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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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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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地区内和地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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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国内外的交流、交往E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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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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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恐怕就难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编地方志
社会效益的发挥。

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先从1997年中国地方
志优秀成果奖获奖的志书中选取若干种改编为简

本，每种30万字，以《新编中国优秀地方志简
本丛书》的形式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编纂这套丛
书的目的在于增强新编志书的可读性，扩大志书

的影响范围，更好地传播地方信息，发挥志书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功能，使志书更好地服务于当
代社会。

现在，《新编中国优秀地方志简本丛书》第
一辑编辑工作已经完成，收入第一辑的简本有八
种，它们是：大足县志、阜阳地区志、秦皇岛市
志、绍兴市志、顺德县志、文登市志、辛集市

志、建水县志。《丛书》在保存原本志书内容精

华、基本框架不变的同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篇幅的浓缩精简。

既然称作简本，就要对原本进行删节、浓

缩o《大足县志》141万字，《阜阳地区志》205
万字， 《秦皇岛市志》700万字， 《绍兴市志》
540万字，《顺德县志》180万字，《文登市志》
184万字，(4-集市志》190万字，《建水县志》
120万字，均删简为30万字左右o

4



第二，内容的升华充实。

简本不单纯是文字的削减、浓缩，而是内容

的提炼和充实，信息密度大为增加。例如《秦皇
岛市志》简本比原志更着力、更集中地展现其特
殊的地理位置、优越的自然环境所构成的区域优

势——港口优势及旅游优势，在人们心目中树立
起中国“夏都”的形象。同时，不少简本还增加
了原本下限后的内容，使简本进一步与现实接
轨，提高了使用价值。

第三，结构形式的创新。

简本为了执简驭繁、言约事丰，避免面面俱
到，使读者用较短的时间了解本地概貌，就要选
取最有代表性的资料。因此在结构上大多打破旧
格局，进行再创作。例如：《顺德县志》简本紧

扣顺德地处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地理优势，抓
住民族工商业及改革开放中创出的富有特色的经
济发展这条主线，在原志基础上另搭构架，重新

组织加工素材，重点记述地理、人口、经济、城
乡建设、习俗、华侨、港澳同胞及名人，而略写
机构等内容，以使读者对顺德的古今地情脉络一
目了然。

第四，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更加鲜明o
《阜阳地区志》简本突出经济、文化和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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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章节，农业章介绍土特产品，文化章保留猴

戏、剪纸、农民画等民间文艺o《辛集市志》简
本加大了人文部类的比重，通过本地人物反映历

史。辛集市传统皮毛制革业在改革开放后焕发生

机，成为全国最大的皮装生产和营销中心；辛集
市中小学教育发达、质量在全省名列前茅，这些

都在简志中重点记述。《绍兴市志》简本则加强
绚丽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人才辈出的比重o
《大足县志》简本以举世闻名的石刻艺术宝库为

重点，对兴盛于晚唐、鼎盛于两宋、拥有五万余
躯石窟造像群浓墨重彩。

此外，简本对原本的疏误之处有所匡正，并
增强了文字的可读性。

原本与简本，一繁一简，各有侧重。如果想
简明快捷，就读简本；如果想了解更详细、更系

统的资料，请读原志。两者各有千秋，互存互
补，互相辉映。由于简志具有部头不大、价格适

当、信息密集、特色鲜明的优点，它可能会受到

广大读者的欢迎，从而实现地方志工作者多年的
企盼：让新编地方志走上一般干部、群众的案

头、书架，并成为前来洽谈业务者或寻根访胜者
随身携带的必备之物o

《新编中国优秀地方志简本丛书》工作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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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包括志书的选择、内容
的增减、结构的调整以及文字的处理等等方面，

肯定会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这些问题，一定会
在探索中不断改进。我相信，编纂简本方志是一

项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它一定会为建设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

宰黜煞僦瘩羹王忍之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副组长
一～～

1999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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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文登市志》于1996年12月面世，次年8月在中国地

方志指导小组举办的全国地方志优秀奖评奖中获一等

奖。1998年，方志出版社拟出版全国优秀方志系列简本

丛书，我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的同志应约在编

纂《文登年鉴》的同时，高质量地完成《文登市志》(简本)
的撰稿任务，并将在建国五十周年大庆时出版发行，实在

可喜可贺。
。

《文登市志》184万字，资料详备，但部头太大，对一般

读者来说，是太重太繁了。《文登市志》(简本)仅31万字，

选《市志》之精华，融古今于一册，易于阅读，利于普及，可
使更多的人了解文登，热爱文登，进而为支持和建设文登

献计献策尽心尽力。《文登市志》(简本)的出版，必将在
我市开展的全民读书活动中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欢

迎。当然，简本的特点在于“简”，要了解更具体更全面的

史料，还要看《市志》。另一方面，《市志》下限为1990年，

简本下限延续到1998年。这8年，在历史长河中也许仅

是一瞬，但在文登改革开放史上，却写下了光辉灿烂令人

难忘的一页1 8年来，全市两个文明建设成就令国人刮目

相看。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23％，1998年达到116．6

亿元；地方财政收入年递增20．8％，达到3．67亿元；居民

人均储蓄余额年递增66．5％，达到7476元；60家工业企

业产值超亿元或利税超千万元，其中2家利税超亿元。

我市已成为现代化沿海开放城市，并先后取得全国计划



生育工作先进单位、综合经济实力百强县(市)、农村综合

实力百强县(市)、卫生城市、优秀城市、科技实力百强县

(市)、双拥模范城、广播电视先进县(市)、文化先进县

(市)、体育先进县(市)等荣誉称号。1998年全国农村精

神文明建设工作座谈会在文登召开，文登经验已推向全

国，形成“南有张家港、北有文登市”的格局。8年间，高质

量的文登地方史志丛书的不断出版，本身就体现了文登

文明建设的新风采。《文登市志》(简本)突出地反映了这
一光辉历程，系统地再现了文登改革开放20年的光辉成

就，全面地反映了文登建国50年的宏伟业绩。从这个意

义上说，简编本比《文登市志》更具有时代特色，更贴近现
实，更有亲切感。

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一定要抓住历史机遇，总结过

去，运筹未来。希望广大干部群众密切联系实际，更好地

读志用志，以史为鉴，弘扬文登的文化优良传统，共同谱

写新世纪更加辉煌的篇章!

衷心祝贺《文登市志》(简本)出版发行!衷心感谢为

《文登市志》(简本)编纂出版付出心血的同志们!

满怀激动与信心，欣然为序。

2

中共文登市委书记 刘玉党

文登市人民政府市长 张言报

1999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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圃
文登地处山东半岛东部，濒临大海，古称“不夜”。北

齐时取山为名。明置成山卫，清雍正十二年裁卫置荣成

县，但威海、靖海二卫仍属文登。

文登旧志，我所知者，有清雍正三年、道光十九年、光

绪二十三年(民国十一年及二十二年铅印)者，盖典籍丰

富之邑也。文登人民本尼父富而后教之训，并在党的十

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指引下，1984年8月又倡修县志，参加了山东省第四期研

究班，先后编纂有《商业志》《供销志》《文登工业公司志》

《水利志》《工商行政管理志》《城乡建设志》《邮电志》《农

业机械化志》《石油志》《计划生育志》《盐业志》《电业公司

志》《人民银行文登支行志》等20余部，在此基础上，纂成

《文登市志》。成功之速之早，实堪敬佩!盖孔孟之乡，人

民智勇，党委领导有力有方，做事切实负责，不坐啸画诺，

敷衍塞责，故有此成就。此其最可贵者!

文登陡入海中，是海运及海防重地，难免敌机敌舰的

突然袭击，不可不防，以备不虞!

又文登城西25公里，有圣经山，俗称月芽石，刻老子

《道德经》上下卷及附记，共六千余字。金大定二十二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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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有东华宫，有金元七真子遗迹。此亦旅游之可纪者。

余喜《文登市志》巨细毕录，博而能断，有地方特点及

时代精神，保存了丰富的地方文献，大有益于存史求真。

鉴古知今，资政育人，亦合乎国务院1996年47号通知要

求。故喜而为之序。

一九九七年秋九三老人序于北京元大都

故都安贞门内蓟台畔

编者附记：1996年《文登市志》出版，志坛老前辈傅振伦先生曾以《新志异

卉》为题作志评，发表干1997年第4期《志与鉴>上。1997年11月13日，又收

到先生为《文登市志》补作之序。1999年6月先生辞世。幸借《文登市志>(简

本)问世之机，将先生之遗作发表于此，使先生对文登和文登志苑的厚爱水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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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文登市志》(以下称《市志》)于1996年出版，全书
184万字，这对一般读者来说，过繁过重o《文登市志》(简

本)31万字，32开本。简本的优点在于“简”，一册在手，可

知文登古今概况，以便于普及。简本的缺点也在于“简”，

要了解各行各业的详情，还须看《市志》。

二、《文登市志》简编本与《市志》的上限一致，除《建

置》《大事年表》上溯建县时，余为1840年；下限由1990年
延至1998年底。简本兼记1941年12月至1956年3月文

登、昆嵛(文西)二县事；其余年代，以1998年底文登市境
域为记叙范围。

三、《文登市志》简编本不是对《市志》的平均浓缩，而

是一次再创作，打破旧格局，改原中编结构为大编结构，

力求精选史料，言简意赅，有可读性。

四、全书前置《概况》，末设《大事年表》，中设《政治》

《经济》《文化》《社会》与《人物》章。原《市志》中的《方言》

《丛录》等全删，其他内容重新分属各章。
五、《文登市志》简编本不设图表；市“六大班子”只记

正职。记述适当采用史法，各项事业简记起始、发展阶段

及现状，力避琐屑。

六、行文用书面语体文，单位用公制，数字除中国历

史纪年、阴历月日等沿用中国数字外，余用阿拉伯数字。

七、《人物》入志范围：《传略》记已故全国劳模，正厅、

正地、师级以上干部及著名烈士，正教授级知识分子，以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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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先后为序。《在世名人录》记全国劳模，副省级、副军
以上干部，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及著名作家、学者、 I
坛名人，以姓氏笔划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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