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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吾

“国有史，邑有志”，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编修
史、志的传统。史著与方志承载着中华民族源远

流长的历史文化，代表着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传

统，也是一笔丰富的历史遗产。

新编中国地方志编纂臻于兴盛，始于中国共

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它是改革开放在精神
文明和学术文化建设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

思想解放对繁荣学术文化的推动、社会经济的发

展、政治的稳定和社会开放程度的拓展、乃至人
们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凡此种种，都为

编纂方志提供了全新的历史条件和难得的历史机

遇。而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支持，各级政府和方

志编纂部门的组织实施，则是新编地方志在不到

20年的时间里取得丰硕成果的直接动因。

据初步统计，全国省、市(地)、县计划编

纂的志书有6000种左右，现已出版约4000种。

这些志书大多资料翔实，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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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的时代特点，客观地反映了该地的自然与社

会实际，真实地记录了我国伟大变革的时代进

程。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必须“摸清、摸准我们的国情"o这些

志书正是具有独特历史文化价值的国情书，对于
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大量新志书的问世，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
的问题，即如何用好新编地方志，如何使这些志

书更好地发挥作用，亦就是如何拓展及强化方志

的服务功能。

新编地方志的服务功能并不是古代方志传统

的简单承袭。从主导方面、本质方面而言，它是
一种创新。这种创新，不但表现在志书的深度与

广度等方面的拓展，更表现在服务对象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劳动人民做了国家的主人。

我们的学术文化事业，应该深刻地认识到这种变
化．顺应这种变化。新编地方志，不但要为各级

领导、各部门干部与文教科研队伍使用，也要为

广大的人民群众，尤其青少年使用。新方志应该
成为他们认识国情、地情，了解社会生活，提高

参与国家事务能力的信息库，成为对青少年进行
爱国、爱乡教育的乡土教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地区内和地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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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国内外的交流、交往El益频繁，人们对地方
信息的多方面需求急剧增长，这种趋势已愈来愈

明显。新编方志横及百业，纵贯古今。这种“百
科全书"式的记述，为满足不同层面的各种信息

需求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途径。本乡本土的广大群
众要了解家乡、热爱家乡、振兴家乡，就需要全
面反映自己家乡的各种读物，而大凡国家公务员

到异地任职，人们为了求业、求学乃至旅游到一
个新的地方，海内外游子为了满足人类固有的寻
根意识，几乎都希望能获得该地历史、地理、人
情、风物等方面的各种信息，更遑论外国人期盼

了解中国的求知渴望了。这种与日俱增的需求，
正成为方志服务功能不断创新和拓展的强大动

力。

现在的情况是，新志书出版后，基本上是在
本地区、本系统内部运行，社会上和外地真正需

要志书的人和单位，往往问津无路。即使有些志

书进入市场，由于新志书部头很大，一部县、市

志动辄百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字，个人使用起来

很不方便，价格又高，非一般人所能承受。这样
的志书虽然资料丰富，很有价值，可以放在图书
馆、方志馆供专家、学者以及一些因工作需要的

同志查阅与研究，但要走进一般干部、群众家，
3



恐怕就难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编地方志

社会效益的发挥。

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先从1997年中国地方
志优秀成果奖获奖的志书中选取若干种改编为简

本，每种30万字，以《新编中国优秀地方志简
本丛书》的形式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编纂这套丛
书的目的在于增强新编志书的可读性，扩大志书

的影响范围，更好地传播地方信息，发挥志书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功能，使志书更好地服务于当

代社会。

现在，《新编中国优秀地方志简本丛书》第
一辑编辑工作已经完成，收入第一辑的简本有八
种，它们是：大足县志、阜阳地区志、秦皇岛市
志、绍兴市志、顺德县志、文登市志、辛集市

志、建水县志o《丛书》在保存原本志书内容精
华、基本框架不变的同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篇幅的浓缩精简。

既然称作简本，就要对原本进行删节、浓

缩。《大足县志》141万字，《阜阳地区志》205
万字， 《秦皇岛市志》700万字， 《绍兴市志》
540万字，《顺德县志》180万字，《文登市志》
184万字，《辛集市志》190万字，《建水县志》
120万字，均删简为30万‘字左右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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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内容的升华充实。

简本不单纯是文字的削减、浓缩，而是内容

的提炼和充实，信息密度大为增加。例如《秦皇

岛市志》简本比原志更着力、更集中地展现其特
殊的地理位置、优越的自然环境所构成的区域优

势——港口优势及旅游优势，在人们心目中树立
起中国“夏都”的形象。同时，不少简本还增加
了原本下限后的内容，使简本进一步与现实接
轨，提高了使用价值o．

第三，结构形式的创新。

简本为了执简驭繁、言约事丰，避免面面俱
到，使读者用较短的时间了解本地概貌，就要选

取最有代表性的资料。因此在结构上大多打破旧

格局，进行再创作。例如：《顺德县志》简本紧
扣顺德地处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地理优势，抓
住民族工商业及改革开放中创出的富有特色的经

济发展这条主线，在原志基础上另搭构架，重新
组织加工素材，重点记述地理、人口、经济、城

乡建设、习俗、华侨、港澳同胞及名人，而略写

机构等内容，以使读者对顺德的古今地情脉络一

目了然。

第四，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更加鲜明o

《阜阳地区志》简本突出经济、文化和民俗
气



等章节，农业章介绍土特产品，文化章保留猴
戏、剪纸、农民画等民间文艺。《辛集市志》简
本加大了人文部类的比重，通过本地人物反映历

史。辛集市传统皮毛制革业在改革开放后焕发生

机，成为全国最大的皮装生产和营销中心；辛集

市中小学教育发达、质量在全省名列前茅，这些
都在简志中重点记述o《绍兴市志》简本则加强
绚丽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人才辈出的比重o
《大足县志》简本以举世闻名的石刻艺术宝库为
重点，对兴盛于晚唐、鼎盛于两宋、拥有五万余

躯石窟造像群浓墨重彩。

此外，简本对原本的疏误之处有所匡正，并

增强了文字的可读性。

原本与简本，一繁一简，各有侧重。如果想

简明快捷，就读简本；如果想了解更详细、更系

统的资料，请读原志。两者各有千秋，互存互
补，互相辉映。由于简志具有部头不大、价格适

当、信息密集、特色鲜明的优点，它可能会受到

广大读者的欢迎，从而实现地方志工作者多年的

企盼：让新编地方志走上一般干部、群众的案

头、书架，并成为前来洽谈业务者或寻根访胜者
随身携带的必备之物o

《新编中国优秀地方志简本丛书》工作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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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包括志书的选择、内容

的增减、结构的调整以及文字的处理等等方面，

肯定会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这些问题，一定会
在探索中不断改进。我相信，编纂简本方志是一

项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它一定会为建设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辜黜煞瓣箍羹王忍之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副组长
一一～

1999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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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荟

南方

为古

公元

译为

。元

代置建水州，并在此设临安广西元江等处宣慰司，统辖

临安、广西(今泸西县)、元江等路府州县。明清时期，

建水为临安府附郭。民国时期，亦曾为云南省第三行政

督察专员公署所在地。因之，建水作为滇南的政治、军

事、经济和文化中心，曾持续了7个世纪之久。长期以

来，汉、彝、回、哈尼、傣、苗等民族和睦相处，互相

帮助，形成以汉文化为主体，各民族文化相交融的多元

一体的边地文化，有“古建筑博物馆”和“民居博物

馆”之誉，现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l处、省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9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44处，还有被誉

为“亚洲第一洞天”的大型溶洞群燕子洞和颜洞，继

1988年被云南省人民政府列为第一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

和省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后，又于1994年被国务院列为第

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

反映建水自然与社会，统合古今，着重记述现代历

史和当前现状的新编《建水县志》，经各部门通力合作，

历时10余载，于199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问世。新志书
1



史料翔实准确，富有时代特色、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

具有资治、教化、存史的重要价值，受到各界人士的好

评，继1996年获云南省地方志优秀成果二等奖后，又于

次年获全国优秀地方志奖二等奖。唯志书全文120余万

字，卷帙浩繁，备于查找资料而不便于普及和流传。根

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李铁映同志关于“志书可以

分门别类，分别出一些精装本、普及本和简写本，满足

各方面的需要”的指示，并接方志出版社将《建水县

志》简写本入选《新编中国优秀地方志简本丛书》的通
知，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关怀与重视下，县志办公室

在顾及原志系统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去芜存精，取其

主干，削除枝叶，突出地方和民族特色，并加以刻章琢

句，使行文更为朴实、简练、流畅，增强可读性，对于

普及志书读物，扩大志书影响，更好地发挥志书功能，
进一步为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服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全县广大干部、职工和群

众，应以县志简本为乡土小百科全书，开展读志用志活

动，从中接受爱国爱乡教育；各级各部门领导干部更应

从中深入了解县情，以历史的经验教训为鉴，科学决

策，推进建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为把建水建成蓬勃发

展，人民安居乐业，民族团结和睦，社会文明进步的

“文献名邦”而努力!

中共建水县委书记 白发堂

建水县人民政府县长 田金堂

1999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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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书为新编《建水县志》之简本。新编《建水

县志》为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和体例、新的资料编写

的社会主义第一代志书。它通过广征博采，取统合古

今、详今略古之法，在批判继承旧志传统的基础上，补

旧志之所缺，略旧志之所有，纠旧志之所谬，上限尽量
追溯至有史料可考之时，下限止于1987年。全志分概

述、大事纪年、专志、人物、附录和后记6个部分，具
有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资料翔实，卷

帙浩繁，共120余万字，199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简本

因篇幅所限，略去附录和后记2部分，并删除图、表、

录等形式，力求增强著述性与可读性。

二、原志力求在批判继承旧方志体例的基础上有所

创新，采用“史志体”，即中国地方志协会原副会长董

一博生前所倡导的“横排竖写，以横为主。史志结合，

以志为主。横排不缺，竖写不断。纵横交叉，攻其主要

⋯⋯”等。在编纂简本时，编者进一步按董老所指出的

“如需史体，则以史体记之；如需志体，则以志体述之；

甚或史体、志体兼用，唯所便耳”的办法，将原志所横

排的篇、章、节、目、子目5个层次，压缩为4个层次。

为了克服横分过细，篇幅包容不下的缺陷，不少专志在

第3个层次上即开始竖写，这样也便于克服记述琐碎的

弊病。

三、今县境北部的曲江、东山坝、利民、盘江4个乡

1



镇，曾于民国11年(1922)析出另设曲溪县，1958年10月

撤销曲溪县，其地仍并入建水。本志除在《大事纪年》中

另附《曲溪县大事纪年》，《政党·社会团体》章中附记《中

国共产党曲溪县组织》、《中国国民党曲溪县党部》，政权
章中亦作相应记载外，各专志中根据曲溪县资料的多寡

有无，于民国时期的记述中，同时列举建水、曲溪的资料

和数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记述，未单独列举曲

溪县数据的，其数据皆引自建水县统计局1985年编印的

《云南省建水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949。1979)))一书。

该书为使资料具有可比性，已按1979年行政区划规模和
计算口径，将原曲溪县1950。1958年的数据并入建水县

统计。本志行文中不再一一说明。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区乡行政区划和规模多

次变动，区级建制经过区一公社一区一乡(镇)的反复，乡

级建制经历过乡一管理区一小公社一生产大队一乡一村

公所(办事处)的反复。本志一律按当时的行政区划名称
记述。

五、本书所载资料，来源于省、州、县档案馆、图书馆

和县统计局历年的统计资料及各部门提供的专志初稿。

也有采自口碑的资料，编纂时经多方查证，反复核实，纠
正错讹。引用古代和近代资料尽量注明出处。引用1950

年后的档案数据和资料则不注出处，以免冗赘。1955年3

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新人民币，新币1元等于旧币1

万元，本书1950年至此时的统计数字均由统计局按新币

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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