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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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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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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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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j地区内和地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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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国内外的交流、交往日益频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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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与日俱增的需求，
正成为方志服务功能不断创新和拓展的强大动
力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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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