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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志坛

《果小|斗志坛》创刊，那是沉寂多茸的 《果

州市志通讯》复刊。<粟州市志通讯》是果小I~

首挖修志〈才 9 8 6 ~- 2 0 0 O~) 的产

物，才 987~创刊，才 994~停刊， 8~ 

闰其出 9本斗才期，对于指导志节编修、推动

修志进程以及营造修志氛围发挥了积极何用。

2005茸福建省地万志第六次工作会议宣布

全省二花修志正式启词，全市两级志节续修工

作进入准备阶段。复i}).刊物，是续志准备工何

之一，慧在承继茵驼修志好的做法，以利指

导、推动二花修志:更名《栗州志tzi) ，是说

明它南新的使命，它不仅是修志的illL务指导性

刊吻，而且是反映全市地万志事山发展的全景

窗口，入人一定意义上说，它还应是地万志工作

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阵地。

{可谓地万志?简言之，是以特宵的文体系

统地记述地惰的资和i性文献。它不专指一部

书，是以"志"命名和不以"志"命名的地情

类文献的统称，帐下以志、鉴、记为代表的子

系众多。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地万志

d"' 
正
E

是记载国情、地惰的资料宝库，是在国际上享

青独特的文化、学术地恒的国粹。{可谓地万志

工作?很难一言以蔽之，真王要任务青:传

达、贯彻党和国家关于地万志工作的法令、政

策;记录现实地惰，搜集、整理、保存历史地

情资制;组织、指导编慕各类地万志文献，管

理以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冠名的地万志文献的编

禀出版工作:组织开发利用地万志资源，开展

地情宣传毅青:进行地万志(言患化建设和地方

志理论研究等等。显然，地万志工作不唯编

节，育到于历史研究，是围绕着地情文献的生

产、管理和利用而开展的系统性、规范性工

作 ， 青很宽的工作领域，青专门的行illL范畴。

何谓地万志工作宗旨?明示之，为地万经济社

会的全面发展服务， ~D以真独特的万式一一全

面、系统、客观地记述地惰，及时提供适用的

地情资料文献一一服务于党政工作大局，服务

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大建设，服务于

地万白山发展。地万志的重要价值，首先在于

服务当代的实用性，真次在于垂鉴后世的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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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亨豆

'口
性。 何谓地万志事业?概述之，是由政府主

持、 国库开支，青专事的机栩栩人员，以记述

相反映地情为基本任务和工作内窑，持续逝行

的系统性工作和公益性活动。 地万志事llli与时

俱进，与世妖存，它伴民族、随历史，代代相

济，7j(不断章，正如江泽民罔志所指出的，是

"承上启下，继任开来，服务当代，青益后世

的干和(大山"。

刊名之"志5!D源远流t迁的"万志"

"地万志"的简称坛"则罔于"文坛"

"体坛政坛"等事山界剧之义，同时兼青

"平台"之慧， 5!D衷州万志界舆论平台。设

"t.五"励"志表示新时代的地万志走出深

闺，走出富闸，面向社会，服务社会，是独立

于先进文化之林而自强不息的一顶重要文化基

础事血。泉州地万志是申国地万志常青林中的

一棵小树，它厚植于历史文化名城又是当代经

济重镇的这万沃土，浸润于"爱拼敢赢"这种

闺南精神的滋养，又时处改革创新时代，它没

青理由不自壮成妖，它必然要以顽强的生命刀

邱吉宏

和 "敢为天下先"的禀赋，生枝发身，赢职枝

繁时茂的发展空间 !

《粟州志i五》于二$B~多志应运而生， {旦真

视阑不限于修志，真使命长于 "二驼"。它伴

生泉州万志事血，步(皆栗州万志工作，在更宽

的领域伸展头角，从更多的层面版纳声响，以

更新的日昧展现魅力，用更强的张力聚集人

气。它应作沟通修志的渠道，饲沉史实的扉

斗，勾乙经验的小苑，饲玄学理的平台，勾描

风土的窗口，旬连各界的桥梁。创刊之际，嘱

真勤耕不懈，嘱真开拓创新，嘱真不辱使命，

为万志事llli也为地万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奋力

发挥应宵的作用。小干U任重而遭远。

地万志事山是政府事血，也是大众的事

血，需要政府支持，更需要大众参与，唯此，

万志之树刁能常青妖茂。(果州志tïD 是果州

万志的一芽新时，诚惶赤子之I~'额求自家华

章，思揭愚公之力勤录大平胜迹。祈望各界垂

爱，欢迎诸友赐毅。愿编者与读者携手，只罔

为地万的文明建设添上-抹新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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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地方志系统

表彰先进会议上的讲话
陈牵无

(2006年4月 l 日)

今天，找们在首都北京人民大

议，总结成顿和经盼，农草5全闷地 .lJ 志系统的

体和先进 r作者。 这次在全国地占

统开展的评表彰先进活动，是新中间成立以

来的第一次，具有重要意义。我代表中国地方

指导小姐，向辛勤工作的全国地方志系统的

热烈的祝贺!向关心、支 J夺地

界人士农小衷心的感谢句为

~作出突出贡献的光

和先进 l 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国新编地H;忐~作臼 20世纪 80年代全面

开展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主持 r ，全国

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和广大豆，忐」二作者艰苦奋

斗、开拓进取、甘于奉献，在编篡社会主义

fj;志中取得了显著成锁，为{专成中华文明、

发展杜会主义先进文化作出了贡献，

许多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今夭受到表彰的

体和个人，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希望受

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珍惜荣誉，再

接再町，再立新功。希望全国各级地方志工作

机构和l广大地方忐工作者以先进为榜样，

阻圈黯íI础圃 4

注j 先进、 进，共同开:在IJ 地方志工作的

回顾与总纣20名1f的修志实践，我网新编

地方志 L作取得了令人瞩 H 的成就， 1t Ip 最集
中、最重耍的成就表现在 J个方面:

第年，编篡 L什:硕果祟祟。全国轮有、

rfj 、县气级忐书规划结Jj 篡 6000余 nl..J , 

2005年底，已出版5000余部，完成了规划机

的 88. 帆 1+' ，省级志节完成83. 2%，市级

t~ 元成 9 O. 6%，县级忐扫完成94. 的。此外，

编辑山版了4力多种部门忐、行业志、乡镇忐、

名山大川志:编基山版了全国80%以上的地方综

合作鉴:整理山版了大批 IU 忐 t~ 。山此 11]' 见，

杜会十:义和f)江忐是一项文化建性的系统 L

形成了庞大的社会科学成果群，积累了

的方志文化资源。

第\开发利用打忐资源成效显著。名年

来，各地认真j在实修志为用的指导原则，修忐

与m忐 )j 卒，努力为领导机关科学决策提供客

观的历史情况和l 依据，特别是在制定规划、

资源、唱础建设、才(f 肉i íj I 资、减灾防火、申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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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世界文化遗产等右面，提供了大量服务，作

出了突出贡献 O 与此同时，各地扩大服务范

围，尽力 18 负起认识世界、传承文化、资政育

人、服务社会的职责，逐步展示地方志」二作和

地 ìJ志资源的豆大的潜在价值。

第气，方志理论研究不断深化。方志工作

者结合修忐实践，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和有关

学科理论，积极开展方志回论研究。主要围绕

指导思想、体例体裁、方志性质、 )f志源流、

新旧志节的区别、续志编修、读志用志、方志

文化等问题展开研究和时论，撰写了数万篇论

文，出版了 500余部专著手n论文集，从而为总结

修志经验，推动修志实践，加强方志学学科建

设，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为继展和 ~L扬中华

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作出了努力。

20多年的修忐实践，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工

作经验，需要找们继续坚持和发扬，其中最基

本、最tE:要的纤验有五条:

第一"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各级地 Jf

志编委会及办公烹组织实施"是开展地应志工

作正确的工作体制。这-工作体制的确立，既

是对志节官修传统的继承，又是新时代创新的

结果。这~~作体制己被修志实践证明切实有

效，完全符合中国国惰，必须继续坚持和进一

步完善。

第二"纳入"丑到仕"是做好地方

志工作的基本墨求。地方志工作是为国存史的

重要工作，同时也是一项不容易引起重视，但

义十分重要的工作。我国新编地方志工作的实

践证明，要真正重视地右志 T {lþ和切实解决有

关困难，就必须按照"一纳入" (NiJ把修志士

作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忏级政府的任

务之巾)、 "五到位即领导到位、机构到

位、经费到位、队伍到位、条件到位)的基本

要求，落在实处，给予应有的重视。

第二，制度化、法制化是地右志韦业持续发展

的根本保障。我国新编地忘志工作白开展以

来，在制度化建设上做了大量作，管理逐步

回翅-国·

加强，工作逐步规范。为保障地方志事业健康

发展，还应尽早将地走I志上作纳入法制化轨

道，做到依法修志。目前，四川省、山东省人

大常委会己经审议通过了地方志~作条例，其

他有些省也正在积极准备立法，全同地方志立

法工作己纳入国务院2006年的立法计划，开始

形成依法修志的新格局。

第四，确保忐节质量是地厅志事业发展的

第一要务。质量是志书的生命，坚持质量第一

的原则，是修志实践得出的基本结论。志书是

严谨、朴实、科学的资料性著述，它是否具有

权威性，能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关键在于志

书的质量。新编地方志书必须做到指导思想、正

确，篇日框架合理，资料丰富翔实，文字通顺

流畅，时代、地方和专业特色鲜明，经得起历

史的检验。因此，要不断强化志节质量意识，

落实提高质量的各项措施，多出良志{主志，这

是修志 E作的百年大计。

第五，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修志队伍是修忐

l作的重要保证。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新编地

方志工作全面开展以来，常年都有·支包括2万

专职、 10万兼职的编修队伍在努力工作，这是

一支经受了锻炼、值得信赖的修志大军。要确

保志书的质量，保证地立志事业可持续地发

展，就要不断提高修志队伍素质， r大力气加

强修志队伍建设，保证我们的工作后继有人、

永不断续。

同志们，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

化传统，是一项功在当代、惠及后人的文化基

础事业。当前，我国首轮修志[作基本结束，

新一轮修志士作正全面展开。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伟大实践，赋予了修志工作新的内涵和要

求，广大方志工作者任重而道远。我们要继续

I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

指导，全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胆实践，

勇于创新，努力实现我国地方志事业的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

回__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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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省地方志第六次工作

暨表彰会议上的讲话
刘德章

(2005年2 月 25 日)

今天，我们在这 æ. 召开全省地方志第六次

工作暨表彰会议，主要目的是认真贯彻全国地

方忐第二次工作会议精神，总结我省七 手合修

志工作情况与经验，表彰先进，研究部署新

轮修志工作。

我省第 A轮修志工作 Jj] 时二十年。各级地

启志编篡委和f大修志工作 i芹，以邓小干理论

和"三个代表"甲: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省

委、省政府有关修志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正

确的政治方向，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精心编

篡，较好地完成了第一轮省、市、县二级志书

编修工作。第伞轮编篡出版的 175部志书，内容

丰富、纵贯古今、横花ÞH业，志节 11\版质量居

全国前列，中国地 )f志指导小组给 f 了厅志。

同时，各级地方忐编篡委还组织编修市、县综

合年鉴、各种地情书籍，整理出版旧志，加强

地打志数宁化建设，开发省情资料库，拍摄地

方系列电视片，开展地方志理论研究等。

这些成绩是我省广大修志工作者兢兢业

、I v.、 f契丽不舍、默默奉献的结果。借此机会，

我代表省人民政府、代表黄小晶省长向出席会

议的全体同志、各级地方志编篡委和l广大修志

上作者致以亲切的慰问! I司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表不热烈的祝贺!向长期以来关心和

支持地方忐事业的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表示衷

心的感谢r: Hiî ，我就做好新 A轮修志工作讲

-罩..6

几点意见。

\充分认识做好新一驼修志工作的重要意义

编(房地H忐是巾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展

上归 F 、继往开米、服务当代、有益后 tlf: 的千

秋大业。党和国家历来十分 E视l也厅志工作，

强调地方忐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虫组

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

具有独特历史文化学术价值的同情书、地恬

书，要"作民族，随历史，代代相济，水不断

市。"黄小品省长对我省新-轮修忐正作高度

重视， 2月 7 日忏-了"地方志编篡~作很重要，

希望各级领导都旦高度重视，要从人力、物

力、财力予以支持和保证。右志办的同志本身

也要加强这打而的认识，努力做好"的重要批

示:黄小品有长在省卡届人大气次会议所作的

《政府下作报告》中:kE强调，主耳继续做好地右

志 r~作。

纹~ 11爹新忐足时代的生巨求，是文化建设、史

学建设的 项了主要1.作。新 轮修志将全面系

统地记述改革开放以来，在省委、省政府领导

卡唯有人民同心向他、 1日月;奋斗、开拓创新、

与时俱址、建设恼述的 yc;辉历程，这对进一步

宣传福建，让世界了解福建，促进我有改革开

放和世间统-大、I v.， 将起到积极的推 i)J 作用。



泉州志坛

各级领导、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新 轮修

本工作的重史意义，认真贯彻洛实茧小品省民

t主要批示精冲，切实做到思想到位，责任到

位， J二作到 1fT. 0 jj 志 1: f~: 二忏要增强做好修志上

作的紧迫感、责任感，商标准地做好我省新

轮修志忏项工作，为海峡冈山经济同建设作出

r}~l献 O

三、明确目标任务， t~实伯良好新一挖修志工何

我有新 4轮志 1~计划编修192 月13.比 k一届

增加Jl 7郎，任务十分繁 Æ~ 0 省委办公厅、省政

府办公厅转发 f省地厅志编篡委《关 F开展第

一.届三级志书编篡 L 作意见的通知1>) ，明确了

新一轮 11爹忐[作的目标和任务。不少地方和单

位也己启动 f 这项 L作 O 各级、得有关部门和

修忐机构组齐心协力，按照省委、省政府部

署，抓好结修新忐各项 L作的 Î在实。

一足牢国确立"个代表" ;:要思想在地

}j志 Lff 巾的指导地位。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

六大、 |六届大中、网中全会和省委匕届七

次、八次全会精忡，大力 'JL-扬求真务实精忡，

H芷 J牛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科学发展观，以命

发布「为的精忡状态，全 Ikî 、客观、准确地 U述

我省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纤 1ft 、文化、社会发

展变化的新格局，文明进步的新信息，丰十会发

展的新情况， ~I:历史的足迹罔下深刻清晰的印

1G 。

:足 l平持质培第一，精心编篡。新一轮修

志工作墨从建设先进文化的高度，实施精品战

略，始终把质吊放在第 4位，把精 lull 意识贯穿

剑修志[作的各个环节，争创名志、仕志。要

把好资料关、编修关和出版关，使结修的Jι 书

达到观念1E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特点突

山，文风端正，装帧精美 O

气是大 )J 开国方志理论的研究和创新。修

jl二事业不能墨守成规，要勇于开拓，敢 j二创

新， lj 时俱进。要认真总结第一轮修志 L作经

Efi .. 苗圃

轨，加强对地方志编篡理论、志书体例和钳j修

规灿的研究，扬长脏 111 ，为新 轮修志 fT Pt J+t

础。

四是继续做好综合作鉴编禀仁作 O 不少地

方的修志机构 jf iJ\扣综合作鉴的编篡任务，要

做到志节、年鉴的编事村1得益彰，促进方志事

业的长远发剧。同时，要大力 )1 民 i士志用志、

民!在用鉴活动，充分发挥地恬资料服务、可代的

功能，为海峡两岸经济区建设服务 O

三、加强领导，为地J5志工何创造良好条件

编(房地方忐是各级政府的~ J0~ 重安职责。

芥级政府和省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茧小品省长

的指示精神，加强对地方忐 I 作的领导，推 :;}J

J立省方志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是继续坚持

"党委领导、政府 t =tl" 的体制韭伞步落实

-纳入、 IÎ. 到 1ìt. "星求，即唱持t~修志工作

纳入各地经济辛l 会发展和各级政府、省百 rr1亿

的任务之巾毕:.f;于领导到 1ÌT.、机构到位、经费

到 1\!. 、队 11í.到位、条1'1 到位。要力11 强细织、指

导、|办调、督促和检查，及时昕耳~ )江忐委

(办)的工作 ìLHl ，讨论地方忐工作，研究解

决地方志L作 '1' 的 E要问题。 二是建 \ì~ 稳定、

精 V 、高效的修志机构，努力建设 e 支!向素质

的修志队伍，使其能够先分履行组织修志职

能。二是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要在纤费安

排、 L 作条什、人 ~l百养 i古训等方面，为地

方、部i' J ;志书的编:墓工作创造条件，切实 M 助

解决修志[作中 j旦到的困难和问题。

同志们，我省 ;ÆJr 轮编修 i也 )J 志 I 作己全

面启动 O 省有关部门和各巾、县( 1夭)要按照

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和I 亚求基-步解放思

想，振奋精神，开拓进取，扎实 1:作，积极推

进我省忘忐 r作的开展，为全而建设小城社会

和/t:J峡四岸经济区建设作山贡献。

}w祝我省新一轮修本 l 作:国纣硕果， 内伞创

仕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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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地方志第六次工作暨表彰会议经验介绍材料

创新年鉴 打造队伍

积极备战第二轮修志

泉州市万志委

第一轮修志工作结束后，我们开始编篡地方

年鉴。首卷《泉州年鉴》是在省方志委的大力帮

扶下编成的，第二本年鉴即2002卷，从框架设计、

总篡到排版、装帧全过程，我们独立完成。接下

来的2003 、 2004卷，我们对年鉴内容设置进行大

幅度调整，并服从新编内容的需要，改进采编组

稿方法 O 正在筹编的2005卷年鉴，拟全面推行信

息、化网络操作流程，缩短编篡时间，提高工作效

率 O

我们年鉴编篡起步迟，虽然一起步就展开了

创新工作，但历程矩，首期(五年)创新的目标

尚未完全实现，成果还不成熟和稳定，借此机会

向领导和同志们汇报我们的初步做法和点滴体

会，诚望得到指导、教正。

一、我们为什么要编摹:íf鉴并创新年鉴

我市历时15年的首届修志工作大功告成后，

队伍自然减员，至2001年末，业务人员仅剩2名。

编篡年鉴是费时费力的大项目，费同等的工作

量，每年至少可以完成工三个短平快项目 O 现有

的人员承接省、市下达的多项编篡任务己是力不

从心，若再挺举这样一个大项目，无异于蚂蚁顶

磨盘。是上轻捷取巧的项目，还是不臼量力背这

个磨盘?必须有个明智的选择。权衡再三，我们

作了不自量力的选择，把年鉴这个大项目扛起

来，破釜沉舟，在极困难中寻求快速发展的生

机。我们是这样考虑的 z 第一，从方志事业长远

团圆__8

发展的需要来看，方志队伍建设是最具根本性的

问题，队伍断层不能拖到第二轮修志开始了再看

于解决。要快速扩充人员、培养人才、打造队

伍，最好的办法莫过于编篡与志书有较多共迪之

处的地方综合性年鉴。第二，从第二轮修志的业

务需要来看，修忐的突出难点在于市场化的社会

真实不易把握，尤其是工、南领域的真实资料更

难以收集和驾驭。年鉴是贴近实际，记述时新的

百科资料工具书，要探索新时期修志如何创新，

最好的途径莫过于编篡年鉴，并贴近实际创新年

鉴。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合轻就重，自我加

压，走上了一段十分艰难的路程。三年来，我们

'Jll 苦心孤诣创新年鉴，冲击→些全国性的难

题， ~J在根据编篡工作需要扩充人员、培训队

伍。目前已基本建立起一个专兼职结合、老中青

结合、知识结构趋于合理的年鉴编辑班子，在年

鉴创新方面也摸出了一些门道 O

二、在:íf鉴创新上做了哪些工何

《泉州年鉴》起步时，正值全国年鉴界庆日于

创新时期，不创新就没有出路。因此，创新成了

《泉州|年鉴》与生俱来的命题。年鉴是实用型的

年度资料大典，如何选编年度的地方有效信息，

是年鉴内容创新的基本问题。连续三年，我们在

几「次外访、座谈的调研基础上，对年鉴的内容

设置作了逐步深化的大幅度调整，同时相应调整

了组稿方法和编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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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加经济类选题"以我为主"编稿

经济方面内容庞大繁杂，用一个平面来选题选

材是不够的，必须多角度、多层面反映经济发展状

态和经济工作情况。 2004卷《泉州年鉴》除了继续

扩展2002卷增设的与经济密切相关的"人口、资

源、环境"栏目内容外，把经济类内容分成四大块

(四个系列) ，第一块是综合类，从不同的角度远

择具有全局性或对全局有重大影响的内容，设置了

"经济综述"分类经济"经济体制改革"投

资开发与建设项目"产业集群与工业园区"市

场建设"对外经贸经济协作与对口支援"

"县域经济"海洋经济"等10个分目，其巾5个

是新设的，占50%。第二块是产业，基本按统计局

的产业口径排序:农业与农村经济、工业(各门

类)、第兰产业(主要门类)、信息产业。信息产

业是近年发展迅猛、势头强劲、前景十分广阔的产

业，我们把它升格为分目，并列于第三产业之后，

分目 F新增设"电f信息产业"电信服务业"

"信息技术运用"信息化环境"等6个子目，以

充分展示这一新兴产业的发展状况。第三产业中的

批零服务业、房地产业市场变化活泼，与大众午1百

关联度大，栏目查询率高，但稿源困难。我们试选

择市场行情最热的车行和房产立目，用调查采怖的

办法组织资料。到子的资料虽不多，但很有价值，

如"楼盘价目表"、 "车辆购置挂牌统计表"等。

广告业、会展、lk 、拍卖业等于目也是新增设的。第

二块是经济管理，对应管理部门设置了 16个分目，

其中"国土资源管理"海洋管理" "水陆运输监

管"银行监管"安全生产监管"药品监管"

"食品卫生监管"版权和时版物市场监管"等

8个分日是新设置的，占50%。第四块是"企业与产

品

体的发展面貌和行为轨迹。整个纤济大部类更新率

在60%以七。

泉州经济最大特点所在是民营和外资，我们没

有设专栏专目来介绍这方面情况，因为泉州非公有

制经济的份额占95%以上，各种经济成份互动共

荣，设"个私经济"这类栏目没有必要日.不妥当，

所以，所有制方面的'情况，放在"分类经济"和

"体制改革"栏目中体现。经济体制改革是这个历

史阶段社会演变的核心内容和时代特征所在，到了

10个子目予较详细汇述。针对泉州|产业特点和区域

E植·匾国·

经济特点较为突出，我们设"产业集群"县城经

济" "海洋经济"栏目，使之得以展示。

这样的编 H 设置，打破了部门与栏目对应的格

局，无法一」找到对应的展编对象，虽然把内容分

解给有关单位，但米稿很难"适销对路无法作

简单的拼装。怎么编?现状迫使我们采取"以我为

主，大肢解、大挪移、大缝合"的做法。"以我为

主"就是服从编篡纲目的总体要求，责任编辑发挥

主导作用，而不是被动地服从来稿， 1在样画葫芦:

"大肢解"就是对全部稿件进行内容分类切割:

"大挪移"就是按编日事类把相关材料调整在一

起"大缝合"就是按照大纲的总体要求把材料逻

辑地整合起来，缺漏材料要补上，文字综合不起来

的由编辑自己撰写。这样编法难度高了，工作量大

了，一个部门的材料要分析、切割成若干块分置在

不同栏目下: →个栏目的内容，要从多部门、多渠

道攫取后整合(整个经济栏目由编辑重新编写的文

字占30%以上 一个字项可以多侧面反映在不同

的栏目中，要用多种方法处理大量交叉关系。虽然

开始这样做时，要花费较大的力量和较多的时间，

但我们的编辑队伍却在这种实践中得到较多的磨

练，逐步掌握了按事类(而非按部门)构架资料体

系的基本编篡方法。

(二)突出地方人文特点，面向社会多渠道征

稿。年鉴创新讲究"特色"。我们认为年鉴特色有

二重属性，一是此时此地不同于他时他地的事实内

容，二是此书不同于他书的编篡打法、表现风格。

前者是本质性的、决定性的，后者是从属性的、服

务性的。编篡年鉴是否有特色，首先要看是否贴近

地情实际，其次再看其表现方法、制作艺术是否适

合内容需要，使特色地情显色牛辉。不能舍本求

末，搞脱离实际的"特色"花样 o 泉州|是历史文化

名域，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全国著名侨乡和台湾

汉族同胞主要祖籍地。以怎样的载体汇集这些方面

的资料，使这些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向世人提供最

具地方特色的人文社会时新信息?在编文化类内容

时，我们把创新的注意力放在这个重要关节上。

些文化部门送来的稿件，内容单薄笼统，也是不

"适销对路"的 O 经反复协商，勉为其难，仍无法

达到组稿要求，怎么办?只能采取新的组稿方式。

编慕2003卷时，我们在一级中斗目中大胆设立"泉州

乡亲"大栏目，在文化栏目卡'设置"泉州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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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抓于，面 I向司社会多渠道;征止稿。"泉州|乡亲"广泛收

录海内外泉籍乡亲年度内的成就、奖誉、善举、乡

谊往来及其他有意义的重要活动。征稿的办法主要

有、挖掘侨台部门资源。侨台部门掌握着大量

海外乡亲的资料，仍是我们组稿的主渠道，关键是

要取得他们的共识和支持 O 经过许多"书外"的努

力，一些部门、一些同志热情地支持、配合我们的

工作。我们侨办的陈楚材同志非常好，平时恨费心

地收集了大量资料，提供给我们的资料又经过认真

的筛选，使用率很高。政协、侨联、台办、金联等

单位也都提供了珍贵的文字、图片资料。侨联主席

陈秋菊同志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小{且提供了许多

侨务信息和个人{呆在的图片，在他们发送世界各地

的刊物《乡讯》上登载年鉴征稿启事，还在二百忙中

亲白为年鉴撰稿。 2、与驻外机构、相关组织建ÎT.

供稿关系。市政府在北京、上海、深圳、福州、厦

门、成都建有办事机构，商会在全|斗各省市建有异

地商会50多个，通过他们的努力，可以得到国内乡

亲的大量信息。迄今由这个渠道送来的人物资料有

上百份。趴在县(区、市)建立通讯网络"乡

亲"的群众性很强，基层贮藏着大量信息资源。我

们采取聘请通讯员的办法，在各县(以、市)建守

信息供稿渠道。永存的特聘通讯员郑流年同志，不

伺给我们传递时新信息，报送儿 1-份相关材料，还

穿针引线，带我们会见一些重要的侨领、港商，帮

助我们与海外的同乡组织建立直接的联系。 4、通

过新闻媒体发布征稿信息。"康定情歌"的原采写

者吴文季，获2003~2004年度英特尔科学天才奖的

美籍青年学子陈宁寅，泉州|第一个考入中央音乐学

院、旅f垂青年钢琴家陈舒华等人的资料，都是其亲

友得到信息后主动送来的 o 5、编辑人员自主采

编。编辑要"眼观六路、耳昕八方"从书、报、

刊、电视、网络、广告等多种信息渠 j草上采摘资

料，经核实加工成稿。有时获取的不是现成的资

料，只是线索，还要追寻线索采访。台湾商人王人

瑞先生往返泉台国次，编辑人抖得到线索后， J-_ 门

拜访，不但取得他个人颇具特色资料，j1二得到其他

乡亲的资料。开辟"乡亲"栏~，不仅仅是一本书

的意义，他对于联络中华民族亲情，扩大对外开放

和促进国家统一，有着积极的意义。

"泉州学研究"的资料也一样要靠多渠道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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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1'}]: tI下我们设青了能体现地域文化特质的"泉

州|海外交通研究"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

"南自由戏研究"泉白关系研究" "泉州华侨华

人研究"泉州|文史研究"泉州|人物研究"泉

州|经济研究"等条口，再按图索骥，上门)I'iJ-些相

关单位、组织和个人约稿。找们设"著作"栏 H 反

映这道不断亮丽起来的文化风景线， {同i亥栏日也是

没有口j 依托的供稿单位，资料完全是靠总编室向向

丰l:会收集。近些年著书 \'r 说写传之风日楠，我们在

很用部的范罔里就收集到在泉人民、内内外呆籍乡

亲2003年山版的著作110余部，以后逐步建立起收

集渠道，整合资料就旦有意义。通过以上努力，

《泉州年鉴》丰l 会文化类资料进-步贴近了现实，

泉州的地方人文社会特色在午在中得到 定体现。

(三)改造政治类栏 R ，体现时代精神。编篡

2002卷时，我们把政治部类的党政军群机构的排

列作了初分梳理，按照机构的'性质夕iJ咔"地左领导

机关党委及其纪检部|、j)、 "国家机关"人

大、政府、法院、检察院)、 "地方参政组织"

(政协、民主政党、人民同体和群众组织)、 "地

方军事机构"以体现我国地方政权的法律结构。

但政府机构仍是眉目不洁，因为政府多数部门的l

作情况被摆到经济、文化、城建吁:类日用去了 O 编

2003卷时，把政府系列的工作部门全部摆在政府

分f=!1'" ，其年度工作情况各浓缩成下子以卡的"工

作综述"。部门稿件所提供的全市性情况(社会性

材料)分别编入经济、文化、城建专芥部类， tl巴部

门情况(部门性材料)和各领域的情况剥离开米。

这样做，处理材料难度大，还极易出现交叉重复的

现象，但有如 F好处:第一，政府机构的周日 清

楚，整个政治类的机构资料完整统一:第二，各单

位都有阐述年度履职'情况的统一平台，符合政务公

开精神:第二，避免各部类的内容夹杂部门内部情

况，比如在工业类里就不会山现"经委的党建工作

受到省委表彰"这种杂糕现象:第四，打破编日与

机构对应的这种计划经济条件 F形成的编篡|日院

式，为按才豆类忡，质和编篡需要科学组织内容洁理了

地基。编墓2004卷时，我们进一步改造了政法类的

编法，设 "1去治"一级栏目，栏目 F除了公、检、

11:、司的内容外，增设党委对 11制工作的领导、依

法治市、依法行政、基层民主制度、监督、警tti:案

例哼方由的内容。伴随着巾'场纤济发展，民主法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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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政治文明建设必然推进，这是同史的必然

'性，年鉴应当体现这种时代精神。

(四)创新载体和体例，扩大年鉴资料容量。

年鉴是工具书，基本功能足供人们查询资料，汇入

的资料越多越全面跑系统，其1'E!lJ 价值越高。但书

版年鉴容量有限。我们为2002卷《泉州年鉴》配了

光盘 ， 1B.只是书版的市复，意义不很大。 2004卷年

鉴定制的光盘不-样，它以节版的全部内容为核

心，链接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有i也H j;见章、文献、

文件、统计资料、重要讲话文稿、各种名录和图

表、相关小知识和使民资料。我们把书版不I1 光盘捆

绑在一起，在书版 t 可以查阅光盘内容日求，在光

盘里可以商i句书版"言犹未尽"的详细资料。书版

是品牌形象、十:体建筑如大雄主殿，光盘带着它的

库房似藏经阁，我们正在建设的地恬网站，将以更

新的载体形式，与书版、电子版一起组成交相辉映

的史志鉴建筑群。

2004卷《泉州、|年鉴》还有 A个特别之处，太年

鉴套着小年鉴，鉴中有鉴。泉州市的辖区体最恨

小，区情与市情关联度义大，若也编印一本厚厚的

横陈百科的综合年~在，费时费力费资金，经济效益

差，社会效益也不高，投入产山比、性价比都是负

值。若是不编也遗憾，毕竟还是有独白的 I义情要记

述，而巾级年鉴义不能代替区级年鉴。于是我们与

鲤城民方志委共商，仿分编的形式，把《鲤城年

鉴》纳入《泉州、1 1f鉴 ìì ， 仍独立为鉴，但压缩篇幅

在18万字以尸，合印在《泉州年鉴》书里。这个创

患得到 1><:委、区政府支持。这种"鉴中鉴"是体例

上的一种新尝试，效果如何，还得"以x}J.l日效"。

此外，我们组织有前瞻性和指导意义的文章作为专

文，有专|对'忡地分置于各大栏 H 之前， 1史文章的理

论观点 ij栏 H 下的资料内容相互映照。这也是在丰fE

架栏口设置上所作的和l' 尝试。

三、几点体会

(一)领导重视，部门支持，是发展方志事业

的根本保证

H;忐 L作是一项特殊的公益性文化政务工作，

要依靠行政力支撑。泉州市党政领导|分重视方志

工作，从各方面关怀、扶持方志事业发展 O 市委书

记、市长每年·两次昕取右志工作恬况汇报，指引

工作应向，帮助解决困难问题。市委书记2003年批

回国-

示"围绕中心、围绕大局、围绕职责，积极主动

开展工作 2004年又批示"方志工作十分不易，

各有关方面应尽量予支持"。市长亲11:方志委主

任， t巴:厅志工作要项列入政府工作报告，摆进工作

部署和督办的平台。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长经常到

办公室看理大家，关心打忐干部成长。分管副市长

具体指导创新工作，要求忐鉴产品耍"贴近杜会实

际，贴近市场需求，贴近民众生活"。方志工作者

积极贯彻党委、政府的工作部署和工作意图，找准

自己的位置，跟进大泉州发展战略推进步伐，以特

有的方式服务三个文明建设，打开新的工作局丽。

有:领导关怀下，近年右志士作条付得到显著改

善。是改善人员条件。组织部门增加方志委的领

导职数，从"热门单位"遥远德才兼备的巾青年干

部到领导岗位，加强了骨干力量:编制、人事部门

帮助杠忐委补充了5名朝气蓬勃的年青人，充实了

后备力量:政府办公室帮助从各县(区、巾)借

调、从省内外聘用专业人才，增强了业务力量，两

年内，一支富有发展潜力的新队伍基本组成。二是

改善办公条件 O 泉州市的行政办公设施老旧，政府

大院内的用房极度紧张，在诸多单位强烈耍求增加

办公用房的呼声中，政府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千右

百计为方志委-次'性调剂了近 150旷的办公用房，

比原有的 (80M2 ) 增加了两倍。办公设备也大量更
新，除人于一-台电脑外，还增置 1T flJ 、复印、扫

描、摄像等各种现代办公设备。二气是保证业务经

费。近年来方志委除连续编篡《泉州、|年鉴》外，还

启动了"二|年泉州1" 名城泉州[" "泉州|史志丛

书" u 泉州|姓氏志" "泉州|地名志" "泉州名产

志"的编写以及古籍点校、网站建设等项目，这些

L作一一取得财政部门支持，项目经费逐年增加。

领导重视，部门支持，不但为右志事业发展造就了

基本条件和良好氛围，同时也增强了方志工作者的

贞任感和光荣J惑，使之"看重自己，看重;方J志这项

[作激发爱岗敬业，奋发进取的精神。

有'点缺撼，和兄弟地巾一样，罕今尚未明确

万志机构的管理性质(依照规定管理) ，县级机构

也因编制问题未建齐。期盼全省上下早日解决这个

问题，以从体制 t保障应志队伍稳定，保障}j志事

业长久健康发展。

(二)更新观念，与时俱进，是开拓方志事业

的思想前提

因.. 屈圃 1 1 



泉州、|志坛

我们在年鉴创新探索过程中，遇到大量的困

难，其主要的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机制性障碍。如

果没有创新的认知和源自责任感的动力，很难突破

旧工作模式的拘围。我们从三个方面解决观念上的

问题，为年鉴创新也为第二轮修志打好认知基础。

第一，明确新时期工作重点，增强应对新任务

的责任意识。第一轮修志结束后，修志队伍得享肩

卸重担的轻松，同时也陷入"失业"的迷茫。编篡

年鉴、整理古藉、读志用志……都是"再就业"的

门路，但兀论作何种选项，都没能消除"缺失主

业"的疑惑与疲软。失却日标意味着涣散 O 我们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过程中，结合工作实

际开展"与时俱进"的讨论，厘j青对新时期主要任

务的模糊认识，找lW!了目标方向。我们这一茬方志

人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就是续修志书，任务重点是

记述近前这一段计划经济过渡于市场经济的历史沿

革。而这→段，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发生深

刻变化，新事物气象万干，新问题层出不穷，市场

主体角逐博奕，社会阶层分化沉浮，利益需求多元

撞击，世象瑰丽多姿而又纷纭诡盾。就我们现有的

认知体系和业务技能，深入了解它不易，贴切记述

它更难。显然，我们这」茬右志受业应对的是前所

未有的艰难课题。在两轮修志衔接期，工作重点不

能丢失，不林马d石兵，何垠重任?无论开展哪项工

作，都不应绕开这个严峻的主题任务。研究开发远

久的历史资源是份内的，但修志毕竟不是考古历

史，而是接续着记述发展着的现实，同此了解和研

究当今的社会更重要;总结继成过往的修志经验是

必要的，但毕竟方法要适应内容，农业经济时代的

计划经济时代的记述方法，再好的也框不下当今多

层多边裂变骤合着的丰富复杂的社会内容，从以往

的方法中是找不到解决当今难题、适应新时代内容

需要的方法的，因此，探索实践更重要。方志是与

时俱进的事业，我们在解答历史与现实、继承与创

新这些基本关系中，增强了方志责任意识，找准工

作着力点。

第二，扣准新时期工作难点，增强创新的紧迫

意识。计划经济时期，政府作用覆盖着整个社会，

修志的基本运作模式是"部门供稿我编稿"。部门

提供的资料，也就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基本情况。改

革开放后尤其是近10年来，社会发展不单纯是政府

推动的作用，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愈来愈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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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着经济走向，影响着文化消长，政府相同转变

职能，不用行政于段直接管理的领域越来越大。由

此而来，传统工作模式也就门渐显露出其"不适时

宜"的局限性，虽仍能句轻就熟地编稿旧书，但所

辑内容脱离社会实际和大众需求的倾向越来越明

显。诚然，依靠部门供稿记述政府在社会各项事业

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必要的，但仅此不够，既不足以

反映经济社会生活不断的深f 度扩展的面貌戊其发

展变化的真实成因，也缺少满足社会需求的活鲜实

用信息，虽然志鉴有"官书"之卢， {f=I即使是"古

书由"官家"编的书也不能只记官家事，只作

"官样文章"。无论是否厅志单位，凡是因循守旧

模式制作的产品，都难脱"部门工作总结汇编"之

嫌。全国干多种地方年鉴，何以出现"下鉴一面"

而被受众冷落的窘况?所昭示的正是书后编书机制

的危机。编鉴如此，修志亦然，不能指望第 1轮修

志沿袭首轮修志的套路能修山好志 O 症结在于:完

全依赖h政体系无法取得反映整个社会情况的资

料，尤其是最能体现社会变革情况的L商领域资

料。这也正是新时期志鉴工作的难点所在亦即创新

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这个难题横丘修志之路，绕

道绕不过去，搬老祖宗无济于事，必须在实践巾解

题寻找答案。泉州是市场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我

们没有理由面对市场经济束手无策而些等兄弟单位

提供现成的经验。若推到第二轮修志启动才仓促找

办法，为 S'J 过晚:以修志结果论得失，代价太大。

我们让大家都认清这种时不我待的紧边情势，卸除

守着首轮修志成绩故步自封的包袱，树Î["国循守

旧没有出路，等待观望延误事业"的观念，以泉州|

人"敢拼才会赢，敢为天 F先"的精丰中投身 F创新

实践。

第三<.，选准创新载体，增强克服困难的主动意

识。我们选择编年鉴为创新的载体，编地方综合年

鉴是八十年代我国改革厅放初期源 f方志职能架接

开发的新工作项目，并非"旁i' J左业是更贴近

更快捷反映丹:服务于社会的方志主业形式之-。编

鉴 lj修志相辅相成，尤其是 pJ 以通过它为修志做好

准备。新时期编鉴 ij修忐所要记述的客体都是"现

时"的"整个"的杜会，虽追溯的年度段不一样，

记述重点及 }j法也不尽相|叶， 11口都要求把市场经济

特征的社会真实反映出来。鉴与志性质不同，功用

不|司，不能把鉴编成志，伺编鉴至少在两个 }j面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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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于修志:一是认识准备，编鉴要贴近杜会，追踪

事态，从而使修志队伍深入了解社情，跟进社会发

展脉搏:二是方法准备，新时期志鉴工作在选题选

材、取材组稿上都出现新的问题与困难，年鉴每年

出版，首当其冲，须先行操索解决办法，;m过年鉴

年年创新，一步步建立起新的内容体系和供稿体

系，从而为修志积累经验和训练队伍。从这个意义

l二说，年鉴的创新是修忐的"马前卒"。

创新不是一酬I(rj就的小改良，必须重构能反映

市场化社会真实的资料组织体系(框架、编片、体

例等) ，还必须重构超出行政体系的社会供稿体

系，是难度很大的改制 L1'呈。两年来我们|韦|绕创新

问题召开的大小会议七百次，开展方方由面的联络

沟通工作}二万人次，如果没有取得全体编辑人员的

共识和众多涉稿人员的认同，从而携于奋斗，只能

抱着良好愿塑望"难"兴叹。在实践中我们遭遇三

大难:第一难，认知社会难。悍经为了使一组经济

编日能贴近实际义不至 J二稿件藩空，跑部门，下基

层，走企业，召开几十次座谈会，查阅了上白万字

相关资料，前后花费二个月时间。没有对社会实际

的深入了解，就兀法准确并成功地选题选材。第二

难，组稿难。行政体系仍然是我们供稿的主要渠

道，但部门送来的稿件儿于全是年度工作总结的翻

版，可用的有效信息含量低，其中有两种情况，一

是部门仍然掌握重;要社会信息资源而稿件内容不到

作的，对此甫要反复沟通，互动调整，深入挖掘其

有效资源。曾经为了-个条日内容的更新，我们的

一位编辑几次上门商稿，当冒着一大阳一身透湿出现

在撰稿人而前时，对方终于被感动而改变拖拉应付

的态度，不1U.按要求翻新了条口内容，还主i)J提供

了我们不 f解的更有价值的新资料。另一种情况是

部门己经不掌握某类信息资源而]供不上稿的，对此

也/f~能甩手放弃，所落宁的内容与行政渠道之外的

社会内容一样再面向社会采编约梢。日前，杜会

中介组织发育程度不 l旬，能依托其提供 A个群体面i

较完整资料的单 1\'/ι少，国此我们散状的联系面就

很大，数以 r计的稿源关系要编辑主动去寻找、衔

接。有同志戏谑地说"坐等稿件的丰福时光一去

不复返，今后要吃尽找米下锅的舌头"在新的供

稿体系建成之前，的确如此。第一气难，编辑难。

是打破了按部门归类材料的惯例，编撰双方都不适

向:二是多侧面表现社会事物多重性，带来交叉问

田面-菌E

题多:二是资料来源杂，整合难度高。洋洋百万字

文稿经过十来回合的调整修改，仍难尽人意。创新

不容易，伤筋动骨，一路遇到的新问题、新困难实

在太多，工作量数fg r.i:张，以致大家夜以继日超负

荷苦干，还得承受赶不及出版周期的尴尬。如果没

有自应史命的责任动力和自讨苦吃的主动精神，无

法完成大量开创性的工作:如果没有确立创新的价

值取向，无法承受探索过程的阵痛而致灰心埋怨。

我们深切地体会到，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是开拓

H志事业最重要的主观条件和内同保障。

(二二)打造队伍，培育人才，是推进方志事业

的关键问题

方志事业是与时俱进的长远事业，要靠薪传不

断、后浪推前浪的人才队伍维系:修志(编鉴)是

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要靠精寸二的专业队伍主导、

联结众多兼职参编人员来运作元成。因此，方志队

伍规模大小、素质高低、能力强弱，直接关系修志

仁程的实施进度与成果质量，影响方志事业可持续

发展。我们在编年鉴和年鉴创新的实践 11 1 切肤地体

会到，推进方志事业没有一 4支足够体量的队伍不

行，有队伍跟不七时代发展也不行。编书是基本业

务，编好书要靠人才;人才是根本，但人才要靠编

书实践来培养。编书与队伍建设必须同时推进 O

举项目，建队伍。 "项目带动"是搞经济工作

的好经验，用于方志工作同样有效。我们在编年鉴

这个大项目下招兵买马，改变Ji志队伍弱小孤独状

况。组建队伍抓两个要点是形式多样，方志机

构的编制有限，慎重用于吸收新人，培养新苗，旨

在解除断层之忧:聘用的机制灵活 ，}f便引进人才

(兼职人员、退休人员、客中人员、外地人员) , 

可以最太限度地聚集业务力量。是优化结构，方

志工作者需要通晓历史， 11=1主要任务是汇述当代百

、j~发展状况，方志队伍相应须有现代副科的知识结

构，而不只是历史专业，尤其不能缺少具有经济知

识专长又有经济工作经验的人才。除这支裴本队伍

之外，我们还远步建设二支外沿队伍:年鉴栏目特

聘通讯员队伍、史j志顾问队伍、图片协作队伍。

抓创新，提素质。山于体制原因，许多同志习

惯于依赖行政体系运作，在能力 t 形成两大明显

弱点:一是封闭，与外界联络少，信息迟饨，对外

界变化反映不灵敏是被动，自主对外交流沟

;m、组织协调的能力差。我们在年 Cf转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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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志王作杂议
泉州市万志委

转圈

首轮修志开创了新 11 1 罔 的方志事业，造就 了

十万修志大车 。 带有抢救资料特殊背景的修志任

务完成后 ， 理应 认真总结一下经验教训，深入研

究地方志工作的基本 问题 ，以厘 i青方志事业发展

的方向和路径，确定方志工作的性质、职责和 l 任

务 。 然而 ，巾于种种原 |到 ， 这支不断减员 的修志

大军又匆匆忙忙踏 七续修志书的征程，步着背轮

修志的 1 1::1 辙，历 1- 数年 fl{ 转一 圈 。 恐怕这-罔转

得 xt~ 涩 ， 自己的领域越转越小，外部环境越转越

紧 。 己转完第二固的先头部队不知l 应有没有底气

和劲头说" [1 1;1 接着再来一国? "难怪- T~f 有人危

言 耸昕"一部书主义" 会把本该是生机勃勃、

前景广阔的方志事业导向小胡同 。

打野猪

日常中人们常这样 问 答"搞地方志是干什

么? " " 摘地方志就是编篡志书的" 。 作答的似

回蓝重iflDl 1 4 

邱吉宏

于天经地义，无可置疑 。 然 i雪山不 知 I 0 猎人 1J

野猪"不等于"猎人就是打野猪的" 。 猎人叫|

野狗、野鸡打不打?野稍打完猎人队'不歇业?有

则笑谈说 ， 一 个猎于 一 l床打野挤 ， 一年日跑 一野

狼 ， 不去11 其为何物，也不知所措，其他猎于把野

狼 打 了， 他 大惊失已，说你怎么不务 1

业? " , 

地理?历史?近是地情?

伺ì'r号方志?前人均震有 "地 ;1 [1. "之说， 京学

诚有"历史"之论，黎 'flTl熙 有"史 地两性" 之

谈 。 今人百家争鸣 ， llX I斗 "地方百科全书或

曰" 年方 717今总览或|才"政节或1"'1 " 资

料性著述或曰 "地情科学文献 " …… 明 清 以

来 ， 争论不绝于耳 。 11马 町，闻此不知该喜该;丛、 。

该喜 ， 学界热 闹: 该恋 ，谓之千秋大收 谓之巾华

民族优良传统的"尔问至今仍说不清是何

物 ! 既然 " 1f志"说不清方4; 二l 作"又怎能

不迷糊呢?既然打野拙没错， lIlf 11'T接着打总不会
惜 H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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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识庐山真面目， JL缘身在此山巾古人

早就明门这个 j草哩，要站岗一点看，离jZ!;一点

看，也就是把对象放在更大的环境(也|韦I )巾去

考察，旦容易总体作把握。

地}j志是一种古老的文化，源远流长，发端何

处， 下年公案，说<< }司'白'>> ，悦《春秋>> ，说

《禹贡》、 << llJ ì每经>> ，说地记，说《越绝节》

以歧其他的都有，解答这个 H 题是专家们的 f干

务。方志工作者只要晓得， 1也忘忐是先人们对地

情的市术和认失r1的产物，也就够[ 0 伞;于地方志

得以流传、历代相沿发展，则主要是 I11页应统治

(资政)市县的结果。隋以来的史和|较丰富，选

读几则口j 商方志冰山-角。

《隋书·经籍志》载"陆大业中，普i召天下

i吾有IL 条其风俗物产地图， r. 于尚书。故隋代有

《诸君I~物产土俗记》 一百五十卷， <<也;宁罔志》

. ú ~十九卷， <<诸川、|、|国经集》 →百卷 o 其余记

注甚众。"就是说，隋朝朝廷下用书且:求把各

地现实地情归纳整理[. -t/i (我国历史 L有组织、

大规模的修志活动就是这时候开始的) ，要求 t

报的是现实的风俗、物产、地图等 o 唐代朝廷把

方志-t~送的周期定为王年(盯改为五年) 0 <<大

!吉六典》 记载:凡地图委扑I'IIU二年一边，与版籍

借七省"。宋代仍然实 1]" 二年一修忐的制度。

《宋尘·职'白一ι 》 记载，宋太祖 F令规庭"凡

L地所产，风俗所尚，只古今兴废之国，州县之

籍，遇问岁造图以进。" 店宋修忐以 γ; 年为同

期，时间很矩， 1在当时的条件相 ~1二现在的

年，所报 j兰的资料叮然是现实的地情。末傲宗

时，还专门设置"九域图志同并"命所在州、|

县，编篡国经国家设同修志，应是从这 H、I

开始)兀明清是修志的鼎盛时期，大修全同伞统

志。元世祖曾令"大集 }j方因志而命之"编篡

《大兀大一统忐>> ，开[ " 伞统志" 先河。明初

25年中二次编修全国总志，明成丰H 永乐年间，州

次颁布修忐儿例(这是迄今所发现的最早修志介L

例)。清朝诏命各地设同修志， <<大清一统志》

修了三次，府、州、县志，所忐、fI-!.志、乡忐、

村志、屯志、关志、场志、亭志及山志、水志、

湖忐、溪志、庵志、午志等纷涌 1(1]山，内蒙、黑

E愿望出面噩噩IrD温

龙江、吉林、青海、新疆、内藏、台湾等省民，

明还没有志书，清代有了。

明清以来，随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内容较前

丰富，地方志大量增加对人事、文化等方面的记

载，雍正帝对各省志书采ik人物事迹的问题就有

关1 !-. i俞"志节与史传相表吧，其登载一代名宦
人物，较之山川风土尤为紧要，必详细确查，慎

重采录，丰工丰当 O 方志内容由白然地情向人文

地情逐渐转移，记载对象不同，必然就有记载方

法和志书体式上的变化。山此便又产生了舆

地派地理派)与"历史派"篡辑体"与

"撰若休"为代表的学术论争 O

另值得注意的是，自古以来地方志资料就有多

样化的体例，有志、 ì~ 、传、国、表、录、谱、

册、籍、注、考、乘等等，实际 t包括了便于横

陈现实的当时可以使用的-切载体形式。隋唐以

前的志书多个别单行，各自成书。宋时，将舆

|冬|、疆域、Li l 川、名称、建置、赋税、物产、乡

月1 、风俗、人物、方伎、金石、 2i文、灾异等汇

于-编。清朝将史的编篡万法融入方志，方志体

例进一步完备，并形成 h 志学理论体系。

纵观地方志发展的轨迹，不难看出，不同时期

(时代)人们对地惰的认知程度和需求不同，反

映地情载体的忐，其内容重点就不同，而不同的

内容相同就有不同的形式休例。忐书内容对地情

的反映由表及里，由个别到全而，山自然到人

文，由 f)J~状到历史，形成"百科全书"式的大资

料体系:忐书形式由简到繁，由单→到复合，山

分散到统 ，山粗放到严密，形成独立的方志编

篡体例。

地方志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其小同于其它节

籍文献的特有"个性即"地情虽然从内

容到形式很大程度融入历史学的成份，但决非因

此国变成"史书"。志书流传下来，后人从中看

到历史，但志节编篡目的和记述的主体内容都是

二~时的地情状况。人们了解地情，斗1然要知道这

个地方的"自然和丰1:会、同史与现状历史是

地情巾的一个 )j丽。不能因为地方志中有历史就

把历史纳入地}j忐范畴，同理，也不能将地方志

归入历史范畴。历史与方志向是并Î[交叉的关

E噩噩噩噩圃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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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交叉现象是正常的。当代学科哪个不与相关

利，交叉?问题是，码志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

中产生的章学 iJjQ 学派(即历史派)对后世影响很

火，世人多误将地方志归入历史范畴，作为历史

的一个分支，形成理论和5\JJ;念上的很大误眩，

这对地志事业的发展，对地}j志的实际工作，

极大的负面作用。可以断言，地方志工作如

果纳入历史工作范畴，地方志事业必定窒息 O

地方志不等于地方志书，志书是实物，地方

名称，是所有以"志"命名和不以"志"命名的

地情文献的总称。也就是说，地方志是…个无限

外短的普遍概念 O 地方志记录、反映的是地情，

因为地情是无限的、动态的(至少在时间和

上) ，所以反映地惰的地方志也是无限的、动

的，其内容无限，载体形式也尤限(志书体楚地

情文献的载体形式之…，不是唯一，而且它还

不断随内容变化而变化) 0 {J:H手」部具体的志书

(包括其他不以"志"命名的地情;文献) ，内

限的，载体形式是确定的。不能把地方志和

地方志书等问起来，地方志是抽象的，志书是具

体的，就象"人类"和单个人的逻辑关系一样。

数百年来，围绕地方志的属性和特征问题展开的

论争，久争不得定论，其主要原因之 A是没有把

地悄看作方志记录、反映的统‘对象，最早的

书记呆了地理就说万志是地理书，随后志书记

了历史就说志:p;是历史书，志书记录了政务就说

书是政书，近代志扫记录了地情百科就说在;书

百科全书。其二是把地方志和忐书混为-谈，

体的事物为抽象的概念定性。依某种体式的

志书(息管是休例最完备、最具代表性的)特征

来给地方志作规范，其荒i寥无异于为人类画标准

，该是自还是矮，是另峰是女，是者还是少，

黑色还是白色?画了男的不代表女的，抹上黑

白人有意见，如果把这些人的特征拼接起来，这

形象还是人吗?今人犯这种错误的不在少数，看

这略为 1也 jj志丽像的时黯字眼:科学的、实用

的、大型的、综合性的、面科的、全面的、古今

的、系统的、权威的、时代性的、地方性的 .. 

不是赘间就是强加于人的假话。有人试问摘几

十条繁复的最化标准来界定地方忐的性质特 l儿，

四强霞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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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地方志下了长达近百字的定义，结果是越

想把它具体化的越说不情楚。其实地方志的属性

很概括，既"记录反映地惰的资料性文献哪

本志书都能对得上号 o 地方志外延的无限性不容

许对其内涵作太多的限制，好心的人们犯了最简

单的逻辑常识性的错误。

不要荒废了大片耕地

搞清楚何谓地立了志，地方志工作就比较容易放

开思路 o 地忘不是-部书，地h 志工作不是只

搞 a 部书。蛐 }fi志 I作的对象是地情，地惰的动

态性，决定了地方志工作必须贴近实际，与时

进:地'惰的无限性，提供了地方志事业发展的

|词空间和领域。方志人不能只盯着 A 部书而

了大片耕地 O

任何事业都是}I阴山社会条刊和杜会需求而产生

而发展的，反之不适应者必然停滞、消亡。她情

政务决策，自收兴段不叮或缺的依据，修志

所以历代相沿，是因为丰f' 会需要，在封建社

统泊荷"资治"的需要:在 1今杜会，不只

政务的需要，而且是百业发展的需要。忘怀的

价值是地情而非书，志书比j 以没有的，地情不口J

不见。修志列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这传统的

本质意义是重视系统地收集醒理地情、如实反映

地情，而 11:仅仅是"编志↑γ' 这个表层意义。继

发扬优良传统，不能泪古传统形式，而应根据

时代的条件和社会需求，专 i耳i 开发地情工作锁

域，与时{具进i也发展打志事业。

不要用在一颗树上

志书是记录反映地'惰的特有形式， j{Jj地情并非

只有志~斗中表达渠道。在封建社会，生产力低

，发展缓慢、停滞，书|内会封闭，信息化程度很

低，编修志书这种形式基本上能活应社会对地怕

的需求。在当今社会，编修志书;更多的是存史的

义 o 试想，花费十几年( I哪怕是几年)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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