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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志》凡例

一、《吉林省志》的编纂，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记载

吉林省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二、《吉林省志》记事时间，原则上以清顺治十年(1653年)宁古塔将军设立为

上限，以1985年为下限。

三、《吉林省志》记事空间，以1985年吉林省行政区划为准。依此难以处理的，

则按当时的行政区划记述。

四、《吉林省志》为记叙文体，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

五、《吉林省志》依据学科分类，兼顾当今社会分工，设若干卷，有的卷下设分

志；大多采用章节体，设篇、章、节、目。

六、《吉林省志》立传人物标准，以对本地历史发展有重要影响为基本依据，以

当代人物为主兼及历史人物。以正面人物为主兼及反面人物。在世者和外国人不

立传。对本行业本部门历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但不宜立传的人物事迹，采用以事

系人或列“人物表"、“英模录"的形式反映。

七、《吉林省志》使用的主要数据，以省统计部门认定的为准；业务部门提供的

数据均经过核实。
‘

八、《吉林省志》使用绘有国界的地图均经省测绘局审定。

九、《吉林省志》使用国名、地名、机构名、文化名、各类专用名称均写全称，使

用简称时，在首次出现时注明。历史地名均写原名，在括号内注明今名。凡外国国

名，重要或常见的地名、人名、党派、政府机构、报刊等译名，均以新华社的译名为

准o。对人物的称呼，除引用原文外，均直书其名，不加职衔。



十、《吉林省志》对1931年9月18日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侵

占时期，根据行文的语言环境确定具体称谓。凡作为历史时期。均称“东北沦陷时

期”。在行文中涉及到日伪政权机构、职官，在其原名前加“伪”字或加引号。

十一、《吉林省志》纪年采用传统纪年-9公元纪年两种方法。辛亥革命前，一律

采用以朝代年号加注公元纪年的方法；辛亥革命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

纪年加注在公元纪年之后。日伪政权年号一般不标出，必须标出时，在年号前加

“伪”字。

十二、《吉林省志》引文忠于原文，对原文中的错字予以矫正。繁体字改为简化

字，引用古籍或古地名、古人名，使用简化字容易引起误解者，仍使用繁体字。

《吉林省志·政府志》特例

《吉林省志·政府志》下篇新中国成立后的吉林省行政机关的第一章机构建

置、第二章职官的记事下限延至2002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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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以朝代年号加注公元纪年的方法；辛亥革命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中华民国

纪年加注在公元纪年之后。日伪政权年号一般不标出，必须标出时，在年号前加

“伪”字。

十二、《吉林省志》引文忠于原文，对原文中的错字予以矫正。繁体字改为简化

字，引用古籍或古地名、古人名，使用简化字容易引起误解者，仍使用繁体字。

《吉林省志·政府志》特例

《吉林省志·政府志》下篇新中国成立后的吉林省行政机关的第一章机构建

置、第二章职官的记事下限延至2002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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