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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百年成四部志
文/丁思深

长乐县（今五华县），秦汉
时期归龙川管辖，秦统一岭南
后，置龙川县，赵佗为龙川令。
《广东新语》记载：“在长乐县五
华山下者，曰长乐，陀受汉封时
所筑。长乐本龙川地，陀之旧
治。”《岭海剩》《南海古迹记》
《南越五主传》等文献均对五华
长乐筑台一事有所记载，后考
古专家分析，狮雄山建筑遗址
即为南越国时期赵佗的“长乐
台”遗址。

据了解，狮雄山秦汉建筑遗
址经过多次发掘，目前处于保护
性回填状态，其发掘程度只不过
是“冰山一角”。五华县博物馆

馆长张汉彬介绍，该馆从狮雄山
秦汉建筑遗址出土的陶片、板
瓦、筒瓦、瓦当、陶器、石器、铁
器、碳化植物种子等文物，共有
2000 多件，其中价值较高及比
较完整的有300多件套。

广东省考古研究所专家刘
长介绍，2011 年该所对狮雄山
秦汉建筑遗址进行了第五次发
掘，新发现有灰沟包围建筑遗
迹，从而推测出更大规模的建
筑群及环绕周围的壕沟防御系
统，“尽管尚有诸多问题需在今
后的工作中予以求证，但狮雄
山建筑群遗址的考古发掘，无
疑对探索和研究秦汉时期岭南

地区城邑形态和设郡置县情况
均有重要的价值。”

“虽然未见纪本材料，但文
物这么多，表明了当时较高的
制作技艺和文明程度。”周云
水认为，赵佗自秦南下后臣服
于汉，实行“与越杂居”“和辑
百越”的政策，不仅是长时期、
大规模的军事行为，还给南方
带来了先进的建筑、烧陶、制
铁等技术，促进了当地饮食、
文艺、习俗、宗族等文化的形
成，“甚至可以大胆推测，将来
狮雄山秦汉建筑遗址进一步发
掘后，也可能发现出土文字或
纸质记载。”

人们都说，邑之有志，犹
国之有史。志者，记录一方
之封域、山川、户口、田赋、人
文、物产、遗事、胜迹，以昭一
道同风之盛，备一方之文献，
乃一方之史录。它的作用是
可以让职守此方者，有所依
据、借鉴，找到治理方略；可
以让生长于斯的后辈子民，
知道自己的处境、源流，更好
地继承发展。长乐，自宋神
宗熙宁四年（1071 年)置县，至
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历经
元、明、清、民国，历时 877 年，
近九百年的时间里，修志七
次以上，成书仅见四部。

最早的修志据说始于明
万 历 三 十 二 年（1604 年)，前
令 张 大 光 主 修 县 志 ，但 未
竣。县令毛元恩踵继，完成
了修志任务，却未有志书存
世。直到崇祯十一年（1638
年),由当时县令黄景明主持
修纂完成。黄是“温陵名士，
长才博雅，蒐罗纂组，迄无遗
訾”。可惜，书稿未来得及付
印，社会动乱，长乐县城被盗
贼攻破，制作好的印版便被
付之一炬了。于今，亦未能
见其全书，仅能在康熙二年
的《长乐县志》中见其所作序
言的残页。

第三次修志在康熙二年
（1663 年)进行，由知县孙胤
光主修，邑举人李逢祥主纂
的《长乐县志》，是目前能见
到完整版本的第一部县志。
体例分舆地、建置、秩官、选
举 、人物 、系年 、艺文，共八
卷。这部县志以论、赞、传为
主，特别是以“论”“赞”为主
要内容，所谓“志”的内容相
对较少，大多只是作为辅助
的内容出现。这部县志，可
能印数有限，存世不多，就连
道 光 年 间 的 温 训 也 没 有 看
过，所以在其主纂的道光《长
乐县志》中仍注明“已佚”。
其实，这部县志不是没存世，
在今天的浙江图书馆就有藏
本，而且是很好的印本。需
要提醒的是，此后编纂的县
志，有的把“孙胤光”写作“孙
荫光”，指的是同一个人。

第四次修志在康熙二十
六 年（1687 年)，由 县 令 孙 蕙
主 修 ，邑 庠 生 孔 元 祚 主 纂 。
这 次 修 志 距 上 次 修 志 才 24
年，主要原因是“皇上特谕各
省 进 舆 图 册 ，并 令 郡 、邑 呈
志，以成一统车书”。可见，
这么短时间又修志是奉康熙
的命令行事的。体例一如前
志，也是八卷。孙蕙在《重修
长乐县志序》中说：“距今二
十 余 年 ，时 至 岁 迁 ，事 易 境
殊 ，尚 有 未 补 载 者 ，非 藉 修
葺，曷以垂稽？”实际上所能
补载的东西也不是很多。其
存世印本残缺模糊。我在点
校 此 志 初 ，原 拟 放 弃 点 校 。
后来又觉得有点可惜。为补
全璧，花了许多功夫，把康熙
二年志和道光、民国县志进
行比勘，有个别模糊句段则
依据上下词语的意义作出分
析判断，补全句段。最终全
书仅缺不足一百字，未能补
上，总算完成了全书的点校，
印制出来。后在温训主纂的
县志中，康熙年间前后所修
两志俱被称作“旧志”，亦多
为引用转述，可以说是奠定
了县志的格局和基调。

第五次修志，是在清嘉
庆末年，阮元督粤拟修省志，
要求各州县报送州县志。当
时县长李昌霖委任邑孝廉吉
履青撰编，因吉履青亡故，半
途而废，无果而终，仅成一册
而未能成书。第六次修志是
在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 年)
由知县侯坤元主修，邑举人
温训主纂。这次修志，体例
有所改变，分舆图、沿革、职
官、选举、舆地、山川、建置、
经政 、前事 、艺文 、古迹 、宦
绩、人物，共十八卷，818 页。
与旧志不同的是，增加了图、
表、略、传四类。值得一提的
是，“舆图”用方格控图以及
广推至楼约分图来表示，“职
官”用表格来表示，“宦绩”

“人物”两类以“传记”形式来
表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内容和形式都有新的进步。
其中出现的“采访册”，是通
过 现 场 实 际 采 访 新 增 的 内
容。这是它的价值所在。道
光《长乐县志·人物传》一共
279 页，分名流、烈女、耆寿、
流寓、方伎、仙释类，其中“烈
女”类占了 167 页，内容所记
皆年少孀居寡守、抚孤成人
的 事 迹 ，读 来 让 人 心 酸 肝
痛。这就是大家有所闻说的

《温志》。
第七次修志是在民国三

十 五 年（1946 年)，时 县 参 议
会 第 一 次 大 会 议 决 续 修 县
志 ，并 为 此 成 立 了 修 志 局 。
县长张际清监修，修志局局
长吉竹楼总纂。历时三年，
民国三十七年（1948 年)铅印
出版了《五华县志》。我们通
常称为民国《五华县志》。民
国《五华县志》把康熙年间由
孙胤光、孙蕙先后续修的《长
乐县志》通称为“旧志”，把道
光二十五年温训编纂的《长
乐县志》称为“温志”。它与
时俱进，大幅增加了编纂体
例，分设舆地、营建、交通、实
业、财赋、教育、选举、职官、
礼俗、自治、艺文，共五册十
七卷。可惜的是，其中的卷
一、卷十至卷十四，共六卷俱
缺而无内容。时去未久，已
未能见民国《五华县志》之全
豹，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大的
憾事。

综观长乐修志史，可谓
是起步迟、空白长、间距大。
自宋熙宁四年置县起，直到
明万历始有修志的记录，成
书还延后到清康熙二年，使
此前的县史几成空白一片，
无从查稽。从《旧志》到《温
志》也 间 距 一 百 六 十 多 年 。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到目前
为止，还是个谜。近邻的平
远县，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
年)才置县，比五华晚了近五
百年，虽然亦仅剩一部总修
之 志 书 ，但 有 九 次 修 志 记
录。再者，五华老县志一直
闭藏深宫（市、县方志办现存
的均为省方志办提供的复印
本）。尝闻朱文公晦庵出守
南康郡（今赣州市），甫一下
车而即询郡志。故君子谓其
知所先也。不知今之职守吾
邑之衮衮诸公，可有曾闻见
过《长乐县志》耶否？吾也不
知也！

（丁思深，嘉应学院原副
教授，著有《长乐风物丛谈》

《长乐人物丛谈》）

梅州五华素有“工匠之
乡”的美誉。《长乐县志》云：

“长乐民尽出工著，外出惟工
匠，而经商者少。”这表明五
华民间工匠文化深厚。为何
小小的五华县能产生石匠、
木匠、泥水匠、牙匠等一大批
工匠人才，这块宝地蕴含着
怎样的“工匠文化”？我们一
起来追寻探究。

2021 年，有着“天使之
翼”美称的五华县足球文化
公园体育场馆工程获得“鲁
班奖”，这是时隔 16年后梅
州再次获得该奖项。这次
获奖让很多人再次把目光
投注在五华，赞叹五华工匠
的精湛技艺和匠心之美。
梅州市古民居研究会会长
温亮兴认为，五华独特的工
匠文化体现了工匠技艺与
精神的历史延续性。

“五华的工匠文化最早
可追溯到狮雄山秦汉建筑
群的建造技术和工艺。”温
亮兴对五华的古民居和建
筑研究发现，长乐台是颇具
规模的宫殿式高台建筑，运
用 了 当 时 先 进 的 夯 土 工
艺。好的夯土技术一般运
用在防御性建筑的建造上，
如长城的台基就是用夯土

筑成。狮雄山考古发现了
石灰，石灰可以促进夯土变
得坚硬，但当时来说石灰的
制作也需要较高的技术。
因此，可以猜测赵佗南下时
带有各行各业人才和先进
的建筑技术。同时，建造高
台需要大量的人力，五华一
带当时人口众多，拥有丰富
的劳动力资源。

在五华的众多工匠中，
石匠尤为出名。北京天安门
广场的华表、人民英雄纪念
碑、越秀山五羊石雕、珠海渔
女……这些地标性建筑都出
自五华石匠之手。温亮兴告
诉记者，五华的石匠技艺既
是工艺也是艺术，直至现在
五华人依旧喜爱用石头建造
房屋。

“五华石匠技艺发达的
原因：首先是采石容易，本
地盛产花岗岩，原材料开采
容易，故而采石业发达；二
是五华人世代的思想中就
有靠技艺谋生的观念。”温
亮兴表示，五华工匠技艺的
基因随着工匠世家的血脉
流淌而代代传承，那些传世
的工匠作品也在一定程度
上增强了当地后人的工匠
意识。

今年四月，“广东省十年十
大重要考古发现”名单公布，位
于梅州五华县的“狮雄山秦汉
建筑遗址”赫然在列。狮雄山
秦汉建筑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曾发掘出新石器、商
与西周、春秋战国、秦汉、唐宋、
明清共 6个时期的遗存，是广
东地区迄今已发掘的同时期遗
存中面积较大的一处。

羊城晚报2021年 10月 21
日刊发的《客家文脉》——五华
狮雄山获评“梅州文十景”，已
对这一重大考古遗址进行过梳
理报道。如今，从文化沿袭角
度看，广东省考古研究所专家
邱立诚认为，长乐台遗址（狮雄
山秦汉建筑遗址）的发现和发
掘，为研究南越国历史、岭南越
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交流，提
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从现有的考古成果和五
华当地的民俗文化来看，很多
都可以从狮雄山秦汉建筑中找
到证据或线索。”嘉应学院客家
研究院周云水博士表示，自秦
汉以来五华风物人文衍生发
展，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脉络和
特征，梳理和挖掘这方面的文
史对推动五华文化事业繁荣发
展，助力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建
设有重要意义。

羊城晚报记者 危健峰

学宫是一地崇文重教、学
风文风鼎盛的体现。坐落于五
华县华城镇十字街五华中学侧
的长乐学宫，戟门、照壁、泮池、
古木，展示长乐文脉的绵延悠
长，代表了五华的人文厚重。

长乐学宫始建于明朝成化
四年（1468 年），是一座红墙黄
瓦古代传统风格的宫殿式建
筑，坐北向南，左右两厢对称，
规模宏伟。学宫设有照墙、棂
星门、泮池、戟门、大成殿、明伦
堂、崇圣殿、东庑、西庑等，是梅
州保存比较完好、规模最大的
学宫。

长乐学宫历经多次扩建、
增修，但在清朝同治三年（1864
年）被洪水冲毁殿宇，同治六年
在原址上进行了重建，光绪十
八年（1892 年）进行了修复。嘉

应学院原副教授丁思深所著的
《长乐风物丛谈》中写道，其传
承着长乐一线文脉。

记者翻阅不同时期的《长乐
县志》及丁思深所著《长乐风物
丛谈》《长乐人物丛谈》发现，五
华人文明清时期最为兴盛。据
《长乐县志》记载，宋至清先后考
中文武进士25名、举人203名、
贡生 609 名，任七品以上官员
227人。其中耳熟能详、家传户
谕的人物如下：明山东巡按御史
张慎、云南巡抚颜容端；清代被
誉为“天下第一拔”的县令魏成
汉、聪明刻苦詹学海、金殿传胪
赖鹏翀；倡导禁食鸦片第一人的
诗人温训；梅州唯一的武状元李
威光和武榜眼曾琼琲；四川提督
江童茂、广东水师提督魏大斌、
福建水师提督李南馨等。

诗文方面，有明代长乐第一
个进士颜容端的《霍山洞天》：

“特耸群峰插汗青，碧烟瑶草入
云平。”有与世无争的颜琏诗《登
邑侯李弦所却金亭》：“古道已亡
谁接武？只将思绪寄潜夫。”有
清代嘉应四大才子之一的温训
《夕阳》：“万峰青未了，天半入斜
阳。”有武状元李威光《策论》：

“兵不务多而务精。而精兵之
道，则必须训练为督责，以赏罚
为鼓励”。有骈文高手吉履青的
《嫏嬛书屋诗草》《客舫闲吟
草》。此上种种，举不胜举。

近代以来，五华人才辈出，
有世界球王李惠堂、“中国军医
之父”徐清华、无产阶级革命家
古大存、中国综观经济学创始人
魏双凤、中国工程院院士钟世镇
等，可谓人杰地灵、人文欣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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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文化”独特绵长
羊城晚报记者 危健峰 实习生 林树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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