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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1、龙泉驿区新华书店大楼

2、龙泉驿区文化馆综台搂

3，龙泉驿区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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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周文王碑拓片局部

2、龙泉驿区障物{：f『文物舔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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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舌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其资治、存史、教化的功

能，为千古史志家所公认。纵观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历代虽

不乏编修地方志的盛举，但因统治阶级和修志者认识上的偏颇，

众多文化活动，往往语焉不详，难以考其本源。现在，《龙泉驿

区文化志》独立成书，实为我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项创举。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

大影响和作用于～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之后，我区文化事业有了极大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方针的贯

彻实施，文化的蓬勃繁荣，任何历史时代，均不可同日而语，

《文化志》的诞生，正是这一伟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结果。

龙泉地区地近省垣，交通便利，唐宋即建置为县，文化索称

发达。作为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都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

熏陶，得天独厚。其问盛衰枯荣，对我区实施四个开发(农业开

发、工业开发、旅游开发、市场开发)不乏可资借鉴者。本志力

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

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编修准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用历

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龙泉地区文化事业的历史

和现状作实事求是的叙述和记载，求其具有较高的思想性、科

学性和资料性，以期迭到资鉴致用的目的。书中谬误之处，在所

难免，由于可稽考的文字资料欠缺，遗漏之处亦一定不少，面世

之后，尚希各界赐教补正。

成都市龙泉驿区文化局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到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四疆基本原剐·用历史

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编写，注意思想性、科学

性、资料性的统一，力求体现地方和时代特点，以期达到存史，

借鉴、教化的目的。

二、本志以龙泉驿区文化局业务主管范围为主，菲顾其它文

化事业单位。为顾爱事物的连续性和完整性，部份章节范围有所

突破。

三、本志首置概述、夫事记，下分机椅沿革，群农文化，民

间文艺、图书、电影，文物胜迹、文化市场，人物等8篇，篇以

下分章、节叙述。

四，本意按详夸略古的原则，上起1912年，下迄1988年。着

鸯记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39年，又以正式建置为成都市县

级区的29年为重点，其余则在有关章节作有选择的简述。

五、民国以前的历史纪年，一律用当时通用纪年法并加注

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用公元纪年，阿拉伯数字书

写。

六、机构名称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用简称，职官皆甩

当时称谓，历史地名需要时加注夸地名，人物籍贯一律用夸地

名。

七，统计数字用阿拉伯数字，行文中的数字，用阿拉伯数

字。

几、体蓑分记．述、志．图、表，传．最-文体以语体文记



教体为主，辅以说明，论说文体，文风力求严谨补实，简练流
畅。

九、本“生不立传”原则，现存知名文艺界人士，一律以事

系人在各有关章节简介。已故有影响、有贡献、知名度较高的文

艺界人士，属龙泉符或在龙泉工作多年的客籍人入人物传。人物

传只作记叙，不加褒贬。

十、除引用古籍古碑碣和其它必需使用繁体字、异体字外，

一律按1956年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使用简化字。标点

符号按出版总署公布的标点符号使用法使用。专用名词、术语，

符号，代号全书统一。

十一，计量单位一律以1984年2月27日国务院《关于在我国

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为准。对历史上的计量单位照实

际记述，在括号内作法定计量的换算注释。

十=，本志涉及有关事件，需要详细说明的。或与某事件有

关的重要资料，在有关章节后作专题附录。

十三，本志用篇，章、节．目四级结构。前三缎序码用汉

字。目用阿拉伯数字，少数节下不设目。篇．章标题居中书写，

节，目标题空二格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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