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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羔▲

口

《白银市志》同白银人民见面了，同广大读者见面了。我们为白银市有了第一

部志书而感到欣慰和高兴。

编修地方史志，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靖远县(当时称靖虏卫)从

明代成化年问(1470年左右)开始修志，至民国32年(1943)的470多年间，共编纂

增补《靖远县志》9次，除散佚者外，尚有35册留存。会宁县从明万历五年(1577)

开始修志，至民国27年(1938)的361年间，共编修增补《会宁县志》11次，除散佚

者外，仍有10册留存。平川区有光绪三十四年(1908)编修的手抄本《新修打拉池

县丞志》o景泰县有民国初年编修的手抄本《创修红水县志》。这些旧志，古今数

千年，举凡白银地区的兴衰治乱，天文地理，山Jtim流，时兴俊彦，特产珍奇，无不

包罗其中。可备考史，可资施政，又可作为对下一代进行热爱祖国、热爱白银教育

的好教材。志书之修，功在桑梓，惠及子孙，至切至要。新创修的《白银市志》，观

点正确，资料详实，体例完备，是白银市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一件值得全

市人民庆贺的盛业。它必将为白银地区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发挥积极作用。

《白银市志》是众手修志，集思广益的成果。白银市恢复成立后，历届市委、市

政府高度重视并大力支持市志编修工作。1990年，市委、市政府组建白银市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公室。1991年向各单位、各县区征集资料，地方志办公室组

调人员积累资料，设计篇目，厘定体例，撰写志稿，开始了《白银市志》的编纂工作。

1995年编纂工作进入攻坚阶段，编纂人员勤奋敬业，核实资料，改更舛误，裨补疏

遗，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百余万字的《白银市志》，可谓荜路蓝缕，功勤业著，可感

可贺： ．

白银市是新中国成立后设置的，《白银市志》属创修，在考史、选材、体例、行文

诸方面难免有疏遗与讹误之处，望社会博雅指正。对关心和支持《白银市志》编纂

工作的古稀耆旧、社会贤达、离退休老同志、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亦深表谢忱。

是为序。
。

冯云海卢天禧



二、《白银市志》共设28篇、143章、495节，总体布局依大事记、建置、地理、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顺序排列。

三、《白银市志》属创修，在有关篇设置《发展简述》章，力求追溯往古，以保证
、‘f

志书的完整性。下限断至1990年，《人物》延至1997年。白银市任职的延至1998

年。

四、境内中央企业、省属企业及非市属事业单位，依据有关规定，分篇章收录

于志书之中。
分

五、全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体裁记述，《大事记》采用编年体。

六、凡历史纪年、数字、标点、称谓等，均按志书编纂有关规定处理。

七、全志采用语体文记述，力求做到文字简洁、表意准确、语言生动、内容充

实。

八、《人物》分为传记、简介、表录三部分，均以《(白银市志·人物篇)编纂方案》

为标准收录。

九、《附录》收集了历代思想性、艺术性较强的碑文、序、诗赋、契约、回忆录等，

旨在保存地方文献，供爱好者参阅。

十、对沿革地理中几个有分岐意见的问题，在《附录七》中萃集8篇文章，以表

述编纂者的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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