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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唐前关于南岳衡山的地记作品有徐灵期«南岳衡山记»、宗测«衡山记»、释灌顶«南岳记»、李明之«衡山记»等数

种ꎮ 唐宋各家类书、文集注等所引又有佚名«南岳记»、佚名«衡山记»数条ꎮ 此数种地记ꎬ对南岳衡山相关知识的记录具有较重

要的学术价值ꎬ但诸家地记或散佚严重ꎬ或作者存疑ꎬ对此数种地记进行重新考证、辑补是有必要的ꎮ 此数种地记作者多为佛教、
道教人士ꎬ其所记内容也多与此时的佛、道教生活有关ꎮ 并且ꎬ此数种地记对唐宋以后南岳相关志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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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南北朝时期ꎬ地记蓬勃发展ꎬ据«隋书经

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目

录书所载及«北堂书钞»、«初学记»等类书征引ꎬ可
知魏晋南北朝时期地记有数百种之多ꎮ 此时地记按

类型分ꎬ大致可分为州郡志、山水志、异物志等几类ꎮ
衡山为我国五岳之南岳ꎬ为道教圣地ꎬ魏晋南北朝

起ꎬ专记南岳的地记即已诞生ꎮ 今可知魏晋南北朝

专记南岳的地记便有数种ꎬ分别为徐灵期«南岳衡

山记»、宗测«衡山记»、释灌顶«南岳记»ꎮ 另据各书

征引ꎬ亦有不著作者«南岳记»一种ꎮ 此时«南岳记»
作者多为佛教、道教人士ꎬ其所记内容也多与此时的

佛、道教生活有关ꎮ 作为较早记录南岳的山水地记ꎬ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此数种地记对此地区后代志书的

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ꎮ 后代志书在广泛征引此数

种地记的基础上ꎬ记录更加系统、完整ꎮ 本文拟对唐

前数家«南岳记» «衡山记»进行辑补、考证ꎬ并对其

文本内容进行分析ꎮ

一　 «南岳记»«衡山记»数种及其作者考证

徐灵期«南岳记»:徐灵期ꎬ晋宋之际人ꎮ 唐孟

安排«道教义枢»所记有东晋隆安年间葛巢甫“傅道

士任延庆、徐灵期之徒”事ꎬ北宋陈田夫«南岳总胜

集»卷中所记有晋太康八年“吴人徐灵期、新野先生

邓郁之开古王母奠基”事ꎬ宋张师正«括异志»卷七

所记有“晋道士陈兴明ꎬ施存尹道全ꎬ宋徐灵期ꎬ齐
陈惠度ꎬ张昙要ꎬ梁张始珍ꎬ王灵舆ꎬ邓郁之也ꎮ”元

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三十三则言徐灵期

“宋苍悟王元徽元年九月九日冲真”ꎬ以众家所记观

之ꎬ徐灵期应生于东晋ꎬ卒于刘宋时ꎬ跨晋、宋两代ꎮ
«南岳总胜集»所言“晋太康八年事”ꎬ为西晋时事ꎬ
或误也ꎮ

徐灵期«衡山记»:卷亡ꎬ史志不载ꎮ «宋史艺

文志»亦有«衡山记»１ 卷ꎬ并有«南岳衡山记»１ 卷ꎬ
但不著作者ꎬ不知作者是否为徐灵期ꎮ 观诸书所引

徐灵期地记ꎬ既有言徐灵期«南岳记»者ꎬ又有言徐

灵期«衡山记»者ꎮ 或以为ꎬ徐灵期«南岳记»与徐灵

期«衡山记»应为一书ꎬ其全名应为«南岳衡山记»ꎮ
徐灵期«南岳记»ꎬ«编珠»卷 １ 言为“徐先生«南岳

记»”ꎬ“徐先生”ꎬ当即徐灵期ꎮ «初学记»卷 ２５ 所引

作“傅先生«南岳记»”ꎬ“傅”ꎬ当为“徐”之形讹ꎮ
宗测«衡山记»:宗测(? － ４９５)ꎬ«南齐书»有

传ꎮ «隋书经籍志»载宋居士«衡山记»１ 卷ꎬ但此

处所言宋居士ꎬ应为“宗居士”之误ꎬ宗居士ꎬ当即宗

测ꎮ 宗测尝撰«庐山»«衡山记»ꎮ 宗测字敬微ꎬ南阳

(今属河南)人ꎬ宋征士宗炳孙ꎮ 世居江陵ꎬ测少静

退ꎬ不乐人间ꎮ 州举官ꎬ皆不就ꎬ答曰:“性同鳞羽ꎬ
爱止山壑ꎬ眷恋松筠ꎬ轻迷人路ꎬ纵宕岩流ꎬ有若狂

者ꎬ忽不知老至ꎬ而今鬓已白ꎬ岂容课虚责有限鱼慕

鸟哉?” [１]«南齐书»载宗炳于永明三年昭徵太子舍

人ꎬ不就ꎬ欲游名山ꎬ乃写祖(宗)炳所画«尚子平图»
于壁上ꎮ 后往庐山ꎬ止于其祖父宗炳之旧宅ꎬ又尝游

衡山七岭ꎬ著«衡山»«庐山记»ꎮ 按«南齐书»推之ꎬ



宗测于永明三年(４８５)后隐居庐山ꎬ其后游览名山ꎬ
并卒于齐建武二年(４９５)ꎬ当其«南岳记»应当作于

４８５－４９５ 此十年间ꎮ
释灌顶«南岳记»:释灌顶ꎬ唐释道宣«续高僧

传»卷 １９ 有传ꎮ 释灌顶ꎬ俗姓吴ꎬ法名灌顶(５６２ －
６３２)ꎬ字法云ꎬ常州义兴人ꎬ祖世避地东瓯ꎬ因而不

返ꎬ即为临海之章安ꎮ 因其尝居章安ꎬ后人亦多称其

名为“章安”ꎮ 释灌顶ꎬ当生于南朝陈天嘉时ꎬ卒于

唐贞观 ６ 年ꎮ 跨陈、隋、唐三代ꎮ 宋释志盘«佛祖

统纪»卷 ７ 载有释灌顶«南岳记» １ 卷ꎮ 唐释道宣

«续高僧传»载释灌顶“陈至德元年ꎬ从智顗禅主出

居光宅ꎬ研绎观门ꎬ频蒙印可逮ꎮ 陈氏失驭ꎬ随师上

江胜地名山ꎬ尽皆游憩ꎬ三宫庐阜ꎬ九向衡峰ꎬ无不揖

迹依迎ꎬ访问遗逸ꎬ后届荆部ꎬ停玉泉寺ꎬ传法转化ꎬ
教敷西楚ꎮ” [２]推断其«南岳记»应作于陈至德元年

后ꎮ 释灌顶«南岳记»ꎬ学界少有关注ꎬ本文据诸书

辑得其«南岳记»一条ꎮ
释灌顶著述颇丰ꎬ除«南岳记»外ꎬ释志磐«佛祖

统纪»等书另记载其所著«大般涅盘经玄义»２ 卷、«大
般涅盘经疏»２ 卷、«观心论疏»２ 卷、«天台智者大师

别传»２ 卷、«国清道场百录»５ 卷、«天台八教大意»１
卷、«菩萨戒经义疏»２ 卷、«阿弥陀经义记»１ 卷等ꎮ

李明之«衡山记»:李明之«衡山记»ꎬ卷亡ꎬ史志

未著录ꎮ 李明之«衡山记»条目多为唐冯贽«云仙

杂记»所引ꎬ观其条目ꎬ并不记衡山事ꎮ «云仙杂记»
一书多伪ꎬ此数条或是«云仙杂记»作者杜撰条目并

附会作者而成ꎮ

二　 «南岳记»«衡山记»辑补、考论

(一) 徐灵期«南岳记»
徐灵期«南岳记»ꎬ唐宋各类书、文集注等征引条

目较多ꎮ 北宋时陈田夫«南岳总胜集»征引较多ꎬ是
书北宋时当存ꎮ 南宋诸书偶有征引ꎬ条目亦与前代书

所征引相类ꎬ其或亡佚于两宋之交ꎮ 今据各类书、史
书、文集注等辑得徐灵期«南岳记»数条ꎬ列于下ꎮ

１.衡山者ꎬ五岳之南岳也ꎬ其来尚矣ꎮ 至于轩

辕ꎬ乃以灊、霍之山为其副焉ꎮ 故«尔雅»云霍山为

南岳ꎬ盖因其副焉ꎬ或云衡山ꎬ一名霍山ꎮ 至汉武南

巡ꎬ又以衡山南远ꎬ道隔江汉ꎬ于是乃徙南岳之祭于

庐江灊山ꎬ此亦承轩辕副义也ꎮ 故南岳衡山ꎬ朱陵之

灵台ꎬ太虚之宝洞ꎬ上承冥宿ꎬ铨德钧物ꎬ故名衡山ꎮ
下踞离宫ꎬ摄位火乡ꎬ赤帝馆其岭ꎬ祝融托其阳ꎬ故号

南岳ꎮ 周旋数百里ꎬ高四千一十丈ꎬ东南临湘川ꎮ 自

湘川至长沙七百里ꎬ九向九背ꎬ然后不见ꎮ 禹治水ꎬ
登而祭之ꎬ因梦遇玄夷使者ꎬ遂获金简玉字之书ꎬ得

治水之要ꎮ 山有三峰ꎬ其一名紫盖ꎬ天景明澈ꎬ有一

双白鹤徊翔其上ꎮ 一峰名石囷ꎬ下有石室ꎬ中常闻讽

诵声ꎮ 一峰名芙蓉ꎬ上有泉水飞流ꎬ如舒一幅练ꎮ
«山海经»云衡山一名岣嵝山ꎬ其上多青雘ꎬ鸟多鸜

鹆ꎮ («初学记»卷 ５ꎮ 此条ꎬ«初学记»言出徐灵期

«南岳记»及盛弘之«荆州记»ꎮ 魏斌«书写“南岳”－
中古早期衡山的文献与景观»一文认为“山有三峰”
句以上出徐灵期«南岳记»ꎬ“山有三峰”下数句ꎬ属

于盛弘之«荆州记» [３]ꎮ)
２.紫盖、云密二峰皆高五千余丈ꎬ而云密有禹治

水碑ꎬ皆蝌蚪之字ꎮ 碑下有石坛流水萦之ꎬ最为胜绝ꎬ
而紫盖常有鹤集其顶ꎬ而神芝灵草生焉ꎮ 下有石室ꎬ
有香炉、杵臼、丹灶ꎬ祝融峰上有碧玉坛ꎬ方五尺ꎬ东有

紫梨ꎬ髙三百尺ꎬ乃夏禹所植ꎬ实大如斗ꎬ赤如日ꎬ若得

食ꎬ长生不死ꎮ 义熙中ꎬ山人潘觉至峰西ꎬ石裂有物ꎬ
出如紫泥ꎬ香软可食ꎬ觉不知其石髓ꎬ竟不食ꎬ弃去ꎮ
忽悟而还ꎬ已不见ꎮ («南岳总胜集»卷中)

３.南岳山上有飞流坛ꎬ悬水激石ꎬ飞湍百仞ꎬ即
孙温伯所丧身处也ꎮ 又有曲水坛ꎬ水行石上成沟渎ꎬ
如世人临河坛也ꎮ 三月三日ꎬ时来逍遥ꎮ («太平御

览»卷 １８５)
４.其山西曲水坛ꎮ 水从石上行ꎮ 士女临河一作

行坛ꎮ 三月三日所逍遥处ꎮ («荆楚岁时记»)
５.仙岭数百步得桂英岩ꎬ昔人于此采桂英ꎮ

(«编珠»卷 １ꎮ 此条ꎬ«编珠» 引自“徐先生«南岳

记»”ꎬ“徐先生”ꎬ当即徐灵期ꎮ)
６.夏禹导水通渎ꎬ刻石书名山之髙ꎬ«南岳文»云

髙四千一十丈ꎮ 南岳ꎬ即衡山也ꎮ («五百家注昌黎

文集»卷 ３ꎮ «初学记»卷五所引稍异)
７.衡山之岗有石室ꎬ有古人住处ꎬ有刀锯铜铫ꎬ

及瓦香炉ꎮ («艺文类聚»卷 ７０)
衡山芝冈石室有瓦香炉ꎮ («初学记»卷 ２５ꎮ 此

条ꎬ«初学记»言出“傅先生«南岳记»”ꎬ“傅”ꎬ当为

“徐”之形讹ꎮ)
８.衡山者ꎬ五岳之南岳也ꎬ其来尚矣ꎮ 至于轩辕

乃以灊(音潜)、霍之山为其副焉ꎮ («初学记»卷 ５ꎮ
«太平御览»卷 ３９)

９.南岳周回八百里ꎬ回雁为首ꎬ麓岳为后ꎮ («方

舆胜览»卷 ２４ꎮ «舆地纪胜»卷 ５５ 所引稍异)
１０.朱陵洞天ꎬ名太虚小有之天ꎮ 周回八百里ꎬ

中有青玉坛ꎬ光天坛ꎬ洞灵ꎬ原洞ꎬ真墟四福地ꎮ 回雁

为首ꎬ岳麓为足ꎮ («南岳总胜集»卷上)
１１.名大虚小有之天ꎬ三十六洞天中第三ꎮ («方

舆胜览»卷 ２３)
１２.当翼、轸ꎬ度机、衡ꎬ谓之衡山ꎮ 山有锦石ꎬ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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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成文ꎮ («太平御览»卷 ３９)
(二)徐灵期«衡山记»
徐灵期«衡山记»ꎬ与徐灵期«南岳记»当为一

书ꎬ兹将诸书所引徐灵期«衡山记»单列于下ꎮ
１.甘泉东有石壁ꎬ禹所刻文在此ꎮ («初学记»

卷 ２３、«太平御览»卷 １８７)
２.云密峰有禹治水碑ꎬ皆蝌蚪文字ꎬ碑下有石

坛ꎬ流水萦之ꎬ最为胜绝ꎮ («南岳总胜集»卷上)
(三)释灌顶«南岳记»
天台者ꎬ章安«山记»云本称南岳ꎬ周灵王太子

晋居之ꎬ魂为其神ꎬ命左右公改为天台山也ꎮ 若准孙

公«山赋»云ꎬ所以不列于五岳ꎬ阙载于常典者ꎬ以其

所立幽奥ꎬ其路旷迥ꎬ故未知章安所出ꎮ” «辅行记»
卷 １ 之一ꎮ 按ꎬ此条ꎬ«辅行记»言出章安«山记»ꎬ章
安ꎬ当即释灌顶ꎮ «山记»ꎬ应即«南岳记»之别称ꎮ
按ꎬ学界有“霍山赤城”即天台赤城山为“南岳”的争

论ꎬ释灌顶«南岳记»ꎬ亦或涉及此争论ꎮ «辅行记»
作者所引此条ꎬ开头冠以“天台山”句ꎬ或是«辅行

记»作者以为此条所记为«天台山记»ꎬ引用时又简

称作«山记»ꎬ从而致误ꎮ
(四)佚名«南岳记»
除徐灵期«南岳记»、释灌顶«南岳记»１ 卷外ꎬ

唐宋各书征引又有不著作者«南岳记»数条ꎬ因无法

判断其作者归属ꎬ兹将此数条另作一种ꎬ单列于下ꎮ
１.仙人坛青石而有白石文ꎬ可容人坐ꎬ东望湘水

如白带ꎬ水声如琴ꎬ鸟鸣如歌ꎮ («编珠»卷 １)
２.衡山县白马山ꎬ山上有泉ꎬ名鸡头水ꎮ («编

珠»卷 １)
３.舜涧东出舜庙ꎬ庙下有舜溪ꎮ («编珠»卷 １)
４.丹崖即仙人宫也ꎮ («杜工部草堂诗笺» 卷

３７)
５.流丹崖南五里ꎬ得仙人宫ꎮ 道士休粮绝谷ꎬ身

轻清虚ꎬ便得入此宫ꎮ («初学记»卷 ８、«太平寰宇

记»卷 １１４ 所引稍异)
６.衡山者ꎬ太虚之宝洞ꎮ («初学记»卷 ８)
７.衡山者ꎬ朱陵之灵台ꎬ太虚之宝洞ꎮ 上承翼、

轸ꎬ钤总万物ꎬ故名衡山ꎻ下踞离宫ꎬ统摄火师ꎬ故号

南岳ꎮ 赤帝馆其岭ꎬ祝融宅其阳ꎮ 逮于轩辕ꎬ以潜、
霍二山副焉ꎮ («方舆胜览»卷 ２３)

８.衡山有仙人石室ꎬ中有白玉床榻ꎮ («北堂书

钞»卷 １３３)
９.衡山有石室ꎬ内有石床石几ꎮ («太平御览»

卷 ７１０、此条«事类赋注»亦引ꎬ文字稍异)
１０.衡山有三峰ꎬ其一名紫盖ꎬ天景明彻ꎬ有一双

白鹤徊翔其上ꎬ一峰名石囷ꎬ下有石室ꎬ中常闻讽诵

声ꎬ一峰名芙蓉ꎬ上有泉水飞流ꎬ如舒一幅练ꎮ («北

堂书钞»卷 １６０)
(五)李明之«衡山记»
１.朱符谓火筯如两仪成变化ꎬ不可缺一ꎬ本明大

师在坐ꎬ曰:“当以玉为之ꎮ 贵能不热ꎮ” («云仙杂

记»卷 ２)
２.朱符谓火筯如两仪成变化ꎬ不可缺一ꎮ («路

史»卷 １)
３.朱符谓火箸ꎬ如两仪不可缺一ꎬ故不曰二ꎬ而

曰两者ꎬ阴阳互为用也ꎮ («隐居通议»卷 ２８)
４.小儿发初生为小髻ꎬ十数ꎬ其父母为儿女相胜

之辞曰蒲桃髻ꎬ十穗胜五穗ꎮ («云仙杂记»卷 ７)
(六)佚名«衡山记»
除徐灵期«衡山记»、李明之«衡山记»外ꎬ唐宋

时期各类书所引又有佚名«衡山记»一种ꎬ因无法判

断其作者归属ꎬ兹将其单列ꎬ另作一种ꎮ
１.衡山有灵寿岗ꎬ上多芝草灵寿木ꎮ («北堂书

钞»卷 １５７)
２.空青岗有天津、玉池ꎮ («文选诗庚杂拟

下嵇中散»李善注)
３.衡山ꎬ南岳也ꎮ 至黄帝乃以灊、霍二山为副ꎮ

(«白氏六帖事类集»卷 ２、«事文类聚»前集卷 １３、
«事类备要»前集卷 ５、«群书通要»甲集卷 ８)

４.衡山有曾青岗ꎬ出曾青ꎬ可以合仙药ꎮ («北堂

书钞»卷 １５７、«太平御览»卷 ９８８ 亦引此条ꎬ文字稍

异)
５.衡山有曾青冈ꎬ出曾青ꎬ可合仙药ꎮ 有灵寿

冈ꎬ有灵寿木ꎬ周回数十里ꎬ芝草冈ꎬ有神芝灵草ꎮ
(«太平御览»卷 ５３、«艺文类聚»卷 ６ 所引稍异 )

６.(衡山)其可称者有芙容峰ꎬ有紫盖峰ꎬ有石菌

峰ꎮ («九家集注杜诗»卷 １６)
７.仙人室中有黄玉床ꎮ («太平御览»卷 ７０６)
８.有人采药ꎬ暮宿石室中ꎬ见一铜铫ꎬ是煮药处ꎮ

蛮人闻之ꎬ取铫还用ꎬ举村尽病ꎬ送返乃已ꎮ («太平

御览»卷 ７５７)
９.桂英岩上ꎬ凿石作臼ꎮ 有铁杵ꎬ倚置岩畔ꎮ 石

臼边有两人脚迹ꎮ («太平御览»卷 ７６２)
１０.鸡头陂西有石室ꎬ有人采药ꎬ暮宿其中ꎮ 晓

见一锯悬在壁上ꎮ 示有形ꎬ无复铁贯ꎮ («太平御

览»卷 ７６３)
１１.测以五月五日ꎬ未鸡鸣时ꎬ采芨若见ꎬ似人

形ꎬ时揽而采之ꎬ灸疾极验也ꎮ («东坡先生物类相

感志»卷 １３)
１２.天柱峰高四千一百尺ꎬ夏禹理水ꎬ刻石峰上ꎬ

紫盖峰多隐云表ꎬ常有白鹤仙童飞翔其侧ꎮ («施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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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诗»卷 ２４)
１３.玄草岗东南有流丹ꎬ服之不死ꎮ («北堂书

钞»卷 １５７)
１４.凌倚隐衡山ꎬ往来自负书剑ꎬ削竹为担ꎬ裹以

乌毡ꎬ倚既死ꎬ山僧取以供事ꎮ («云仙杂记»卷 ４)

三　 唐前«南岳记»«衡山记»之内容书写

魏晋南北朝时期ꎬ各山岳记的兴起ꎬ与当时佛、
道教文化的兴盛以及隐逸文化的兴盛等有重要关

系ꎮ 诸家山岳记作者也多为当时的佛、道教徒ꎮ 如

徐灵期为著名道教徒ꎬ并为南岳 “九真人” 之一ꎮ
«南岳九真人传»载其“修道于南岳岁久ꎬ遍游岳之

岩洞及 诸 山 谷 一 十 五 年ꎬ 无 不 周 览ꎬ 著 « 衡 山

记»ꎮ” [４]而宗测亦隐居庐山ꎬ“爱止山壑ꎬ眷恋松筠ꎬ
轻迷人路ꎬ纵宕岩流”ꎮ 释灌顶在陈氏失守时“随师

上江胜地名山ꎬ尽皆游憩ꎬ三宫庐阜ꎬ九向衡峰ꎮ”其
«南岳记»亦应作于游览庐阜、衡山之后ꎮ 不唯南岳

衡山ꎬ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其他山岳记ꎬ也多出自当时

的佛、道教徒之手ꎬ如东晋时期释慧远及其弟子张

野、刘遗民等皆撰有«庐山记»ꎬ晋郭璞撰有«幕阜山

记»、梁刘孝标撰有«东阳金华山栖志»等ꎮ 王庸«中
国地理学史»“山川图记”一节中ꎬ亦认为佛、道等宗

教思想的盛行影响了当时的地记创作:“魏晋以降ꎬ
释道盛行ꎮ 寺观多在山林之中ꎬ加以老庄思想亦风

行当时ꎬ文人学士ꎬ多倾向自然山水之欣赏ꎮ 以是两

晋时描述山川之作尤夥ꎬ此后山水寺观志之作ꎬ盖滥

觞于此时焉ꎮ” [５]

受作者身份以及作者思想倾向的影响ꎬ佛道教

徒所撰山岳记ꎬ对山中各类修道场所、修道知识等多

有不自觉介绍ꎮ 如徐灵期«衡山记»写“紫盖、云密”
一段ꎬ涉及道教徒求长生所食神芝、灵草、紫梨ꎻ炼丹

所用香炉、杵臼、丹灶等ꎬ并述及“山人”潘绝所遇紫

泥等可致长生之物ꎮ 其书并对湘中衡山得名等进行

了详细的介绍ꎮ 徐灵期以当时湘中衡山为南岳ꎬ彼
时南岳有衡山、霍山之说ꎬ其地点有庐江、会稽、湘中

等说ꎬ徐灵期对湘中衡山的“南岳”正统地位进行分

析ꎬ应与当时南岳正统地位的争夺有关ꎮ 除了“紫
盖云密”一段ꎬ徐灵期是记及佚名«南岳记»、«衡山

记»等对道教相关知识的接受以及道教灵异故事的

介绍俯拾皆是ꎮ 此外ꎬ此类文献还对当时道教所称

“洞天福地”、洞穴、道观等内部环境进行介绍ꎬ如上

文所引青玉坛、光天坛、洞灵、原洞等“福地”ꎬ以及

道士所居石室、石床、香炉以及石囷外“常有讽诵

声”等等ꎬ无疑为我们勾勒出山中修道之人的生活

世界ꎮ 而如«太平御览»卷 １８５ 所引“南岳山上有飞

流坛ꎬ悬水激石ꎬ飞湍百仞ꎬ即孙温伯所丧身处也ꎮ
又有曲水坛ꎬ水行石上成沟渎ꎬ如世人临河坛也ꎮ 三

月三日ꎬ时来逍遥”一段ꎬ又将与此山有关的历史故

事以及当时时代风俗等展现在我们面前ꎮ
魏晋南北朝时期此数种关于南岳衡山的地记文

献ꎬ为后代南岳山岳志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ꎬ无论

是唐代李冲昭«南岳小录»还是宋代陈田夫«南岳总

胜集»等ꎬ皆从唐前此数种地记中吸取营养ꎬ成书过

程中广泛征引此数种文献中的相关材料ꎬ并在此基

础上形成了更具规模和系统的专门志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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