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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志》凡例

一、编修本志旨在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

化提供省情基础资料，对人民对后代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

传统教育，并为编修国史、省史及各专业专题研究提供有用的地情资

料。

二、全志由总概述、大事记、地图集、专业分志、人物志和附录

等部分组成。

总概述：简括综述全省社会重大变革、各业概貌及发展趋势，为

提挈全志的纲要。

大事记：以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依时序记述全省政治

(包括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大事、要事、新事，以反映本省

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进程。

地图集：绘辑地图，展示全省历史沿革、行政区划、自然地理、

自然资源以及经济地理概况，以呈现省区环境的独特性和域内分区的

差异性，以与志文相辅。

各专业分志：按当代社会分工和科学分类，设全省专业分志，专

业分志一般先按本专业结构分工设章节，后各循时序记述发展的历史

直至现状。

人物志：立传记述对本省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或重大影响的本省

籍和外省籍、外国籍人物，以及对省外乃至国外有重大贡献和影响的

本省籍人物。在世人物依例不立传。此外，设人物表以存名人，设英

名录以彰烈士。

附录：以辑存地方文献及要目并叙本届纂修省志始末。

三、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党

的四项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取裁史料。

四、本志贯通古今，上限不限，各分志的上限从实际历史情况出

发，尽可能上溯到顶，下限力求写到完稿之年。



五、本志详近略远，立足当代，以记述全省近现代、当代史事为

重点，注意突出其时代特色和地方特色，充分反映环境、资源和社会

发展的基本面貌，着力体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性质特点以及生产力

发展过程，并反映历史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六、本志历史纪年，凡1949年10月1日以前的，一般标示朝

代、年号、年份，括弧内注公元纪年；1949年10月1日起，一律以

公元纪年。

七、本志对各个时代的政权机构、官职、党派、地名，均以当时

名称或通用之简称记述。古地名均括弧注明今地名，乡、村地名则冠

以县名。

人名，除引文外，一律直书姓名，不加称呼，不冠褒抑之词。

凡外国的国名、地名、人名、党派、政府机构、报刊等译名，均

以新华社发表的译名或社会上通用的为准。

各种机构、会议、文件等名称在首次使用全称后，如名称过长又

多次出现的，则在第一次出现时括弧注明简称，以便再用。

八、本志一律用规范的语体文，记叙体，用第三人称书写。

九、本志所用数字，统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单位

1987年1月1日联合通知中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

规定》为规范。

十、本志使用的计量单位名称、符号，均按国务院1984年2月

27日颁发的《关于在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一律采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历史上使用的旧计量单位，一般照实

记载，并尽可能括弧注明今值。

十一、本志录用的统计数据，一般以国家统计部门的数据为准。

凡加用编者重新调查核实的数据，均有页末注说明。

十二、本志采用一般资料不注明出处，但引文、辅文和需要注释

的专用名词、特定事物，均加页末注。



编辑说明

一、本志系福建省文物事业的专业志，主要记述古今文物状况及

文物保护、博物馆建设等情况。

二、本志结构分章、节、目，各章条目按文物性质分类，按时间

顺序排列。

三、本志上限追溯至事物的发端，下限截至2000年。第八章收

有2001年1月公布的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一览表。

四、本志收录的不可移动文物包括：福建省境内的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重要的市、县(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以及特殊门类的文物点。

五、本志收录的馆藏文物珍品，以一级文物为主，辅以部分有代

表性的其他级别文物。

六、文物保护单位名称原则上使用原公布名称，不注地名(同一

名称的注地名)和年代；文物珍品名称亦不注年代。

七、重要碑铭全文收录，并加标点符号。

八、学术上有争议的问题，原则上从一说。

九、本志历史纪年，从1921年7月1日起，

与事件者一律以公元纪年。

·十、凡与宗教、旅游等专业志内容交叉的，

述。

十一、金门、马祖的内容暂缺。

凡涉及革命的人物

侧重从文物角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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