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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吾

“国有史，邑有志”，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编修

史、志的传统。史著与方志承载着中华民族源远

流长的历史文化，代表着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传

统，也是一笔丰富的历史遗产。

新编中国地方志编纂臻于兴盛，始于中国共

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它是改革开放在精神
文明和学术文化建设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

思想解放对繁荣学术文化的推动、社会经济的发

展、政治的稳定和社会开放程度的拓展、乃至人

们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凡此种种，都为
编纂方志提供了全新的历史条件和难得的历史机
遇。而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支持，各级政府和方

志编纂部门的组织实施，则是新编地方志在不到

20年的时间里取得丰硕成果的直接动因。

据初步统计，全国省、市(地)、县计划编

纂的志书有6000种左右，现已出版约4000种。
这些志书大多资料翔实，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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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的时代特点，客观地反映了该地的自然与社

会实际，真实地记录了我国伟大变革的时代进
程。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必须“摸清、摸准我们的国情”。这些
志书正是具有独特历史文化价值的国情书，对于

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大量新志书的问世，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
的问题，即如何用好新编地方志，如何使这些志
书更好地发挥作用，亦就是如何拓展及强化方志
的服务功能。

新编地方志的服务功能并不是古代方志传统

的简单承袭。从主导方面、本质方面而言，它是

一种创新。这种创新，不但表现在志书的深度与

广度等方面的拓展，更表现在服务对象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劳动人民做了国家的主人。

我们的学术文化事业，应该深刻地认识到这种变
化，顺应这种变化。新编地方志，不但要为各级

领导、各部门干部与文教科研队伍使用，也要为
广大的人民群众，尤其青少年使用。新方志应该
成为他们认识国情、地情，了解社会生活，提高

参与国家事务能力的信息库，成为对青少年进行

爱国、爱乡教育的乡土教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地区内和地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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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国内外的交流、交往El益频繁，人们对地方
信息的多方面需求急剧增长，这种趋势已愈来愈
明显。新编方志横及百业，纵贯古今。这种“百
科全书”式的记述，为满足不同层面的各种信息

需求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途径。本乡本土的广大群
众要了解家乡、热爱家乡、振兴家乡，就需要全
面反映自己家乡的各种读物，而大凡国家公务员
到异地任职，人们为了求业、求学乃至旅游到一
个新的地方，海内外游子为了满足人类固有的寻

根意识，几乎都希望能获得该地历史、地理、人
情、风物等方面的各种信息，更遑论外国人期盼
了解中国的求知渴望了。这种与目俱增的需求，
正成为方志服务功能不断创新和拓展的强大动
力。

现在的情况是，新志书出版后，基本上是在

本地区、本系统内部运行，社会上和外地真正需
要志书的人和单位，往往问津无路。即使有些志
书进入市场，由于新志书部头很大，一部县、市
志动辄百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字，个人使用起来
很不方便，价格又高，非一般人所能承受。这样
的志书虽然资料丰富，很有价值，可以放在图书
馆、方志馆供专家、学者以及一些因工作需要的
同志查阅与研究，但要走进一般干部、群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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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就难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编地方志

社会效益的发挥。

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先从1997年中国地方

志优秀成果奖获奖的志书中选取若干种改编为简

本，每种30万字，以《新编中国优秀地方志简
本丛书》的形式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编纂这套丛

书的目的在于增强新编志书的可读性，扩大志书

的影响范围，更好地传播地方信息，发挥志书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功能，使志书更好地服务于当
代社会。

现在，《新编中国优秀地方志简本丛书》第

一辑编辑工作已经完成，收入第一辑的简本有八

种，它们是：大足县志、阜阳地区志、秦皇岛市
志、绍兴市志、顺德县志、文登市志、辛集市

志、建水县志。《丛书》在保存原本志书内容精
华、基本框架不变的同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篇幅的浓缩精简。

既然称作简本，就要对原本进行删节、浓
缩。《大足县志》141万字，《阜阳地区志》205

万字， 《秦皇岛市志》700万字， 《绍兴市志》

540万字，《顺德县志》180万字， 《文登市志》

184万字， 《辛集市志》190万字， 《建水县志》
120万字，均删简为30万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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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内容的升华充实。

简本不单纯是文字的削减、浓缩，而是内容
的提炼和充实，信息密度大为增加。例如《秦皇
岛市志》简本比原志更着力、更集中地展现其特
殊的地理位置、优越的自然环境所构成的区域优

势——港口优势及旅游优势，在人们心目中树立
起中国“夏都”的形象。同时，不少简本还增加
了原本下限后的内容，使简本进一步与现实接
轨，提高了使用价值。

第三，结构形式的创新。

简本为了执简驭繁、言约事丰，避免面面俱
到，使读者用较短的时间了解本地概貌，就要选
取最有代表性的资料。因此在结构上大多打破旧
格局，进行再创作。例如：《顺德县志》简本紧
扣顺德地处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地理优势，抓

住民族工商业及改革开放中创出的富有特色的经
济发展这条主线，在原志基础上另搭构架，重新
组织加工素材，重点记述地理、人口、经济、城
乡建设、习俗、华侨、港澳同胞及名人，而略写
机构等内容，以使读者对顺德的古今地情脉络一
目了然。

第四，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更加鲜明。

《阜阳地区志》简本突出经济、文化和民俗
气



等章节，农业章介绍土特产品，文化章保留猴
戏、剪纸、农民画等民间文艺。《辛集市志》简
本加大了人文部类的比重，通过本地人物反映历

史。辛集市传统皮毛制革业在改革开放后焕发生
机，成为全国最大的皮装生产和营销中心；辛集
市中小学教育发达、质量在全省名列前茅，这些
都在简志中重点记述。《绍兴市志》简本则加强
绚丽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人才辈出的比重。

《大足县志》简本以举世闻名的石刻艺术宝库为
重点，对兴盛于晚唐、鼎盛于两宋、拥有五万余

躯石窟造像群浓墨重彩。
此外，简本对原本的疏误之处有所匡正，并

增强了文字的可读性。

原本与简本，一繁一简，各有侧重。如果想
简明快捷，就读简本；如果想了解更详细、更系

统的资料，请读原志。两者各有千秋，互存互
补，互相辉映。由于简志具有部头不大、价格适
当、信息密集、特色鲜明的优点，它可能会受到
广大读者的欢迎，从而实现地方志工作者多年的
企盼：让新编地方志走上一般干部、群众的案
头、书架，并成为前来洽谈业务者或寻根访胜者

随身携带的必备之物o
《新编中国优秀地方志简本丛书》工作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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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包括志书的选择、内容

的增减、结构的调整以及文字的处理等等方面，
肯定会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这些问题，一定会
在探索中不断改进。我相信，编纂简本方志是一
项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它一定会为建设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辜嚣嚣裟髅王忍之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副组长
一。’

1999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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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为用，用方能显其价值。为扩大志书使用范围，

1997年8月李铁映同志在宁波全国地方志奖颁奖大会上

提出志书“编写简本、普及本，提供社会广泛使用”的要

求。县志办总编李传授参加宁波大会回来，汇报到这一

要求时，县委、县政府领导当即决定编写《大足县志》(简

本)，“让县志进入千家万户，传播文化知识、乡土风情，推

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随后，方志出版社在全国获奖

志书中选择有代表性的志书，编写《新编中国优秀地方志

简本丛书》，统一出版，推向国内外，以扩大影响和使用范

围。《大足县志》得以入选，县府很快拔出专款。

《大足县志》141万字，定价168元，获1997年全国地

方志奖一等奖后，购书者渐多，加上县府采取措施，5000

册志书仅佘千多册，使志书正从图书馆或专家学者书架

上走向社会，走向广大干部和寻常百姓家。但终因书价

高，部头大，一般干部和寻常百姓很难去买、去看，而深感

遗憾。编写简编本正可弥补这一遗憾。

《大足县志》简编本不是原书的简单浓缩，而是有所

创新、补充与修订。原书本已文字精练，言简意赅，几乎

要缩简原书的4／5，实是难事。而且要提高质量更是难上

难。编纂者在保持基本县情和原书基本面貌基础上，突

出人文部类内容。本着常事略书原则，尽量保留有地方

特点、时代特色以及珍稀特有的资料，略其与其他地区相

同之事。同时注意思想性、可读性、通俗性、少用枯燥的
1



数据和表格，去其专业性、学术性特强之篇章，略其领导

机关、管理机构和职官之记述，只取原书中最重要、最精

彩、最为大家所关注的那些方面和事情，补正原书之疏

误。三拟篇目，两易其稿，精益求精，不断求索，经半年多

的辛勤耕耘，修成结构合理，文字简练，语言流畅，通俗易

懂，引人入胜，地方特色更浓，更富著述性、综合性、科学

性的《大足县志》(简本)。

简编本，一般干部群众买得起，读得懂，便于携带，使

用方便，更有利于扩大志书的影响，普及方志读物，更好

地发挥志书“地情总汇”，爱国爱乡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功

用价值。更有利于各级领导获得科学决策依据。也更有

利于宣传大足，提高大足知名度，招商引资，旅游开放。

我县是甲类对外旅游开放区，是重庆市的重要窗口，

大足石刻又正在申报列入世界人类文化遗产名录，这部

既全面、系统，而又概略、精要的《大足县志》(简本)在此

时出版，更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修志是地方行政长官

的职责。把志书及其简编本推向社会应用，也是我的职

责。我希望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带头读，带头

用，并共同把志书及其简编本普及到机关、学校、农村、厂

矿，甚至宾馆、旅店、商场、车站，让它在两个文明建设中

发挥“资治、教化、存史”的应有作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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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4月



凡 例

一、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

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

料、新体例，系统地如实记述大足县从自然到社会的历

史和现状。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使之成为具有“资治、存史、教化”功能的为两个文明

建设服务的资料性著述。

二、本志记述时限上限不限，尽力溯至建县之始。
下限原则止于1985年，大足石刻延至1994年。少许为

见其始末，跨越下限的事物，作适当延伸。全志以详今

明古，立足当代，贯通古今为总的记述原则。
三、本志记述的空间范围。以今大足县辖境为基

础，历史上划出和划入的地域，在其划出和划入前仍作

为记述范围，以见大足历史全貌，避免史实遗漏。

四、本志结构设章节目，个别章节设子目。政治部

类和经济部类各列一章(政事纪要单独列章)，环境与

社会部类为四章，文化部类为三章，加纵览共计十一

章。

五、为突出地方特色，大足石刻单独设章；龙水小

五金、余栋臣反洋教武装起义单独设节。为弥补志体横

排割裂的缺陷，增强记述的整体性和综合性，于章前加

无题“导言”，节前酌加无题引言。

六、特设政事纪要章，囊括党政要事、政治运动，
以求相对集中见其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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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入志人物以本籍、近现代为主，非本籍而在本

县有重大影响和贡献者，也予立传，主要记述在本县的

事迹。坚持生不立传原则，述其事实，不作评论。以卒

年先后排列。在世人物当书事迹，以事系人纳入有关篇

章。

八、文体为语体文，记述体。文风力求严谨、朴

实、简明、流畅。纵览(概述)、无题导言、考证文字

等适当采用议论笔法。数字书写、．历史纪年、标点符

号、简化字等，以国家现行有关规定为准。大足石刻铭

文中一部分难以用简化字代替的古体字、别字、自造字

仍用其原字。为节省篇幅，一些问题作变通处理。历史

纪年，凡同一朝代同一年号在一节中连续出现者，只在

首处夹注公元纪年，并省去“公元”和“年”。月、日，

清以前为旧历，其后为新历。旧历用汉字，新历用阿拉

伯字。凡同一年号连续出现，其年号只首次标明，其后

省略。凡省去顿号、书名号不影响理解者，也予省略，

如“县、乡、镇”作“县乡镇”，《宪法》作宪法等。句

前时间用语一般不标点。计量单位，民国以前从其时通

例，解放后以国家法定计量单位为准。未标明公制的计

量单位，一律为市制。志中所述1955年前之人民币，皆

为经换算后之新人民币(新旧比率l：1万)。解放前的

地理名称、机关及职官称谓，均从历史习惯，地名酌注

今地。凡称谓能使用简称者则使用简称，如“中共大足

县委员会”，“大足县人民政府”，在不致混淆时，简称

“县委”、“县府”。简略语酌注，专业术语一般不注。
2



九、本志所谓“解放前”、“解放后”，一般为泛指，

解放前指旧中国，解放后指新中国。就大足而言，以

1949年12月13日为准划分解放前后。

十、本志行文统一使用第三人称。引文力求注明出

处，入志资料尽可能交代来源。简要考证文字直入正

文，与记述主体紧密结合，以利纠错，订误，释疑，解

惑，廓清异载歧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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