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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生 J忌， 1942 年 10 月生，辽宁有铁岭市

人，历任宁夏军区参谋、处长，银南(吴忠)军分

区参谋长，回原军分区司令员，宁夏军区副参谋

长，被宁夏车区投子‘，.贺兰山好卫士nu 军营先

锋

步模范.. J见为全军军事志专家组成员、兰州军

区军事志专家组副组长、《宁夏军事志》 主编，

《宁夏车区史》和《宁夏军事年鉴》副主编兼总

算，参与《宁夏通志H当代宁夏史通鉴》和《汶川

特大地某抗震救灾志·抢险救灾志》的组织与编

慕主编的{宁夏军事志X宁夏战史》分别荣获

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八届、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

成果和自治区人民政府 20 年修志成果二等奖

修志 16 年来，先后主编 10 余~ 800 多万字著

作，有 40 余篇论义在罕内外发点，为宁夏军事

史志编慕的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到全

国、全车 、 兰州军区表彰。 2011 年，笨获兰州军

区统修史志..突出霄献奖.. ;2012 年，再次被许

为全年修志先进个人，受到总参谋部嘉奖



作者与会副著名方志学舟、浙江

大学仓修良教技合影

作者与会本可~*"志办公室碎文浩

(左二) ，兰州l 半区志办上官千(左一)
等领导合影

在宁夏远志·军事卷}首发式土

宁夏回族自治区"1:主Jf，i.马制华向作者

农示祝贺

作者与罕事科学院战略吾11m.六室

副主任于海涛在北川县地

作者与全军军事志专东组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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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军区司令部编研部部长 陈为民

孙生玉同志，行年七十有余，我故称之为孙老。 他古稀之年，握瑜怀玉，梦

笔生花，大作《生玉谈志》即将付梓。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可喜更可贺 。

孙老一再声明，不请高官名家作序，诚邀我这个学生之辈为他的书写几句话。

愧不敢当，盛情难却 。 于是欣然命笔抒言，借以表达我对孙老由衷的敬仰、敬

佩、敬爱和敬重之情。

"立言"，作为"三不朽"之一 ，自 古 以来被无数贤人志士所热爱并孜孜以

求。 孙老当属这个行列。 他人品高尚，官德厚重，博闻强识 。 1998 年，孙老从宁

夏军区副参谋长岗位上退休后，立志献身党和军队的编修史志事业。 现为全军

军事志专家组成员、兰州军区军事志专家组副组长、宁夏地方志协会副会长、

《宁夏军事志》主编 。 先后主编出版《宁夏军事志~(上下卷)、《宁夏通志·军事

卷》等 10 余部 800 多万字的史志书籍，主编出版《宁夏军事年鉴))9 部 300 余万

字:组织审查出版宁夏军区、地(市人县(市、区) 三级军事志及地方志志书 30

余部，指导并参与宁夏回族自治区各级地方志编篡工作。 同时，受全军军事志

专家组委托，分赴全国有关省、市，检查指导军事志工作并审读志稿 20 余部 。

曾被宁夏军区授予"军营先锋"，多次被兰州|军区、全军和全国表彰为修志先进

个人。 2011 年 ， 荣获兰州军区军事志、军事年鉴编篡"突出贡献奖" 0 2012 年，再

次被总参谋部授予全军军事志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 。 孙老不仅是宁夏军事

史志工作的开拓者和学术带头人，而且在兰州军区乃至全军、全国修志战线都

享有极高的赞誉。

人如其文，文如其人。 孙老撰写的《军事志与兵要地志的主要区别》一文，

在全军首届军事志学术研讨会上被评为优秀论文，并入选《军事理论研究》。 他

在全军军事志骨干培训期间， 主讲"军事志编篡的体例规范"，被收入《军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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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篡理论与实践))，并作为军事志编篡精品教材印发全军。 这次，将公开发表和

部分未公开发表的文章汇集成书，既是在J\老痴迷军事志编篡事业心血和汗水

的结晶，也是兰州军区军事志领域一项重要的理论成果。 《生玉谈志》分为理论

探讨、志稿撰写、志稿审查、史话选编、史地文选、史志书评、志书序跋、史志春

秋、志海抒怀和附录十个部分，系统研究了地方志和军事志编篡的特点规律，

深入探讨了史志编篡模式和创新成果的方法途径，对于推动军事志学科建设、

丰富发展具有军队特色军事志理念体系，必将起到积极的助力、发力、给力作用 。

孙老常说"官可以不当，但学问不可以不做。 "他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善于

运筹谋划，精通参谋技能，勤于学史研志，是名副其实的"贺兰山通川六盘山

通" 。 他始终以也扬先进军事文化为己任，笔翰如流，著述等身 。 在编篡出版《宁

夏军事志)){宁夏通志 · 军事卷》的同时，还先后出版一系列军事史志著作。 他撰

写的《宁夏战史H宁夏山川 1 ))<<贺兰山志》等著作，带给读者的不仅是耳目一新

的感觉，更多的则是如沐春风般的愉悦和醋酣灌顶的体悟，己成为军内外不可

多得的军事读物。 由此足以说明，思想是个人的，具有专属性。 但思想也是社会

的共同财富，同样也具有分享性。 这是因为，先进的、正确的、科学的思想必须

经过酝酿、思考、提炼、发表并为世人所知，才能引领人们的行动，进而起到推

动事业发展的作用 。

书当快意i卖易尽。 捧读《生玉谈志))，深深被他知恩爱党、志海探珠苦作乐

的崇高思想境界，知荣惜誉、笔耕不辍献忠诚的勇于担当奉献精神所感染。 "摇

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无知无志，无志无知" 0 {生玉谈志》揽古统

今，体大思精，珠圆玉润 ， 斐然成章。 无论在理论层面上，还是在实践层面，都较

好地实现了知识性、理论性、系统性与前瞻性、可读性、可操作性的综合集成。

对于军事志工作而言，不仅具有很强的指导功能，而且还具有极为珍贵的学术

价值。

结识孙老是缘分，解读孙老是福分。 他常讲的三句话，使我受益匪浅，终生

难忘。 这就是"政治上跟党走，经济上莫伸手，生活上不丢丑。 "此时，我想给孙

老再加上一句话"修志上有作为，而且大有作为。 "

开卷有益 ， 是以为序。

2013 年 5 月于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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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80 年代新中国第一代地方志全面编篡以来，产生了上干部新方

志，成为催生新方志理论的肥沃土壤，同时极大地激发各地修志专家研究社会

主义新方志理论的热潮。 伴随着两轮地方志的编篡实践，新的方志理论论文如

雨后春笋般问世。 笔者正是在这一大历史背景下，怀着为方志学大厦构建添砖

加瓦的热情，拿起笔来投入到理论探索和编寨实践的行列。 回顾 20 世纪 70 年

代初，第一次接触"兵要地志"，到本世纪参加并指导编篡宁夏三级军事志走过

的路程，联想在实践中所遇到的各种疑难问题， 并寻找方志理论上的回答，确

实感到需要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地方志，又称方志，简称志，前人称为"郡县之书" 。 这种著作形式，绝不是

成于一朝一夕，也不是成于某一人之于，而是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和

发展起来的。 因此，地方志学经历了早期方志诞生、传统方志学、现代方志学的

历史时期。 由于方志产生和发展的特殊性，决定方志学理论从来没有作为一门

独立学科而存在，只是以某一门学科的附属形态出现。 传统方志学，或因方志

被认为是历史书而作为历史学的附属，或因方志被列为地理书而作为地理学

的附属 。 从中华民国开始的现代方志学，虽有梁启超首开"方志学"一词之先

间，继而有不少著名方志学家的方志学著作问世，但终未能建立起完整、独立

的方志学理论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第一轮地方志编篡开始，陆续

有方志论著发表，并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说明问题，出现了一大

批有关社会主义新方志理论著述和文章，但是在社会科学分类中依然没有改

变其附属学科的地位。 全国、全军两轮地方志的编篡，为建立独立、完整的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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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地方志学提供了基本条件。 我认为，方志界有识之士，应该积极为

新地方志学的学科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首先，下一轮地方志编篡需要新地方志学理论指导。 第一轮编篡地方志是

在没有成熟的理论指导下"摸着石头过洞"，所以编篡出来的地方志几乎"五花

八门"，热切地呼唤方志学理论研究的开展。 第二轮编篡开始后，全国、全军相

继出台有关编篡法规，标志着方志学理论研究向着纵深方向发展，今后方志编

篡仍然呼唤着系统的地方志学学科建设。 其次，全国、全军第二轮修志的相继

完成，各省(自治区、市)、地(市、川、盟)、县(市、区、旗)编篡方志的经验与做

法，为新地方志学理论体系研究与阐释提供了深厚的实践基础。 广大编修人员

在实践基础上进行理论著述的成果十分丰富，为建立独立、完整的新地方志学

形成有利态势。 再次，全国、全军在编篡地方志中，锻造了一大批数量可观的修

志专家队伍。 这支专家队伍 ， 既有丰富实践经验，又有理论创建能力，他们在与

学术界有志于方志学的学者结合，有希望承担起构建独立、完整的新方志学的

可能。 本书就是在这种冲动下，把过去散落的一些文章汇聚成册，形成一些条

理性论述。 这样做得到方志工作者的普遍认同，也是全军军事志编篡领域里的

主流意识。

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但理论的形成往往落后于实践。 在第二轮修

志期间，方志学学术发展突飞猛进，在方志研究方面有许多发展。 本书编篡目

的是学习和继承传统方志理论，对传统方志理论进行理论概括，同时为构建新

地方志学的框架和体系提供部分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 我清楚地知道，学科理

论必须具有理论的系统性，而实践的总结大多是一些"个性化"行为 。 笔者所谈

之意，企图循着这条思路，结合军事志编篡实践，使之成为后人的一些借鉴。

何谓地方志?顾名思义，地方志是记载一地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的综

合性资料著述。 中国地方志在漫长的演变发展过程中，其名称多变，有的志书

名称叫"记""书"'，史川典川考""鉴川览"等 ; 有的偏重地理，则以"地理川沿

革川指南"等为名:有的偏重掌故，常名为"掌故川典川故"等:有的偏重文征，

则以"备征志川足征录""文献备考"等取名 。 反映在军事内容上，多有"战典"

"兵事川兵防川武备川马政"等，最著名的就是明代茅元仪所辑《武备志》。 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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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稿的方志，通常以"志稿""未定稿"相称。 同一地域内多次{修彦志，往往以"新"

"川|旧日旷"川，

一地方在历史上几易名称，其志名也就随之有别，其类别繁多，形形色色，难以

尽述，但大多是名异而实同 。 进入近现代以后，一般都通称为志、方志，只是根

据所记述的地域范围、专业范围及其内容而确定名称。 在军内，古代曾经出现

过《武备志))，近现代则有兵要地志、军事气象志，还没有完整、系统的各类军事

志概念，就是 2011 年 2 月新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也还没有军事志的

定义。

综观世界几千年的历史，中国人民之所以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绵延不

绝，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有深厚的文化传统，有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

园，滋养着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 在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形成的漫长历史

进程中，地方志功不可没。 它纵述历史，横陈现状，上自天文，下至地理，笼天地

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不仅没有化为历史的尘埃，相反从诞生之日起，其编篡

修订工作就一直前后相续，代代不辍，绵延 2000 余年，终于集成如今这座巨大

的文明矿脉，堪称不可比拟的"中国特色"，不由得令后人"拍案叫绝" 。 方志作

为中国一种文化典籍，其内容的广泛性和记载的多样性，使得其他任何一种书

籍都难望其项背。 它的作者上至皇帝宰相、豪门大吏，下至穷儒布衣、乡贤郡

望，他们广征博引、自告首穷经，承载着历史的衰落与荣华 ， 汇聚成浩浩荡荡的历

史长河，在典籍中留下自己的名字，并因此被后人所铭记。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

文明进步的社会，必定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的社会，一个现代化的

强国必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的国家。 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必须与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资源相匹配，与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相承接，方志工作者应该在自己的领域内勇敢地承

担新时期的历史责任。

地方志与其他学科一样，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是一种最具时代特色的著

作。 一定的学术文化是一定的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又反过来作

用并影响一定的政治和经济。 方志亦不例外，在受当时当地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和社会风气等影响与制约的同时，又反过来作用和服务于后代。 地方志的

功能与作用，先哲显达和当今方志学家以及从事地方志编修者从不同角度进

行了论述。 诸如:旧志称"资治、存史、教化" 。 清代著名方志学家章学诚提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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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乃一方之全史"，其功能在于"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

"夫史之大用，在于以古传今，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气O 有的方志专家总结为"究

兴衰之由，陈利弊之要，补救H时才政之阙失，昕求民生之荣枯"二O 有的方志专家认

为，提供历史经验，可掌握发展规律:备载厚生资源，可壁:lGu勾建设模式;评说

一方人物，可激发千秋爱憎:保存地方文献，可延续文化命脉:介绍风土景物，

可促进文化交流等。 几乎各位专家都有很多具体表述。 但我认为都没有超越

"资治、存史、教化"的范围 。 "资治、存史、教化"这个提法，虽然有些陈旧，没有

许|清其科学性和逻辑性。 但是，我认为"好记川易懂"，而且这六个字也不并列，

"存史"是其根本功能。 因为资料性是地方志的基本属性，其价值在于能提供科

学的资料。 失去资料性，地方志也就失去了编篡价值。 所以，保存资料是方志的

首要功能。 有些志书出版后虽然"无人问津川束之高阁飞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功

能愈显。 因此，地方志作为各级政府主修的志书，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组

成部分，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繁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

文化，必将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

时代的发展呼唤着方志理论的与时俱进，实践的深入推动着方志理论的

不断创新。 由于本书作者亲自参加并指导宁夏回族自治区、地(市人县(市、区)

三级军事志的启动、编篡、审查和出版发行的全过程，参加《宁夏通志》和《汶川

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H中国人民解放军汶川地震医学救援志》的编篡，同时参

与全军第一轮、第二轮有关军事志编篡政策法规文件的制定与讨论。 因此全书

是作者的一些实践经验之谈，不是一部关于方志编篡基本理论的著作，重点记

录、总结、反思修志经验体会，摸索探时继承、改革、创新之路 ， 读者必须结合地

方志编篡理论的论述要求来了解，包括对一些具体问题、具体做法的探讨，这

里基本上坚持"原则加部分事例"的传统做法，前面几章重点讲编篡原则，后面

几章大部分列举事例。 为避免重复琐细，对于多篇文章、多次讲话，内容相同、

相近作适当处理，尽量减少重复和繁琐，使其内容更加丰富饱满，概括、论述性

更加突出，操作性更加可行，特别是在其他同类著作中没有接触到或谈得很不

够的重要问题，在本书中得到较为充分的记录。 关于本书的选材问题，只是把

过去的文章进行梳理、编篡，尽量保留原始资料，个别对原来文章进行简单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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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此谈不上"鉴裁精当"，个别论述还可能有些陈旧，停留在当时的水平上。

本书涉及有关方面，其中有些文章点到的具体单位、具体问题，只是当时

的一些看法，就志论志、就事说理，其志书在后来的编篡和总篡时都己作了很

大的改动，有的志书出版后还被评为优秀志书，甚至获得一等奖和二等奖。 就

我所知 ， ~山西省志·军事志H即朝军事志》 就获得北京军区优秀志书一等奖。

细心的读者通过阅读全书，可以感受到一位老方志工作者对方志事业的执着。

但是，仅就这部书而言，不可能成为培训方志人才的完美读物，对于那些正在

为续修下一轮新志进行准备的同志，也仅仅是一本参考读物。

"矜其乡贤，美其邦族"。 一部文体兼美、有别于其他著作特色的方志读物，

不仅可以提供许多可资参考的文献史料，而且还会给人以审美的愉悦和心灵

的共鸣。 广大新老修志工作者，要呵护好中华民族的这一优良文化传统，使其

能够正常地代代相传，而不要在我们于里使其变昧或消亡。 本书仿照志书体裁

设置篇 目，使用志书语言 (语体文)记述，读者读后会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和借

鉴，也许还可以取得一点为方志事业奋斗的力量和信心呢。

热忱欢迎方志界同人和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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