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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喜迎建国50周年大庆之际，我们也将迎来我院的80华

诞。作为献给国庆与院庆的厚礼，《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志》应

时出版，着实令人欣喜!

盛世修志。80年的历程中该有多少经验教训亟须整理与总

结、多少优良传统亟需继承和发扬，此项工作尚属空白；而大量宝

贵资料不幸散失，且其速还在随着时间的流逝与老一代创业者的

离去而加剧；抢救历史刻不容缓!为此，我院特组织编撰本志。

所谓“史志”，主要作用在于“存史"、“资治”、“教化"。联系本

院实际，则是：系统整理资料、铭记先辈业绩，便于对外交流、探索

发展规律，激励后人爱院强院。这一切的基础是历史资料的真实

性、科学性与思想性的紧密结合和严格贯彻。故本志在遵循一般

修志原则与准则的基础上，力求用现代管理视角多方位多层次组

合资料；力求弘扬一种精神，光大一种理念；力求资料翔实、详略

得当、体例完备、图文并茂；使之可读、可信、可取。

然而世事不会尽善尽美，所以我们对待史志态度应该是：往者

已矣，今日为始!我们大可不必耿耿于琐细的如烟往事，斤斤于一

事一功的褒贬损益；重要的是能从中悟到什么，如何集体与自身都

受益?实际上，通过阅读本志您将发现：无论个人、科室还是医院，



其发展的过程必然是“奋斗"的过程；而能否成功或多大程度上成

功则根本取决于其是否创造和拥有一种历久弥新、动力强大的价

值观与精神信念!如您能在感喟辉煌、蹉叹湮没中挖掘体认出这

种精神信念和价值观，自觉将其内化，进而发扬光大，服务于社

会、医院、科室及自身，那么我院编撰院志的苦心孤旨就有了最好

回应!必须提及的是，何亚田同志为本志的编撰倾注了大量心血，

其执著与精细不就是这种精神信念的生动体现吗!

改革开放使我院高视阔步。骄人业绩使我们壮志飞扬!一部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志》忠实再现了我院发展之途、之由，也

为我院进一步的发展准备了无穷力量。这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可喜

成果，更是服务当代、惠及后人的重要文献。展望未来，信息知识

惊涛拍岸、科技文化日益融合，以人为本的文化战略已是我们的

唯一选择，凝聚奋发精神的院志届时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由于水平所限、时间紧迫以及史料欠缺等原因，本志中难免

会出现拾沙漏金之举，未尽事宜，有待日后续志充实完善。

专士左武
1999年8月



凡 例

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遵循江泽民关于“编

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

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代的千秋大业”的指示，实事求是地记述本院

历史的全貌，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上限为1919年，下限为1998年。立足当代，反映特点；详今略古，详独略

同。

三、总体结构，行文撰写，参照1989年《山西省地方志编写行文暂行规定》，结

合本院特点而定。横排竖写，即先按事务的性质分类横排，后按时间顺序记述。设

编、章、节、且等层次。

四、以志为主，兼容述(概述)、表(各种表格)、图(示意图、照片等)、录(附录)等

体裁，力求图文并茂，互补互助。

五、采用记述体，一律用现代汉语的书面语言，力求文约事丰，严谨、简洁、朴

实、庄重。

六、用字一律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重新公布的《简化字总表》为

准；数字的用法以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部门公布的《关于出版物

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规范引用外文，注意区别大小写和正斜体。

七、一律用第三人称。对个人的称谓，一般不加褒贬，亦不加“先生”、“同志”等

称谓。学校、医院、科室等单位名称写全称；专业、疾病、手术等用规范名称；医学团

体、医学杂志以及仪器设备等用全名；过长的机构、会议、文件名称，在首次使用全

称后，可用简称，但要注明。

八、用确定的概念，不用含混不清的词代替。如：“新中国建立前”、“新中国建

立后”，不简化为“建国前”，“建国后”；“文化大革命”不简称为“文革”，山西医科大

学第二医院，不简称为“山医大二院”等；时间年月等不写为目前、近年、今年、现在

等o
’

九、人物，列简历，不立传。

十、编、章、节之末署编审和撰稿人姓名；部分编、章、节内容由主编撰写，不一

一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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