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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地方史，中 E 自古有之，谓方志，语出〈建礼·春

官): "外史掌四方之志。"秦汉一统，疆域扩大， 00 势

甚盛，及司马迁、班固串，史学之盛也前所未有。从

此以后，历代官私史著繁多，包插方志。高方志中也

不乏传世佳作。清代史学评论家、方志学家章学诫认

为，方志并非地理专书，商应是内容宏富的地方史;

还主张望史当择善、取裁、凭据于方志 o 中华民族之

所以具有巨大的凝聚力，中 E文化之所以具有深厚的

根基，理应与重视国史方志这一钝丧传统有关。

中华人吴共和盟成立以后，党和政府继承了这一

先良传统，并把地区性研究摆在能先的位置上。五六

十年代，截至"文革"，全E 己有 530 多个县成立了地

方志编集机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省、市、

县相继建立了这种机辑，确然形成了"盛世修志"的

局吉。从 1983 年秋开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编写

并陆续出殷《当代中国》丛书地方卷，从西把地区性
才



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80 年代末， <当代中昌》

丛书地方卷黯将出齐，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同志提出一

个问题:如何把地方史研究更向纵深推进?经过反复

讨论、协商，大家达成共识，在对各地当代历史进行

综合性研究的基础上，编写当代地方篱史c 这个意见

得到了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结和中共中央宣传部

的支持，使之得以作为研究和编篡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的一个组成部分来部署。

编写当代地方简史，就是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

以科学的态度分别编写建昌以来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在中 E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

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一部简明的信史。要精心选材，

巧妙编排，深刻说理，以真实、确凿、生动、具体的

历史事实，提供一种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的社会主义

和爱国主义的教材。简言之，要真实地再现各地当代

史，使之真正起到资政、育人、存史的作窍。

一部引人入胜的史书，当然要写好重大事件，写

好人物，如实地再现历史过程，展示社会全貌，排络

清斯，文彩斐然。商最为重要的是，要有特色，做到

"理个不一样"一一与地方志不一样，与《当代中 !!D

丛书地方卷不一样，与地方党史不一样，各个地方不

一样。从方法论上说，"四个不一样"所涉及的是共性

与个性的关系，它要求闺中见异。地方简史与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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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J}丛书地方卷、地方党史都是以反映或再现

各地的当代史为要旨的，而各地都是在中共中央和中

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革命、改革和建设事业的，

党的基本路线以及全局性的方针、政策费:是统一制定

和推行的 c 这些就是共性。如果地方篱史仅仅停富在

这一共性上，而无个娃特色，它就失去了问世的理由 O

只有从上述四个方百加以上七较，找出差剔，地方篱史

的个性特色才会凸现出来。当然，强调个性、特殊性

并非对共性有所轻视，因为"共性，即包含于一切小

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 (毛泽东: <矛虐论抖。注

意研究各地历史发展的个性，不仅可以科学地把握住

本地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且还可以更好地挂握住中华

人民共和国史发展的一般规捧这一共性。

在全国范围内(捺台湾省外〉普遍而同时开展地

方简史的研究并以时经事纬的体何来编寨，这是头一

次。我们陆续编辑出版的 30 部史书只是这次行动的第

一批成果c 毫无疑问，地lR性研究须不断拓宽和加深;

开展专题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地方简史进行增益与

修订，将会是把地区性研究不新推向深入的一条有效

途径。

这套丛书讲述的虽然是昨天的事，但是，"历史不

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

的了解.， (<关于建亩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正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沿着有中国
'马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全自各族人民，定能从其对

昨天的自j震中，从以往的经验教智斗中，从凝结在这套

丛书的真理性认识中吸取力量和智慧，拼搏进取，奋

勇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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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当代安教研究领导小组以及编辑工作者的共

自努力， <当代安徽简史》正式出版了。该书以马克思

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记述了从

194争年全省解放至 1995 年"八五"计姑且生利完成的

46 年间，安徽人民在中 E共产党领导下，致力于社会

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所取得的光

辉成就，讴歌了广大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创

造出的英雄业绩，总结了安徽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专J) 0 全书资料翔实，排络清晤，

叙述严谨，是一部反映当代安徽经济和社会发展概况

的力作。

安徽历史悠久，文免地烂，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 o 在漫长的历史发震中，安

徽人民不畏难难，不怕牺牲，辛勤劳动，无私奉献，

勇于创新，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发展和振兴作出了重

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 E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历届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各族人民不悔努

力，京苦创业，使安徽的经济和社会事业有了长足的

发展，西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另才是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在邓小平理论和

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解放思想，锐意改革，扩大开

放，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辉煌

的历史成就。安徽的发展实践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制

度的勃勃生机，充分逗明了只有中 E共产党才能领导

人民取得国家独立、 5巳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

能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吴族援

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 O

和全医一样，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

中，安徽的发展也并非是一机风 j模的。有理途，也有

坎坷;有颇利，也有挫折;有经验，也有教圳。这些

对我们面向新世纪的发襄，都是珍贵的精神财富，给

我钉以教益、启迪和警示，值得我们牢牢记取。

欲知大道，必先知史。江泽民同志说过"一名领

导干部不善子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

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担握社
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成为腰应历史潮流的自觉政党;

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与世界其

他民族刽造的镜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

族之林。"当前，我们正处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承曾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实现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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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提出的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吕标，担负

起安徽新世纪加快发展、富民强省的伟大使命，要求

我们既要善于向前看，认清趋势，把握大势;又要注

意总结过去，从历史的足迹中探求规律，借鉴经验，

波取教科 o <当代安徽简史》的出版，为我们提供了一

部了解当代安徽经济和社会发展历史的有益读本。希

望广大读者特别是全省各级领导干部充分利用这一教

材，切实加强对当代安徽经济和社会发展历史的学习

研究，在总结过去的基础上，更好地把握未来，进一

步把安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谱写出

安徽发展史上的新藕章。

王太华
2∞0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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