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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中国风物志丛书，是由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出版部门负责

组织编纂、分册出版的知识读物。丛书内容着重介绍我国悠久的

历史文化，众多的名胜古迹，丰富的土特名产，多彩的民族风

情，以及日益发展着的社会主义新貌。

对于向往中国、了解中国、关心中国的海内外广大读者来

说，需要的是真实、可靠，和富于魅力。编者力求做到的也正在
’

于此。我们希望上述读者都能从中了解到最感兴趣的一些方面。

但是应该承认的是，编纂不同于过去志书的风物志这一新的尝

试，我们确无所从，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因此，不妥不当

的地方一定会有。深望广大读者惠予指正，以便经过修订，使之

更切需要。

根据“中国风物志丛书”编辑出版的统一安排，在各省、市、

自治区的风物志问世以后，由北京旅游出版社负责编纂综合的

《中国风物志》。这项工作现已完成。这本书的出版，使整部丛书

最后完成，对某些更愿一览全貌的读者来说想必也是必要的。

1988年1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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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的地方志
陈翰伯． ’

多年来，我有一个习惯，每逢到一个较生疏的地方，广定要

把志书找来看一看。这样，我曾经翻阅过浙江的《嘉兴府志》，

陕西的《韩城县志》。当然，和当地同志谈话是获得知识的泉

源，但是查查志书，却可以得到许多书面的地方史料。

但是，这些志书是不易得到的，而且编得很乱，不便索阅。

更不用说其中还有不少封建糟粕。

因此，十几年以前我曾倡议重编志书，先把上海徐家汇所藏

全国志书择优影印，然后再组织人力，拟定体例，重新编写。待

到一九六六年狂风暴雨一来，此事当然就胎死腹中。对我个人来

说，这倒也少了一点麻烦。

一九八。年夏，我与百余同志会于太湖之滨，共议出版旅游

读物的事。我又重新提起此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中国风物志

丛书的设想便形成了。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当然与旧志书完全不同。经

过编撰人员、摄影家、作家的共同努力，它已开创了一个新局

面。它是广大读者的知识之友，是旅游工作人员的案头必备，又

是中、小学学生的课外读物，各级学校的老师可以从它摘取材

料，挥洒自如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

“登泰山而小天下”。书中的图文，留下不少余地可供读者联

想，借以开发智慧的矿藏。你可以通过它得到许多教益，从而激

励自己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

中国风物志丛书是一套新型的地方志。．它富于时代感，图文

并茂，无论如何是前人办不到的!
· 这套丛书的出版，将是我国出版界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一件

令人欣喜的事。 ，

’

．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八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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