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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实地记载了一定地域范围的、自古及今、可圈可点、

可查可考的人、事、地、物、情，是史实和现实的

忠实写照，有给后人以认识前人、借鉴历史、传承

文化的传世作用，有服务当代、辅政明事、为领导

层决策提供启示、样板、佐证的资政作用，还有发

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素

养的教化作用。凡是志书的优势和效用，它皆有之。

但“志书”前面又加“特色”二字，则是因为这套

丛书，除志书的共性外，又有独特个性。

首先，它在众多的北京志书中，最能反映北京

的特点和亮点。人们在称赞北]

深、魅力无穷时，其头脑中最先】

历史文化博大精

想的故宫、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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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的编修对象。如果一一成志，使其系列化、大

众化，不仅使各自的“特点”在互相比较中更为突

显，也使“亮点”在相互映照中更为亮丽，集聚效

应，显而易见。

其次，称“特色志书”还因为，我国当代修志

采取的是政府主持的体制，全国有一个大体的规划

和大家都遵守的编修体例，各省、区、市则在政府

统一主持下，作出篇目和工作的具体安排，并组织

实施。北京市第一轮修志规划1 72部，第二轮修志

篇目暂定百部左右。志书的编纂，都是组织有关各

方，“众手成志”。

在政府规划之列，

地方志编委会办

而特色志书的编纂，绝大多数不

而是在第一轮修志基础上，由市

公室另行策划和组织的“专家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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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法上也有两个突破之处。一是更多地使用

了图片。图片具有直观、美观的特点，有的图片本

身就有历史文献价值。特色志书，特别是这套风物

图志，则几乎页页见图。地图、实物图、风情图、照

片、绘画、特制图等等，凡是有助于展现地域或景

物的图片，尽可能选用，使文字和图片相互照应，既

美观，又增强了说服力。二是在忠实承袭作为志书

生命的写真求实的特点的同时，对修志另一特点

“述而不论”则有所超越。叙述史实，不仅饱含激情，

而且有所评点，有的甚至以学者的认真，作出了推

论甚至结论。这在一般志书中是忌讳的。而特色志

书，却常常透出作者的好恶。某个评点，也许是个

人的一孔之见，但却给人以启发，大大增加了可读

性。

北京作为举世公认的文明古都，其历史文化积

淀深邃厚重，臼新月异的现代化建设又增添了新的

风采。用志书、辞书、百科全书、资料汇编等方式，

全面系统地整理、发掘、记录北京的历史和现实，是

一项重大的、影响深远的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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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先进文化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北京地方志·

风物图志丛书》是北京文化基础工程的组成部分。

如果把北京这块宝地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创造称之为

珠宝遍地、晶莹璀璨，繁星满城、彩光交辉，繁花

似锦、美不胜收，那么这套丛书就是从珠宝中择取

了几枚珍贵者，繁星中选出了几颗亮丽者，群花中

采摘了几朵美艳者加以展示，以奉献于人们。这对

于把北京建成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对于实现“人文

奥运”，办好第29届奥运会，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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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人的生活》，华梦阳、张洪杰编著，山东

画报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北京名园趣谈》，陈文良、魏开肇、李学文，中国

建筑n-业出版社。

《北京名匾》，齐心主编，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1996年5月版。

((京都胜迹》，胡玉远主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年7月第l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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嘲宦『后记

我自幼生活、学习于什刹海周边。从小就常听爷爷、奶奶和

父、母亲讲述什刹海的故事。工作以后，尤其是在从事编纂《北

京市西城区志》和编辑《北京西城年鉴》工作中，有机会接触更

多的关于什刹海的材料。出于对什刹海的钟情，我开始对六海资

料进行收集。这对于200；3年1 0月开始《北京什刹海图志》的撰

写奠定了资料基础。

对于此书的写作，区委、区政府极为重视。区科委、区可持

续发展实验区领导小组办公室把修志工作作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要予以长期坚持，共同为西城区的文化繁荣和可持续发展而努力，

同时给予了可持续发展实验专项经费补助。写作过程中，文物专

家赵迅先生提出了宝贵意见；老领导赵重清先生对我的写作给予

了很大的关注与图片资料的支持；市地方志办公室罗保平、谭烈

飞先生给予了具体指导；西城区史志办主编王梓先生为本书的写

作提供了相关资料，并进行审改；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尹钧

科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安清福先生、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郗志

郡先生、市旅游局修志办主任王文生先生、西城区古建筑研究会

理事长刘建康先生及区史志办公室陈艳、王兵同志也给予了大力

帮助，在此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由于我的水平所限，舛误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赵林

2005年5月

物图惠丛夸什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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