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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椒江方志丛刊》与大家见面了。这是《椒江市

志通讯))的延续。

《椒江方志丛刊》辟有《特载》、《史志园地》、《论

文选刊》、《人物春秋》、《东山艺苑》等栏目。

《特载》一般转发上级文件和领导讲话。

《史志园地》以刊载椒江方志、资料为主。本期

选刊两篇，一是周承训先生撰写的《椒江商会史》；一

是叶万里、林桂清先生撰写的《椒江道教志》(因篇

幅所限，特分两期刊出)。

《论文选刊》刊出陈静媛同志所作《关于城市化

人志问题的思考》一文，陈静媛同志原为我办干部，

今年5月因车祸抢救无效而去世。原文发表在《浙江

方志》2001年3、4期上，为其最后发表的文章。今

特转载，以志纪念。

《人物春秋》内容有二。一是叶长春撰写的《朱

右事迹与著述考》，这里刊发的是上半部分《朱右传

笺证》。朱右是元末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相信本

文能给朱右的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帮助。一是《周宪文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先生纪念文辑》，为其学生钱国屏提供。周宪文先生

为椒江东山头人，现代著名经济学家，台湾经济学的

拓荒者。先生于1989年去世，至今已十余年了。然

对于先生之怀念，却不因时光的推移而淡忘，特辑

《文辑》，以志纪念。

《东山艺苑》以文艺作品、杂谈为主。本期有丁

锡贤先生所作<<．---I贵的精神 珍贵的史料》。对《椒

江续志》作了简要、恰切的评价。对联是最具艺术性、

高度概括性的文学样式之一，是韵文中的精品，故特

辑老年公园所征集之联，与大家共享。

欢迎大家踊跃投稿，共同办好《椒江方志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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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铁映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

(2001年12月20日)

全国第三次地方志工作会议，是在新中国第一

届修志任务基本完成和新一轮修志工作即将启动之

际召开的，它也是新世纪第一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

议。这次会议将对新中国成立50年来第一轮修志工

作的经验进行总结，并对第二轮修志工作作出部署。

因此，它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希望

大家在这次会议上，在肯定成绩、总结经验的基础

上，认真研究一下我们新一轮修志工作需要做的事

情。朱佳木同志刚才所作的工作报告和毛福民同志

所作的《关于全国地方志工作的若干规定》的说明，

反映了我们改革开放20年来修志工作的基本成就和

经验，提出了新世纪地方志工作的设想，内容很全

面，我完全赞同。下面，我想就地方志工作的几个问

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吨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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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志工作取得的成就

记得1986年，曾三同志在主持第一次全国地方

志工作会议时就提出，在20世纪末或稍长一些时间，

要基本完成全国省、市、县三级志书的编纂工作。人

们在当时就曾估计到，这项工作可能会有很多困难，

在一些地方可能不会按时完成。但是，我们还是下了

这个决心。而且，第二届指导小组仍然坚持了这个意

见。

从第一轮修志工作开始，特别是自上个世纪80

年代初到现在，中国的地方志事业获得了很大发展，

修志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经过20多年的努力，基

本完成了第一届修志工作所提出的任务，建立起了

具有中国特色的、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时代相结

合的志书体例，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成就了一项

事业，使方志成为了一门学问、一个学科，为今后特

别是第二轮修志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目前，全国

已编纂出版新编省、地、县三级志书4789部，一些

省市已全部完成首届三级志书的编纂出版任务。各

地还编纂出版了许多专志和地情资料。在修志工作

中，逐步形成了一支包括2万专职人员在内的10万



特 载

人的修志队伍，并且产生了一批修志方面的专家学

者。如此丰硕的修志成果和如jtk,庞大的修志队伍，这

在中国方志发展史上都是空前的。

二、要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性

编纂地方志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中国

志书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是我国历史文化的优势，具

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经世致用的价值。因此，地

方志工作绝不是可做可不做的事，而是一定要做好

的事情。现在我们所从事的是社会主义的地方志事

业，修志工作是政府行为，是在各级党委领导、政府

主持下对地情、国情的全面调查。编修社会主义新方

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的一项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

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新编地方志是一种特

殊体例的著述，是汇集我国各地自然、人文、社会、

经济的历史和现状的全面、系统、准确的国情书、地

情书。它真实地记载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特别是

新中国历史前进的足迹。

志书“存史、教化、资治”的作用，特别是“存

史”的作用，已经表现出来。志书史学体例的特别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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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它是断面地、横切地而不是纵向地分析社会，是

当代人记述当代事的一种学术事业和文化事业，完

全反映当代人的思想行为和认识，对我们当代人所

从事的事业，对于后人，都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各

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把修志工作当成一项重要的政

治建设、思想建设、文化建设、史学建设的工作来抓，

要代代相承，世世相传。

三、如何把新一轮修志工作做好

要把新一轮修志工作做好，要特别注意总结上

一届修志工作的经验。正如我们搞社会主义一样，如

果不搞社会主义，是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经验的，只能

是停留在书上来认识社会主义。无论是对一个国家

和民族来说，还是对一个组织和群体而言，最可宝贵

的就是自己的实践。自己走过的路，是自己走向未来

最宝贵的财富。所以，总结过去20年的经验，是我

们在新世纪将地方志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关键

所在。如“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各级地方志编委会

组织实施”的体制，“一纳入、五到位”的要求，坚

持实事求是、求真存实的原则等，凡是成功的经验，

我们都要坚持。地方志本身，可以说就是一部当代人



特 载

的史诗和记录。要把新一轮修志工作做好，要坚持质

量第一的原则。“志乃信史”，真实、准确是志书的根

本，质量是志书的生命和价值所系。我们现在修志的

基础和条件，已不是“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的基础和

条件。那时，百废待举，为填补空白，人们几乎是以

突击和抢救的方式来修志和搜集资料的。而现在，我

们的地方志工作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和条件，至少

已有了近5000部志书，又有改革开放以来这么多的

资料积累，还有了现代化的修志手段。既然基础不同

了，条件不同了，任务和要求也要有所不同。对于续

修志书和新一轮的修志工作，在质量上应该有新的

更高的要求，从一开始就把质量放在第一位。要把精

品意识贯穿到工作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一切工作

都以出精品作为纂修志书的基本精神，不要在数量

和速度上做文章，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今后10年，

我们还要编四五千本或五六千本志书，如果质量上

出了问题，那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不仅贻害子孙，

还会危害当代，失去它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

因此，新一轮修志就是要推出一批符合时代要

求，具有很高科学水平和重要文化价值、社会价值的

志书，使修志真正上升为一个科学体系，把修志真正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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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成一门学问和学术来做。一本好的志书，在某种程

度上并不亚于二部学术专著。只有具有科学性、文化

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名志”、“佳志”，才可能流芳百

世，为后人所借鉴，为当代人资政。每部志书都是一

部学术著作，都是一部精品，这是对新世纪修志工作

最基本的要求。

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志书质量存在多

大的问题。问题总是有的，这有历史的客观的原因。

我要说的是，新一轮修志工作如果不在一开始就把

质量摆在首位，那么，不仅将来编纂出的志书在质量

上不行，而且还会受到社会各界的批评和责难。

要保证志书的质量，首先要做好充分的资料准

备，在充分准备和积累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纂修。

其次，要形成志书自己的科学规范和概念体系。我们

的史学研究已基本形成了独特的学术语言、话语体

系和自己的概念、范畴、体例、规定，并由此成为一

门科学。在修志工作过程中，注意吸取中国历史上优

秀的文化传统，借鉴其他科学，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

的成就，形成志书自己的一套科学规范，这一点是极

为重要的。任何文化知识，如果不具有科学性质，就

不可能资世和垂世。第三，要做好规划。现在不能再

—．．．．．．一



像第

证和

论证

已成

内容

分论

就是

修志

轮修志规划。怎么修，修什么，为什么修，都需要认

真研究。就全国来讲，如果我们想让包括2万专职人

员在内的10万大军积极投入新世纪新一轮方志纂修

工作，就必须把很有价值、很有前途的规划拿出来，

不要忙于分配任务。这样，大家才能够投入，才知道

怎么办。要把规划当作一门科学。各地搞出的规划，

要报省委、省政府和各级政府通过，纳入各级政府工

作的议事日程。

四、要做好用志工作

要进一步研究修志和用志的辩证关系。修志的

目的在于用志，用志是在新一轮修志基础上开始第

7



壑坚查查
二轮修志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唯有用志，当代人用

志，后代人用志，才能体现志书的价值，才能资政，

才能利民，才能检验志书的优劣、真伪和正误。有志

不用，就失去了它的实践性，也就失去了实践标准，

那它就只是纂修人员自我欣赏的东西，而不能成为

社会的公利之物。把新一轮修志前的准备工作放在

用志上，是为了更好地修志，是我们方志工作者责无

旁贷的责任。

用志要大胆探索，要有创新精神。志书首先是服

务当代人的，自然应当以当代人的社会实践和需要

作为标准。离开了当代人的实践和需要，后人怎么用

志?只有对当代人服务好了，后代人才会从用志的历

史过程中加以总结。如果志书不得用或未尽其用，那

怎么获得社会的承认呢?它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怎

么体现出来呢?有用处才能有价值。按照马克思的说

法，一个产品要成为商品，首先要有使用价值，要对

别人有用处，还要拿出去交换，没有用处，卖不出去，

就不可能成为商品，因而也就无法实现其价值。

要通过对地方志这座丰富的地情、国情资源宝

库的开发利用，根据社会各方面的需要，尽快编纂各

种各样的专著、论文、资料，尝试出版地方志音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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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如电子版、光盘，逐步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利

用现代化手段收集、整理、加工、存储资料，提高工

作效率，并通过现代信息手段，不断扩大地方志的影

响，实现地方志的成果价值。

要召开几次专门讨论如何用志的工作会议。要

有针对性地来用志，要知道政府需要什么，怎样为政

府不断提供用志材料；还要知道怎样为各级干部、为

学校、为普通百姓提供服务，怎样为青年知识分子和

学生提供他们自己的家乡志，等等。为了扩大志书的

读者面，方便领导查阅和群众阅读，各种志书还要出

简本，要搞干部读本和群众读本，使之成为各级领导

干部的案头卷和群众的家藏书，从而为地方志事业

的发展赢得更好的环境和条件，形成良性互动的发

展形势。

五、要重视修志人才的培养

志书是人修的，所以修志人的素质决定着志书

的质量。有什么样的人才素质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志

书。志书的质量取决于人才!新的世纪，新的历史时

期，在编纂地方志方面，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条件。

凡是要建立一门学问和学科，都必须培养一批专家，

9



壑坚查查
新一轮修志工作一定要依靠专家。因此，我建议各个

地方，在新老交替的时候，要充实一批大学生，吸收

一些有志于此的青年人，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和

生活条件，在科学的道路上给他们以光明的前途，使

他们经过若干年的锻炼，成为中国新一代志书专家。

国务院过去已经作了批示，可以解决修志人员的职

称问题。各地要把这项工作看作是稳定和发展修志

队伍的一个重要措施。

我相信，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必然会产生出一批

在这方面有很深造诣的学者；修志这门学问和学科，

将愈益显示出它的独特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这也

是我们志书人的光荣职责和神圣使命。史学家有史

学家的任务，志书家有志书家的任务。我们不仅要纂

修志书，而且要把它作为一门学问建立起来，建设方

志学科，培养方志专家。我曾经提出要编撰《志书通

鉴》，目的在于总结我们自己的国际的文化历史经

验，对修志这门学问加以概括和总结。当然，《志书

通鉴》还具有理论性质。这些基本的工作现在就可以

而且应该开始做。

明年，地方志办公室要组织全国力量编写教材，

为各地修志人员的培训作好准备。明年最好先完成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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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形式的教材，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有的地方也可

以同时写不同的教材。在这个问题上，要提倡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应该从明年开始制定今后几年的全国

人才培训计划，大规模培训人才，把我们已有的经

验，变成新一轮修志的精神财富，新一代修志人的知

识基础。如果没有一批铁心于此、甘于奉献的志书

人，没有一批学者和专家，志书的质量是不可能提高

的。
。

同时，我们还要重视培养能专门为社会服务的

用志人才。唯有用志，才会使志书纂修工作代代相

济，连绵不断；也只有用志，才会使我们这支队伍的

素质不断提高，才能知道进一步编纂的意义。

六，要加强地方志理论的研究

这一届地方志指导小组的领导干部已经基本实

现了年轻化，其工作任务也应有所变化。今后，地方

志指导小组办公室除了要继续为地方志指导小组服

务，组织协调全国地方志工作外，要特别重视对方志

理论、方志学以及志书的体例和规范的研究，形成深

入研究志书理论的局面。我们不是一再讲理论创新

吗?建立科学的志书理论，是一项很迫切的任务。没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