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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冬 .在 IH任 1>( 委 In己殷乐人、阮氏张纯一的 11dl 导 主持下，启动修编 《 龙 y;~ 1豆志 )) 0 

Jfj 川 八就 .1次务;其柿 、 今终于才lT峻 这是龙湾毡'区以来1& 1斗的重大历史文化成果 ，丛-全以人民

政价文化生的 中的一件大半、 :每 'F 俏此 《 龙湾民，ι )) 1 ， J 梓之际 ì~l~ 向所有)-J修 编1 << 龙 f弯区

忐 》 作 11\ 反 ，~庆的轩级领导和1 1可忐们 . 致以衷心的圳忱!

峪世修，ι . 志钱;在世 ‘ (1 111 - 怦然 《 龙 y1'.1 l2S:志 》 是龙问 |三 成县级 ~flllj 以来修编的第一部志

15 ~ fB5 0万宁，体例完备，史和| 翔实 ‘ 文约事 ←|王 全志 1'1i~l 思想'性 、科学性和|资料价为一体，

体剧 f 川、H飞忏 .'\1:( 平11 地方特色， [出 t~ J& 1'::1 然与杜 会、 政价与纤济，义包涵风土 l-cj 人悄、历史与现

状 ， ,tlj1 n Jt j;'~ 乡土气息 的 ，gH ~ 15 1'11 仄情文献 。 <<J牛肉|三志 》 的山版.填补了 龙湾区一项志 -I~;

空 1 ' 1 ， 为子孙后代 fH下一份主:11 的文化应产 U

地向 jLm州的一块宝地 .仇- ;n 悠久的历史 L 从龙岗山 ，所有器|现卸J ;主 1JI= 始， iZ 今已 4500余
、

年 到] 去f 03 i性的 Jt j弯人民，在这块 '江地 |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但{下了辛勤劳动的成果和英勇斗

节的收钻 为记载龙湾人民的|王功仰绩， << 龙湾 |丘志 》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运川 J.ly， ìli~ 唯物主

义和| 历史 1111:物主义 的 主场、 观点、力-1:去 .41; 着实 ~n: ).长址、评近 111各远原则，系统地 ì~述全 |主 |气然

lJ 丰 1: 会 的 j)j 央和现状 l 在 全毛济 L -(i币:记述龙向 l攻 r1lr 开放后 ， 乡顿工业异 zr: 突 ~.差!J二-形成"一

乡 一 品 一忖一品" 经济怕 }nJ ， .ill而成为"温州似式"革:要发样地和l全 同 j股份 flJlj 合作经济发

泪u也 在杜会文化方-而 . 全面 ì~述 f 龙 j;'~ 独具特色的山向相H卖文化和光荣悠久的历史 通过 x.j

龙向悠久})j 史和l 发展.ill耻的翔实记述，展现了龙阴阳大精泌的历史底缆， +均 水 f)主 y;'~ 经济发)畏

的鲜明忏点‘必将 全 IÍlï激发龙陀人民的地域 |二! 去感不11 (1 信心，为 )111 tJ: 龙 i向转 ]山 发展挝 1J~ 'J虽劲柏

忖I tJl )J 

})j 尘土J: lúï 镜子 ， 只有了解 iJj 虫，从政者才能 ïI 饶旁~在 ， 兴 tilt 治理 ; 鉴 前世之;在哀，考 当今

之w尖 《 屹鸿 1>( 志 》 川! 大 hl rl甘 r，~î 111M ì~述 了历史上广大民众共同缔造龙向历史的非实.也 i己述



了"反布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不顾实际，搞"一刀切"给人民群众带来

的灾难和|痛背的历史教训，还记述了龙湾广大民众自发地维护和争取人民利益而做出的许多尝

i式 。 在记述龙湾飞跃发展的同时，也列举了前进巾的隐患，让我们看到龙湾目前面临的文化氛

|韦! 不放 、 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等缺憾，使 《龙湾区志》成为一剂龙湾自我改革的清醒剂，使龙 1弯

民众 j;ll 痛、主11 改、知赶，这无疑对深化龙湾的改革创新 ，促进龙湾转型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

现实意义 。

编修志书，事在继往而意在开来 。 龙湾的未来等待我们去开拓 ， 新的奇迹靠人民群众去创

造 扒 我们应以史为鉴 ， 锐意进取，团结奋进，为加快建设" 气生融合 、 幸福龙湾"作出不负历

史和时代的贡献υ

、

中共龙湾区委书记

龙湾民人民政府区长

路 μ 许

主(~
二O一三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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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者 ， 一j或重典;修志， 一方怪事。 地方志作为一种具有独特历史文化和学术价值的资料性文献 ，

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典籍巾的瑰宝，也是人类历史文化造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继省二轮修志创优T;f皇单

位中的部分县(市、区)志书陆续出版后.汇集龙湾文明成果、芸末全区人文精华的 《龙湾区志》今又

付梓面世'υ 它的 H=~ 版， 厥J)] 甚伟，功绩元盏，可喜可贺 ! 但此，特向为此F单精竭虑、默默机耘的修编人

员致以崇高敬意，向指导、关心、支恃修志事业的各界人士表示深切谢意。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l， 在龙湾这块土地上， 4500年前就有人类繁衍生息。 东汉)1胆子ìí永矛n 二年县

州建置，距今也有 1875年历史 。 面对千秋伟业 . 面对沉重丰厚的历史积淀 ， 我们需要思考，需要对昨天

的一切进行科学理性的梳理 、易IJ抉υ 因此， 拿山第一部资政辅泊、教化育人的龙附区志书向新世纪新阶

段献礼的神圣使命，便历史地落到了《龙t~、区志》修编者的肩上。

《龙湾区志》编辑部从始至终谈泊名不IJ 、合力坚守 ， 谨育求成J 编辑部秉承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日精益

求精的态度，广擅|尊访 、 订纲明目，辑钞成111失 。 龙湾修志资料凭借不多 . 情况复杂，出集难度大。 为全

面系统地记载龙湾的历史进程，修编者)Jj数年~民岛'l.llll.业 ， 矢志不渝 ; 虽人事几经更易 ， 然修志决心，

从未懈怠，终集八方之力、毕数载之功得以玉戚。 统观全书 ， 时经事约 、贯通市今，广11t J尊采、取精用

宏，垠;谓雍容大雅包罗万象。 全书揽经年干一瞬 . 记历史之更替;熔百业为一炉，叙事物之兴衰。 既有

宏观鸟 |眠，寓褒贬于旧事之中 ; 又有微观透视，明规律于兴替之内 O 立意新颖 吨 结构严谨.既彰显 11;1

果 ， 又展示广度。 俑'日编排条分缕析，纲举目 JJ~ ， 事物凿凿，史迹历历。

《 龙湾庆志》纵 L己千年、横-15百业11. 0 J一限为有文字可查的历史‘下限为2008年 1 2月 。 分民环境、

政治、经济、文化、杜会五音1"1类46编、 350万字。 一方风物 ， 尽收眼底;风土民惰，跃然纸上。 地理资

源、历史沿革、政治军事、教科卫生、农林牧灿、工商交电、风俗民情、人物胜迹 咱 一一架然备载，不

啻是一部改革开放的史册， 更是一部而向新世纪的百科全书 。 它能使治史者读之为史，攻文者读之为

文 ‘ 为官者读之为鉴，为民者读之获益。



《 龙湾、民志 》 门类设置与时俱进，凸现了时代精神 ; 地方特色突山 ，彰显了龙湾经济发展的历史轨

迹和文化脉络。 其篇目编宇11二从区情历史和现实特点山发，精心设计纬.J EI 。 环境部类反映本区自然环境和

|韦|垦造陆的特色，开宗明义 ; 文中着]í{E城区建设内容上浓墨重后，使区志有别于县、市志。 政治部类

以政治运动与重大历史事件破题，从政治体制改革过渡到现代政治体制的"四套班子党委、人大、

政府、政协) ，再兼顾各民主党派和杜会团体等。 经济部类突出境城地方特色，专设永嘉盐场编、渔业

编、副业编，以体现龙;同历史上"一村一lEI" 格局与"温州|模式"崛起的内在联系。 文化部类以明代永

嘉场文化为重点，着重突出抗倭文化与干J，-堡文化 · 将民俗与精神文明创建合并为风俗生lÎIl ， 以传统道德为

核心， 一以贯之。 杜会部类坚持 "以人为本"理念 . 特设"居民生活编城镇街道编新龙湾人

章 有框架不便套、 求特色不离语，重在体现共性、突出个性。

"1白天下者以史为鉴 ， 泊郡同者以志为鉴 o { 龙湾 |丘在》 将区域历史置身于4500多年的历史大背

景之rl寸，从一个地域和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民族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 。 作为一部综合性地方志书 . 它真

实地 ~c录与反映了龙湾的建置沿革、民风民情、行业兴衰，为我们认识龙湾过去的生存状态和加深对现

实的了解，提供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和历史借鉴。 虽然历史研究总是把昨天作为研究的对象，但其根本的

目的，在于通过对昨天的研究，来了解现实和|未来， 真所谓"疑今者察之肯，不知l来者视之位" 。

志书记载过去，观念寻 |领未来 D iTi我们把思绪和目光山 x，j 历史的审察转向对现实的认识时，当我们

在前人步伐的终极处开始崭新的跨越时 ， 我们展示于世界的应是昂扬姿态和文明形象。 龙湾、是文化之

乡，人杰地灵、物华天宅、前途无量。 主|二盛世修志真正成为认识过去、 服务当代、惠及后人的一项千秋

伟业，愿龙湾人民以史为鉴 ， 励志建树，扶正桂邪，兴利除弊，建设光明美好的未来 !

叶 共龙湾区委高山 /}~ I 会
龙湾区史志编篡委员会主任 l ι--../ ./ IJ)J./ 

二0一三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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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修 Ix:志士击新编地方志的一个创r街，足)(.j- rlì I玉|传统方志理论和实践的一个贡献 . 也是当代)f志篡修

-fio lfiÎ)(>1"的一个刷新问题。 4司令部 |\志都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没有一个成熟模式和现成理论可 以套用 。 |豆

怕与 1 11情县6[，既有共惜 ， 可以相互参照，义有1' 1 身特殊性 ， 二:者关系不容模糊， 也不可等flI齐观，要作

具体分析和 1i) 1 究 。 市县志书装修有丰富的朋论和民期实践作支撑 . 不乏精品佳志，而区志还在探索过程

之 ' 1' ， 其方法和|理论都处于形成和发展阶段 因此，如何篡修 l主志， 1兰志的基木结构和特点是什么，怎

样才n是精品位志 ， 口前方忐界和|学术界还没有一个统二认识和考核的质量标准ο 方志篡修者不11研究者

汗议区志/1.]" ， nn以市县志民至其他怀准来套JFJ :或衡址 1><:志的情况较为常见. 且习惯用这样的思维平1]方

法来指导 |天志的篡修 ‘ 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妥， J二L实这是思姐、方法论仁的一个误区，既不严谨也不科学，

这种有意Jill避它们之间差异平11区别的做法 ， 民此以往， Jt负面作J+J 平11影响更大。 区级毕竟是 ' r同行政区

戈IJ rl' l'l~一个独立体系，其衍政功能与作JI-J ~!H~予它不同的忏性 ， 所以从fl 学意义 t ìU ， 仄志:因!应有川于其
、

他志 1-5， CI J戊序列，才能与其主È位与名实才干!运应和1 1吻合 随着各地|泛级行政建宜的不断涌现 . 以及它在

约1齐杜会发展巾作用的日益茧盟和|显茬 ， 报H区志的第修方法 . 构建|天志的理论体系，提JH天志的装修

/]<平，建立 |文志的考核评定标准，就成为 Ix:志篓修者乃至全国方志界的主~务之急。 用绕这个新的重要命

题，全同方志第修者从 tH f见 Ix~志名称开始 . wtJ:J1lfn立只体例， ill行科学篡修和构建评价指标作 /1\ 了努力

平1 1尝试。 经过反复J束时平11实践过程，不仅找到了破仰问题的根本方法不111路径， 而|斗，侦其篡修理念和方法

更具有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进而为 Ix:志评价体系的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全 IJil篡修 :H版的众多区

志巾， 考察其基本要素不11综合指标 ， ~龙湾区志 ~ ;JI具有典型代表意义 M 它的 H'， 版，标志着浙江省二轮

修忐创优Tf韭试点的 l天志某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标志着:@r编方志 |豆志~修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标志

着 |沃志的篡修方法和理论开始成熟并形成体系，标志着巾同;所编方忐{f继承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方面又

有了新的发展和!突破 ， 区志在 rlì 同方志JT项IJ 巾的地位U经得到确\[ 0

概括而言 . 列为龙湾|丘文化重点-日茧的 《龙鸿 |三志 ~ ，其框架结构更加|合理 ， 记述更加l完整，重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更加|突出，编篡更加规泡，特色更加鲜明，行文更加流畅，是一部记述全面系统，体例符合志书现范 ，

龙湾区'情特色和时代特点鲜明，谋篇布局多有创新的上乘之作、精品之作。 其巾的诸多亮点 ， 综合体现

了区志篡修的最新进展和1:最高水平，具有代表性和科学价值。

其一，总体布局结构合理、逻辑性强 ， 严谨而科学。 区志分环境、政治、经济、文化和杜会五大

部类，提括了龙湾历史与现状的所有内容。 其编排原则: 一是兼顾了龙湾的肯今发展特点，着力体现J也

域特色; 二是体现时代发展特点，彰显了龙湾区在温州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以及服州模式中所发阵的重要

作用; 三是在各个部类内容先后排列次序上，坚持做到"事以类聚、类为一志'\坚恃志书体例规范，

做到兼顾社会分工与 |宝l 民经济行业分类的要求，较好地把握了区志的地位。 因篡修 《龙湾区志 》 这个亘

古未有的新问题、新挑战，区志篓修者没有在网难面前退缩，也没有套用和~!在抄市县志的结构和1模式以

塞责.而是从龙湾区的实际出发，勇于担鸣，从梳理基木地情做起 ， 集思广益、明确宗旨，依靠集体智

慧 、 足够的业务本领以及深厚的方志文化造诣，从i某篇布局到结构安排，以客观准确l矛u真实反映城区性

质 、 功能、作用和地位作为第修区志的根本。 在完善篇目设计上狠下工夫，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

议，统一思想、达成共识，修改调整篇目结构，力求做好形式与内容的结合，以更好地记述区悄。 如在

环境部类中，将行业治理和生态、建设的内容进行整合后穿插在相关篇章;在城市建设编中，将建筑业和

房地产业从该编巾析 I:M独立单设;将交通编中家庭购车内容移入中I~会生活篇;在经济部类中，在经济总

情卷增设经济体制改革内容，以体现时代特征与区境特色;在农业编中仍设小农业，以体现区境渔业发

达、副业商贾侧重与林业的沿海特征;将农业生产关系变革内容并入经济，总情体制改革章 ， 升格林业章

为林业编;将文化部类的旅游编与商业 、 市场合并为商贸服务业编;将永嘉盐场编后置于经济开发区

后，既理)1顶了逻辑关系 ， 又起到了工业向商贸业过疲的作用 ; 将经济管理中的海关内容移至财政税收

编，以体现关税与地税 (同税)的并列关系 ; 行政审批内容移至政怡部类中作为政府行为 ‘ 体现了政府

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的积极作为与开拓进取 ， 等等。 由于区志篡修者熟悉区'情、对区情的方方面面研究

到位、深谙彼此轻重和内在的必然联系，善于处理主要和l次要矛盾，能用辩证统一的眼光看待事物的复

杂关系，同时又注重事物的归属得当，从区志结构安排和|内容记述上统筹兼顾事物发展的规律平11特点，

着力于篇曰结构设计的合理性和科学性，所以区志的结构安排能够承担系统、完整和科学地记述和反映

区情的重任o

其二 ， 较好地把握了龙湾发展的主线，探索创新区志篡修，做到了形似与神似的统一。 很多区志之

所以名不副实，形似而魂散，共性有余而个性特征不足，非鹿非马，徒有其名而缺乏个性，不能有效地

发挥志书的资料著述作用 ，其中主要原因是没有充分认识和把握地域的发展主线 ， 不愿意也不能从大



处着眼和思考相关问题，不具备研究问题和|处理复杂事物的能力和水平，平庸而无智慧，把克隆模仿他

人志书篇目作为稳健的标志，缺乏探索和创新精神，网守成规、人云亦云，不敢越雷池一步.热衷于作

填充题和表面文章，形式上一应俱全、 内容则杂乱无章，主次不分、轻重不辨，缺少贯穿志书各部件的

"志砚"一一主线 。 这样的志书，尽管部头不小，洋洋大观.但不像是资料性著述，没有多少实用价

值。 所谓主线就是贯穿志书的主要脉络‘ 一个地方各个方面、各个时期不同内容和形式的资料之所以能

够连接成整体，主要是有一条脉络将前后联系起来。 围绕主线组织编篡资料，就可以做到主题鲜明突

出、逻辑合理明畅、结构有序严谨，向然会提高志书的质量。 若主线不明确，常常会发生上下错位、缺

项断梢，出现逻辑泪乱。 对于读者来说，主线越清楚就能更深刻地理解志书的内容。 因此，深入研究地

情、准确抓住主线，是篡修志书的一个关键环节。 龙湾区志的篡修者深知其中的重要意义，所以他们在

这个方面下了t夫，抓住了要害，从而使龙湾区志有了魂，亮点多多 ， 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 那么龙

湾的主线究竟是什么呢?龙湾的主线不是篡修者创造出来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存在。 龙湾区志所记

述的内容，上溯事物发端、下迄2008年，从其发展过程而论以建区为界、分为两个历史阶段， 一是建

区前区境不同组成部分历史上又曾同时分属永嘉、瑞安、温州市本级等多个不同行政区域，隶属关系复

杂、头绪众多，这使得志书具有记述时限长和记述主体分散的特点，再加上龙湾历史悠久，各种无法克

服的客观原因，更加剧了搜集资料的难度。 描述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找出反映历史新旧交替、兴

衰转换的节点和1规律，确实对区志笼修者来讲 ， 是一次严峻考验，但他们做到了并把它做好了 。 二是

龙湾建区这一阶段，正是我同深化改革、扩在开放， 经济和社会发展最迅速的时期，龙湾这一时期的所

有工作都离不开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应是龙悔区这一时期的主线。 由于龙湾区志的笨修者较好地把握了

龙湾发展的主线这个要害，并较好地处理了一些具体问题的此详彼略关系，取舍得当，所以区志的主线

鲜明而主体突出，各种事物发展的源流清楚、因果呼应、脉络清晰而可辨。

其二，区志的地域特征和时代特点鲜明 。 龙湾的地域特征和时代发展特点是区志的两条主线，两者

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如何作出正确把握和|描述， 建区前后又有什么不同，怎样记述才能恰到好处，彰

显龙湾的个性 ‘ 并没有现成答案 。 改革开放是一个发展过程而不是时代特点，况且这个过程只有三 1-

几年的日才间.而龙湾的历史却有上千年，历史上的发展过程与时代特点将如何驾驭， 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工程，这个问题贯穿于区志的各个部类和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 这个问题研究不透 、 把握不准，区志就

失去光鲜。 所以区志从谋篇布局开始就重点研究和探讨这个问题，由于资料基础扎实，篡修者在研究地

情上下了苦功夫，找准了历史发展的节点，所以在各部类中记述相关事物发展过程中，比较系统地彰显

了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的特征和各个事物的时代特点。 如在环境部类中 通过问潮捍地、用海造陆等篇章



的记述 . 凸显了境域"阻居海rl-' "的历史特点。 在经济部类 rl '着重呈现了商贸经济的格局及其特征边

过单设永嘉盐场、汗Ú.业 、 副业编 ， 并在编卡1 1:上按产业结构( ~I二行业结构)次序宇11 州，卫u清了传统的民 ruJ

副业向现代的民营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叶守点、集中反映现代都市农业和l二 、产业的发展水平、潜力

以及投资环境等情况， )在现了龙湾与周边 |义'城不同的经济特征 3 在文化部类 'Iì 、画过设立二11二物质文化边

产和ι文编等、重点x，J 区境明代的盐场文化、抗倭文化和11'片使文化的特点做了翔实记录.突 1 1 : 了区i克在

明代的重要历史地位。 在杜会部类巾 ， 设立风尚习俗平I lfffr)主湾人等编市，对龙湾道德风尚及j直德建设方

面的情况、民间信仰中乡村所信奉的"保护和11 " 以及tfr龙湾人 11-1 来 、结构 、生前以及他们所而 1 1伍的|利总

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记载，这些都是龙i弯特有 i'1"J 0 在时代特点方面 . 改革开放时期的龙湾与历史仁是不同

的，是发展最快的时期 、 也是前所未有的，如何反映具特点，花湾在二温州发展模式巾发挥了怎样的作川

等都是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区忘记述的重点不"亮点 。 篓修者采tl又集 '1-' 与分散相结合的记述方法. 突 11: 了

温州模式与民营经济在区境经济体制改革巾的分茧，他们的做法是在经济部类 rl-' 设立平济体制改吊唁 . 集

仁1-' ~己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城镇经济体制改革和民营经济改市批发展的特点。 在政治部类 'Iì ， )1吁政治体

制改革的内容贯穿于党委、政府的决策与施政过程之中 ， 而与之相配套的科技 、 教育、文化 、 1 1.生 、 体

育等丰I~会事务管理方面的改革，贝IJ分散至IJ杆|关编审 rlìl略作 i己述、不仅l1，j 代发展特点突 :H ，而且政1fì体制

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 内容和l两个主要方丽的记述到位，凸显 f龙湾在温州、|改革开放rl '所发挥的重

要作用。

其凹 ， 浓墨主;T~J1H见了发展进步丰11 1三 大成立Jt ， Xlc述纶验教l) 1 1 不"存在问题，比较完惶地J段:/j-> 了区域

发展的全貌u 历史发展从来都是/111折复杂的 ， 坦途和JII页境不多，即使是所谓的廉 |业，也同样存在这样或

那样的深层次问题和各种矛盾。 监:志作为 |豆的综合历史 ， ~.lc载方方 |盯而所1，又得的|气 大成就及制夭缸地

的变化和|进步，但也不能回避发展 ，-]-，遇到的问题和|应汲取的经验教训;某修者应本着实事求是、客观J币1

述的态度，敢于触及问题 『 总结经验教训iI ，才能更好地为后来者提供仙鉴 ， flTU古人们不要重蹈眨辙，股

鉴不远。 这是志书的题巾应有之义 、 也是方志篡修者的责任不"义务 。 << }-È:;湾 |立志 》 篡修者'y采用且要义，

较好地处理!了两者的关系，在各部类相关主肩章中既客观地记述了发展所fl呈阳的主要成就和l发生的巨变.

又对出现的问题以及经验丰"教训作了实事求是的抽述喃力求立实札H见事物发展的基木而貌。 ~n 1'.l:环境

部类中， x，J 影响龙i与环境质量的污染源及为泊理而付出的沉重代价怕出作( ~II实 U载 ; 在国nfì部类叫， ;<、I

历次政治运动手n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以此!'l ll现的过i}~ítll偏差问题有客观~-li'í述，还j点了历史的真实，

没有回避或掩饰历史过程的复杂性及其人为造成的错误后果;在经济部类 I I' x ，J拙l政管理Tff:" I ' 为南 U追

求黄鱼捕获量而使黄鱼应受灭顶之灾的严重失误及民间金融呈会所，'Hf见的欺诈>>-且!;成 rl"J严重杜会问题句:



占1)作了真实记载;在杜会部类 'IC' ，设专17对各城'ftH:n道所发生过的具有-定丰十会影响的案件和事件都有

tG 'j~的呈现，这些事实表明.即使是同一仄城， t吁'个城镇街道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r\曾经历过 IFR

J斤，都有{r'î.1导吸收的经验和教训 II ~ 他们这种对历史和现实负责任的严谨科学精神， {吏仄志少了政治宣传

|白色彩 ， ,(ri 1曾强 f其严谨性和科学性 11 "五|新编方志的倡导者组织者胡乔木同志在新编方志工作开展不

久，曾严厉批评第修的新编i志书存在的所谓"政泊化"倾向问题.他强 ìRiJ指出所谓"政治化"就是不适

、 'í地表现lH一种政治的色彩，使地方志染 |二了一种宣传包~，这种Jxl气损害了地方志的严谨性和科学

性，这是应当避免的 口 而 《龙湾|三志 》 的内容记述 啕 没有染上这种宣传色彩， 也没有为领导歌功颂德或

为尊者贤者昂的毛病 . 反倒使志书的朴实性、严ì，!ti性和 |科学性贯穿于区志的记述中 ， 较好地体现了区志

作为- ，~r\科学文l~íÆ的属性。

其五.较奸J也体现了区志的著述性和1资料性特征 l 新编志书的著述性与资料性的有机结合有待提

高，是当下'志-1于采修较为突出的一个问题。 没有系统完整的资料，志书的若述性就无从谈起。 有的志书

资料性强而若述性差 ， 有的则是两者都做得不{~ß . 甚至有的资料缺项较多，直接影响志书著述性与资

料性的发挥 这当是新编方志不能适应新时期方志了作发展要求的"木领恐慌"的表现之一。 之所以出

现这样的问题. 一是对地情不|啧料的析UlJI和研究不到位; 二是没有也不愿意在资料的出集和整理 七全身

心投入，等靠耍的依赖思想严重。 因此，志书装修中有资料就记、没有就不记.有什么资料记什么.静

态资料多、动态资料-少，共性资料多、个问特点资料少.各机构|三i 常工作情况资料多、贴近丰1:会、贴近

生币以及反映新生事物资料少的现象较为普遍、志书作为严谨科学的资料，著述，不仅要门类设得比较合

j虫，在门类的叙述上比较得当而且要力求表现出多门类的相互关系 ， ~龙湾区志、 》 的第:修和·为了更好

地反映和|突 1I \ I泛志的著述性与资本|性的关系，他们克服龙湾区历史悠久、系统性资料缺乏， I豆域拍n奏、

完整性资料难革IJ离，农村背景、城区特有E刘j=体现:::r先天的不平IJ因素和l 怀| 耳l~条件，采取有效捎胞 、 倾全民

之力 ‘ 籽力在扎实 IR'I育基础1\资料上做足了文章 其具体做法: 一是带四'J I灭在、承编单位制定资料征集大

纲啕做到上报资料与第二修区志隋相结合; 二是以有开j屯谈会、开展非1-会 i周奄等方式，组织 4户门力量，做

好资料的恰选补缺工作.使纵述史实不断主线; 一寸，是广泛开展杜会调查，采访辑录口述资料，获得大量

不见诸文献记载的一于"鲜活资料如1在环境保护编 I:j-I ，使用了权威部门的最新的杜会调查报告或典

型案例的专记等资料.更具说服力平11实JR价值;阳是对涉及重大事件、重要历史人物以及重要历史时期

的资料，作了全而深入吃掘和梳理鉴别;五是组织从事某些守门行业颇有造诣不1]丰富经验，以及亲历见

ìlEJ毛发展历程者参与相关内容的篡修‘如J经济部类的副业编就是 ， 1-， 32位热悉其业态、者笨修初稿 ， 不仅填

补了空 (-1 ， -1工富了区志的内涵，而且提供了极其价值的资料;六是作了资料长编，且文字资料、口述资



料、社会调查资料、实物资料与统计资料以及图片资料等的征集分类、梳理考证和补充完善工作与志

稿的篡修相始终。 由于资料基础扎实，研究区情到位，使各部类及编章无题序的概括提炼与相关横排门

类内容的 Il乎应和l内在联系的贯穿相得益彰。 所以从整体上看， (龙湾区志 》 的著述性和资料性特征尤为

显著，表明区志的篡修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其六，回归修志传统，主要人志资料都注明出处和!来源 ， 增强了区志的学术规范性。 一切资料皆有

出处， 是中同古代篡修地方志的优良文化传统，但这个文化传统在新编地方志中有所弱化或倒退。 如

1993年全罔地方志第一次评奖获一等奖的省市县 164部志书，其中在《凡例 》 或《编写说明 》 中写明所

引用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的72部，概要说明资料来源的有34部，元资料出处标注条款的有5 1部，此

157部志书均不主张标注资料出处，占总数的96% 。 这种情况在二轮志书中依然存在，仍未引起足够重

视，损害了志书的严谨性和科学性，降低了志书的使用价值。 本来在其他资料汇编中视为极其平常的事

情，去p在志书篡修中难以得到贯彻和执行，确实令人匪夷所思。 当代方志学者周建国认为标注资料出处

是由地方志的属性和体裁所决定的，是地方志的根，也是地方志事业的根。 由于不标注资料出处，把资

料来源卡的种种问题掩器起来，隐患重重 : 不能区分一次文献与二三次文献;将史实与传闻相混淆 ， 将

事件亲历者供述与道听途说相混淆;对统计部门的数据是否经过加工，旧图片是有经过拼贴 、 修除处

理， I日地图是存经过重新绘制等未作WL另IJ ;大量资料来源于二兰次文献，而未与一次文献进行逐一校

核 ; 使用转引资料，不标明转引自何种文献;难于弄清|哪些资料已收集，而哪些资料，尚未收集等等。 舍

弃了资料出处，就如同斩断了资料的根。 志书-朝出版，资料随之散失，而志书也随之成了无源之水 ，

无本之木，无根之谈，大大削弱了志书的使用价值。 二轮志书篡修中的少数精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

后果，开始回归传统，在篡修的志书中注意标注资料出处， << 龙湾区志、》就是其中的践行者之一。 在区

志中凡是引用和参考的重要资料都对其来源、调查材料的调查者 、 图表的依据和图片的摄影者等作了标

注，虽说这是一个学术规范问题，但却增强了区志的可靠性，提高了区志的学术含量和使用价值。

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强调方志"原属天下公物夫修志者，非示现美，将求其实用也" 。 作为天

下公器的 《龙湾区志 )) ，不仅对龙湾的历史和现状作了系统客观的记述，是一部高质量的著述性资料文

献 ， 填补了龙湾元志的空白， 而且在区志理论和实践方面，作为一部具有探索和代表性的区志范本，它

的重要意义远远超出一部志书范围，而具有了研究和借鉴的意义，此为其重要学术价值，也是本人愿意

推荐和介绍的原因 。 以上为本人学习的一些心得体会 ， 权作序。

…19日于澳门理工学院成人教育及特别计肌 二 J.



几例

一、木志系龙湾区有史以来首部以现行行政区划名称命名的地方志书，定名温州市龙湾区志。

二、本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贯彻科学发展观 ， 坚恃实事求是

原则，遵照 《地方志工作条例》及《地方志质量规定》要求 ， 全面系统地反映龙湾区自然、杜会的历史

和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实用性的统一。

一.、木志记述地域范用以志书下限即2008年时的龙湾行政区域为限， 包括永强片、状蒲片、海城

片、灵昆片。

四、木志坚持通贯古今，力求详今明古。 记述时限上起事物发端，下限原则迄于2008年 。 为求记述

完整 ， 个别事物根据实际需要酌情延伸至20 10年。

五、本志遵循生不立传原则，人物传收录龙湾区和龙湾籍对丰十二会发展有突出贡献和|重大影响的已故

人物。 对收绩卓著的在世人物，以人物简介或以事系人形式记述。 人物表收录进士名录、获省级以上表

彰的先进人物名录、龙湾籍在外乡贤及龙湾区内高级职称者。

六、本志采用述、记、志、传、阁、表、录等体裁，以志为主。 全志共3册46篇229章，首冠总述、

大事记，编下综述，章首概述，末附分类索引等。 地图与照片除部分集中于志首外，其余随文设置。 大

事记采用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方法。、索引分设要目、人名、 地名 、图照、表格5类，并设附录

编后、修志花絮。

七、本志编章节目设置坚持事以类从原则，横排门类、纵述史实。 为充分反映龙湾地域特色或时代

特征，个另IJ内容根据记述需要予以升格或另设专 i己。

八、木志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体，文字力求朴实、简练、流11易。 |徐总述、无题序外，一般述而不论。

儿、*志采用第三人称，所记地域、机构、团体、组织、会议、文件等以当时称谓为准。 志内各类

名称，第一次出现时使用全称，之后用简称。

十、本志采用纪年， rll华民国以前为历史纪年，汉字书写，括注公元纪年 ; 中华民罔纪年用阿拉伯

数字书写 ， 括注公元纪年 1949年 10月 l 日中华人民共和同建立后，为公元纪年。 "民罔特指"中

华民间新中同指1 949年 10月 l 日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罔解放指1949年5月 7 日中

同人民解放军解放温州市区之口 ; 文巾年代所涉世纪除特指外，均指20肚纪。

十一 、本志所用地名均为规范的地名，历史地名书写当时名称，括注今名 。 本志数字、标点符号、

计业单位使用，遵循同家有关新闯出版规范。

1-二 、本志历史数据采 |可历史文献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同建立后，以政府统计部门数据为准，统计

部门缺失的辅以相关部门数据。 木志资料主要来自各部门材料、史籍、 i昔牒、方志、档案、报刊、调查

访问 c 照片除署名外，由各部门及区摄影协会提供或区志编辑部向行摄影、搜集和|翻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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