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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人文

通讯员 吴晓辉 文/图

在市地方史志办公室的地情资料室内，

珍藏着一套志书——清·嘉庆《南阳府志》手

抄版。这套书是南阳籍在京人士丁福泽 36
年前历时 6个多月抄校而成的，方正的小格

内工整的字迹，书写的不仅是历史，更是一种

传承，一腔深情。

史籍佚失 多方寻宝

地方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由于朝

代更替、历史局限等原因，南阳的地上文物湮

灭殆尽，各类典籍、文献佚失难寻，东汉之后

各代的方志已无可稽考。据《大元一统志》

《永乐大典》的记载，元朝时的南阳亦曾修志，

可惜早已佚失。明清两代是修志的高峰期，

大都是官方组织编修地方志。即使如此，能

够保存并留传下来的志书也极少，绝大部分

遗失或散落在民间。

20世纪 80年代，南阳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成立之初，便展开了旧志整理工作，但搜集到

的旧志很少。1985年，市史志办得知首都图

书馆存有一套清朝嘉庆年间编纂的《南阳府

志》，如获至宝，决定复制一套作为资料保存。

市史志办经过多方联系，找到南阳籍在

京人士丁福泽。丁福泽是宛城区茶庵乡人，

1949 年 7 月考入武汉中原大学，1949 年 12
月，空军选飞行员，他被选中，入哈尔滨空军

第一航校学习，长期在空军部队工作，因病离

休后，在北京定居。他得知市史志办的想法

后，抱着对家乡深深的热爱，爽快答应。

数月耕耘 志书成册

1985 年春，丁福泽到首都图书馆后，看

到的清嘉庆十二年《南阳府志》印制不良、字

迹模糊，存在缺页、错页、错序等问题，受当时

复印技术限制，恐复印后更难辨认、不能使

用，丁福泽决定在图书馆手抄《南阳府志》。

手抄古志，难度可想而知，不仅是体力上

的劳动，更多的是对古代汉字、用词等要有一

定的知识储备，特别是繁体字，更不能有差

错。丁福泽对照康熙三十二年《南阳府志》，

采用相互印证的方式进行校订，辨别疑似、补

充缺漏、理顺页次。

当时，丁福泽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并不算

太好，为了赶进度，他早上吃过饭后，就带上

馒头，中午就在图书馆里吃馒头、喝开水，争

分夺秒抄志书。历时 6个多月，他完成了校

订抄写。该手抄版共 6 卷，分别为舆地、建

置、赋役志、官师志、人物志和艺文志，共

1700多页。在编后记中，他谦虚地写道：虽

非尽善，亦庶几无大差矣，一则应撰新志之

需，一则效微薄于桑梓也。

翰墨飘香 史志留名

丁福泽一生勤奋工作，待人诚恳，生活简

朴，志存高远，以己之才学，在离休后仍努力

为社会作贡献。他关心子侄学习，对乡邻、友

人慷慨相助，对家乡满怀深情，为乡邻致富出

谋划策，倾囊相助。在家乡，有人称他为“才

子”，有人叫他“领头雁”。他是茶庵乡“第一

个大学生”“第一个飞行员”。在他的笔下，留

存的史料涉及国家及乡村、地方及部队，共百

万字。

有一些人，他们潜心笔耕、不计名利；有

一些人，他们润物无声、成风化人。丁福泽就

是这种人，他是文化的守望者、记录者和传播

者，站在历史的滚滚洪流中，感受时代发展的

脉搏，以朴实无华的笔触，以科学严谨的态

度，传承文明，为盛世添彩。③7

36年前，南阳籍在京人士丁福泽历时6个多月抄校清·嘉庆《南阳府志》

抄校“南阳历史”深情报桑梓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周若愚）11月 27
日，南阳冯友兰研究会举办学术研讨会，纪念

冯友兰先生诞辰 126周年。来自市中心城区及

唐河、社旗等地的研究会会员，冯氏家族代表，

市社科联、南阳理工学院的负责同志和专家学

者齐聚一堂，研讨冯友兰先生在哲学、哲学史

和教育等领域的成就。

南阳是冯友兰先生故里，南阳冯友兰研

究会自 2005年成立以来，每年召开座谈会、

研讨会、学术讲座，积极宣传、普及、研究冯

学，提升了家乡人民对于冯友兰先生的认知。

南阳冯友兰研究会会长聂振弢回顾了

1987 年他第一次拜访冯友兰先生时的情

景，讲述了冯先生的桑梓深情。他说，作为

南阳人，要学习冯学、研讨冯学，做人境界不

能低、眼光不能短、胸襟不能窄、奉献精神不

能少。

如何认识冯友兰的学术贡献和影响？在

当天的研讨会上，来自南阳理工学院的赵卫

东博士和谢胜旺博士，分别以《冯友兰的存有

论视界与哲学转向》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两卷本）内容与评价》为题，论述了作为哲学

家、哲学史家的冯友兰——他的“三史”接引

无数中外人士进入中国文化殿堂，他的“六

书”开辟了中国哲学的新纪元，把中国哲学从

传统推进到了现代。冯友兰一生与教育活动

结下不解之缘，南阳冯友兰研究会副秘书长

高文军向与会人员介绍了作为教育家的冯友

兰。

研讨会在南阳老干部大学举办，与会专

家表示，学习、研讨冯学，目的在于传承、运

用，南阳冯友兰研究会要为谱写新时代南阳

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作出应有贡献。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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