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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昌

古为“天子经由之渡口”的天津，历经近600个春秋，崛起于渤海之滨，

成为中国三大直辖市之一，北方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

天津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编修地方志也有悠久

的历史传统。天津的志书，首创于明朝正德年间的《天津三卫志》。明万历二十

年(1592年)，又修了第二部《天津三卫志》。这两部志书现已佚失。清康熙十

四年(1675年)，修了《天津卫志》，这是现存的天津志书中最早的一部。到雍

正三年(1725年)，天津由卫改为州，雍正九年，又升州为府，并设天津县，有

了地方行政建制。乾隆四年(1739年)纂修的《天津府志》和《天津县志》，是

天津以行政区划为记述范围的最早志书。同治九年(1870年)，编修了《续天

津县志》。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又有《重修天津府志》。到民1重t--十年(1931

年)，纂修了《天津县新志》。此外，还有几种其它类型的天津地方志书。这些

志书，在天津的历史文化瑰宝中，占有重要地位。

地方志是地方国情的载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尤其是改革

开放和加快发展的实践，把编修新方志提上了重要日程。天津的此次修志，开

始于1985年，是天津社会主义第一代志书。《天津通志》规模宏大，全书共85

个分志(卷)，成书字数3400多万字，是天津文化建设史上最大的系统工程。它

的时间跨度长，从明永乐二年(1404年)天津设卫筑城起，一直写到1990年，



含括了586年的历史；它涉及的地域范围广，不仅包括市区，而且包括三

个滨海区和五个县；它记述的专业门类多，囊括了所有行业的内容，堪称天津

的“百科全书”。因此，编修难度相当大，要求非常高。

编修《天津通志》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伟

业。天津地当九河要津，很早就是我国北方商贸金融中心和物资集散地，在全

国经济发展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编好《天津通志》，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天

津的历史和现状，全面、系统地研究天津乃至中国北方以及环渤海地区的经济

和社会发展，都将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近代的天津，曾经历过帝国主义、封

建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天津人民有着长期反帝反封建的光荣传统。

编好《天津通志》，对全市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

革命传统教育，也具有重要价值。

在编修《天津通志》中，修志人员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

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使《天津通志》全面准确

地反映了天津的历史和现状，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希望修志人

员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希望一部高水平的《天津通志》全卷早日面世，为促

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天津的繁荣与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199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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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通志·监察志》序

臧献甫

天津第一部关于监察制度的专志——《天津通志·监察志》历经十余个寒

暑耕耘，数易其稿，于今问世。它填补了天津志中的空白，为天津历史文化增

添了新的内容，值得庆贺。

天津监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明朝永乐二年(1404年)设卫起，先后

经历了明朝、清朝、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上述

各个时代，都设有名称不同的监察机构，对天津卫和以后建立的天津地方政府

以及官员进行监督检查，惩治违法失职者，以维护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命

令的贯彻实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从来没有人整理过这段监察历史，致使

其成为空白。

“盛世修志”，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历史经验的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推进，为编修《天津通志·

监察志》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天津通志·监察志》在天津市地方志办

公室的指导下和天津市监察志编委会及编修人员的努力下，终于出版。在编写

此志中，编修人员高举建设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地记载了天津监察的历史。



《天津通志·监察志》是一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

志书，具有资政、存史、育人的重要作用。“前事不忘，后亨之师”，它对我们

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提高监察工作水平，加强行政管理，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发展等都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方志的重要作

用在于“记一方人和事，激千秋爱与憎”，《天津通志·监察志》是一部有价值

的教材。它给予广大干部以启示和警戒，有助于增强广大干部遵纪守法、廉洁

从政的意识，提高广大干部勤政爱民、艰苦奋斗的自觉性和使命感，为天津的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企盼并坚信，在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天津通志·监察志》定将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

2008年6月



尼 例

一、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全面系统地记载当地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

会的历史与现状，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通志纵贯古今，坚持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独略同的原则，反映时

代特点，突出地方特色，为认识天津、研究天津和进行国情教育提供基础材料。

三、记述地域范围以1990年区划为准，涵盖区、县情况，涉及周围地区

者适当记述。

四、记述上限为1404年(明永乐二年)天津设卫，下限一般止于2000年，

有些事物视其情况，适当向上追溯或向下延伸。

五、通志下设分志，根据“以类系事，事以类从，类为一志”的原则设置。

类的划分参照国家行业分类标准，兼顾现行部门管理体制。

六、分志结构一般为篇、章、节、目，内容含量过大的分志可设卷，卷下

设篇、章、节、目或章、节、目。

七、通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综合运用，以志为主，

寓观点于记述之中。

八、通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除必须使用繁体字外，简化字以及数字使用

均以国家有关部门的规定为准。

九、历史纪年，中华民国成立前用中国朝代年号，在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

中华民国成立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十、所用计量单位，按各历史时期的法定计量单位名称书写，必要时与国

家规定的现行计量单位换算。

十一、援引资料原文需要注明出处时，在文后用括号注明。

十二、统计数字，有关全市性的，以天津市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为准；属

于部门或企事业单位提供的，以其单位统计核定数为准。

十三、对机构、部门、社会团体、会议等名称和专用名词的书写，在第一

次出现时，均用全称，重复出现时可用简称。

十四、各历史时期的政权组织及官职等，除日伪政权外，均按当时称谓

书写。

十五、通志《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之以记事本末体，各分志可设《大

事记略》或大事年表。

十六、坚持生不立传原则。立传人物，以天津籍为主，以近现代人为主；

客籍人物在本市有重要影响者，也可立传。对业绩卓著的在世人物，作简介或

入人物录。



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组成人员

名誉主任委员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 员

顾 问

秘 书 长

办公室主任

办公室副主任

(2004年7月一)

赠
戴相龙

王文华

李志伟

吴吉栋

刘宏

林炎生

陆丽珍

张柏捷

肖占鹏

倪祥玉

刘凤山

邱维东

王辉

谷书堂

韩嘉谷

何志英

何志英

陈洪江

李秉元

邵毅

梁鹏

陈养发

(女)

宋悦明

谢德龙

荣长海

任芙康

卞慧新

陈振江

郭凤岐

叶厚荣

梁宝明

李文芳

戚荣林

杨建华

高中启

吴振远

毕玉国

赵予生

谭成健

罗澍伟

徐华鑫

孔昭慈

何荣林

张秉诚

(女)

王铁明

赵福海

廉敬民

刘永强

王昌军

万新平

郭明奇

董坤靖

杨大辛

张炳学

宋杰

施振津

于香名

张志

马伯禄

周岚山

滕云

郑伟

来新夏

张仲

赵予生(2001年5月一2008年3月)

刘俊臣(1999年4月一2004年1 1月)



《天津通志·监察志》审批领导

黄兴国 市委副书记、市长

杨栋梁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何荣林 市政协副主席、市政府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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