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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多前，即听说北京师范大学张涛教授拟率领一支学术团队，

为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编纂镇志。服务社会，领异立新，这样的学术

见识和魄力确乎令人敬佩。近者，欣悉此项编纂工作业已圆满完成，

新编《流村镇志》行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劳作有成，新著问世，允

称可喜可贺。遵张涛教授嘱，谨书感言教语，奉附骥尾。

重视地方史志编纂，这是中国历史学的一个好传统。宋元以降，

大凡编纂有法、传世久远的此类图籍，无不凝聚一时学人的辛勤耕

耘。惟其如此，清代乾隆中叶，学术翘楚戴震与章学诚，因纂修地方

史志主张各异，抗言辩难，龃龉终身，以致成为一桩学术公案d其实，

戴章二家之争，与其说是一桩学术公案，毋宁视之为方志学发展史上

的一段佳话，或许更好。因为它从一个侧面昭示了一个道理，纂修地

方史志，乃史家之职责所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阔步前进，文化建设亦蓬勃

展开。历代地方史志的整理和新方志的纂修，顺应时势，方兴未艾，

成为新时期文化发展和社会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流村镇志》

的编纂和出版，无疑为这项工作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流村镇志》所取得的成功，为当代史学工作者服务地方史志编

纂工作，积累了可贵的经验。拜读全志稿，尤其是《编纂说明》和《凡

例》之后，如下几个方面，我以为或许都值得我们去认真总结。

首先，是“以史为鉴，述往思来”的编纂宗旨。关于《流村镇志》

的编纂宗旨，张涛教授说得很好：“无论古今，地方史志的编纂总有

着相似的文化理念，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自身心

灵的和谐。⋯⋯览一隅以知天下之巨，从而风示劝惩，达到存史、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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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教化的目的。《流村镇志》亦不外乎此。”难能可贵者，在于《流村

镇志》的编纂，既继承和发扬了这样一个好传统，又立足当代，锐意

创新，做了具有引导意义的尝试。用张涛教授的话来讲，就是：“作

为一部新型志书，《流村镇志》还肩负着为当代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

提供历史的、文化的、科学的地方综合信息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将

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相对接、相融会，摒弃旧志编纂方式、方法的糟

粕，提炼出适应新形势、新发展的理念，并通过这种新理念体现具有

民族特色、符合我国传统的地域性文化风貌，从而使人们更好地认识

过去，服务现实，开创未来。”

其次，是求真务实的严谨学风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流村

镇志》的编纂，有一个由张涛、邓瑞全二位教授主持的编写集体，编

写专家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等

大学和研究机构。在编纂工作的实践中，全体专家充分尊重和吸取

学术界迄今取得的相关成果，以之为基础，一方面深入流村镇进行实

地调查，一方面广泛搜求史料，做到了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考古文物

及口述史料的有机结合。然后，依据所充分占有的各方面史料，精心

排比，认真校勘，辑为资料长编，从而为全书编纂奠定坚实的基础。

再次，是为广大读者、为学术文化事业负责的高度责任意识和群

众观念。《流村镇志》的编纂，有一个十分可贵的信念，那就是要通

过编写镇志的艰苦劳作，“为流村镇当前的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建

设以及未来发展，提供一定的历史资鉴和学术支持”。秉持这样一

个信念，编写组全体专家执著地去追求全书“科学性、文化性、时代

性、可读性”的统一。他们的主张是：“一部成功的地方史志，应该具

有科学性、文化性、时代性，并且兼具可读性。只有以上四个方面紧

密结合，相映成趣，才能从文化观念和思想意识的角度，来深刻反映

社会整体风貌和历史发展规律。”上述“四性”的紧密结合，既是《流

村镇志》编纂的方法论，也是写作集体高度责任意识和群众观点的

体现，旨趣高远，风范可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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