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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吾

前言

文献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且随着人类文

明的不断进步而发展。文献记录着人类从事社会实践、生产实

践和科学实验的全部史实和经验。孔子在《论语·八佾》中早

就说过这样的话：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

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我们要了解一个地方的历

史文化，并从中探测、把握、研究一个地区不同时代特征的发

展轨迹，没有历代流传下来的各类文献，确是无从谈起的。

我们都知道，宝安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早在东晋咸和六

年(公元331年)已设置宝安县，并且曾经管辖深圳、香港和东

莞、惠州的部分地域，这块神奇的热土历经1600多年，孕育仁

人志士无数，松涛古韵缭绕不绝——这些文人雅士著书立说，

谈今论古，道出了宝安不同时代的历史风物。如宋代曾宋珍有

《曾宋珍遗刻》；明代潘楫著有《律吕图说》并《钟岗诗

集》、 《监议》数卷。陈让著有《诗集》四卷；潘甲第著有

《遐方迩言》、 《宝安堂集》；吴国光著有《石龙轩寓徐永

署》、 《雁荡》诸稿；郑文炳著有《奎亭集》数卷；陈向廷著

有《百一》、 《觉梦》诸草，及《百尺楼遗稿》七卷；利懋著

有《云庄集》；清代邓文蔚著有《燕台新艺》；温泽孚著有

《四书纂要》六卷、 《易经精参》四卷、 《群书辑略》五卷。

等等，不胜枚举。可惜今天我们已经见不到了。幸好我们还有

靳文谟修、邓文蔚撰的《康熙新安县志》，舒懋官修、黄崇熙

撰的《嘉庆新安县志》，张二果、曾起莘著的《崇祯东莞县

志》，郭文炳编的《康熙东莞县志》⋯⋯不然的话，宝安，特

别是深圳，真的成了人们常说的“一夜城”，是一个没有历史

的地方了。

地方文献工作是各级公共图书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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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图书馆收集、整理、典藏的地方文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都会为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地方文献

是反映特定区域内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及群体活动方式的

记录，它涵盖一个地区的疆域沿革、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经

济发展、名胜古迹、风土民俗等各类型文献的集合体，它是图

书馆功能建设中最具特色的一个支流，是记载和传承社会文明

的有形载体，是了解特定地域历史履迹的窗口。

宝安图书馆作为地方性公益图书馆，自1993年新馆开放以

来，一直默默耕耘“地方文献"这块宝地。在黄峒胜副研究馆

员的倡导发起及主持实践下，得到中共宝安区委宣传部、宝安

区文化局的高度重视与指导，经各级领导和各界人士的鼎力相

助及支持下，他们和衷共济，力排异议，独辟蹊径筹建起初具

雏形的“宝安文库”并编撰地方文献志，在现代史中确属不

易，其敬业精神难能可贵。他们搜索采访，收集整理，典藏编

撰，涉及大宝安范畴的地方文献资料，内容包括：政治、经

济、科技、文化、法规、统计、人文地理、史志、史料、年鉴

(机密除外)等资料及涉及本地区人、事、物主题的公开出版

物和内部出版物(含电子读物、音像制品、机读资料、照片

等)：描写著述大宝安内容的；本地或曾在宝安工作生活过的

著名人物著作、生平传记、手稿、百姓族谱等。

随着地方文献收藏的日渐丰富，宝安图书馆于2006年上半

年成立了特色文献部，将原有“地方文献专架”开辟为颇具地

方特色的“宝安文库”，专题陈列深圳、宝安地方团体及个人

作者编辑出版的不同成果作品，系统化收藏、整理、编撰并展

示传播宝安地方特色文献成果。这是一件功在千秋，惠及后人

的事业。希望今后在各级政府部门和广大读者的支持下， “宝

安文库"能规划成为宝安文献的收藏中心，宝安文化的研究中

心，宝安建设的参考中心，并通过阵地服务、书目索引服务、

专题信息服务等服务手段，使之发展成为在海内外享有一定声

誉的宝安文献研究中心。

《宝安文献志》 (卷一)作为《宝安文库》第一辑，数易

其稿终于付梓出版，这是宝安文化发展史的必然。纵观此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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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是辑录、记载宝安自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己经问世的部

分文章著作及其成果作品，这类成果作品大多是宝安本土作者

及宝安移民所写。文献涵盖广阔，包罗万象，内容翔实。她再

次凸显了宝安人披荆斩棘的创业诗篇，并从不同角度描绘着宝

安人文跌宕起伏的自然画卷。它从史学上、学术上为世人提供

了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研究宝安发展的专业课题。

为了让广大读者更好地了解和利用宝安的地方文献资源，

这次特别编撰的《宝安文库》第一辑《宝安文献志》 (卷一)

一书，摘录了66名专家学者作品及其集体创作汇编，介绍他们的

学术道路和成果，他们工作在宝安各行各业，基本上能够反映

宝安自开放改革以来的地方文献资源的状况。由于条件和水平

的限制，编撰时间仓促，不可避免会有遗漏，欢迎读者提出批

评指正，以便在今后的增订中修改。

鉴于首次出版的《宝安文献志》 (卷一)篇幅有限，相信

宝安还有很多作者的文献作品来不及入选此书，在此只能表示

深深歉意⋯⋯我相信：通过开辟“宝安文库"平台，编撰地方

文献史志，也许能不断促进宝安和谐社会的构建；我祈盼：在

宝安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能有更多的仁人志士，再接再厉，参

与收集编撰宝安地方文献。只要你在宝安热土上留下了足迹，

为宝安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宝安人民就不会忘记你，宝安地

方史志必将记载你的业绩华章。

张洪华

二零零七年二月



原宝安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广东省人大副主任方苞先生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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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 《宝安文献志》 (卷一)为《宝安文库》第一辑，收

编了深圳改革开放以来大宝安范围内66名文献作者的成果，其中

包括团体创作汇编文著。行业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

育、历史地理、医药卫生、工业、农业等类别。

二、作者入选标准要求有专著或有主要作品、成果，愿意

提供文献作品成果及相关资料，经专家小组评审后，按照所收

藏的文献作品成果及资料的顺序筛选。

三、本书入编文献作者以个人专著或集体出版物为依据，

作者要求是宝安本土人士或在宝安工作过的有文章著述的人

士，作品内容涉及描写记录深圳、宝安各行各业的文章著作或

其他概念内涵的相关文献成果等。 ．

四、全书共分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二大部类。入编人士

均按照《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体例及其主要作品内容归类，并

采用姓氏笔画排列。如文艺界的人士或作品是隶属于社会科学

总论，按艺术类索引查找，医疗卫生方面的作品隶属于自然科

学总论，按医药、卫生类索引查找。

五、每个版面由文献珍录、作者概略、主要成果、文献概

要、创作漫谈、精彩回眸、品味书香等组成。其中“文献珍

录”包含有深圳市各图书馆馆藏相对应的藏书索引号。读者可

通过这些信息查找到作者的相关文献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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