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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本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实事求是

地记载鹰潭本土范围内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的各类著作、成果，立足

当代、通贯古今，尽量做到思想性、权威性、科学性、资料性、实用性和可读性相统

一O

二、编纂目的：一是真实、客观、全面地展示鹰潭有史以来至2000年底(特别是

1983年鹰潭升格为省辖市后)的各类著作、成果；二是为《鹰潭市志》中的著述卷提

供翔实资料。

三、时限要求：上溯有史记载，下限2000年12月31日(特辑下延至2001年

底)。

四、总体设计：本志由市科委、市社联、市文联、市志办联合编纂。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著作、人物简介和文选分别由市科委、市社联、市文联负责

收集、选编，市志办负责总纂。本志除卷首为特载外，共分五章、十四节，约43万

字，除第一章外，其余各章均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顺序排列。

五、书写规定：本志采用记述文体，使用白话文和规范简化文字。

六、入选范围：凡鹰潭籍人士、曾在鹰潭工作过的人士或至今仍在鹰潭工作的

客籍人士在时限内所发表、发布过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范畴内的著述

与成果符合人选标准的均可人选。鹰潭籍在外地工作的人士因考虑难以收全故

不在此列。

七、入选程序和标准：①坚持作者本人申报，相关单位推荐，本志编委会审定

的原则；②古代、近、现代部分由市志办通过相关书籍和史料编选；③图书入选是

指凡在海内外公开出版或内部编印成书的个人或多人著(编)的作品；④凡在省级

以上的报纸、刊物、电视台、电台等发表、演出、展播、宣读、获奖的作品均人选条

目；⑤选文标准原则上要在中央(含各部委办)和国家级各协会、学会、研究会等主

办的公开出版发行的报刊或省级公开出版发行的专业报刊上发表的学术、理论文

章和文学作品(不含纪实文学和未在上述报刊上发表过的作品)，一人限一篇

(首)，特辑不受此限。

八、入选人物的基本要求：一是有个人专著公开出版者；二是有作品在国家级

的专业刊物上发表者；三是有作品或成果在省级以上获奖者(不含佳作奖、鼓励

奖、人选奖等)；四是有副高以上职称者或省级以上相关协会、学会会员且有一定



数量作品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者。

九、“简介"规范：著作介绍含著作名称、体裁、著作者或正副主编、出版时间和

出版单位、字数或章节数、发行量、主要内容介绍。人物简介只写姓名、出生年月、

籍贯、最高学历、担任最高职务、出版或发表的主要作品，除注明少数民族和女性

者外，不再注明民族和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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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志书编纂的创新

——序《鹰潭市著作志》

胡宪

接读《鹰潭市著作志》，便有精神为之一振，耳目为之一新的感觉。该书集自然科学、社会

科学、文学艺术于一炉，比较全面、系统地展示了鹰潭市各类著作、成果和专利。由市科委、市

社联、市文联、市志编纂办公室联合编修的《鹰潭市著作志》，为鹰潭市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

文学艺术界做了件大好事，也是志书编纂的创新。

鹰潭地方不大，仅辖一县、一市、二区(含龙虎山景区)，人口才一百多万。但俗话说山不在

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古往今来，鹰潭这块沃土养育出了许多贤达志士，他们给

鹰潭留下了令人自豪的锦绣篇章。《鹰潭市著作志》把上自汉代下至民国时期的著作归纳为第

一章，收录了古、近、现代上百部图书书目和数十篇(首)诗文，我读了这一章之后，对鹰潭的古、

近、现代著作和著作者，有一种总体的感觉：人才辈出，璀璨辉煌。对此，我们要作为一种宝贵

的资源，不断地挖掘、开发，为我们当今的创作借鉴和应用。《鹰潭市著作志》突出当今，把该志

书的重点放在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至20世纪末这段时期，用了四章的篇幅，介绍了鹰潭

的近300部图书、100多名著作(文艺)工作者，选录了近2000条诗文(著述、成果、专利)目录，

选编了近百篇(首)诗文(著述)，并把鹰潭市作者创作、编剧的获第八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作

品作为全志的“卷首”，可以从中看出鹰潭自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1983年升为省辖市以来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三方面成绩卓著、人才济济，是值得鹰潭人民骄傲的。

在自然科学方面，鹰潭已经形成了一支较有实力的队伍，他们中有教授级的专家、学者数

十人。从1983年到2000年底，不仅有大量的学术研究论文在几十家国家级专业学术杂志上

发表，而且有近200项科技成果获得省级以上奖励，有近300项发明创造获得了国家专利；在

社会科学方面，鹰潭也有一支由各系统组成的“联合部队”，他们中有各级党政机关的负责人、

调研工作者和各学会、各学校的理论工作者、教授、研究员等。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2000年

底，鹰潭的理论工作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数十家国家、

省级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并有几十篇优秀社科成果获得省级以上奖励；在文学艺术方面，

鹰潭已有各种市级协会的会员近1000名、省级会员100多名，中国文联各协会和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数十名，也已形成了一支有鹰潭地方特色的文艺“新军”。到2000年底，鹰潭的作家、艺

术家在国家级报刊上发表各类文学艺术作品数百件，获各种省级以上奖励一千余次。特别令

人振奋的是，鹰潭有《胡风汉月》、《永远的井冈山》、《天安门广场抒怀》等三部作品同时获第八

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有此殊荣，这在江西乃至全国都是不多见的。

与此同时，各类拔尖人才脱颖而出，冲出鹰潭，走向全国。如舒普荣、程关森、杨思齐、姜朝

皋、陈特明等等，他们与鹰潭的数以千计的各类专家一起，组成了鹰潭著作者前进的方阵，伴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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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大潮去描绘祖国的今天和明天。

听鹰潭市志编纂办的负责人说，为了编修这部著作志，市科委、市社联、市文联、市志办等

四家的主要负责人亲自挂帅，抽出了最得力的业务骨干，从2001年5月16日召开第一次编务

会议开始，仅用了7个月时间就拿出了送审大样，这确实不容易，对上述部门领导和负责各章

征集资料、编写文稿的主笔，对所有关心、支持《鹰潭市著作志》编纂工作的各位专家，我由衷地

表示敬佩和感谢!

作为一部专业志，《鹰潭市著作志》也尚有不足之处，如在外地工作的乡友的著作、著述、成

果等就没有列入其中，这也许是编纂者顾虑到难以收全的缘故吧，这个遗憾只有待机会加以弥

补了。但总的来讲，《鹰潭市著作志》是一本好书，她给鹰潭人长志气，鼓勇气；我想凡已收在志

中的人不仅会珍惜她，更会以此为动力，更加努力地去创造；没有收入志中的人，也会以此书为

鞭策，积极创造，为《鹰潭市著作志》的续志添砖加瓦。

以上就是我读罢《鹰潭市著作志》付梓大样的总的感受。写下这些文字，作为序也罢，作为

读后感也罢，一家之言，仅供参考。

2

(序者时任鹰潭市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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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衍经

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华夏大地上出现了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社会景象，各项社会

主义事业蓬勃发展。在这社会主义的美好春天里，盛世修志的历史文化传统也受到了世人的

重视并恢复起来，形成了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热潮，千军万马的修志大军竭智献力，辛勤笔

耕，成就了成千上万部省(区)、市、县志和乡镇志、厂矿志、山志、水志等等。鹰潭市首部“市志”

编修工作，也由此而兴。

鹰潭市的修志工作者在精心编纂《鹰潭市志》的同时，也着手擘划并进行了鹰潭市志系列

丛书的编纂出版工作，《鹰潭市著作志》即是这套系列丛书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志书是由

鹰潭市科委、社联、文联和市志办合编成功的；这一点充分说明，各相关部门对全市各学科著述

成果的关注，对编纂著作志的高度重视。正是由于这样的关注、重视和卓有成效的合作，我们

才得以从这部志书中，全面、系统地在整体上看到了鹰潭市古今著述之林的风貌。

著作志旧称艺文考、艺文略，源于史著，自班固《汉书》设《艺文志》始，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

历史传统。历史上的史志学者对艺文即著述内容的记述十分重视，二十五史中原有“艺文”内

容者有《汉书》、《隋书》、《旧唐书》、《宋史》、《明史》等，《隋书》和《旧唐书》不称“艺文”而日“经籍

志”，名虽异而实同；没有“艺文”内容的如《后汉书》、《三国志》、《元史》等，也由清代学者补写了

“艺文”。地方志书中记述艺文，始于北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自此，一统志、府州县志中便

都有了“艺文”门目之设，著录一方著作的名称、卷数、作者及内容提要等；所以《四库全书总目》

断言：“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史。”

史志之书记述艺文内容，对研究历代图书文献、学术源流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历史

上的史志学者对艺文的记述十分重视，有的且多有论说，清代方志学大师章学诚在《修志十议》

中，即曾极言其必要性，有“艺文为要”之论，并指出：“近世志艺文者，类辑诗文记序，其体直如

文选，而一邑著述目录，作者源流始末，俱无稽考，非志体也”。在《和州志艺文书序例》中也说：

“典籍文章，为学术源流之所自出，治功事绪之所流传，不于州县志书为之部次条别，治其要删，

其何以使一方之文献，无所阙失耶!”这些论议，确实是鞭辟入里、深中肯綮的。

读《鹰潭市著作志》，联系以上史实和论议审察体味，显然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鹰

潭市著作志》是继承历史上史志之作设立“艺文”类目记述艺文内容的历史传统而成就的专门

志书。

然而，与历史上史志之作记述艺文内容的情况进行比较，我们又不难发现，其问的相异之

迹也是很明显的。就形式而言，《鹰潭市著作志》并非综合志书中的一个类目卷篇，而是《鹰潭

市志》系列丛书之一，独立成书，自成体系的编著。从内容编排来看，不但选材的厚今薄古表现

突出，而且采用先分期设章后分类立节著录，并将当代部分著述(文艺)工作者汇于一章分类立

节简介，还辑录了“获第八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作品”，时代特色十分鲜明。书中既著录著

3

{7



鹰潭市著作志

作，也选辑诗文，这也与旧时志书仅著录著作或仅辑诗文的做法有别，有兼收相容之善。再者，

旧时志书记述艺文内容的传统做法，如章学诚在《修志十议》中所说：“例取盖棺论定，现存之

人，虽有著作，例不入志”。而《鹰潭市著作志》则突破了这一旧规，绝大部分著录对象是现存之

人及其著作，收录著作既坚持标准，又不苛求；因而，便极有利于真实、客观、全面地展示鹰潭有

史以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20世纪末的各类著作和作者队伍发展的概貌。凡此

等等，均表明了一个事实，即：《鹰潭市著作志》的编纂，既继承历史优良传统，又从当代实际出

发，因时权变，敢于突破某些旧传统的束缚，努力探索创新，真正实现了继承、创新、务实相结

合。

《鹰潭市著作志》的编纂和出版，在中国地方志蓊郁的志林里生长出一株新苗，在中国地方

志万紫千红的苑囿里绽开了又一朵新葩。她的出现，为中国地方志创辟了编纂独立成书的著

作志(或称著述志)先例。她生机勃勃，芳香四溢，光彩闪耀，引人注目。这是编纂者匠心独运

培育出的珍果，也是鹰潭市志编纂工作的闪光点。

“一石激起千层浪。”《鹰潭市著作志》的编纂和成就，将会引发各地方志编纂部门和方志编

纂人员的思考，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

一花引来百花发。继《鹰潭市著作志》出版之后，在万卉争艳的志苑里，将会有更多的著作

志相继面世，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作出贡献。

读《鹰潭市著作志》后整理的以上所思所识，难避螽勺之嫌，但欣喜欢悦之情勉可见于字里

行间，因此权充为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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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强

《鹰潭市著作志》即将付梓。这是一本很有特色的志书。它融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学

艺术于一体，合三而为一，略古而详今，既见著述，又见人物。也许与我曾长期从事过社会科学

研究的经历有关，我视这种“破例”为创新，读来倍觉畅怀。

科技在当代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早已为世人所公认，小平同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的论断更是一语道尽个中真谛。鹰潭的科研人员和科技工作者潜心于斯、发奋于斯，作出

了弥足珍贵的贡献，恰与鹰潭荣膺“全国科技工作先进市”的称号互为印证。《鹰潭市著作志》

清晰地记录了区域经济内科技创业的丰硕成果以及模范代表人物，正可谓“存史于后代，教化

于今人”．的确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江西正在崛起，人们寄厚望于科技。科技界的同志们要为肩负这一伟大的使命，而奋发有

为，谱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前人的新篇章。

是为序。

2002年3月9日于镂石斋

(序者时为江西省科技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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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鹰潭市著作志》

傅伯言

有道是“盛世修志”。新的历史时期以来，新编修的志书可谓汗牛充栋，种类也很多。鹰潭

市的志书编修工作，追求创新，追求特色。摆在我们面前的《鹰潭市著作志》，就是一部别具一

格的专志。

由鹰潭市科委、社联、文联、志办四家联合编纂的“著作志”，涵盖了该市科技、理论、文艺三

个方面的著作或成果，将三者熔于一炉，集中反映了鹰潭市科技创新、理论著述、文艺创作方面

的喜人成就。据我有限的见闻，这种类型的志书还未曾见过。这部著作志，为方志界提供了一

个新的志书品种，也是“著作志”编纂工作的一种有益的尝试。

全志分为五章，将古、近、现代的主要著作归为一章，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至2000

年底的著作(成果)分列四章，获“五个--32程”奖的作品则作为特载置于志首。这样的编排既

具历史感，又有时代性。

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我无意也无力对《鹰潭市著作志》作全面的述评，只能就社科方

面的成果说几句话。

全志简介了119部社科专著和近30位作者，选录了20余篇社科理论文章和800余条文章

目录，充分地展示了鹰潭市当代(特别是鹰潭市升格为省辖市后18年来)社科理论研究的成果

和理论队伍的风采。

志中所选载的社会科学理论文章，大多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具有很强的探索意义和参考

价值。如吴超来的《论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俞智敏的《以科学态度重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价

值观》，张方林的《简评“东方军”》、张友勇的《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结合看社会主义本质问

题》等等，都是从历史和现实出发，对某一事件或某一观点作理论的探究和阐述，言之有理，持

之有据。

选文中也有不少着眼于现实问题的研究之作，如陈卫中的《鹰潭、厦门经济互补性接轨问

题探讨》，陈饶文、熊树文的《鹰潭国有中小企业实现“软着陆”的启示和思考》，乐玉中、蒋保春

的《果喜集团成功启示录》，李东堂的《浅谈“三讲”教育对党的建设的创新和发展》、彭路祥的

《加强宏观管理，加快人民法庭建设步伐》等等。这些文章有调查，有思考，有见解，既有理论价

值，又有实践意义。

此外，“图书简介”中的著作和“选目”中的选目，也有相当数量的好书、好作品，如肖f毛根

的《读不尽的农民》，许雄辉的《实用新闻管理学》，陈志辉的《民族精神谱》，吴正有的《教师论》，

严乐儿的《形式逻辑》，张炜、汪继东校注的《龙虎山志》，张金涛主编的《中国龙虎山天师道》和

王中俊的《正确认识和指导反腐败斗争》等等。

总之，从这部志书中。我看到了鹰潭社会科学研究的丰硕成果和与时俱进的鹰潭社会科学

工作者的时代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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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更加璀璨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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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潭市著作志》序

陈世旭

《鹰潭市著作志》系统地记述了鹰潭地区的文化著作状况。它上溯古代，延至当今，其中包

括古、近、现代主要专著存目、诗文选、当代自然科学类、社会科学类、文学艺术类的专著及文学

作品的简介和选目、当代部分著述工作者的简介，以及重要获奖作品的目录。内容丰富，且条

清理晰。这对于了解鹰潭文化著作的源流，总结鹰潭文化的发展经验，探讨制订鹰潭文化的发

展战略，无疑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和决策依据。

鹰潭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自古至今，人文昌盛，人才辈

出。涌现了一大批光照史册的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和文艺家。鹰潭升格为省辖市后，适逢

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蓬蓬勃勃、多姿多彩的年代，年轻的鹰潭与时代同步，经济建设硕

果累累，文化事业也El益繁荣。广大文化艺术工作者创作热情高涨，涌现了不少富有思想性与

艺术性的好作品，部分作品在全省、全国和国际上展出、播出、发表、出版和获奖，成绩十分喜

人。《鹰潭市著作志》在时限上统合古今，在内容上详今略古，比较真实、客观地展示了鹰潭文

化艺术著作和著作者的概貌，尤其是鹰潭当代文化艺术事业兴旺发达的业绩，具有很强的现实

意义。

志书“非示观美，将求真实用也”。论志者有“博采风情，以利因地制宜”、“广征诗文。以见

文化升降”之说。区域文化对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强大的精神凝聚与动力作用。鹰

潭历代著作作为鹰潭地区文化的结晶，以其辉煌的业绩、丰厚的文献与历史遗存，给人们留下

了极为宝贵的文化承传。《鹰潭市著作志》是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热潮中应运而生的。充分

表明了修志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建造物质文明大厦的同时，积极构筑精神文明大厦的眼

光和胸襟。既是开明盛世的结果，也反映了鹰潭市在文化建设上努力跨入全省乃至全国先进

行列的进取精神。《鹰潭市著作志》的编撰出版，必将激励鹰潭市广大文化艺术工作者积极探

索，辛勤耕耘，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精神文化产品，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更大的贡

献。

鹰潭市寄来著作志稿样，要我作序。我对志书研究不多，仅就文化艺术这一方面写了以上

的认识，权当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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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者时为江西省文联主席、江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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