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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段柄仁

这是一本专著，是一本可贵的、难能的、把实践的开

拓和理论的创新融为一体的有关方志编纂学的专著。

说其可贵，首先是因为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大

规模开展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20多年来。很少见到比

较全面系统地总结这方面实践经验的专著，它不仅是北京

市的一项方志学拓荒性的研究成果，也为我国方志学研究

领域增添了一枝色彩鲜艳的新品种花朵；其次，它的内容

大多是针对新方志编纂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而发的，具有

鲜明的借鉴性和指导性，不仅对修志事业服务当代、有益

后世的千秋大业的意义有具体的阐述，对新方志的编纂特

点和方法有明确的见解，更重要的是对编纂实践中普遍存

在的难以下笔的诸多问题，类似重大政治事件、涉外事

件、民族宗教和人物入志等敏感性问题，做了有理有据的

比较妥善的回答，其中<关于(北京志)和区(县)志稿

政治质量方面的二十个问题>在发表前已被广泛传播，被

一些方志编纂工作者称之为“及时雨”式的论文；第三是

目前第一轮新方志的编纂任务在全国范围内已大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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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编纂工作正在启动，这个时候急需对第一轮的编纂

经验进行总结，并提炼升华为比较系统的理论，来指导下

一轮的编纂工作，以便正确认识新形势，分析新情况，解

决新问题，促进下一轮修志工作的深入、健康、顺利发

展。这本专著的问世。必将对方志的编纂和方志学的发

展．起推动和导向作用。

说它难能，是因为这样的专著不是任何人都能出手

的。它需要长期的工作积累，需要深厚的理论功底，更需

要勤奋好学和眼勤、脑勤、手勤。作者赵庚奇同志做过政

策、理论和民国北京史的研究工作，从北京市地方志编纂

的筹备工作一开始，便参与领导工作．现在仍然担任<北

京志>和<北京年鉴>的常务副主编，中国地方志协会学

术委员，北京地方志学会常务副会长，是北京新方志的开

拓者之一，年愈古稀仍然全身心奉献于方志的编纂工作。

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促使他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所从事

的工作，形成了认真细致、勤奋思考、笔耕不辍的工作习

惯。他研究民国北京史。写了一系列拾遗补缺性的论文，

在一些领域的研究中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他担任<北京年

鉴》常务副主编，又专心探索年鉴编写的规律性问题，写

出了一系列具有指导意义和一定理论深度的论文。他从事

方志编纂工作后，广泛涉猎了有关书籍材料，汲取并记录

实践中的点滴经验和新问题、新发现，积少成多，博观约

取，而成此书。正如古人所言，“取必以渐，勤则得多”，

“垂大名于万事世者，必先行之于纤微之事。”功夫不负苦

心人。这本专著是他20年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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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实践的开拓和理论的创新熔为一体，是这本书的最

大特点。只要翻翻本书的目录，这个特点就可一目了然。

书中收录的有关方志编纂和<北京年鉴>编写的数十篇文

章，从作者于1983年5月执笔起草<关于中国地方志规

划会议情况向市委宣传部并市委常委的报告)，到2002年

写的<北京修志、年鉴工作纪略>，多是北京地方志开拓

者们实践的记录。其中包括了宣传修志重大意义的舆论工

作，制定工作规划，成立机构，组建队伍，建立制度等组

织工作和工作的方针、原则等指导性意见，几乎是北京修

志工作全过程的实践情况，同时还选用了四篇作者对志书

的审读意见。从这些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北京市方志编

纂步履维艰的踪迹，体会到编纂者们耕耘的苦与乐。与此

同时，作者在解决实际问题时的理论探索也跃然纸上，包

括新方志的属性、特点、功能、结构、体例和记述方法、

质量标准、规范、人物以及新方志组织领导的基本经验等

等，都有明确的记述。特别是政治质量问题，不少是创新

的见解。这些，对进一步开拓方志的理论研究、发展方志

理论，提供了启示和榜样。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预祝作者古稀之年

在方志编纂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中．发出更加耀眼的热和光。

2002年11月

(序言作者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现

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地方志编委会常务副主

任、北京志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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弁 言

1998年，几位老同志建议我将志、鉴、史旧稿进行

整理，结集出版；北京出版社有关领导也欣然同意。由于

当时工作繁忙，无力顾及此事，就一直拖了下来。

四年过去，2002年5月至7月，我因病住院和术后

休养期问，重新考虑此事，觉得拙稿对实际工作可能还有

些参考价值。遂着手翻检、整理旧稿，选出32篇。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20年来，我参加了北京

修志十年酝酿、十年行动、陆续出成果三个阶段的全过

程。在修志各个阶段，都提出不少方志编纂理论和修志实

际工作方面的问题。在评议和审读志稿时。又发现在志稿

质量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涉及到政治、法律、外事、经

济、文化、社会和历史等多个领域，深感责任重大，如履

薄冰，客观的实践逼着我面对难题，不断思考，不断进行

一些研究。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本书所选收的文稿和

起草的文件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试图回答和力求解决实

践中提出的问题而作。反映了我作为一个老的修志工作者

不断学习、不断探索的过程；也是我一生工作最后阶段

20年所从事的志鉴生涯的真实记录。至于我对志鉴的理

论观点。特别是对某些在方志学界有重大争论问题的见
】



解．还希望得到志界同仁的指教。

目前，北京地方志上一轮的编纂工作即将基本完成，

新一轮的修志工作即将启动。本书的出版，可能有助于修

志同仁和一切关注北京修志的朋友们了解新中国建立后北

京修志发展的历史情况，为回顾上一轮修志的经验教训，

为续修志书的准备工作起一些参考作用。

从1986年9月至1999年7月的13年中，我一直主

持北京市地方志筹备小组办公室和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

的日常工作。共起草工作规划、规范、请示报告、领导讲

话、工作总结等40多篇，这是我的职责要求必须完成的

第一位的重要工作，它倾注了我大量的心血。但是，应当

说明，这些文件都先后经过市地方志编委会常务副主任张

明义、王立行、段柄仁或办公室主任王国华同志的审查把

关，有些是经过<北京志>主编、副主编会议或<北京

志>常务副主编会议讨论后定稿的，有些还吸收了市地方

志编委会办公室有关同志以及市级有关部、委、办、局

(总公司)和区(县)修志同仁以及一些专家学者的宝贵

意见。正是在领导同志和修志同仁、专家学者的提示、指

教、发言和争论中才使这些文件逐步形成和比较完善，因

此．它也是集体智慧的产物。在这里，我深切怀念老领导

王立行同志，他于1998年4月底至5月初，连续5天主

持<北京志>主编、副主编会议，主要讨论我起草的<北

京志凡例》、<北京志篇目》和<关于(北京志)和区县志

编纂出版工作中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53条)。这

是他生前最后一次主持的<北京志>主编、副主编会议，
2



他为这些文件的形成和定稿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做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

我作为<北京年鉴>常务副主编，连续12年主持编

纂和终审工作，积累了一些实践的经验，同时也结合年鉴

编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一些研究，写了一些文章，在本

书中选收4篇。

1987年，北京市社科院主办的北京社会函授大学创

办中国方志学系，我任常务副校长兼中国方志学系主任，

学制二年，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籍学员3 200余

人。其中三分之一左右为省、市、县三级志书主编、副主

编。在曹子西校长的领导下，我参与组织编写、选定教材

和参考资料10部，创办了方志理论刊物。还邀请北京和

全国各地21位领导、专家、学者在京授课。为各省、市、

自治区培养出大批修志人才。在本书的北京修志和年鉴编

写工作中作了一定的反映。

本书的出版得到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负责同志的热

情关心和大力支持，特别是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地方

志编委会常务副主任段柄仁同志拨冗为本书作序，并热情

给予鼓励和支持。市政协原副主席甘英同志热情提供中共

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于50年前亲自为市委政策研

究室部分同志拍摄的珍贵合影，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

谢。还要感谢本书的责编张放同志和美编张中华同志。他

们在编辑和设计中提出不少宝贵意见。付出了辛勤的劳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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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爱读地方志

(辑录整理)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位学识

渊博的大学问家。他从青少年时代到晚年，从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时期，一直酷爱读书，注

重调查研究。每到一个地方．毛泽东都要做两方面的调

查，即除向有关人员调查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生

活等现实情况外，还要了解当地历史沿革、山川气候、文

物掌故、风土人情等。而地方志就是记述一地自然与社

会、历史与现状的资料书，因而一直受到毛泽东的重视。

青年时代，毛泽东查阅过(安化县志>，浏览过不少地方

志。1927年10月，毛泽东从工农红军中挑选茶陵籍18

岁的战士龙开富(解放后曾任沈阳军区副政委)专为他挑

书箱。毛泽东交给他的任务是，每攻克一地，立即搜集地

方志。1965年5月21日，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途中，由

汪东兴等陪同，下榻到了阔别38年的故地茶陵，住在中

共茶陵县委常委办公楼，派人向县委要来<茶陵州志>在

卧室里阅读。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每打下一

个县城，毛泽东总是要找当地县志看。1930年，红军打
1



下江西兴国县城，毛泽东住在县图书馆内。当时的少共兴

国县委书记萧华②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就见他正在聚

精会神地读<兴国县志>。后来，毛泽东到了瑞金，又请

瞿秋白帮助找来清朝修的<瑞金县志>，爱不释手地挑灯

夜读。长征途中，天上每日几十架敌人飞机侦察轰炸，地

上几十万国民党政府军围追堵截，路上遇到说不尽的艰难

险阻，毛泽东也未放弃他阅读志书的习惯。一次，部队打

了胜仗，夜间宿营时，毛泽东问秘书有没有战利品，秘书

把前方刚送来的香烟递了过去，毛泽东说不是这个，秘书

有些不解。毛泽东说：“怪我没讲清楚，我要的是书，比

如州志啦，府志啦，县志啦什么的。”秘书这才明白，毛

泽东指的战利品是地方志。以后，每到一地，都去找地方

志书。毛泽东经常教导说，打胜仗贵在知情势．如果把这

个地方的山川气候、物产资源、风土民情掌握好，就可能

取得胜利，而这些情况在地方志书中都有详细的记载。以

后走的地方多了，地方志书搜集得越来越多，但在当时那

样紧张、频繁的战争环境下，为了减轻挑夫的负担，毛泽

东只能利用战争的间隙抓紧阅读，读后就只好忍痛扔掉。

直到全国解放后，毛泽东还念念不忘这些地方志书，对当

时扔掉的地方志书十分惋惜。③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

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规定要“收集国内外政治、军

事、经济、文化及社会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

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其中，就包括“收集县志、府志、

省志、家谱加以研究。”
2



毛泽东重视收藏地方志书，在中南海丰泽园书斋内，

藏有不少省志、府志、县志。随时查阅。④因此他对很多

地方的历史情况十分熟悉。廖志高回忆：“1950年某次会

议上见到毛主席，他问，你的家乡是何时开发的?我说不

知道。主席说：是唐朝开发的。我反问：你怎么知道的?

毛主席说：是看你们的县志”。⑤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

经常到各地巡视工作。据1945年中共“七大”后直至

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二十

年之久的杨尚昆回忆：“毛主席外出到哪个省，总要预先

对那个省的省志及某些县的县志都翻阅一下”。⑥每到一个

地方，还要开出一批书单，向当地图书馆借阅，其中不少

是地方志书。1952年10月30日，毛泽东视察开封，住

在河南省军区司令部小楼上。晚上，毛泽东翻阅了<河南

通志>和<汴京志>。在广东汕头市，他看了<汕头县

志>、<潮州府志>。有一次，毛主席到无锡市的当晚，就

浏览了<无锡县志>。

1958年3月4 Ft至27日，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中央工

作会议。3月4日下午，他一到这个蜀汉古都，就要身边

工作人员到图书馆，借来<华阳国志>、<四川省志)，随

后又借来<灌县志>等，仅<四川省志>就有100多本。

毛泽东在十分繁忙的情况下，还阅读这些志书，连<武侯

祠志>也读了；他还将<华阳国志>中的<蜀志>和<灌

县志>中的．(都江堰>以及有关四川的一些诗词印发给与

会同志，要求大家了解这些历史情况。⑦3月21日下午，

毛泽东还视察了都江堰。在同部分省市委书记谈话中，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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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倡导修志。正是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当时北京和很多

省开展了编修地方志的工作。同年9月中下旬，毛泽东巡

视大江南北，一到安徽省会合肥，就向省里借来<安徽省

志>阅读，了解安徽历史情况，并向同来的张治中介绍

说：“这是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⑧

1959年7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毛泽

东于6月30日清晨到庐山。在他的会客室里，工作人员

按照他在中南海丰泽园的习惯，摆好了他所需要的书籍。

毛泽东浏览了一下书架上的书名，便问随身秘书，这里有

没有庐山的志书，秘书回答没有准备这类书籍。毛泽东

说：“能否借一部我看看。”随即由大会办公室文娱组组

长、江西省文化厅副厅长林敏向庐山图书馆借来一部方志

学家吴宗慈于民国时期编纂的<庐山志>呈送。毛泽东看

了看目录，便说：“最好还把(rP山续志>借来。”有关同

志又把此书借来送上。毛泽东一边看，一边同身边同志谈

庐山的历史。毛泽东看后说：“这部<续志>很好。对现

代史有参考价值，蒋介石的庐山谈话全都记录下来了。当

时梁实秋⑨有意迟到，名单最后是梁实秋，此人在会后两

天迟迟登山，他虽然是资产阶级学者，也有爱国的一面。

在学术上有才华，对人要一分为二嘛?我欢迎他进步的一

面，此人现在哪里?”在场的一位同志回答：“抗战中他在

重庆，1949年去了台湾。”毛泽东长叹了一声。当时．毛

泽东还向在座的同志谈了一个典故。说历史上朱熹曾在南

康郡(今江西星子县)走马上任，当地属官们轿前迎接，

朱熹下轿开口便问，<南康志>带来没有，搞得大家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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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及，面面相觑。这就是“下车伊始问志书”的由来，朱

熹这个典故流传后，就成了后人“以志呈阅”的惯例。@

1955年，毛泽东到上海市，在巡视黄浦江时说，上

海有个下海庙。大家不知道。后来在<上海县志>上查到

有关记载。他曾向长期在江西工作的方志纯说，江西铅山

有个费丞相墓，可以查<铅山县志>。后来在<铅山县志》

中找到了。①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曾多次到过杭州，每次在工作

之余总要查看当地的志书。对浙江的许多地方典故了如指

掌。有一次，他问浙江歌舞团一位演员是哪里人，当回答

是“浙江海宁硖山人”时，毛泽东马上引用<海宁州志

稿>，说明硖山是由“两山相夹而名也，秦以前本连为一，

始皇过此瞻山有王气，凿为二，今大虹桥下，山根犹露”，

等等。@

【注释】

①陈万美：<毛主席关怀茶陵图书发行工作二、三事>，载1993年<湖

南出版工作)。

②萧华。江西兴国人。20世纪60年代曾任中央军委常委、总政治部主

任。

③黄友风(解放后曾任总参某部部长)：<毛主席喜欢地方志)，载<宁

夏史志研究>1986年第4期。

④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9

月版。

⑤廖志高：<回忆毛泽东同志二、三事)。载<缅怀毛泽东>上卷，中央

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廖志高，西康冕宁人(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

宁县)，20世纪60年代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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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杨尚昆：‘对毛主席的几点回忆)。载<中共党史风云录>，人民出版

社1990年版。

⑦ptt J11日报编辑部：

1979年第1期。

新华社记者师文宴：

<光明日报》。

<新闻工作者要重视文化遗产)，载<新闻战线>

<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之余>，载1978年12月30 Et

⑧余湛邦：<张治中与毛泽东)，1991年12月14 Et(光明El报>。张治

中，安徽巢湖人。新中国建立后。曾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

⑨梁实秋(1903--1987年)，北京人，新月社主要成员。先后在复旦大

学、北京大学任教。长期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和散文写作。鲁迅曾对他进行

过批评。

⑩段荫元(庐山管理局志办)：<毛泽东看(庐山志)>，载<江西方志)

1989年第4期。

⑩‘毛泽东重视利用地方志)，载湖南省地方志编委会编：<党和国家领

导人论地方志>。

⑩魏桥：(新方志编纂简况和基本要求(提纲))，载(浙江方志)，1993

年第4期。

(本文原载<北京地方志>1993年第2—3期，收入本书时曾

作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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