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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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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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以至国内外的交流、交往日益频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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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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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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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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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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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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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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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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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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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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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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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宰嚣嚣黼盎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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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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是古邑名县，西晋时因“衣冠南渡”，以“晋”称江

名而后衍地名。

唐开元六年(718)置县，为泉州府首邑。唐时已为“海

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宋时即建造了被誉为“天下无

桥长此桥”的梁式石桥，长五华里，是世界最长的人工石

桥。宋元时期，晋江海外贸易盛极一时，县城泉州成为马

可·波罗所称的“东方第一大港”。因为航海与贸易，促进

了晋江与海外的文化交流。草庵摩崖石刻是目前世界上

保留最完整的摩尼教遗址。从唐到清的科举考试中，晋

江共考中文武进士1853人，是全国几个千名进士县之一，

并有7名文状元、3名武状元，先后又有14名宰相、副宰

相，因而素有“海滨邹鲁”之谓，人文之盛，为全国前列。

宋元时，即有晋江人移居海外，在明中后期、清鸦片战争、

抗战时期、新中国成立前后4个时期，晋江人大量外迁，

侨居东南亚及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现在晋江本土有

100多万人，台胞有100多万人，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有

100多万人，以至有“海内外300万晋江人”的说法。

改革开放以来，晋江人充分发挥侨乡的优势，大胆探

索．闯出了一条独具侨乡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形成了以
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外向型经济为主、股份合作制为

主、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共同发展的经济格局和运行机

制，创造了引人注目的晋江模式、晋江速度、晋江效益，使

晋江从一个农业县一跃成为全国闻名、海外具有一定知

名度的工贸港口城市。1991年、1992年、1994年分别被评

为全国百强县(市)的第55名、24名、15名。综合经济实

力几年来一直居福建省首位、全国前列。1999年全市

GDP居全国百强县(市)第5位，地方财政收入居全国百

强县(市)第13位。

晋江县曾于清乾隆三十年(1765)：始修《晋江县志》，道

光十年(1830)再修，但百余年未曾付梓，至1989年始由晋

江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校正修订标断整理出版。《晋江

市志》修成于1994年，历经6载，数易其稿，凡42卷，280

余万言，并获1997年全国地方志奖二等奖。《晋江市志》

内容下限大部分至1988年石狮市分出之前，部分至1992

年晋江撤县设市之时，至今又历多年，但这几年却是晋江

步入高速发展、变化巨大的年份。经济建设以每年15％

左右的速度增长，市财政以每年至少1个亿的速度增长，

2000年增长超过3亿，达13．02亿元；高速公路、万吨级码

头、全国少有的县(市)级机场的开通，晋江全境形成立体

交通构架，并因对外航班的开通而延伸到国外；市区几十

座高层建筑拔地而起；社会各项事业也取得了前所未有
2



的发展。盛世修志，修志在于“存史、资治、教化”。《晋江

市志》(简本)把这些史实载入史册，我们感到欣慰。简编

本让人更易概览晋江，更易扩大宣传晋江，促使晋江更进

一步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足为序。

中共泉州市委常委、晋江市委书记 朱 明

晋江市人民政府市长 龚清概

2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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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晋江市志》简编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唯物史观，实事求是地记述

晋江市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

二、简编本不是对1994年出版的《晋江市志》的平均

浓缩，而是一次再创作，在保持原本特色的同时，力求结

构简练紧凑、内容简明扼要、文字简洁明快。

三、简编本分概述、建置与人口、自然、党政社团、经

济、晋江与侨台港澳关系、文化、方言与风俗、人物、大事

记等10章，原本中的《人物表录》、《附录》全删，部分内容

重新分属各章。

四、简编本根据记述需要，采用志、述、记、传、图等体

裁，以志为主体，其结构不同于原志，设章、节、目。为统

领全志，勾勒整体，特设概述。

五、简编本记述古今，依明古详今要求，上限追溯事

物的发端源流，下限至2000年。

六、简编本记述的地域范围，除侨台港澳章及某些涉

及晋江古代实辖地域人事必不可少的内容外，基本依照

所辖地域范围的变动而变动。

七、简编本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凡入传人物
1



为对晋江社会发展有较大影响和贡献者，以本籍为主，并

载入少数长期活动在本地区且影响、贡献较大的客籍人

士。

八、简编本书写体例及所使用计量单位，依照国家公

布的现行规范；机构组织、职官、地名均以原名称，必要时

酌注解释；凡志中所书“新中国”，概指“中华人民共和

国”；凡志中所书“解放后”，系指1949年9月1日以后(含

9月1日)；凡志中所书×X年代，概指20世纪范围之内，

如非属20世纪者，前加××世纪，如19世纪90年代。

九、简编本资料，1992年前主要取自原本，个别地方

依据新资料加以补充和修订；1993年至2000年，根据《晋

江年鉴》资料等编纂。由于资料来源广泛，经核实后方载

入使用，一般不注明出处。入志数据，以市统计局统计数

字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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