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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成立武汉通志编纂委员会(1981年改称武汉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以来，曾任副主任的还有：王健彭沈元王千

弓李少云郭治澄余金堂任德亮颜庆夫樊 民；曾

任委员的还有：王道泉石于石绍昌 冯传武 吕 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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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经澄潘新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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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志>总序

<武汉市志>的编纂工作始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的1980年。它的编纂出版是为了适应认识市情，探索社会主

义建设的规律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需要。这是一项

基础性的地方科学文献的编纂工作。武汉市作为中国中部的一座

中心城市，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史

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武汉市的市情和社会发展的轨迹是国情的组

成部分。编纂出版一部市志不仅是为了继承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

传统，更重要的是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

武汉在解放前分设为汉口特别市、武昌省会市和汉阳县，历

代的建制也不同，从未编纂过一部统一的城市志，这就增加了工

作的难度。本志记述内容起自1840年，截至1985年，力求全

面、系统、完整地记述整个城市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全

貌．并反映其发展的规律。但由于时间跨度之长。包罗内容之

广，为历代修志所未见，更由于历史资料残缺不全，散失损毁又

多，各门类的记述都难免有缺漏，尚有待于今后之补充。

本志的编纂，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坚持历

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

的统一，使之成为一部科学的地方文献。但由于编纂者学识水平



的限制和经验的不足，在指导思想、编纂体例、资料撰著等方

面，仍会有诸多缺陷，这是需要海内外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给予

指正的。

本书是一部完整的城市志，力求科学地反映本城市在近现代

发展变化的整体面貌。为了便于社会多方面、多层次的广泛应

用，按专志分卷出版。在统一指导思想、统一体例、统一规范的

制约下，各卷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以便于体现各专业的科学

性。
‘

本志的编纂出版工作，在编纂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自始至

终坚持群策群力的方针。武汉地区各系统、各部门、各民主党

派、各社会团体，不问隶属关系如何，都参加了编纂工作。在搜

集资料阶段有2 000余人参加，在编写阶段有400余人参加，在

总纂阶段有200余人参加。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都给予了大力

支持。档案、图书、文史部门和大专院校等通力合作，提供方

便。<武汉市志>是集体努力的科学成果，我们特向每一位为编

纂出版本志付出了劳动的同志表示深切的谢意。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黎智

1989年3月20日



凡 例

一、<武汉市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全面地、系统地记述武汉地

区近现代历史与现状，是地方性、资料性的科学文献。

二、本志上限定为1340年，下限定为1985年，对于需要溯

源的史实，记述时适当延伸。

三、本志记述范围以市区为主(市属县另修县志)，首卷设

市辖县概况。记述中涉及各县的，注明含县。

四、本志根据现行社会分工，结合科学分类原则划分门类。

全志在统一指导思想、统一设计、统一体例、统一规范的原则

下，设28个分卷。全志既是统一的整体，各分卷又具有相对独

立性。内容记述力求反映各门类间的联系、影响和制约关系。允

许各分卷作适当和必要的交又记述。

五、本志体例采用志、记、图、表、传，以志为主体。

六、本志为条目体。各分卷一般设篇、类目、条目，以条目

为记述的基本单元。

七、本志在有关部类中设概述，概括全貌；设综述，反映各

行(事)业的综合内容；分述以记述行(事)业为主，兼及典型



实体。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各地及各类档素、图书、报刊、旧志、

政府公报、文件，以及调查采访实录，一般不注明出处，不作注

解。鉴于历史原因，有的资料无法搜集、考核而难免缺漏时，则

保持本来面貌，以待续修时补正充实。

九、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使用文字、标点、数字、计

量均按国家规定的统一规范书写。

历史朝代称号用通称。如明、清、中华民国(简称民国)。

涉及日伪傀儡政权、军队，则加“伪”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

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建国后”。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前

后简称“解放前”、“解放后”。一般都记实际年月。

十、自1840年以来对武汉社会发展具有影响的人物，不受

武汉籍属限制，凡应入志的分别予以记述、立传、立表。人物传

只收已故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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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志·文化志>编写说明

一、<武汉市志·文化志>是<武汉市志>的组成部分，按

<武汉市志>的总体设计及凡例编纂。

二、本志记述范围根据社会分工与科学分类相结合的原则，

分为文学、艺术、戏剧、电影、社会文化、群众文化、表演艺术

交流、文化艺术教育、文学艺术社团、文化事业管理、专记及附

录。其中文学、艺术按通例分近代、现代、当代3期综合记述。

三、本志辑录的作家与作品，原则上按时序排列，以本地或

在本地创作、发表的作品为主。所有著录一般只录文目或集目，

不录原作。

四、本志记述内容与有关专志有所交叉时，采用互见互补

法，尽量避免重复。

五、因记述范围宽广，且时跨150余年，资料难免有错讹遗

漏之处，敬请读者指正，并将在续修中纠误补遗。



956年毛泽东主席在汉口德明饭店接见武汉地区文艺工作者

r)56年周恩来总理在武汉接见武汉演出《东方红》的演员



984年李先念主席f右㈠接见《九歌》歌舞诗乐剧作者程云{左I J

959年郭沫若副委员长视察武汉钢铁公司时题诗



作家姚雪垠在书斋创作《李自成》

《徐迟文集》、《碧野文集》出版座谈会f中为徐迟，左2为碧野



作家曾卓I左3 J接待记者采访

关山月作《北京颐和园石舫)



956年方康直与中南美专画家台作的《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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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8年王霞宙与张善子绘

《刘静庵烈士像》

反映辛亥革命的木刻年画六幅中之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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