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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志》总序

《武汉市志》的编纂工作始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的1980年。它的编纂出版是为了适应认识市情，探

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

需要。这是一项基础性的地方科学文献的编纂工作。武汉

市作为中国中部的一座中心城市，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

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武汉市

的市情和社会发展的轨迹是国情的组成部分。编纂出版一

部市志不仅是为了继承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更重要

的是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

武汉在解放前分设为汉口特别市、武昌省会市和汉阳

县，历代的建制也不同，从未编纂过一部统一的城市志，这

就增加了工作的难度。本志记述内容起自1840年，截至

1985年，力求全面、系统、完整地记述整个城市的自然与社

会、历史与现状的全貌，并反映其发展的规律。但由于时间

跨度之长，包罗内容之广，为历代修志所未见，更由于历史

资料残缺不全，散失损毁又多，各门类的记述都难免有缺

漏，尚有待于今后之补充。

本志的编纂，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坚

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

和资料性的统一，使之成为一部科学的地方文献。但由于

>



编纂者学识水平的限制和经验的不足，在指导思想、编纂体

例、资料撰著等方面，仍会有诸多缺陷，这是需要海内外专

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给予指正的。

本书是一部完整的城市志，力求科学地反映本城市在

近现代发展变化的整体面貌。为了便于社会多方面、多层

次的广泛应用，按专志分卷出版。‘在统一指导思想、统一体

例、统一规范的制约下，各卷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以便于

体现各专业的科学性。

本志的编纂出版工作，在编纂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自

始至终坚持群策群力的方针。武汉地区各系统、各部门、各

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不问隶属关系如何，都参加了编纂

工作。在搜集资料阶段有2 000余人参加，在编写阶段有

400余人参加，在总纂阶段有200余人参加。各部门、各单

位的领导都给予了大力支持。档案、图书、文史部门和大专

院校等通力合作，提供方便。《武汉市志》是集体努力的科

学成果，我们特向每一位为编纂出版本志付出了劳动的同

志表示深切的谢意。

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黎智

1989年3月20日



凡 例

一、《武汉市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

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全面地、系统地记

述武汉地区近现代历史与现状，是地方性、资料性的科学文

献。

二、本志上限定为1840年，下限定为1985年，对于需

要溯源的史实，记述时适当延伸。

三、本志记述范围以市区为主(市属智另修县志)，首卷

设市辖县概况。记述中涉及各县的，注明含县。

四、本志根据现行社会分工，结合科学分类原则划分门

类。全志在统一指导思想、统一设计、统一体例、统一规范

的原则下，设28个分卷。全志既是统一的整体，各分卷又

具有相对独立性。内容记述力求反映各门类间的联系、影

响和制约关系，允许各分卷作适当和必要的交叉记述。

五、本志体例采用志、记、图、表、传，以志为主体。

六、本志为条目体。各分卷一般设篇、类目、条目，以条

目为记述的基本单元。

七、本志在有关部类中设概述，概括全貌；设综述，反映

各行(事)业的综合内容；分述以记述行(事)业为主，兼及典

型实体。

’八、本志资料来源于各地及各类档案、图书、报刊、旧



志、政府公报、文件，以及调查采访实录，一般不注明出处，

不作注解。鉴于历史原因，有的资料无法搜集、考核而难免

缺漏时，则保持本来面貌，以待续修时补正充实。

九、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使用文字、标点、数字、

计量均按国家规定的统一规范书写。

历史朝代称号用通称，如明、清、中华民国(简称民国)。

涉及日伪傀儡政权、军队，则加“伪”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1949年10月1日新

中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建国后”。1949年5月16

日武汉解放前后简称“解放前”、“解放后”。一般都记实际

年月。

十、自1840年以来对武汉社会发展具有影响的人物，

不受武汉籍属限制，凡应入志的分别予以记述、立传、立表。

人物传只收已故人物。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武汉市志·军事志》编写说明

一、《武汉市志·军事志》是《武汉市志》的组成部分，按照全

志的总体设计编纂。

二、本志的编纂力求以丰富的史料全面地、系统地反映

1840—1985年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不同历史时期

武汉军事的历史与现状，并力图反映其与武汉社会、政治、经济

的广泛联系、制约和影响。有些事物的记述适当溯源，在战事类

目的人民武装斗争中，适当反映武汉郊县的情况。

三、本志设概述、地方军事建制、驻军机关部队、军事学校·

医院、兵役、旧时民众武装、民兵、战事、人民解放军地方工作、防

空、专记，计11个类目。在篇目的拟订中，注意体现军事的时代

特征和政治特点。

四、本志在编纂过程中，得到省、市档案馆、图书馆的大力支

持，得到湖北省军区军事志办公室及有关单位、人士的支持和帮

助，谨致谢忱。编写中的错漏之处，尚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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