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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3

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都大有帮

助；对全市的精神文明建设，有着促进作用；希望大家都来阅读志

书。此其四o

“实际”必须是真实的，不能是虚假的、或有水分的；“实事求

是"，只有从真实的“事”中，才能求得真“是"(法则、规律)。资

料是志书的基础，资料的真实性是志书的生命。在市志即将最后定稿

之时，我曾强调：必须对入志资料认真核实、鉴别，严格把关。对于

已发现的错误，要有“灭此朝食"的精神，消灭差错于成书之前。对

于各种数据，必须认真核对，不能互相矛盾或有虚假，切不可让虚

假、溢美之词、错误的东西载入志书，导致以讹传讹，贻笑当代，贻

害后人。我新任主编，但因日常政务工作繁忙，实难安排大量时间来

详审志稿，只能仰仗市志办及全体修志同志以高度的事业心与责任

心，共同完成此一艰苦但又必须完成好的任务，不负人民的委托与信

任。此其五o
’

这届修志成书的时间长，在我之前，甘祥梦、谢汝煊、宋福民三

位市长(均兼市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主编)，已做了大量的工作，我

有幸接任于成书付梓之前夕，回眸既往，我对他们三位及历届编委会

委员，都心含莫大的谢意与敬意。

是为序Q

一九九八年十月一日

(林国强，中共南宁市委副书记、南宁市市长、南宁市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主任、《南宁市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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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名也彩’

《南宁市志》经南宁市修志界同仁历十数寒暑，苦心经营，终于

通过验审，行将付梓问世，可喜可贺!市志办主任陈谟志约序于我，

我犹豫良久，还是欣然命笔，这是有我的道理的。其一，我的一生，

大部分时间是在南宁度过的，1945—1949年，我的小学从初小第八

册到高小毕业，都是在周爱虔任校长的模范镇表证中心学校(即今中

山北小学)o解放后，由于家母在南宁一中任教，在桂平工作和读大

学寒暑假回家，都回一中o 1961年大学毕业至今，除借到西安西北

大学带研究生三年半外，都在南宁。一算总共是41年，可说是此生

绝大部分是在南宁度过了，更何况家母是南宁人氏，外祖父家住青云

街一号，所以，说南宁是我的第二故乡，是绝对有资格的。既是第二

故乡，自有一份乡情，这是一。其二，自1993年8月奉调广西通志

馆，老馆长冼光位同志命我分管市县志，主要是城市志。自此，则与

《南宁市志》结下不解之缘。从《南宁市志》的篇目框架讨论的决定，

到评稿、审稿到最后一篇的终审，我都始终与南宁市地方志的同仁们

一道，不计寒暑，夜以继日，乐此不疲。如果说一句《南宁市志》也

有我的心血在内，这也绝不是自诩和夸张。有这两条理由，我为《南

宁市志》写上几句心里话，夸张点说是作“序"，大概还不算太“越

位”o至于在广西政协．陈辉光主席分配我协助他管文史资料及对文

化教育作点调查研究，则地方志也可属此范围；近日自治区政府调整

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我又忝列为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之职，也就是

说，除乡情外还有工作上的紧密联系。有这些关系，欣然命笔有理由

矣。一来表示祝贺，二来尽一份老南宁居民的心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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砣石乞的仁人志士，有浩气长存的革命先烈，有不少有成就的文人墨

客，有社会风俗的记述，有文物胜迹的叙说等等，这些内容，把《南

宁市志》的文化品位提高了档次o ．

《南宁市志》对古与今的关系处理得比较适当，既对社会主义时

期的资料作翔实的记述，又能对各项事业发源以来的兴衰起伏作出准

确的记载；对古代的重大事件加以简明的记述。新志书编纂原则有

“详今略古”之说，但有些志书“略古"时，把“古"略得几乎没有

了，变成了略去的“略"，因而有专家提出“详今明古”之说，颇得

修志界同仁首肯o《南宁市志》对古与今的处理确实做得较好o《南宁

市志》以极大的热情，酣畅的笔墨，记述了解放以来的巨大成就，尤

其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伟

大成就。但它没有忽略古人古事的记述，有些篇章对古的内容还作了

考证，如关于南宁开为商埠的记述，就找到了中英缅甸条约，根据文

本作了准确的记载。又如对古代邕州马市的形成等都作了比较准确的

考述o ，，

总之，《南宁市志》是一部有自己鲜明特色的志书，南宁市修志

界同仁为不断提高志书的质量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真可谓“十年辛苦

不寻常”o作为本书的读者，读到这样一部贯通今古、内容丰富翔实

的志书时，都会对编纂者由衷地产生深深的谢意o

20世纪即将成为历史，一个崭新的更光辉的世纪正向我们走来，

地方志的作用是历久弥新的，可以预见《南宁市志》的资政、存史、

教化的作用，在新的世纪里必将越来越显示它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

性。预祝《南宁市志》在新世纪里显现她缤纷灿烂的光华o

(梁超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主席、

中国民主同盟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主委、广西社会主义学院院长、

广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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