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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 《新编慈溪市图志》的编篡，按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的指导原则和《国家

基本比例尺地图编绘规范》规定的标准施行。

二 、本志是 1993 年《慈溪市图志》的续志，上限为 1988 年，下限一般截至 2008 年 。 但

行政区戈~变迁的记述延伸至 2011 年年底 ， 图文中的地名采用 2011 年慈溪市地名普查成

果，部分涉及各街道、镇的图件，引入了慈溪市政区大典编写组收集的 20 11 年的资料。 资

料有延伸的图文，均加说明 。

三 、全志以文字为纲，采用篇、章结构安排。 前置概述，中列专志41章，后殿断限内大

事记、后记。 专志部分，按基础篇 、经济篇 、政治篇 、社会篇、文化篇五篇归类。

四 、全志图文并重，以图为主 ; 图以地图、统计图为主，辅以少量照片。 地图以有比例

尺地图为主 ，示意图为辅。

五、正文前单设《图例~ ，但仅涉及个别专题图的符号不列入，另在相应图上标示。

六、本志以 2008年慈溪市辖区为记述范围如人物仅记现境人物 ;少数与慈溪市直接

相关的境外事物，如引水 、办境外企业等，略有突破;历史追述部分以当时境域为范围，并

加说明 。

七 、数据以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准;统计局无统计数据的，采用部门提供的数据。

八、纪年用公历"解放前"、"解放后"以 1949年 5 月 24 日 慈溪解放为分界。 用历史纪

年时括注公历。

九、机构 、组织 、单位名称用通用简称 · 名称变化频繁的，文字记述时偶用通名，如以

"某年建立人才交流服务机构，现名慈溪市人才服务中心"表述。 地名用现行标准地名，

追述时用当时地名 。

十 、文字资料来自档案、正史、旧志 、报刊 、专志、谱牒、文稿、文物考古及调查采访，一

般不注明出处;编图资料以测绘部门提供的大比例尺地形图为依据，以最新卫星影像及

地名部门调查资料为参照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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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新编慈溪市图志》经 5年多的努力，将于近日 编成付梓，可喜可贺。

慈溪的地方志编篡有优良的传统。 清同治末董沛 、徐时栋合撰的《慈溪县志~，就曾获得

梁启超的好评 ，说该志"出于学者之子，斐然可列著作之林"并将它列为全同 20部"最表表

者"的县志之一 。 20世纪 80年代以来，慈溪地方志工作与时俱进，更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

1 992年出版的《慈溪县志》在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评选中荣获一等奖， {<慈溪县志 〉编修实

录》被傅振伦先生称为"方今修志有实际功用的重要参考书"， 2006年创刊的《慈溪史志》季

刊，已成为我国同类刊物中的佼佼者。 而作为创新成果的《慈溪市罔志~ ( 1993 年版) ，也同样

获得好评，曾被陈桥驿先生誉为"我国地方志修笨的一种重要发展"称得上是我国地方志

修篡中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范例"。 时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的驯家驹先生，也在贺

信中说"你们在继承我国图经基础上，开创了我国方志的新体例"、"值得在全同推广"。

在二轮修志中，慈溪市地方志编委会除组织力量编篡《慈溪县志》的续志《慈溪市志》外，

还针对初版《慈溪市图志》尚存不少缺陷，以及 20年来市情的巨大变化，决定编篡《慈溪市图

志》的续志。 由于续编图志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较大调整，因此定名为《新编慈溪市图志》。

《新编慈溪市图志》保留了前志"篇幅短小、要素齐全 、携带方便"以及"罔文并重"的特

点，力图全面、形象、简练地反映慈溪市近 20年来各方面的情况，是我市文化大市建设的重要

成果，是全市干部 、群众了解市情，并从市情出发实现"打造品质之城、共建幸福家园"任务的

有用参考书。 同时，也是所有关心慈溪发展的朋友们了解慈溪的便捷窗口 。 我们深信她的

刷版，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并在慈溪的建设与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新编慈溪市图志》在前志的基础上，继续就图志的编篡体例、地罔表示形式的多样化

以及如何突出志书的时代与地方特色等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探索，为"现代图志"这一地

方志新体例的创新发展作出了进一步的努力 。 我们希望我市修志人员能一如既往，为完善

这新体例不断努力，以推动我国现代图志事业的繁荣。

在《新编慈溪市图志》的编篡过程中，编辑部的编辑人员、浙江省工程勘察院罔志项目

组的技术人员作出了艰苦的努力，{慈溪市志》参编人员提供了相关的资料，西安地图出版

社和关心《图志》编篡的专家、学者给予了热心的鼓励、指导，借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是为序。

中共慈溪市委书记 俘和
慈溪市市长市地方志编委会主任 才也多

20 1 2年 9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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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慈溪市~I志》编篡完成，行将公开问世。 对于方志学界和地图学界来说，这都

是一件空前盛事。 因为我看了原稿 ，已经领略了这部《图志》的不同凡响，是一部前所未

有的特殊文献，也是一部值得藏之名山、传至后世的煌煌巨构。

说起地图，我应该说是个半途出家的人。 中国地理学会曾于 1963 年假杭州当时最高

级的华侨饭店，举行了一次学术讨论会，笠可帧先生亲临会场，许多著名的地理学者都赶

来参加这次盛会，并且还到了不少记者和出版社的编辑。 我是参加历史地理学组的，事

前奉前辈谭其骥先生之命，要我在会上讲些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情况，我遵命在会上谈

了有关这方面的问题。

但会后不久，我就接到《中国建设》英文版的来信，他们不知怎样知道我"精通"英语，

要我按会上发言写一篇关于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文章，所以随即为他们写了篇《中国古

代的地罔绘制~ I 的文章 。 我的确懂得一点英语，但对于这一篇，因为我是按《晋书 ·裴秀

传》讲的，中国古代地罔绘制中的所谓"制图六体"即"分率、准望 、道里、高下、方邪、迂

直.，为了译成英语，我实在多次推敲，煞费苦心 。 虽然全文发表，但我还不知道翻译得是

否贴切 。 此文发表以后十年灾难"随即开始，我用英文在英语刊物中写文章，这当然属

于严重"罪行"但是这些都是"牛棚"中的事，用不着说了，我只是为了说明，这是我在地

图学上写的第一篇文章。

作为世界教育史上千古笑柄的"工农兵学员"是前领导的临去秋波。 但是"大亡政

息"后来者当然宣布"工农兵学员"作废 ，而实行择优录取的传统制度。 校内有些系居然

开始招研究生，地理系不得不也跟着做。 但当时能招生的仅我一人，他们要我招了"历史

地理学"研究生，指导教师也仅我一人。 我只好拼拼凑凑，开了几门课，其中一门就是"历

史地图学" 。 这门课实在很枯燥，而其中的所谓"制图六体"我自己也是在不断地研究之

中 。 现代的科学地罔学 ，我虽然懂得一点，但因为作为研究生导师的，全系仅我一人，我

当然不能在"历史地图学"课程中 ，穿插新的科学地阁学的内容。

与此同时， 国内不少市县修篡的地方志也陆续出版。 正是因为各地修篡方志的人员

中，缺乏在测量学校或高校地理系读过"地图学"课程的人，所以在新修方志中，地图的错

误很多。 1 988 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要各地派人去座谈新修志学问题。 浙江请我去应

卵，我就在会上特别指出了许多部新志中所附地图的错误，有的甚至错误百出 。 回来以

后，省方志办特地专门召集各地修志人员 ，听我作了一次传达，我在传达中大略说了有关

地图之事 。 因这件事实在并不简单一一"地图学"这门课程，在大学地理系要开两个学



期，每周三学时，所以要各市县方志办专门聘用一位在测绘学校或大学地理系学过"地图

学"的人，这是不现实的 。 唯一的办法，是志书中的地图部分请这类学者编绘或向这类学

者求教。 所以当我接到慈溪市要专门编篡一部《图志》并索序于我的来信以后，我实在不

胜兴奋。 因为当时还不曾想到，一个市县，在修了志书以外，还有专修一部《图志》的举

措。 而当年在看了他们的图稿以后，又使我相当放心。 所以我在那篇短小的序中特别指

出，这部《图志》的地图"是以现代地图科学和测绘技术为基础的计量地图 。 通过比例

尺，图面上的一切注记符号之间的关系，都可以求得可靠的数值" 。

当时我想到，既然 1988年北京座谈会以后，省里要我传达，我又把新志地图的错误作

为一个重点，而现在慈溪市又专门编绘了符合地图科学的《图志~ ，必然会有不少市县以慈

溪市为榜样，从事《图志》的编篡工作。 但后来据我所知，能够仿效慈溪模式的却并不多。

在 1997年中国社科院主持全国方志评选时，由于我又是浙江的代表之一 ，眼看许多从内

容说可以评得上奖的志书，却又因为地图的错误而落选，为此我又在会上作了一次专述地

图的发言。 修一部志书，可以向-些能动笔墨的人动手，也可以把有关的篇章请有关的单

位写作。 但地图却没有对口的单位，所以常常出错。 实际上，修志领导人中，也有看到这

种现象的。 曾任中同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和《中同地方志》主编的诸葛计先生，在

他退休以后，曾写了一本《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录》岛的较大著作。 在此书 1994年下，他比

较详细地介绍了《慈溪市图志》。 文中除了把我为此《图志》所写序中主要几句照录外，他

还另外加了一条按语"如果说， 1989年 12 月出版的《建德古今图记》单以照片为主，看不

出与古代《图经》有多少联系的话，这部《慈溪市图志》则表现了较多的继承性。 "

令人遗憾的是，曾经长期参与全国修志事业的诸葛计先生在其《史事录》中特别重视

的《图志~，在此书的以后篇章中 ，就很少再有继承《慈溪市图志》的精品 。 诸葛计先生在其

"按语"中所说的"继承性"是什么 ? 显然就是宋朝由朝廷颁诏命各地修篡的《图经~ o {图

经》和《图志)) ，其实是相同的词汇。 当年，朝廷尚且如此重视的事，但到了今天，都成为一

个冷门 。 正如我在拙作{(图经〉在我国方志史中的重要地位沪一文中所说的"历来修篡

的大量《图经~ ，如今已经亡供殆尽。 "当前的不少修志人员 ，根本既不懂得《图经~ ，也没有

接触过《图经~ ，痛心的是外国学者却很重视《图经》 。 我在《我和慈溪沪一文中谈到: 1992 

年，日本大阪商经大学教授富冈仪八先生，曾由我夫人陪同到慈溪考察盐业。 当时，我曾

将我手头尚有的首版《慈溪市图志》送他。 他在考察后应邀在杭州大学地理系作"经济地

理研究法"的学术报告，就手执我送他的这本《慈溪市图志》。 他说，看了这本《图志~ ，我对

慈溪的考察就更为方便，更有心得。 所以在国际学者的心目中， {图志》确实是很重要的地

方工具书。 1995 年，由于美国几所大学的邀请，我曾在我夫人的陪同下，到从路易斯安那

州向东直达佛罗里达州的十几个州旅行过，一人每个州境，就有一个接待站，那里陈列了



旅客可以免费携取的该州各种资料，其中也包括该州的"图志"只是内容比较简单罢了 O

但是在我国，地方志的事搞得这样热闹，而《图志》却响应者寥寥。 这是为什么?实

在是因为许多修志者都不懂地图学。 与美国各州的接待站中的那些附了许多地图介绍

州情的小册子相比，一句话，就是我们人民的文化素质低。 为什么低?我在拙著《水经注

校证》飞此书获教育部奖)首卷序言中坦率指出的"原来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我们曾

经经历过一个‘读书有罪，谈书人有罪'的时代。"现在"有罪"的时代已经"人亡政息"但

文化素质的提高，不是短时期补得上去的 。 这种从 1950年以后持续三十多年的严重错

误，在我们的文化事业中波及面很大，而在地方志这个部门中就是不少方志办的人员，

不懂我国的方志史中有《图经》之事。 既不懂《图经)) ，自然也就不懂《图志》。 何况《图志》

涉及许多现代科学的内容，他们实在是一窍不通。 所以当我第一次看到《慈溪市图志》之

时 实在让我惊喜交加。 冰冻三尺造成的恶果，已初显逆转的端倪。 为此我曾经说过，我

国竟也有那么一个修志先进的市，单独出版《图志~ ，虽然后继寥寥，但此事由于根源、复

杂，不能要求过高，也不能急于求成。

现在，使我感到逾格兴奋的是，继上世纪九十年代全国首创的《图志》以后，还是由慈

溪市的方志学者重整旗鼓。《新编慈溪市图志~，不仅传统和风采依旧，而在许多方面已经

跳出了初编的模式而创立一种全新的《图志》格局。 这部 16K二百余页的大型《图志~ ，从

传统来说，它是《图经》的继承，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创造;从内容来说，这部五篇四十

一章的巨构，完全是现代科学的组合。 在当前的修志队伍中，我们还有许多不懂地图学，

不懂统计学，甚至连二名法也搞不清楚的工作者，这部《图志》的问世，不啻是个响彻华夏

的晴天霹雳。 我不想介绍它的内容，因为公开问世以后，大家都能看到 。 我只想、以我这

个人轻言微的九旬老头大声疾呼:各市县凡是有真心实意修好自己志书的，都有必要再

修一部如同《新编慈溪市图志》的文献，已经修过志书，甚或又出版了第二轮志书的市县，

也应该在自己市县的文化事业上从善如流，补修这样一部《图志》。

7王 :

( Map- making in Amcient China. Ch ina Reconstructs 1965.4. 
②方志出版社 2002 年出版。

③《陈桥驿方志论文集)) . 杭州 大学出版社 1997年出版 。

④《陈桥驿方志论文续集þ ， 中华书局 2011 年出版。

⑤中华书局 2011 年出版。

刷子
201 2年 9月于浙江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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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乃复

慈溪市第一部新编图志出版于 1993 年 《慈溪县志》则出版于 1992年 。 当时为什么

在县志出版不久就组织力量编篡图志呢?主要的出发点有如下几方面。

首先，新编《慈溪县志》出版后，人们希望有一种与之相配套的读物，要求它篇幅较

小，便于携带 ;内容全面，但简明、精确 ;表达形象、直观，可读性好。 采用什么形式好呢?

我们找到了图志，觉得在传统图志基础上，用现代技术编成现代图志，可能满足人们的需

求。

历史上的图志"其先以图为主，说明为附，其后说明日增而图不加多 ，或阁亡而仅有

说明，遂多变为有说无阁与以罔为附庸的地志"。 发生这种变化有多方面的原因 ，其中主

要的原因是传统地图和统计图表达能力不强 、编制技术落后，远远跟不上日益复杂的自

然、社会的变化。 到了清末，西方以现代地图科学和测绘技术为基础的计量地图传入中

国，它通过模式化、符号化 、抽象化的手段，科学地反映出自然和社会经济现象的分布特

征及其相互关系，能容纳大量的地理 、历史信息;同时数据统计图也日趋科学、能形象、

精确地显示事物间的量化关系 。 图示表达能力的这种发展，客观上为图志的复活创造了

条件，新的图志也就应运而生。 比较著名的有道光年间编篡的魏源《海同图志} ，全书 88

万字 ，含地图 75 幅 、地理天文图 7 幅及技艺图 57页 ，按"图经表纬 ， 图横表纵，左之右之 ，互

相体用"的体制编排;有光绪年间编篡的法伟堂《益都县图志} ，计五十四卷 ，其中有 4卷

图集 ，计 42 幅， 实现了图与文的并重 。 另外 ，光绪年间编刊的新疆省建省后的第一部通

ω ，虽然人志地图不多，但因采用了现代测绘地图而被定名为《新疆图志} ，这些例子说明

了当时方志界与时俱进重视现代图志编篡的情况。

不过 ，由于其时史地的学科分界已明确、稳定 ，而章学诚的"志属信史 " 、"志乃史裁"

的观点也已被广泛接受，因此不少方志学者已将图志、地志之作划人地学，似乎编图志已

不再是方志编篡题中应有之义 ， 编篡的新图志数量就不多，成了地方志类中的另类。 甚

连方志地罔的现代化，进展也显得十分缓慢 ，直到民国后期， ~部县通志》等才配有成套



的现代地图。

我们正是根据图示技术已有长足进步，现实社会又有迫切需求，而前人又己在现代

罔志编篡上取得了一定经验的情况，决心试编现代图志，以图推陈出新。

第二、我们创编的图志，一开始就从三个方面框定其基本属性:一 ，它应是严格意义

上的地方志。 在空间范围的区域性，记述内容的综合性、资料性，记述时段的连续性以及

编撰体例的安排等主要方面，均须符合志体特点，现代图志应是方志家族中的一个成

员 。 二，新编图志又是一种带有中国方志特色的地图册，与完全按西方特点编制的各类

地图册不同，内容更宽泛、更丰富 ; 三，我们试编的图志，是县级志书的配套读物，是县志

的一种简化的 、图像化的精编本，它与历史上的图志或地志 、图经不同，是对图志传统的

某种发展。 我们认为具备上述三个特点的图志，应是方志的一个新品种，有其存在的充

分理由，它不仅能丰富地方志的品类，有其独特的表达手段，有极强的实用性，同时-又能

促使作为舶来品的现代地图学带上浓郁的中同特色，彰显古代图志与现代综合性地图册

的某种承续关系。

第三、促使我们编撰图志，还有一个理论上的考虑。 我们着于编罔志时关于地方志

性质的讨论已近尾声，不少讨论的参与者力图在地理说和历史说之间选边站，而且大多

承章学诚的观点持历史说。 对此，我们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认为，章学诚所处学术背景

与当代的学术背景是不同的 。 章学诚时代，西方现代科学的分科正处于日益分化的阶

段，学科越分越细，学者们面对中国学术分科的混沌状态，对旧学进行科学定位和划分显

然是一种进步，因此不管你是否同意章学诚的看法，都不能否定他那符合学科发展规律

的努力;而我们现在却处于学科大规模细化后的融熔、整合时期，原来泾渭分明的学科界

限被纷纷打破，大量的交叉学科不断产生。 在这背景下来看中国的地方志，它本来就与

地理学、历史学有着割不断的关联，实在本来就是一种交叉学科，可以堂堂正正地坐定其

学科地位。 我们要做的不是逆着学科发展的规律，硬是去选边定位，而是应按交叉学科

的特征和构建原则，确定其性质、内涵和外延，分析它与相关学科的联系与区别，并从原

相交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中发展出自己的理论和方法，形成学科的理论、方法体系和编撰

实践规范，用以指导学科的完善与发展。 这方面认识上的模糊，显然对学科的创新与发

展都是不利的，对地方志编篡实际，也成为一种无形的羁绊 。 不过，当时的讨论几乎已有

定论，提出质疑已不可能引起重视。 我们于是转而致力于编篡学科交叉特征明显的图

志，想从实事上彰明我们的看法，以便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

《慈溪市图志》出版后，获得了一些专家的肯定 。 浙江大学地理系陈桥驿教授在看到

样稿后，欣然为之写序，指出:"{慈溪市图志》的编绘出版，是近几年来我国地方志修篡的



一种重要发展。 从形式上说， {图志》继承了盛行于北宋的图经，这是我国地方志的古老

传统。 从内容上说， {图志》又不同于古代图经。 古代图经的地图，是没有数值意义的示

意图， 而《图志》的地图，是以现代地图科学和测量技术为基础的计量地图 。 通过比例

尺 ， 图面上一切注记符号之间的关系，都可以求得可靠的数值。 把这种古老的志书传统

继承下来，用崭新的内容使之成为一种富于科学性、直观性和实用性的现代志书，这称

得上是地方志修篡中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范例。 "② 《图志》出版后，傅振伦、于希贤等

先生也迅即驰函祝贺，时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的哪家驹先生在来信中指出你

们在继承我国图经基础上，开创了我国方志的新体例，完全应当在全国范围加以推广 。 "

对于作为县志的配套读物的定位，陈先生也给予肯定，他说"图志将《县志》的内容加以

高度精炼……并配以地图，图文对照，一目了然。 把《县志》这个 1000余页的庞然大物，浓

缩在不到 200页的《图志》之中，并增加了新的内容，使读者得以从短小精悍的篇幅中获睹

慈溪的概貌。《县志》与《图志》真是相得益彰。"广西林防先生还从篇幅短小 、要素齐全、携

带方便的特点肯定它是一种用途广泛的地情工具书，对于用志的改革也是一种有益的探

索。

《慈溪市图志》的出版还引起了业外报刊的注意 ， {测绘技术装备季刊~2004 年第 1期

发表了《现代"图经"一一"图志吵， 2004年 5 月 21 日的《中国测绘报》发表了《志图融合相

映生辉一一谈〈慈溪市图志〉的编篡~ ，非地方志专业报刊发表对地方志著作的评价是不

多见的，可见测绘部门对图志编篡的关注。 其中特别是陈蕴奇先生的《现代"图经"一一

"图志"~一文 ，还在首届中华优秀出版奖中荣获论文奖，说明出版界对编篡图志的高度评

价 。 另外 ，学界对图志也有较好的反映，浙江大学地理系曾将《慈溪市图志》列为学生学

习参考书;俞孔坚、张蕾、刘玉杰先生在《中国园林~2004年 05期上发表的《城市滨水区多

目标景观设计途径探索~ ，是以慈溪市三灶江两岸的景观设计为例，阐述进行城市滨水区

多目标景观设计的一些理念与方法， {慈溪市图志》就被列为研究的参考文献。 我们历来

认为，地方志的地位和作用，用户的意见最为重要，因此，来自业外的这些反响，对我们坚

持图志编篡事业是巨大的鼓舞。

我国图志编篡事业，近十年来已有令人振奋的发展 。 我们编图志那时，浙江曾有几

种地情地图集在编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继承图志传统的问题，更没有人愿意用《图志》

的名称。 现在情况却已大为改观，不仅先后有《宣南鸿雪图志》、《北京街巷图志》、《杭州

经济开发区图志》 、 《宁波市图志》等图志编成出版，而且与《东北药用植物原色图志》、《中

国荷花品种图志》等动植物图谱类作品和《辛亥革命图志》 、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图志》

等以历史照片为主要内容的图集不同，其体制己与本来意义上的图志接近。

尤其是正在编篡中的《广西通志 · 图志》 、 《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 · 图志》 、和《遵义

图志~ ，它们已不仅仅是同级志书的图像化精编本，而是一种独立的现代图志 。 《广西通

志 · 图志~"采用地图形式反映广西历史、自然、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情况"目前已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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