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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作为一种特定体裁的著述，在中华文献宝库中占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尤其是在综合反映一地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人文、

自然等方面起着其他文献不可替代的作用。“治天下以史为鉴，治郡国

以志为鉴”，正说明了它的重要性。地方志还以区域性、连续性、广泛

性、可靠性等显著特征，赢得了“地方百科全书”、“地情资料大全”的

美誉。

盛世修志。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在全

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开展起来。新编方志是对旧方志“存史资世”优良

传统的一个继承，它体现出了中华文明绵远久长的生命力；同时新编

方志又是对旧方志的一个超越，它运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

料，详今略古，推陈出新，是全新意义上的志书形式。

山西省图书馆向来重视对地方文献的采访与征集，近些年来更不

断加大力度。地方志作为地方文献中的一个核心级文献，我馆更是不

遗余力，锐意搜求。对待旧志如此，新方志亦如此。从全省新编方志

工作开始以来，我馆工作人员不懈努力，在全省各级各类地方志编纂

机构和出版社以及方志工作者们的鼎力支持下，对正式出版的山西新

编方志(包括各种专志)，我们已经如数收藏；对一些非正式出版的志

书及志书初稿、修订稿、送审稿等也倾全力搜集，且数量可观。

地方志是利用价值极高的文献门类，对它的整理开发与全力搜集

工作同等重要。对于馆藏地方文献，特别是地方志，我馆有着编制书

目与提要的良好传统：1959年编印的《山西省图书馆地志目录》，将馆

藏旧方志包括各种杂志、游记悉数收录；1980年编制的《山西省地方

志联合目录》，著录现存山西地方志463种；1965年编印的《山西地方

文献书目》(以地方志为主)、1984年编印的《山西文献书目》、1998年

出版的《山西省图书馆普通线装书目录》等，都对馆藏山西旧方志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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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完整著录；1998年初编印的《山西省图书馆馆藏地方文献书目丛编》

(五册)则对馆藏1990年以前的山西新编方志作了介绍；1998年出版的

《山西文献总目提要》虽非我馆所主编，但有我馆多人参与撰稿和编辑

工作，我馆所藏山西旧方志也悉数著录。

本提要是在继承以往良好编目传统的基础上对馆藏山西新编方志

的一次大梳理，同时也是对我省新编方志工作成果的一次总体检阅。目

的是为了充分发挥新编方志这一重大文明成果的社会价值，更好地为

读者和地隋研究者服务，为我省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

在编制本提要的过程中，恰逢新一轮修志工作又全面展开，这使

得我们这项工作更有必要，也更有意义。今后，我们还将一如既往地

坚持并不断加大对山西地方志这一重要文献门类的搜集整理和开发利

用力度，为我们的特色馆藏和山西的两个文明建设尽绵薄之力。

■ 2

山西省图书馆馆长

李小强



编 例

t

f

SH，蝴lSHEN(玎US}IUGUANGUANCANG

编例。

1．本书主要收载20世纪80年代以来山西省新编的社会主义新方

志，并以2∞6年底以前的馆藏为限，共计1026种。其中省志73种，市

(地)志52种，县(市、区)志313种，乡镇(街道)志9种，村志2S

种，专志s54种。

2．本书以一书为一款目，一书的不同版本另为一款目。款目释文

由两部分组成：一为该书基本信息著录；二为提要。

3．著录事项严格按照《中国文献编目规则》(1996版)执行。

4．提要内容主要包括章节结构、内容梗概、志书特色、记事断限

以及其他重要信息。

5．本书编排为先省志，后市、县志，乡镇志、村志、专志则各归

其所属；市、县排列以《山西行政区划表》(2006)中的顺序为序；同

一行政级别内的排序为通志、概况、大事记、专志等；最后再按书名

笔画、笔形排序，笔形顺序为一『／|、乙。

6．志书编纂出版时所用市、县、区名称与今通行有异者，则在目

录中的相关市、县、区名称后加括号注明旧称，如：运城市(运城地

区)、迎泽区(南城区)、榆次区(榆次市)、古交市(县)，并以行政

区划沿革顺序介绍。

7．原晋东南地区和雁北地区在建制取消后，都分属于两个不同的

市，继承关系不明确，因此相关志书不易归属；有关山西根据地的志

书，也难以归类，故皆置于市县之后，以“其他”统之。

8．为便于读者榆索利用，每一款目前皆附馆藏索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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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6241／99／【1)

山西通志．第一卷，总述／侯文正主编；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一北

京：中华书局，1999．12．

ISBN 7—101一02368—1

《山西通志·总述》是《山西通志》之卷一。国家领导人彭真、徐

向前、薄一波为本志亲笔题词。本卷前有全志总目录及本卷目录，后

附主题词索引，并附有关山西发展的图片。本卷共3编18章。第一编

概述了山西省的地理环境与政治、文化渊源；第二编综述了山西自鸦

片战争以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概貌；第三编总述了山西各地市

县志状况。本卷使用了大量统计数据，比较准确地表述出山西省备方

面的历史渊源与演变发展情况。本卷为全志之纲，它既为各卷内容的

高度浓缩，又要突破备卷的范围，总揽山西全省的自然、地理、历史、

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记述山西省情的主要特点，集中反映地

方特色。

22． 6241／99／(2)

山西通志．第二卷，地理志／张维邦主编；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一北

京：中华书局，1996．11．

ISBN 7一101一01607—3

《山西通志·地理志》是《山西通志》之卷二。本卷分3编19章，

其内容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种学科，涉及地质、地貌、矿产、

气候、水文、土壤、植物、生态，以及人口、农业、工业、交通运输、

旅游、经济区划、历史沿革等各个领域。经济地理所涉及的各行业，在

《山西通志》经济部类备卷都有记述，本志只从地理学角度加以记述。

第一编有2章9节，概述了山西建置沿革状况；第二编有lO章3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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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括了山西自然地理概貌及分区；第三编有7章25节，将自然地理与

人文开发结合起来，即为经济地理部分。此卷前有目录，后附主题词

索引。索引中列出了有关地理学的专有名词和词组。全志共77万字，

附地图20幅，表268种，彩色照片40余张，内容翔实，论述精辟，图

文并茂，实为我国近年新版地方志中一大杰作。本卷运用定量分析与

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综合论述，发挥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

相互交错渗透的优势，体现了地理科学的特长。

22． 6241／99／(3)

山西通志．第三卷，气象志／牛殿富主编；王正泽等撰；山西省史志

研究院编．一北京：中华书局，1999．7．

ISBN 7—10l一02088—7

《山西通志·气象志》是《山西通志》之卷三，共lO编，总计39

章120节。本卷前有中英文目录，并专设图表目录；后有附录(含山西

省气象事业大事年表、山西气象灾害历史年表、文献辑存)及主题词

索引。本志按气象专业分类，横排门类，纵述史实；它全面、系统、客

观地反映了山西从民国初年到199S年共80余年来气象事业发展的历史

和现状，揭示了山西天气气候的基本特征和变化规律，记述了从远古

至今山西的气候变迁，阐述了山西可充分利用、改造利用的气候资源

和山西全省的气候区划(含综合气候区划、农业气候区划、太阳能区

划、风能区划)，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志书中专设《山西气象灾害

历史年表》，收入了公元前730年到1995年约27∞余年山西主要气象

灾害资料，是非常宝贵的。该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既不溢美，也

不掩过，真实反映出时代的特点，记载了新中国山西气象事业正反两

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同时，气象专业特点突出，从绪言开始直至附录，

甚至每个编、章、节、目中，都在突出气象专业的特点上下工夫，这

是该志的最大特色。这部志书是山西省有史以来第一部反映山西气象

事业发展的大型气象专业志。该志记事，详今略古，突出重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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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史料翔实，结构合理，体例完备，条目清晰，层次分明，文字

流畅，图文并茂，纵贯古今，具有浓郁的气象特色和时代风貌，融思

想性、科学性、资料性、实用性于一体，是一部颇具特色、内涵丰富

的成功之作。《山西通志·气象志》的出版，填补了山西文明史上的一

项空白，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它是山西气象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本

志上限追溯到各类事物发端之初，下限断至1995年底。对1996～1997

年的重要事件，以“限外辑要”记述。

22． 6241／99／(4)

山西通志．第四卷，地质矿产志／刘凯主编；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

会编．一北京：中华书局，1993．12．

ISBN 7—101一01013一X

《山西通志·地质矿产志》是《山西通志》之卷四。本志分上下两

编，上编3章12节，下编6章34节。全卷由绪言、地质编、矿产编、

附录4部分组成。绪言概要记述清道光二十年(1840)以来尤其是新中

国建立以后，山西地矿事业的发展状况；地质编详细地记载了山西的

地质特征；矿产编记录山西已探明的主要矿种的地质情况、矿床特

征；附录又包括大事年表、综合统计表、索引。大事年表和综合统

计表纵横交织，科学地反映了地矿事业中的人文活动情况，成为本

志区别于别志的一个鲜明特点。本志前专附山西省地质图片及矿产

资源地图。

22． 6241／99／(5)

山西通志．第五卷，地震志／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一北京：中

华书局，1991．4．

ISBN 7一101一00908—5

《山西通志·地震志》是《山西通志》之卷五。本志共6编16章62

节。第一编，地震活动，记载历史地震情况与现代地震情况；第二编，

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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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预报，记述监测台网、群测群防、地震联防、预报探索；第三编，

地震地质；第四编，工程地震；第五编，地震学术；第六编，管理体

制。本志前有中英文目录及绪言，并专附图表目录，后有附录(山西

省历史地震目录、山西省现代地震简目、山西地震大事年表、参考文

献、中国地震烈度表、历史地名与今地名对照表、地名索引)。全志以

文字为主，辅之以图表、照片，图文并茂，富有时代气息。本志上溯

至远古，下迄1985年(1986年底至1987年初的运城震群发生后，国家

地震局、山西省地震局在现场组织震情监视，较为准确地提出震情趋

势意见，取得明显的社会效益。因此，破例收入该震群的有关资料。)

22． 6241／99／《6)

山西通志。第六卷，人口志／李俊喜主编；王抡文等编纂；山西省史

志研究院编．一北京：中华书局，1999．9．

ISBN 7—101一02269—3

《山西通志·人口志》是《山西通志》之卷六。本志共6编24章60

节，首置中英文目录及绪言，并专附图表目录；末设附录(大事年表、

文献辑存、计划生育会议辑要、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录、限外辑要、

索引)。正文部分设人口总量，人口分布与人口变动，人口构成，人口

素质，人口调查、管理与研究，计划生育等编。全志以记述为主，辅

之以图表、照片。本志上溯至远古时代，下迄1995年底，按照详今略

古的原则，着重记述了清道光二十年(1840)以来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后

山西人口的发展情况。另对1996～1998年有关山西人口情况在附录中

略作记述。

22． 6241／99／(7)

山西通志．第七卷，土地志／李枝荣主编；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一北

京：中华书局，1998．8．

ISBN 7—101—01948一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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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通志·土地志》是《山西通志》之卷七。本志共6编27章109

节，约70万字。本志按照“详今略古，横排竖写”的要求，记述了1840

年鸦片战争至199s年的土地变化及土地管理『青况，详述了1949年，特

别是1982年以后的土地管理。序编，古代地政；第一编，土地资源；

第二编，土地制度；第三编，土地法制；第四编，土地利用；第五编，

土地管理。本志前置中英文目录及绪言，并专附图表目录；后设附录

(大事年表、文献辑存、索引)。全志以文字为主，辅之以图、表、录、

照片。

22． 6241／99／(8)

山西通志．第八卷，农业志／郭展翔等主编；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

会编．一北京：中华书局，1994．7．

ISBN 7—101一01347—3

《山西通志·农业志》是《山西通志》之卷八。本志共7编38章15S

节，前置中英文目录及绪言，并专附图表目录，后设附录(山西农业

大事年表，山西省农业地方性法规，山西省农牧厅机构变动及历任厅、

局长名录，山西省1952一199。年农业系统全国劳动模范名录，索引)。

第一编，山西农业综述；第二编，农业基础建设；第三编，种植业；第

四编，农垦业；第五编，畜牧业；第六编，农业机械化；第七编，农

业科技与教育。本志客观、科学地反映了山西农业的历史与现状，为

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加速山西能源重化工基地

的建设，提供了翔实的史料依据。全志以文字为主，辅之以图、表、照

片。

22． 6241／99／(9)

山西通志．第九卷，林业志／李慧培主编；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一北京：中华书局，1991．4．

ISBN 7—101一00900一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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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通志·林业志》是《山西通志》之卷九。本志共7编28章，

前置中英文目录及绪言，并专设图表目录，后设附录(山西省林业法

规选编，山西省林业大事年表【1644一19851，山西省林业系统先进人物、

单位名单，索引)。其结构按编、章、节的层次组合，采用志、记、图、

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本志记述了1840年(个别事物适当追溯至

发端)至1985年山西林业的历史与现状，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山西林业建设的成就。

22． 6241／99／(1 0)

山西通志．第十卷，水利志／张荷，李乾太主编；山西省史志研究院

编．一北京：中华书局，1999．12．

ISBN 7—101一02292—8

《山西通志·水利志》是《山西通志》之卷十。本志共7编28章12l

节，前置中英文目录及绪言，并专附图表目录，后设附录(山西省水

利大事年表、文献辑存、限外辑要、索引)。全志以志为主，辅以述、

记、图、表、录、照片等。篇目采用横排门类、纵述始末，兼有纵横

结合。本志如实、客观、准确地记述山西水利发展的历史与现状。本

志上限追溯至事物的发端，下限一般断至1995年，个别事项延伸至1998

年。

22． 6241／99／(1 1)

山西通志。第十一卷，乡镇企业志／戎昌谦主编；雒春普等撰；山西

省史志研究院编．一北京：中华书局，1999．1．

ISBN 7一101—02010一0

《山西通志·乡镇企业志》是《山西通志》之卷十一。本志共6编

22章6l节，前置中英文目录及绪言，并专附图表目录，后设附录(大

事年表、文献辑存、各级乡镇企业管理机构领导名录、全省乡镇企业

经济统计数据表)。第一编，发展历程；第二编，支柱产业；第三编，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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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结构和类型；第四编，经济效益和技术情况；第五编，乡镇企业

典型；第六编，管理和服务体系。全志采用了志、记、图、表、录等

形式，以文字为主，穿插图表，文图并茂。

22． 6241／99／(1 2)

山西通志．第十二卷，煤炭工业志／时洪才主编；山西省地方志编纂

委员会编．一北京：中华书局，1993．12．

ISBN 7—10l—01284一l

《山西通志·煤炭工业志》是《山西通志》之卷十二。本志共9编

25章62节，前置中英文目录及绪言，并专附图表目录，后设附录(大

事年表、重点单位简介、煤矿企业名录、文件辑录、附表、索引)。第

一编，煤田地质勘测；第二编，煤矿建设；第三编，煤矿生产；第四

编，煤矿安全；第五编，煤炭加工与综合利用；第六编，煤炭运销；第

七编，经营管理；第八编，科研教育；第九编，管理体制与机构。本

志系统、准确、科学地记述山西人民开发利用煤炭的历史和现状，以

史实反映山西煤炭工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和规律，为各级领导决策与

指导工作、发展煤炭工业、振兴山西经济提供充实和科学的依据。

22． 6241／99／(1 3)

山西通志．第十三卷，电力工业志／卞学海主编；山西省史志研究院

编．一北京：中华书局，1997．5．

ISBN 7—101—01646—4

《山西通志·电力工业志》是《山西通志》之卷十三。全书60万

字，共8编29章104节，并配有很有价值的历史照片以及近年来山西

电力工业蓬勃发展的彩色图片百余幅，可谓图文并茂。本志前有中英

文目录、绪言，后有附录(大事年表、文献辑存、山西省电力工业局

历任局级领导简历、索引)。它按照电力工业的生产流程即电建、发电、

供用电等各个环节及调度、安全、科技、管理等几个侧面，把全省电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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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工业发展的全部现状与全部历史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是一部记载山

西由黑暗到光明的宏伟历史画卷，上溯至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山西

商会会长刘笃敬先生在太原投资兴办电力工业，下限到1990年，特别

是解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山西电力工业突飞猛进发展的历

史。这部志书浓缩了山西电力工业80多年的发展历程。本志在逻辑思

维、体例规范、内容涵盖、文笔点校等方面都不失为上乘，为山西志

苑文献史上一部具有重要研究和收藏价值的好书。本志对事故并没有

采取避而不记的态度，而是在第六编中专设一节记重大事故，如实记

载了工作中的失误和存在的问题，既具有“存史”价值，又有“资治、

教化”功能，可为有关领导总结经验教训，为进一步发展山西电力工

业提供参考，是一部成功的社会主义新方志。

■ 8

22． 6241／99／(14)

山西通志．第十四卷，冶金工业志／张晓瑜主编；山西省史志研究院

编．一北京：中华书局，1999．12．

ISBN 7—10l—02304—5

《山西通志·冶金工业志》是《山西通志》之卷十四。本志共lO编

36章139节，前置中英文目录及绪言，并专附图表目录，后设附录(大

事年表、文献辑存、先进人物名录、山西省冶金工业主要产品产量统

计表、限外辑要、索引)。第一编，资源与地质勘察；第二编，基本建

设与技术改造；第三编，钢铁工业；第四编，冶金辅料；第五编，有

色金属工业；第六编，冶金机械设备及公用辅助设施；第七编，安全

生产与环境保护；第八编，科学技术研究与设计；第九编，专业教育

与职工培训；第十编，管理与改革。本志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山西冶

金工业的历史与现状，按照横排竖写、详今略古的通例，以志为主，辅

以图、表、录等，上溯至远古，下迄1995年底(个别事项下延至1998

年)。本志是山西省第一部系统地记述本省冶金工业发展历史的行业陛

志书。它突出冶金工业的特点，按照历史阶段不同的生产方式、工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