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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为民

金秋十月，陕西省军区军事志办公室原主任、主

编王玉杰同志将他的文集 《志坛印迹》书稿送给我，

希望我能为这本书写个序言。我既非大官，又非名家，

对方志学也没有进行过系统研究，按行规是没有资格

为该书写序的，但对王玉杰，我有感而发，不得不说

几句话。

认识玉杰同志，是在三年前的一次会议上。这个

会是我到司令部编研室任职后召开的第一次有关军事

志工作的研究会，也是在他的建议下召开的，原本想

在春节前夕把各单位的军志办主任请来见个面，交流

一下想法、意见和建议，没有想到大家都很认真，准

备得非常充分，特别是王玉杰同志朴实有据、生动感

人的发言，引起全体与会同志的共鸣，讲到修志人的

情怀和感受时，声情并茂，催人泪下。从此， “王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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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三个字便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说实在话，这

几年，我一直把他的那个发言当作我到编研室后的第

一堂业务课对待的。以后随着两人之间的不断接触、

交往和交流，对他做人处世的真谛有了比较深刻的了

解，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我的一位好同事、好朋友、

好兄长，工作上的一位好参谋、好帮手、好老师。

王玉杰同志的奉献精神、专业学识和工作态度让

我为之感叹，为之尊重。一是敬业，视军事志编纂工

作为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和神圣职责，乐

对清苦，坐得住冷板凳，为之不懈奋斗，孜孜不倦地

贡献余热 27 年，比他在职发挥 “正热”的时间还多了
5年。二是执著，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挫折，都能

坦然面对，痴心不改，矢志不移，在任省军区军志办

主任兼主编的 20 多年中，以常人少有的毅力和言传身

教，带出一个和谐相处、团结奋斗的工作集体，连续

多次被表彰为军区、全军、全国修志先进集体。三是

勤奋，老不失志，老不弃学，坚持不懈地学习党的创

新理论、修志理论和相关的历史、地理、军事知识，

研读了历朝历代纂修的 《陕西通志》和一些府、州、

县志，考研了全省 107 个县 ( 市、区) 的山川要地、

历代战场，被誉为 “陕西通”、“活档案”、“活辞典”，

在一种别样的职业征途中润染着晚霞。四是严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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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以官修的 “资料性文献” ( 国务院 《地方志工作条

例》将志书定性为资料性文献) 为标准，求真求实。

撰稿统稿，总是斟词酌句，反复推敲，力求万无一错。

在参与全军的军事志工作决策咨询、骨干培训授课、

重要文件起草、志稿检查评审、重点志稿撰写等工作

中都高质量地完成了任务。

古人云: “言者志之苗，行者文之根”。玉杰同志

的文集显映了他涉足志坛 20 多年艰苦跋涉的印迹，也

是他的德性和人格的真实写照。收入 《志坛印迹》的

皆是他结合军事志编纂工作实践而写的论文、评论、

概述和讲课、讲话、发言稿，从不同角度、以不同形

式探讨和阐述了军事志的性质功能、篇目设置、资料

收集、体例规范、志稿撰写、评审出版以及编纂中的

指导思想、组织领导、队伍建设等一系列问题，涉及

到编纂工作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这些文章，不仅

为当时修志工作起了很好的指导作用，也是第三轮及

其以后军事志编纂工作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

中国有一千多年的修志传统，产生了一大批方志

理论著述。但至今仍没有形成独立的、完整的方志学

学科体系，国家公布的学科目录仍没有将方志学列入

其中，更不用说军事志学科体系了。因此，在修志实

践中，加强学术研究，努力构建体现时代特点的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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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学科体系，就成为当代修志者的重要历史使命。《志

坛印迹》在这一方面进行了大胆扎实地探索，在继承、

消化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就军事志的性质与特征、体

例把握与文体文风、入志人物的范围与标准、概述的

功能作用与撰写方法、编纂工作的组织实施与法规制

度、编纂人员组成与素质建设、编纂成果的保存与利

用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独到有益的见解，给军队的修

志界带来了一股新鲜气息。这些见解，有的是对前人

思想的运用，是传统方志理论见之实践的具体化; 有

的是对前人思想的发展，是依据修志需要对传统方志

理论的新拓展; 有的是对前人思想的创新，是基于修

志实践对方志理论的新概括。这些见解，虽然还不能

说尽善尽美，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但毫

不夸张地说，它已为构建军事志学科体系积累了够多

的沙石砖瓦。

《志坛印迹》的文稿源于实践，又作用于实践，多

数本来就是给编纂人员授课的讲稿和评审志书的发言

稿，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语言朴实，文约义丰，具

有较强的实用性与可操作性。它的出版发行，是一件

可喜可贺的好事，既为广大军事志编纂人员提供了一

份提高业务素质的鲜活教案，又为军事志的理论研究

和学科建设提供了一份可资借鉴的探路素材。我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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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区军事志编纂业务的组织实施者和服务者，将 《志

坛印迹》推介给各位读者，企盼促进全区军事志编纂

工作和理论研究的发展繁荣。

最后我想说的是，思想不老的人永远年轻，王玉

杰同志就是这样的人。

2012 年 11 月于兰州
( 陈为民: 兰州军区军事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司令部编研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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皓首穷经终不悔 痴心为军续春秋*

一个 74 岁的老兵能站在这样的殿堂上进行汇报和
讲述体会，心里几多感动，几多感慨。1985 年 12 月，

在全军 “裁军百万”的大朝中，我从军分区政治部主
任的岗位上退了下来。时年 47 岁，正是人生精力充沛
和历练成熟的大好年华，闲置下来消磨时光无疑是对
生命的折磨和浪费。我便主动要求从事史、志、鉴的
编纂工作，也算是发挥 “余热”吧。没想到一干就是
27 年，比在职发挥 “正热”的时间还多了整整 5 年。

27 年来，我组织主编了 2 部 《陕西省志·军事
志》、8 部 《陕西省军区年鉴》以及 《陕甘宁边区志·

军事卷》、《陕西省军区军史》、《解放战争时期的陕南
战场》等 19 部志、史、鉴，近 900 万字。其间，还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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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兰州军区军事志暨军事年鉴骨干培训班上的讲稿。原载《军事
志工作资料》，兰州军区军事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2012 年 7 月编印。收入
本集时有较大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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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和审定军分区、县级人武部编纂了 117 部市、县级

军事志，参与修订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

例》，参加了 《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抢险救灾

志》的撰稿和总纂工作，参与评审军内外志稿 60 多

部，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

27 年中，除住院医病和过年过节外，我没有休过

一天假，就像一架不知疲倦的机器人，完全按照党组

织编设的系统和程序，整日不停地运转，只有在某个

零部件发现故障时，才去工厂 “检修”一下。

27 年间，我把志、史、鉴工作既看做是国家和军

队的一项崇高事业，在履职、在尽责; 同时也把它作

为自己特有的嗜好和习惯，在养生、在颐年。至今仍

然担任着陕西省军区军志办主编、全军军事志专家组

成员、兰州军区军事志专家组副组长、陕西省史志协

会副会长，在一种别样的职业 “长征”中享受着人生

的乐趣和幸福。借用时下年轻人的时髦说法 “痛，并

快乐着! 苦，并甜蜜着!”

一、倾注方志事业，在辛勤耕耘中乐享“天伦”

退下来之后，仍然坚持天天上班，东奔西跑，伏

案笔耕，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可我有我的追求

和所好，我是抱着一种感恩和信念在做事做人。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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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籍在陕西省蓝田县一个十年九旱的山梁上，民国十

八年饥馑流落到渭南市临渭区。1938 年，我出生在一

个茅庵子里，靠面糊和野菜度过了婴幼儿时期，6 岁时

曾跟随母亲逃荒要饭。是共产党的为民政策让我家过

上了人的日子; 是共产党的甲等助学金让我从小学一

直读到大学毕业; 是共产党的 “唯贤”干部路线让我

从一个穷学生成长为师级干部。共产党如同我的亲爹、

亲妈，军队是我成长成才的根基和摇篮。为共产党树

碑，为人民军队立言，为老前辈们立传，是我对党对

国家对人民对军队的回报和应尽职责。27 年中，我就

是以这种虔诚的感情作为精神支柱，支撑着自己乐对

清苦，耐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矢志不移地在做志、

史、鉴工作。

编纂工作刚开始那几年，工作条件较差，也没有

配工作用车，大家外出办事都骑自行车或挤公交车。

1992 年冬天，我到没有取暖设施的省档案馆查抄资料，

10 多天下来，手冻肿了，脚冻裂了。一次回家因大雪

不慎滑倒，摔得半个月不得动身，就坚持在床铺上看

资料、改稿子。还有一次到地处甘肃定西县的兰州军

区档案馆查资料，坐的硬座，住在火车站路边一天只

收 8 角钱、睡通铺的简陋旅馆里，来回办事骑租用自

行车，早晚都吃方便面，把节省的钱用在了买资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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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家距单位较远，中午饭都是早上用饭盒带的，冬

天用开水泡一泡，夏天就凉着吃了，因而患上了慢性

萎缩性胃炎，经常不适、疼痛，只好常年用药物维持。

2001 年全军军志办在西安筹备全军军事志续修篇目设

置研讨会时，目睹了我的状况，给我们 “奖”了一台

微波炉、一台饮水机和一台电视机，我深受感动。这

三样东西现在仍珍藏在办公室，并发挥着作用。这些

所谓的苦对我来说算不了什么，真正的苦是一些人对

我们的工作不理解、不支持，甚至说些让人寒心的风

凉话。一次到某驻军单位征集资料，被人家从办公室

推了出来; 还有个驻军单位，我们去了三次，连大门

都没有进去; 更有甚者，以保密为借口，公开拒绝提

供资料。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不言放弃，痴心

不改。因为在我的心里，修志是一种事业，是一项功

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业，再苦再难也无怨无悔。在

我们锲而不舍的 “十顾茅庐”感动下，这三个单位最

终成为提供资料的先进单位。

我常在思索，我们祖国其所以拥有世界上任何一

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丰富典籍，世界之所以了解并高

度评价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所作的贡献，应该归功历

朝历代那些有志于史志事业而默默耕耘的先贤，其中

最优秀的代表就是我们陕西的司马迁和班固，我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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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能成为他们的传人而感到自豪。一个人如果有了

这样的感悟，就会把军事志编纂工作当做一种神圣的

职责为之不懈奋斗，就会以苦为乐，孜孜不倦地为之

追求，特别是每克服一个困难、每前进一步、每取得

一点成绩时，就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成就感、幸福感。

2000 年 2 月， 《陕西省志·军事志》进入总纂出版的

关键时刻，我老伴不慎骨折卧床，为了不影响志书按

时出版，以每月 380 元的工资雇请了个保姆照料，我

仍加班加点地统稿总纂。当时的返聘费每月仅 150 元，

不及保姆工资的一半，而且我整整五年分文未领，留

作办公室急需备用。在近百天的日子里，我平均每天

统稿 2 万余字，每当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看见

腿脚打着石膏、躺在床上不能动身的妻子时，鼻子总

是酸酸的，有一种说不出的歉疚感。春去夏来，志书

出版发行了，首发仪式举行了，荣获一等大奖了，省

军区开展向军志办学习了，我兴奋得数次流下热泪。

当我把 200 万字的宏著拿回家给妻子看时，她一下子

失声大哭。我连忙向她道歉谢罪，她却破涕为笑说:

“我是替你高兴，分享快乐呀。”后来她还开玩笑地说:

“像你这个年龄的人都是儿孙绕膝尽享天伦，你的天伦

之乐却是志书绕膝。”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个通情达理、

几十年如一日支持我献身修志事业的好老伴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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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西安研讨会上我宣读的那篇读志用志的论

文 ( 发表在 《陕西地方志》2011 年第 5 期) ，是利用

一个双休日一气呵成的。写的时候老伴每隔两个小时

就招呼我起来喝口水活动一下。稿子写好后两人还到

饭馆小庆了一番，席间谈笑风生，其乐无穷。我认为

快乐、幸福的方式是各种各样的，公园休闲、商场购

物、郊外踏青、旅游观光等等都会使人心旷神怡，富

有诗意; 修志治史也能陶冶情操，颐养天年。关键是

爱不爱、喜欢不喜欢。做爱干、喜欢干的事情，而且

做得很好，都会快乐幸福。

现在，修志已成为我生活、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几天不摸就会心慌、手痒，忙起来常常废寝忘食。我

们的司机每天下班送我回家时，总要习惯地看看我提

包里的饭盒，如果原封未动就会提醒我，这时我才意

识到当天中午又忘记吃饭午休了。

2006 年 4 月，我随全军军事志质量检查组到大连

军分区检查时，晚上被 《大连市军事志》的精彩记述

所吸引，越看越兴奋。等将志稿基本看完，评审发言

稿写好时，已是早上七点半了。在当天上午召开的评

审会议上，我的评审发言结束后，台下一片热烈的掌

声，疲倦又一次被兴奋所代替。类似这样的检查，我

曾到过 5 个大军区、13 个省军区、30 多个军分区、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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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人武部，每次我都力求做到时间尽量挤得多一些，

志稿尽量看得细一些，点评尽量讲得准一些，次次都

受到被检单位和同行的好评和敬重，自己也从中吸取

了营养，充实提高了编审能力。

二、练就五种能力，在身教言传中带好团队

实践使我体会到，作为承上启下的省军区军志办

主任，必须具备撰稿能力、评审能力、授课能力、参

谋能力、协调能力。我当军志办主任 20 多年，一直是

按这种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军志办虽然是个由返聘

老同志为主组成的非编单位，做的也是些默默无闻、

“发挥余热”的不起眼工作，但仍按部队的条令条例严

格要求，严格管理。我率先垂范，身体力行，自觉遵

守机关的规章制度和理论学习安排，认真学习党的创

新理论，从 “三讲教育”到 “保先”教育，从 “三个

代表”思想到科学发展观理论，我都精心研读理解，

并贯彻于日常工作之中，使自己的思想始终与时俱进，

跟上时代脚步。这也是我撰写的学术论文能经常被刊

物采用的关键因素。我虽然毕业于大学历史专业，但

从不满足于那点固有的知识。多年来，我根据工作需

要先后通读了 《资治通鉴》和 《二十五史》中有关军

事史实的记述，研读了明嘉靖时代的 《陕西通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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