呈现多层级蔓延

突进趋势；而在类型嬗递上，史志类和文集类两种主

要类型长期处于角逐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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