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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巴县方志纂修论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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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阳师范学院 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安阳 UJJ"""&

摘B要!学界迄今对重庆巴县地区所纂方志综合研究成果殊少&观点纷纭' 职是之故&渝

地巴县方志之撰修源流非常值得探讨' 论文就历史上巴县志编纂之始末进行简要说明&重点

讨论了清代不同时空下巴县志之编纂概况及特点' 清代留存下来的三部巴县志&以其独特的

功用和价值&为我们搜罗地域文化资讯(发展当前文化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巴县)清代)方志)渝地

中图分类号!h!EH)#EB文献标志码!MB文章编号!#%H!I"JEK$!"#$&"$I"#!KI"%

BB古代重庆巴县地区本巴国地!约公元前十一

世纪!周武王灭殷!封姬姓宗族于巴地!建立巴国"

秦惠文王二十二年*前 $#%+灭巴国置郡!治江州

县!属巴郡!即巴县前身" 南朝齐永明五年*UKH+

析江州县地置垫江县" 北周武成三年*J%#+!省

垫江#枳!以两县地置巴县" 隋开皇初为渝州治!

大业初为巴郡治" 唐#北宋为渝州治" 南宋淳熙

末后为重庆府治" 元为重庆路治" 明#清为重庆

府治" #E#$ 年废府留县" 现为重庆市巴南区"

方志!古称地志#地记#图经等!作为$一方之全

史%!系统地记述了特定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

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历来受到各方人士

之重视!故编修地方志是国家行政管理的永久定

制!也是国家实现主权管理的重要标志" 古代重

庆巴县地区自不例外!东汉便有-巴郡图经.的记

载!直至近代!巴县志编纂仍赓续不断" 因此!对

历史上巴县方志编纂之始末进行研究!就具有了

重要意义" 民国前!巴县地区完整留存下来的方

志即是清代的/乾隆0巴县志#/同治0巴县志 与

/光绪0-巴县乡土志." 对它们进行研究!颇能探

得古时渝地之各种相关情形之信息!在传承古老

文明#丰富民族文化的今日!吾侪依然可凭之串联

起巴山渝水之鲜活叙事与丰厚底蕴"

一'清前巴县志编纂概况

东汉的-巴郡图经.!应为见于文献记载最早

的巴县方志" 东汉桓帝永兴二年*#JU+!但望为

巴郡太守!曾上疏云)$谨按-巴郡图经.境界!南

北四千!东西五千!周万余里!属县十四!盐铁五

官!各有丞史''%

/#0卷#%-请分巴郡疏.图经!顾名思义!

就是以图绘为主!附加文字说明!是北宋之前志书

的主要形式" -巴郡图经.应为我国最早方志图

经!今佚!清人顾韈三-补后汉书艺文志.五存目"

由记载可知!当时巴郡范围甚大!辖境相当今四川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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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苍#西充及重庆永川#綦江以东地区"

三国时蜀人谯周撰有-三巴记." 向楚云)

$谯周-三巴记.则著于隋志" -常志2士女目录.

陈弘下引-巴纪.!疑即谯周-三巴记." -太平御

览2人事部2礼仪部.皆引-三巴记." 又-巴蜀

异物志.引见-史记集解2周勃世家.!又见-屈贾

传.-索隐.!按-蜀都赋注.引谯周-异物志.涪陵

多大龟云云" 疑即-巴蜀异物志.与-三巴记.同

为谯周撰"%

/!0卷!$三巴!即巴郡#巴东郡#巴西郡!

其地在今四川省#重庆市" $是书为四川#重庆两

地有佚文可辑的最早方志" 元胡三省注-资治通

鉴.时还引用!约亡佚于元代末年"%

/$0J!今人刘纬

毅先生曾据各书辑录出散见内容十则"

/U0$KI$E

晋有常璩-华阳国志.之-巴志." 列总叙#巴

郡#巴东郡#涪陵郡#巴西郡#宕渠郡六节!专门记

录重庆地区的地理历史#物产民情等!是现今能保

存下来的记载四川#重庆及周围地域形势等最早

的一部志" 其内容#体例及所志范围与今天所说

的$地方志%*即省#府#州#厅#县等志书+不尽相

同!熔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于一体!这也是导致

后世目录学家分类此书时意见纷纭#莫衷一是的

原因" 在其同代!又有袁休明的-巴蜀志.!见于

-隋书2经籍志.与清人文廷式的-补晋书艺文

志."

晋以后方志!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考证唐

宋元时期曾编有-渝州图经.-渝州旧图经.-祥符

渝州图经. -渝州志 . -重庆图经 . -重庆郡

志."

/J0%HUI%HJ向楚云)$*重庆+郡县方志!自赵宋巴

有文献为最早"%所谓$赵宋巴有文献%!或即张国

淦先生所考宋-经.#宋-志." 唐宋元时期!有关

重庆地区的方志纂修状况不佳!基本上没有留存

下来!故而有学者指出)$虽云唐#宋#元各代均有

编纂*撰+者!然而仅见于它书记载其名!或保存

其序跋!至今并未见完整的专书流传"%

/%0#I!

关于-渝州志.!清王尔鉴修-巴县志.时即认

为宋代方志!张国淦考证亦为宋代方志!近著-宋

朝方志考.亦列入宋代方志之列!$当纂于仁宗至

哲宗朝间%

/H0UHH

" 经笔者考证!应为明代方志"

-蜀中广记.有三处确言引 -渝州志.之文字)

$-渝州志.云!黔涪徼外有西南夷部''%

/K0卷$K

$-渝州志.云!宋景定中!蛮酋大虫马什用同向士

壁率师大败元兵!继平九溪洞夷!授镇国上将军!

领铜牌铁印"%

/K0卷$E

$及观-渝州志.载-谟烈辑

遗.云!洪武四年!明升以全蜀降''%

/K0卷JE尤其

是$及观-渝州志.载-谟烈辑遗.云%!按-谟烈辑

遗.!即-国朝谟烈辑遗.二十卷!明太祖第十子朱

檀第四代后裔朱某辑!有嘉靖三十二年*#JJ$+刻

本" -谟烈辑遗.成书时代在曹学?任四川按察

使之前!-蜀中广记.乃曹氏任四川按察使时所

撰" 又向楚云)$-蜀中广记.''所引尤多晚明

书"%

/!0卷!$既然-谟烈辑遗.被收入-渝州志.中!

可见-渝州志.是明代方志无疑" 王尔鉴谓$宋有

-渝州志.%!明显误也"

明代巴县地区方志之撰修!清同治巴县志

-凡例.有云)$明有-重庆府志. -巴县志.!经兵

燹后!板片荡然"%此$明有%-巴县志.!未详所据"

现存成化-重庆府志.*残本+和万历-重庆府志.

*残本+" 蓝勇先生云)$现存最早的-重庆府志.

当属成化年间江朝宗所修撰的-重庆郡志.%!$必

须指出的是!以前国家图书馆载录此志时都称为

成化的-重庆府志.!而在成化-重庆府志.中的一

些子目中!如在土产下多次称见-府志.!显然江

朝宗编的志书可能本身并不称府志!应按万历

-重庆府志.称为-重庆郡志."%

/E0江朝宗所撰

-重庆郡志.!$鼎革后亦烬灭无遗%

/!0卷!$

" 按江

朝宗*#U!J,#J"$+!字东之!巴县人!有-紫轩集.

-蜀中人物记.等" 明杨士奇编-文渊阁书目.卷

四有$-重庆府图志.二册% $-重庆郡志.一册%

$-重庆郡志.七册% $-重庆府并属县志.四册%"

杨士奇乃明初人!-文渊阁书目.编于宣德四年

*#U!E+!在成化-重庆府志.#万历-重庆府志.成

书之前!然不详-重庆府图志.等编纂时间" -蜀

中广记.多有$-重庆志.云%!然不详是成化或万

历本" 又清康熙间人陆廷灿-续茶经.曾引-重庆

府志.)$-重庆府志.!涪江青
&

石为茶磨!极佳"%

此所引-重庆府志.当是明代方志!亦不详是成化

或万历本"

今成化-重庆郡志.!有明代木刻本!明末已

残!仅存长寿#南川#綦江#江津#永川五卷!藏于国

家图书馆" 郭礼淮说$重庆市志总编室有复印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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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0

!笔者遍访未得" 今万历-重庆府志.!历

次修成的府志中规模最大者!计八十六卷!但此志

修成于明末!刊本稀少!旋即遇上明末战火!至清

时存世量极小" 残本藏于上海图书馆!缺卷四至

二十五!余者装为二十三册" 沈津撰有-明万历

刻本5重庆府志6.可供参考"

/##0U#,UU四川省图书

馆原有其胶卷!惜佚"

至清代乾嘉年间!巴蜀地区明代县志已$寥

若晨星%!有的地区甚至散佚殆尽" 尽管如此!渝

地大多数佚志的序#跋!在清志#民国志的$前志

原委%$艺文志% $旧序% $序录%中可以找到或有

著录!这就为我们研究渝地散佚志书提供了珍贵

的历史资料" 清前渝地方志散佚严重!究其原因!

不外乎自然和人为造成的!尤其是明末战乱使渝

地方志遭到了毁灭性破坏" 如熊家彦-巴县志.

叙中所说)$蜀东渝州附郭巴邑!居三巴之中!为

文献名区!前志遭胜代兵燹后!荡然无存"%道光

时重庆府知府王梦庚-重修重庆府志叙.亦称)

$有明江学士朝宗所撰-重庆郡志.!鼎革之后!亦

残蚀不全!心怅然久之"%另外!$新志甫成!旧志

遂废"%后人修志每想胜过前人!对旧志多有訾

议!这样相率厌弃旧志" 如此!旧志久不为人所

用!而逐渐失传"

二'清代巴县志纂修述略

由上所论!巴县建置悠久!早在东汉便有志书

纂修!并非有的学者径称$巴县志始修于清%

/#!0

"

清代是中国方志发展的鼎盛时期" 就四川而言!

张献忠势力被剿灭后!地方经济恢复发展!社会秩

序相对安定!方志的编纂也再度繁荣起来" 清代

巴县共纂有三部方志)/乾隆0巴县志#/同治0巴

县志 #/光绪0-巴县乡土志." 民国以后!四川各

地共编修志书达 #%U 部!其中向楚等纂修的-巴县

志.便是一部佳著"

向楚曾云)$乾隆初!罗醇仁著-中巴纪闻.!

王-志.取资焉"%

/!0卷!$按罗醇仁!字济英!合川人!

少入巴县学籍!乾隆十年*#HUJ+进士!尝两掌东

川书院!造就多士" 很显然!在王尔鉴纂-巴县

志.之前!有罗醇仁-中巴纪闻.存世!今佚"

乾隆十六年*#HJ#+!王尔鉴知巴县!始纂-巴

县志." $今-志.始辑于乾隆十六年十月!讫于乾

隆二十五年十有一月"%

/#$0卷首方志编纂用了十年

时间!后刊于乾隆二十六年" 王尔鉴云)$余修是

-志.!取材-通志.十之一" 考之邑人罗醇仁-中

巴纪闻 . 十之三" 搜之笥箧#得之采访十之

六"%

/#$0卷首王氏取材之-通志.!指雍正-四川通

志." 乾隆-巴县志.!周开丰谓之-巴县新志.!又

习称$王志%!共 #H 卷!卷首序#姓氏#凡例#城图#

舆图!卷一疆域!卷二建置!卷三赋役!卷四学校!

卷五兵制!卷六职官!卷七选举!卷八名宦!卷九人

物!卷十风土!卷十一至卷十六艺文!卷十七艺文

补遗" 该志资料翔实!仿史家之笔!是研究重庆地

域史的重要史料" 熊家彦云) $王熊峰 *尔鉴+

''积十稔之功''虽于体例未尽讲求!而创始

之功!亦不可没"%

/#U0卷首乾隆-巴县志.是开创!是

同治#民国-巴县志.之重要参考材料!但能否称

为 $现 存 的 关 于 今 重 庆 地 方 的 第 一 部 志

书%

/#J0#$$J

!就值得商榷了"

百年后!同治五年*#K%%+!霍为权知巴县"

锡云)$岁在丁卯*同治六年+!余''备兵川东

之二年!邑人士以修志''霍苑史*为+''慨

然念前徽云远!遗文轶事!搜辑患难!有志于兴庆

举坠"%

/#U0卷首锡!字韦卿!蒙古镶黄旗荫生!同

治三年任重庆府知府" 霍为云)$岁丙寅*同治

五年+!余莅斯土''适熊仲山观察自滇来渝!延

请纂辑!六阅月而*-巴县志.+书成"%

/#U0卷首熊仲

山!即熊家彦!字仲山!湖北孝感人!奏调办理云南

军务候选道" $*熊家彦+先生为楚中名宿!穿穴

全史!负一代著作之才!乃采掇旧事!为之广续!详

考古典!补其阙遗!本末粲然!无不综贯"%

/#U0卷首

该志修成于同治六年!同年夏刊刻" 同治-志.是

在乾隆-志.基础上编纂而成!如熊家彦序云)$爰

取原志*乾隆-志.+!斟酌分合去取!约其前纲而

详其目''较原志为简"%同治-志.完成后!县人

龚瑛因其$较原志为简%!故$遂别属草!直续王

-志.%" 向楚云)$熊氏''仅就王-志.分合去

取!约其纲而详其目!成书太略!刻成旋废!盖为县

人龚瑛辈所诃!遂别属草!直续王-志.!曰-同治

未刊稿.!存保甲局!岁久稿佚"%

/!0卷!$龚瑛!巴县

人!道光二十年进士" 同治-巴县志.因失之过

简!刻成旋废!另拟草本!习称同治未刊稿" 该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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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U 卷!其中所附-杂记.有较大价值"

清光绪三十三年*#E"H+仲冬!巴县劝学所编

印了-巴县乡土志.!内容与前纂方志有很大不

同" 乡土志编纂肇始于晚清!是在清政府生存危

亡的背景下实行的一次教学改革!具体内容在传

统地方志的基础上有所损益!多突出实业状况#科

技发展#社会变革等!以激发学生的爱乡爱国思想

为要义" -巴县乡土志.的编纂适逢晚清社会变

革!带有了近代气息" 该志以地理以前为上卷!其

下为下卷!共有历史#地理#商务三部分" 并附有

乡里大势及本境山脉大势两图" 图系木刻!而文

字为铅印" 历史部分包括建置#政绩录#兵事录#

耆旧录#人类录#户口录#氏族录#宗教录等!地理

部分包括方位#里数#界址#区划#山脉#水道#钱粮

杂税#物产等!商务部分主要记载本境物产制造之

行销本境及出境行销者!以及他境货物运之本境

行销者" 傅振伦先生曾撰有-5巴县乡土志6提

要.一文!对此作了简要概括)$案本书多摘自乾

隆-巴县志.!如政绩录清代名宦董佩籍#向廷赓#

李九霞#王志武等之不见乾隆志者!今亦未载" 又

案-元和郡县志.及-太平寰宇记.渝州巴县条载)

3周明帝武成三年改垫江为巴县!后遂不改1!但

今书载3巴县后周武成二年置1!3二年1应作3三

年1!可能是排印之误"%

/#%0J!"

自同治六年-巴县志.后!又过了 H" 年!民国

-巴县志.完成" 据朱之洪叙民国-巴县志.云!

#E#$ 年!朱之洪与吴恩鸿等创议续修-巴县志.!

因讨袁军败!罢议" #E!! 年!巴县议会决议重修

-巴县志." #E!U 年!县长杨裕昆成立重修-巴县

志.筹备处" #E!% 年!县长郑东琴延请-巴县志.

分纂" 然志事未果" #E$% 年向楚为总纂!两年时

间!-巴县志.稿成" 民国二十八年*#E$E+刊印"

民国-巴县志.向楚-叙录.云)$王-志.原分十一

类!事属草创!今之所纂!凡沿前目!求详订误!增

补实多!旧所无者如交通#农工#商业#军警#交涉#

自治#物产#市政#蜀军始末诸大端!而事纪别为专

篇!改造补苴!虽因实创!不敢言备!比之王#熊二

家!盖有讨论修饰之功矣"%

乾隆#同治#民国-巴县志.目录分类共同者

有疆域#建置#职官#赋役#学校#寺观#关隘#风俗#

人物#艺文*包括金石+" 乾隆-志.有释老!民国

-志.有宗教!同治-志.无!为$寺附%" 同治-巴

县志.$凡例%云)$邑中之山''寺观带叙其中!

不得列专门张崇尚象教之焰"%象教!指佛教" 民

国-巴县志.有公债#图书馆#报馆#工业#商业#铁

路#轮船#邮政#电报#电话#航空#军警#教案#红十

字会#自来水#电力厂#公园等!此为近代社会所

有!视之乾隆#同治两-志.!乃社会进步也" 而民

国-志.又有$事纪%$方言%!是乾隆#同治两-志.

所无也"

概而言之!清代巴县地区三部方志的编纂处

于不同的社会时期!烙上了不同时代的印记!进而

表征出不同的体例类目与记载内容" 清代巴县方

志贯通古今#横陈百科#包罗万象!这一全面#详尽

的地情#国情书!以其文献的独特功用和价值!千

百年来一直影响着人们的生活"

三'清代巴县志价值探论

古代学者在编纂方志的同时!也在进行方志

理论的探讨!尤其是在清代!一大批学术造诣深#

文字修养高的学者参与到修志中来!并以修志为

$著述大事%!$对志书的体例#编纂方法等作了多

方探究!大大提高了志书的学术水平和存史价值!

推动方志在清代迅速发展到鼎盛时期!并作为一

门学问正式诞生"%

/$0!JE如洪亮吉在 -泾县志2

序.指出)$一方之志!苟简不可!滥收亦不可"%李

兆洛在-凤台县志2序.中说)$凡居百里之地!其

山川形势!人民谣俗!苟有不晰!则不可以为治"%

章学诚在-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中更是指出$方志

如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

/#H0#!K

!在-与石首王明

府论志例.中言)$志为史裁!全书自有体例!志中

文字!俱关史法!则全书中之命辞措字!亦必有规

矩准绳!不可忽也"%

/#H0#!H

清代巴县志编纂适逢这样一个学术环境!故

志书纂修中处处印证着清代方志理论的观点" 如

乾隆-巴县志. $凡例%云)$善善欲长!恶恶欲短!

忠厚之道也" 但有其人身列名教中!却大羞名教!

不得不暴其罪而除之!又有其人与文素有声望!而

瑕瑜各不相掩!则于选举#人物两册内分别书之!

俾后人知所向背!仿史家直笔也"%由此可见!$仿

史家直笔%!乃王尔鉴臧否人物志之准则" 如-志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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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按云)$泰昌#天启时!御史贾继春创为安选

侍#保皇妹之说!以迎合客魏!与杨#左诸君子雠讦

不休!遂起大狱" 崇祯末!童思圣令谷城!与献贼

有识!罢归!贼寇重庆!思圣迎贼梁山!喜甚!旋杀

之!家口无一存者" 二人最为名教羞!-选举.并

削之而暴其罪" 若苟之祥#任元极之纵欲!败检

黩#货营私&贾元勋之居官贪酷!居乡横暴!士林并

宜为戒"%所列贾继春#童思圣#苟之祥#任元极#

贾元勋诸人!$身列名教中!却大羞名教!不得不

暴其罪而除之"%贾继春与左光斗事!皆见 -明

史.!*崇祯+帝曰)$惟反覆!故为真小人"%童思

圣!巴县人!崇祯元年进士!其事迹不见史载!由乾

隆-志.知其$迎贼梁山%之行踪" 据雍正-四川通

志.#民国-巴县志.!苟之祥!巴县人!天启元年举

人!五年进士" 任元极!巴县人!万历四十六年举

人!崇祯七年进士" 乾隆#同治#民国-巴县志.皆

无传!今据乾隆-志.知二人$纵欲!败检黩#货营

私%" 贾元勋!巴县人!天启二年进士!民国-巴县

志.据-安陆府志.崇祯七年知承天府!今据乾隆

-志.!知其$居官贪酷!居乡横暴%"

修志应遵循史家法度!唐刘知几-史通.曾提

出著史时应具备$史才% $史学% $史识%三长!章

学诚将其加以改造提出修志人员也应具备$识%

$明%$公%三长)$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

公足以绝请托"%乾隆-巴县志.将$仿史家直笔%

作为纂修准则!就是一种$识%!必然要求纂修者

秉公心#不溢美#不隐恶!进而使方志发挥出资治#

教化与存史的功能" 又如同治-巴县志. $凡例%

云)$志!史家之一门也" 传信不传疑!与史同&载

美不载恶!与史异" 同异之间!不可不辨"%很明

显!同治-巴县志.已将方志与地理书的性质区别

开来!明确指出$志属史体%!并且辨析了方志与

史体之异同"

清代巴县志编纂不仅在理论上体现着时代的

特色!而且内容记载上更加充实!实用价值和史料

价值大大提升" 如清代三部巴县志关于人口资料

的记载!可以看出明清以来巴县人口数量的变化

及社会变迁" 明末!四川战乱频繁!人口剧减!据

乾隆-巴县志.载)$明原额''人丁一万四千九

百二十六丁"%

/#$0卷三清顺治三年*#%U%+!诏天下

编审人丁!并以原报册为定!惟年老#残疾#逃亡#

故绝者悉行豁免" 康熙十年*#%H#+!定各省平民

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 康熙五十一年

*#H#!+上谕)户口日增!地未加广!应以现在丁册

为常额!自后所生人丁!不征钱粮!只将实数造报"

廷议以康熙五十年丁册为常额!以后为之盛世!滋

生人丁!永不加赋" 由此巴县人口有增!据民国

-巴县志.)$嘉庆元年以后!报部户口则为七万五

千七百四十三户!男女二十一万八千七十九丁口"

户与口分晰!各计其数!均较乾隆王-志.为多"

且丁口孳生之数!超至二十倍以上"%

/#K0卷U清末特

设专部执掌民政!各直省以巡警道专司户口之事!

明令分乡分区自行调查!先户后丁!限年确报" 巴

县于县属设课统计" 据-巴县乡土志.载!光绪末

年调查!$县域城厢 $H "E" 户!##! """ 余人&三里

KH 场 #"H 保共 #UK K%$ 户!%UU JHH 人!其中男

$%U UKH人!女 !K" "E" 人"%

/#E0%U#清代巴县方志具

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与纂修者的社会层次和文

化层次较高分不开的!如乾隆-巴县志.!由知县

王尔鉴主修!贡生王世沿代笔!举人周开丰负责资

料采集及校订诸事!初编就绪后!由前四川奉节知

县姜会照润色!历时十年方完成"

众所周知!地方志的区域性记录特征应该说

是方志最初的面貌!方志中数量最多的也就是对

一个州府#县治#乡村中物产#人文#民风民俗的记

载!尤其着力表现在生活中代代相传的民俗#节

庆!这些已经成为凝结中华民俗情感的纽带" 清

代巴县志编纂中有诸多农业种植#农作物及土特

产#民风风俗的史料!如乾隆-巴县志.卷十-风土

志.中的$习俗#节序#物产%!同治-巴县志.卷一

-疆域志.中的$风俗#岁时#物产%等" 历史最忌

讳的就是没有细节!那么这细节就依靠地方志补

充" 通过阅读清代-巴县志.!我们可知体验古代

渝地老百姓的服饰#饮食#居住#出行等变化!可以

感受古代渝地节庆文化的别致与风情" 我们对清

代巴县方志中风情景物的追溯再现!对传统文化

脉络的梳理展示!折射出了现代社会中我们对祖

先留下的文化财富应该采取的态度" 一方水土一

方人!一方水土是一方人的物质家园!一本本志书

就是一方人的精神家园"

光绪-巴县乡土志.!诞生于晚清民国时期编

纂乡土志教材的热潮中!理论与现实相结合!开启

了巴县近现代乡土教学的新模式" 其所记多为乡

土之事#多是耳所习闻与目所常见!更重要的是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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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崇实#按切时事#与社会现实紧密相关" 如-历

史.中有$宗教录%!记巴县境内天主#耶稣等西教

源流及回教户口&-地理.中有$钱粮杂税%!项目

有正粮#津贴#捐输#铁路租捐#肉厘#酒捐#洋关#

出口货物及进口补完半税#老新厘金#税契" 以上

所列明显具有近代特色!是巴县方志编纂中的一

次重大变化" 所述文字又结合儿童的心理特点!

强调教学的趣味性!虽是街谈巷论!而一山一水!

一木一石!都是儿童嬉戏的对象!一经指点!能启

迪知识" 此类乡土志教材的编纂!重在讲求实学!

培养学生的社会参与和竞争意识!进而达到培养

学生爱乡爱国思想的目的" 我们今天在进行教学

改革的同时!应借鉴乡土志中的教育思想!使教学

与现实紧密结合"

纵观巴县地区方志编纂源流!可谓源远流长!

但发展不平衡!其发展高峰和主要成果集中于清

代" 清代巴县编纂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并受当

时思想学术的影响!学界研究时应将其置于时代

背景下进行考察!揭示与其他文化层面相互渗透

的过程和双向会通的动因!从而加深人们对清代

巴县方志研究价值的认识" 总之!包括清代巴县

志在内的中国方志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载

体!也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形式!仍将继续衔接

千年过往历史!记录当下社会风流!为推进中国史

研究发挥极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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