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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州糖酒副食品站糖仓库和铁路专用线

司漳州市酱油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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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专

陈文达

修志是我国历代的优良传统，志书是中华民族优秀而丰富的文

化遗产。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恫地方志普遍存在只重视人文，

不重视经济的弊病。至于商业，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多是“重本抑

末，，即重农轻商，所以在旧地方志中有关商业的记载，几乎是空白。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

筑，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物质资料生产方

式的变革是整个社会变革的基础。而旧地方志却把存在与意识、经

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根本颠倒了。现在，我们编纂社会主

义时代的新型地方志，就要把颠倒了的关系颠倒过来，把社会经济

放在首位，用浓墨重彩记述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商业是国；

民经济中一个独立的经济部门，是联系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

生产和消费的桥梁和纽带。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离不开商业。从

一定意义上说，商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的镜子和晴雨表．

工农业生产的好坏，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快慢，以及它们中间出现

的矛盾，都会在商业中反映出来。因此，新编地方志要成为“一方

之全史矽，商业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它列为专业志编修

出版，是很必要的。

漳州市的商业修志工作从1985年开始，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奋

斗，《漳州市商业志》终于问世。它是漳州有史以来第一部记述漳

州商业的历史和现状的长篇史料．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漳州商业的兴衰演变，重点记述

1 949年至l988年社会主义商业建立和发展的历程。全书二十多万

言，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具有鲜睨的地方特色和行业特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漳州国营商业广大职工，在共产党

的领导下，辛勤劳动，积极工作，在为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服务

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走过不少弯路。志书以大量的事实和

数据，充分记述商业工作的重大成就，又实事求是地记述工作中咱勺

失误。对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商

业工作的新变化、新发展，也有较详细的记述。从这里，．人们能看

出国营商业建立后经历的曲折路程，从其兴衰起伏的演进中吸取经

验教训。将这些丰富的资料编纂成书，有助于激励今人，启示后代。

我们相信它对回顾历史，指导当前的商业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商品

经济新秩序，开拓未来的事业，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

史意义。

今日修志，既是老传统，又是新工作，特别是商业修志，是填

补旧志的空白，古今都无样板可仿效，完全是新尝试。参加修志的

同志们，为完成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抖擞精神，边干边学，任劳

任怨，默默耕耘。他们对漳州商业的历史和现状作了广泛的调查，

翻阅了成千累万的1日文书档案。在广征博采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分

类整理，审核鉴别，按照反复修订的纲目，从试写到正式编写，几易

其稿才得以成书。如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它难免存在某些不足之

处，但仍不失为一部可信、可用、可传的专业志。它的问世，是漳

州商业史上一件盛事，值得庆贺，并对修志人员的艰苦劳动和贡

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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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为专门记述漳州市商业的历史和现状的专业志。其中

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商业，系指现属于漳州市商业局系统

的国营商业，以前划出商业局系统的石油、煤炭、医药、于鲜果、

卷烟等行业不作记述。 -

二、本志采用以时为序综合记述，以事为序专题记述和文表

结合记述等体裁，以专题记述为主体。

三、全志的章节按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地位主次排列。章节

层次分为章、节、目。目分大目(一、二、三)，小目(1、2、3)。

四、本志取事时间，上限不限，下限断至1 988年底。

五、本志一律采用语体文，记述体。

六、历史朝代的称谓均沿用通称，如清代、中华民国。各朝代

年号也沿用通称，在括弧内加注公元年代，如清康熙四十八年(1 709

年)。

七、计量单位，按原统计、财务报表所用口经，以市斤、公斤、

担、吨、尺、米、平方米、头、只、箱等为单位。

八、所用数字，除习惯用汉字表示外，一般用阿喇伯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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