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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市长

序

《武汉市志(1980--2000)》业已付梓，问世在即。该志共八卷，约1 000万

字，堪称鸿篇巨制。据我所知，第一部《武汉市志》于一1999年出齐。一短短数年，

武汉第二部市志又编纂出版，实属盛世之盛事!我感佩修志人员为此付出的艰

辛劳动，尤其珍视这项成果产生的重大价值。

古人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我想，

如果将这个评语和论断移指志书，十分恰切。我国历史上不少文体曾风行一

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终因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而逐渐式微，以至消失。地方

志从产生之日起，就不断承续、发展，生命力强盛，成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

． 统。“隔代修史，当代修志”，实乃世事昌明之标志。20世纪80年代初，一度搁

置的编修地方志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复兴，至今已蔚为大观。这是地方志独有的

功能使然，其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已为世所公认，不遑多论。尤以其作为一

项功在当代、惠及后人的文化事业，更为其他文字体裁不能取代。地方志是全

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

文献，其所记述内容往往是断限期内各种事物第一时间的实录，客观、真实、可

信度高，功效斐然，因而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参考价值和利用价值。

对地方志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地方志素称“一方之全史”或

“地方百科全书”，是地情的最好载体，新方志理应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武汉市编修新方志得风气之先，起步较早。当时出于了解研究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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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地情的需要，市委、市政府积极支持编修《武汉市志》，历任领导都非常重视

地方志编修工作。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文化建设愈来愈受到

人们的重视，“认识城市”、“城市记忆”、“挖掘、保存城市的文化元素”等等理

念，近年经常见诸识者之论。这些都是地方志题中应有之义。胡锦涛同志在耶

鲁大学演讲中强调文化作用时指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对
‘

世界和生命历史的认识和现实感受，也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

和行为准则。”今日之武汉，面临着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创新型城市、率先实现

‘‘一中部崛起”的历史机遇。文化是自主创新的重要支撑，且与经济相表里。武汉
!÷

’ 、

的建设一定要将文化建设放在足够重要的战略地位。当前，要走自主创新道

路，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更加需要文化建设作基石。因此，武汉发展要务之

一，就是要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站在更高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与全面规划武

汉市的文化建设．，着力建设若干个同武汉市的历史、地理、现实密切相关而又极
· ：

具地方特色与‘长远影响：的文化建设项目，编修武汉地方志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
～

，’

建设项目。 ：．

续修的《武汉市志》具有较强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该志记述时限

(．1980--2000年)在武汉的发展史上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最

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为了充分体现这一特点，该志单独设置改革开放篇，

记述武汉改革开放的过程和重大决策、举措、成果等，引人注目。改革开放是20

年历史的一条主线，贯穿于这段历史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经过20年的改革

和发展，武汉市经济实力大增，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已达到小康水平，城市面貌

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改革开放的历史作用，将来怎么评价都不会过高，但是
。；

对这段历史的回顾和认识不能停留在概念的层面上，只有将改革开放的过程和

具体内容予以翔实的记载，才能使人们准确理解这段历史的真实内涵，使3,-4J'1

深刻体会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从中受到鼓舞，进而更能从其因果得失中领悟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从而达到历史认知的统一。
．’‘



《武汉市志(1980--2000)》卷帙浩繁，资料翔实厚重而又编排得体。全志

按科学分类结合社会分工的实际谋篇布局，对各方面事物的记述仍然以改革开

放为线索，但记述要素齐全，条分缕析，事物自身发展的轨迹清晰了然。全志有

较强的立体感和历史纵深感。该志内容承接第一部《武汉市志》，但在编写体例

上并未因袭前志，不乏创新。第一部《武汉市志》采用的是传统的条目体，而续

修市志考虑到武汉作为我国中部的特大城市，需要记述的内容极其宏博，加之

新志断限期时值改革开放，其间各种事物的变化极其复杂深刻，又都与这一背

景息息相关，根据内容表达的需要，改用章节体。条目体与章节体在方志编写

的实际应用中孰优孰劣或各有优长，这是辞章学家可以继续探讨的学术问题，
一

一 一

但无论如何，《武汉市志》的编纂者勇于探索、不断追求的精神是值得赞许的。

2006年5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67号)颁布的《地方志工

作条例》，将我国地方志工作纳入了法制化轨道，对于实现依法修志，建立地方

志工作长效机制，保证地方志事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而深远

的意义。《武汉市志(1980--2000)》恰逢此时问世，再次表明地方志编修是一

项重要的文化基础事业。全市各级政府和各部门都要认真贯彻实施《地方志工

作条例》，将编修地方志作为发展文化事业的重要职责，一如既往地重视地方志

编纂，并在志书出版以后做好读志用志工作。武汉市的修志人员多年来勤奋努

力，甘苦备尝，创造了很好的业绩。希望在《条例》精神的鼓舞下，百尺竿头，更

进一步，为武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2006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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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7月，武汉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武汉市志》(28卷，1250万字)全

部出版，标志着武汉市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首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编纂工

作圆满结束，同时也是第二轮地方志编修的正式开始。在经过两年多的酝酿、

策划、准备之后，又经过历时4年多的动员组织、搜集资料、初稿评议、总纂定稿

等必要的工作阶段。；《武汉市志(}980--2000)1》终于编纂完成并正一式出版。 一

本志是首部《武汉市志》的续编本，记述内容上限定在1980年，下限截止

2000年，少数内容根据需要适当上溯和下延。上下限的确定，既是为了与首部

市志有紧密的衔接，更是为了全面、系统、完整地记述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

代初开始的改革开放过程及其给全市各个方面带来的深刻影响和巨大变化。

断限期内的20年是新旧体制交替，新事物层出不穷，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

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生活方式都在发生巨大变革的一个崭新时期，

市志续修工作也遇到一些困惑、矛盾与问题。尤其是由于机构变动频繁，资料

散失不少，加上各承编单位修志工作发展不平衡以及编纂者经验缺乏等原因，

本志部分门类的记述难免会有缺漏，有待于今后进一步补充与完善。

市志续修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贯彻科学发展观，力求做

到思想性、资料性、科学性统一，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兼备，使续修市志真正成

为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文

献。本志共分8卷：第一卷总类、城市建设；第二卷改革开放、经济综合管理；第

三卷经济(上)；第四卷经济(下)；第五卷政治(上)；第六卷政治(下)；第七卷
．1。



教育科学文化；第八卷社会、人物、大事记。其中需要说明的是，第一卷的“总

类”记述环境、资源、人口、区划方面的内容；第二卷的“改革开放”记述经济体

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区域经济协作、开发区发展区方面的内容；第

三、四卷“经济”记述经济门类产业、行业发展方面的内容。在卷目和各卷篇目

的设置上，既充分考虑科学分类与社会分工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又从断限期内

的实际情况出发，突出改革开放这一时代特色。这是编纂者在体例结构方面进

行的一次探索和尝试。对于因编纂者学识水平的限制和经验的不足造成的缺

陷，诚望海内外专家学者、修志同仁和广大读者指正。

编 者

200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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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通过全面、系统的记述，客观反映断限期内武汉地区自然、政治、经

济、文化和社会的基本面貌。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存真

求实，确保其质量符合资料性文献的要求。

二、本志为首部《武汉市志》的续志。记述时限原则上以1980年为上限

(与前志下限有所重叠)，2000年为下限。在某些篇章的具体记述中，为了反映

事物发展变化的完整性，上下限有所突破，突破下限时仍对2000年情况作断面

记述。

三、本志采用章节体，以总类(环境、资源、人口、区划)、城市建设、改革开

放、经济综合管理、经济、政治、教育科学文化、社会为门类次序，下分篇、章、节

等层次。全志首设总述，末置人物、大事记。全书编制总索引，供读者查阅。

四、本志所用体裁为志、记、述、传、录、图、表等，诸体综合运用，志为主体。

五、本志记述同一事物在不同门类或同一门类不同侧面时，采取交叉互见、

详此略彼的办法，避免重复。

六、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记述体。行文力求准确、简练、朴实、流畅。除

引文外，一律采用第三人称记述。

七、本志对人物的记述，坚持“生不立传”的原in,0，对在世人物采取以事系人

的方式入志。人名除引文外，一般直书姓名。人名前可书表明其身份的职务，

不冠褒贬之词。

八、本志录用统计数字以国家统计部门的数字为准，统计部门阙如的，按各

行业、各部门的统计实录。

九、本志的文字、标点符号、纪年、数字、计量单位等，按国家技术标准及有

关规定执行。

十、本志对采用的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表格中的注释直接注于其下。文

中的简称均在第一次使用全称时予以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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