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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学远

浙江素有修纂地方志的传统。浙江的地方志事业，概言之，是编

纂时间早、数量多、质量高。追本溯源， “一方之志，始于《越

绝》”，是为东汉时浙江修志已开其端。六朝以降又以编纂各种不拘一

格的地方志称名于世。及至两宋州县颇多图经之作，南宋时志书已趋

定型，《临安三志》、嘉泰《会稽志》、宝庆《会稽续志》均为世所

公认之名志、佳志。明嘉靖《浙江通志》为浙江省志肇始之作，而再

修于清雍正间的《浙江通志》又为全国省志中翘楚。明清两代浙江所

编地方志书即达310种、80 12卷。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所采录

浙江方志无论从种数和卷数计均列为全国前列，故浙江素有“方志之

乡"美誉，饮誉海内外，为浙江文化之邦增光添彩。

新中国建立以来，地方志工作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毛泽

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曾积极倡导，但因种种原因，编修社会主义一代

新方志未提上议事日程。进入8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经济

建设蒸蒸日上，出现政通人和、兴旺发达的大好局面，为修纂新方志

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江泽民总书记1987年5月曾在上海对地方

志工作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历史传

统，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江泽民总书记还对编纂地方志



的意义、要求，加强领导搞好方志工作等作了全面、具体的论述。众

所周知，地方志系统地记载地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与现状，为本

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科学依据的基本状况，以利于地方领导

机关从实际出发，进行有效的决策。新方志可以积累和保存地方文

献，促进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便于查考、实用的系统资料，有

助于各行各业干部职工提高专业知识和文化水平。新方志还可以向各

族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传统文化教育，加强与海外炎黄子孙的交流。

编纂一代新志，既继承传统又富有现实意义。

+我省新编地方志工作是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逐步开展的。先市

县志，后省志及其他。目前市、县一级志书的编修已大体告竣。这些

新编的浙江市、县地方志书在各级领导重视下，经地方志工作者的辛

勤劳动，总体质量较好，、不少志书被全国和省市评为优秀之作，受到

学术界的好评和人民群众的欢迎。

我省修志工作目前已转入《浙江省志》的编修。浙江省志修纂自

雍正《浙江通志》后，民国年间虽有沈曾植、余绍宋等学者有续修和重

修《浙江通志》之举，但终未成书，故浙江省志实已断修二百余年，

因此修纂好社会主义时代的《浙江省志》是为当务之急，各级需进一

步加强领导，以完成这一盛举o

．关于浙江省志的修纂，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曾邀请社会各

方人士，学者专家加以规划，拟编纂80余卷本《浙江省志丛书》和

《浙江省志》(精编本)。丛书分则独立，合则系列，统贯古今，详今

明古，全面反映浙江的历史和现状，以期起到资治、存史．．教化及交

流的作用。值此80余卷本《浙江省志丛书》陆续出版之际，热忱祝愿

《浙江省志丛书》这一系统文化工程能如期完成，对辛劳的地方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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