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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沁右翼前旗志》

(简本)编纂人员

主编 冯学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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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史，邑有志”，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编修

史、志的传统。史著与方志承载着中华民族源远

流长的历史文化，代表着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传

统，也是一笔丰富的历史遗产。

新编中国地方志编纂臻于兴盛，始于中国共

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它是改革开放在精神

文明和学术文化建设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

思想解放对繁荣学术文化的推动、社会经济的发
展、政治的稳定和社会开放程度的拓展、乃至人

们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凡此种种，都为

编纂方志提供了全新的历史条件和难得的历史机

遇。而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支持，各级政府和方

志编纂部门的组织实施，则是新编地方志在不到
20年的时间里取得丰硕成果的直接动因。

据初步统计，全国省、市(地)、县计划编

纂的志书有6000种左右，现已出版约4000种。

这些志书大多资料翔实，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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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的时代特点。客观地反映了该地的自然与社
会实际，真实地记录了我国伟大变革的时代进
程。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必须“摸清、摸准我们的国情"o这些

志书正是具有独特历史文化价值的国情书，对于
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大量新志书的问世，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
的问题，即如何用好新编地方志，如何使这些志

书更好地发挥作用，亦就是如何拓展及强化方志
的服．务功能。

新编地方志的服务功能并不是古代方志传统
的简单承袭。从主导方面、本质方面而言，它是
一种创新。这种创新，不但表现在志书的深度与

广度等方面的拓展，更表现在服务对象的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劳动人民做了国家的主人。

我们的学术文化事业，应该深刻地认识到这种变
化，顺应这种变化。新编地方志，不但要为各级
领导、各部门干部与文教科研队伍使用，也要为
广大的人民群众，尤其青少年使用。新方志应该
成为他们认识国情、地情，了解社会生活，提高

参与国家事务能力的信息库，成为对青少年进行
爱国、爱乡教育的乡土教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地区内和地区间
2



以至国内外的交流、交往日益频繁，人们对地方

信息的多方面需求急剧增长，这种趋势已愈来愈
明显。新编方志横及百业，纵贯古今。这种“百
科全书”式的记述，为满足不同层面的各种信息

需求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途径。本乡本土的广大群
众要了解家乡、热爱家乡、振兴家乡，就需要全

面反映自己家乡的各种读物，而大凡国家公务员
到异地任职，人们为了求业、求学乃至旅游到一

个新的地方，海内外游子为了满足人类固有的寻
根意识，几乎都希望能获得该地历史、地理、人
情、风物等方面的各种信息，更遑论外国人期盼
了解中国的求知渴望了。这种与日俱增的需求，

正成为方志服务功能不断创新和拓展的强大动
力。

现在的情况是，新志书出版后，基本上是在
本地区、本系统内部运行，社会上和外地真正需

要志书的人和单位，往往问津无路。即使有些志

书进入市场，由于新志书部头很大，一部县、市
志动辄百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字，个人使用起来
很不方便，价格又高，非一般人所能承受。这样
的志书虽然资料丰富，很有价值，可以放在图书
馆、方志馆供专家、学者以及一些因工作需要的

同志查阅与研究，但要走进一般干部、群众家，
3



恐怕就难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新编地方志
社会效益的发挥。

有鉴于此，我们决定先从1997年中国地方

志优秀成果奖获奖的志书中选取若干种改编为简
本，每种30万字，以《新编中国优秀地方志简
本丛书》的形式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编纂这套丛

书的目的在于增强新编志书的可读性，扩大志书

的影响范围，更好地传播地方信息，发挥志书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功能，使志书更好地服务于当
代社会。

现在，《新编中国优秀地方志简本丛书》第
一辑编辑工作已经完成，收入第一辑的简本有八

种，它们是：大足县志、阜阳地区志、秦皇岛市
志、绍兴市志、顺德县志、文登市志、辛集市

志、建水县志o《丛书》在保存原本志书内容精
华、基本框架不变的同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篇幅的浓缩精简。
既然称作简本，就要对原本进行删节、浓

缩o《大足县志》141万字，《阜阳地区志》205
万字， 《秦皇岛市志》700万字， 《绍兴市志》
540万字，《顺德县志》180万字，《文登市志》

184万字，《辛集市志》190万字，《建水县志》
120万字，均删简为30万字左右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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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内容的升华充实。

简本不单纯是文字的削减、浓缩，而是内容
的提炼和充实，信息密度大为增加。例如《秦皇
岛市志》简本比原志更着力、更集中地展现其特
殊的地理位置、优越的自然环境所构成的区域优

势——港口优势及旅游优势，在人们心目中树立
起中国“夏都"的形象。同时，不少简本还增加
了原本下限后的内容，使简本进一步与现实接
轨，提高了使用价值。

第三j结构形式的创新。

简本为了执简驭繁、言约事丰，避免面面俱
到，使读者用较短的时间了解本地概貌，就要选

取最有代表性的资料。因此在结构上大多打破旧
格局，进行再创作。例如：《顺德县志》简本紧
扣顺德地处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地理优势，抓

住民族工商业及改革开放中创出的富有特色的经
济发展这条主线，在原志基础上另搭构架，重新
组织加工素材，重点记述地理、人口、经济、城
乡建设、习俗、华侨、港澳同胞及名人，而略写

机构等内容，以使读者对顺德的古今地情脉络一
目了然。

第四，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更加鲜明o

<<-I-阳地区志》简本突出经济、文化和民俗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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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章节，农业章介绍土特产品，文化章保留猴
戏、剪纸、农民画等民间文艺o《辛集市志》简
本加大了人文部类的比重，通过本地人物反映历
史。辛集市传统皮毛制革业在改革开放后焕发生
机，成为全国最大的皮装生产和营销中心；辛集
市中小学教育发达、质量在全省名列前茅，这些

都在简志中重点记述o《绍兴市志》简本则加强

绚丽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人才辈出的比重o
《大足县志》简本以举世闻名的石刻艺术宝库为
重点，对兴盛于晚唐、鼎盛于两宋、拥有五万余

躯石窟造像群浓墨重彩。

此外，简本对原本的疏误之处有所匡正，并
增强了文字的可读性。

原本与简本，一繁一简，各有侧重。如果想

简明快捷，就读简本；如果想了解更详细、更系

统的资料，请读原志。两者各有千秋，互存互
补，互相辉映。由于简志具有部头不大、价格适

当、信息密集、特色鲜明的优点，它可能会受到

广大读者的欢迎，从而实现地方志工作者多年的

企盼：让新编地方志走上一般干部、群众的案
头、书架，并成为前来洽谈业务者或寻根访胜者

随身携带的必备之物o

《新编中国优秀地方志简本丛书》工作目前
6



还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包括志书的选择、内容
的增减、结构的调整以及文字的处理等等方面，

肯定会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这些问题，一定会

在探索中不断改进。我相信，编纂简本方志是一
项有价值、有意义的工作。它一定会为建设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辜嚣急僦箍羹王忍之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副组长
一～～

1999年8月12日

7

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喜逢光辉灿烂的新世纪之春，《科尔沁右翼前旗志》

被列入《新编中国优秀地方志简本丛书》出版，面向国

内外发行。这是件幸事喜事，可谓双喜临门!

《科尔沁右翼前旗志》原书共9篇69章，127万字。
1991年11月出版后，曾受到方志专家们的好评。1993

年9月，获全国首届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二等奖。

简本着力在“精”字上下功夫，本着突出时代特

色、民族特色、地方特色的原则，重点记述了“科尔沁
部族源流”、“政治运动纪略”，已载入中国近代史册的

“鸟泰‘独立’事件”、“中村事件”等诸多事件；“科尔
沁民歌”、“民间传说”、“文物古迹”；蒙古族的饮食、
居住、服饰、节日、婚嫁、礼仪禁忌等独有的民族习
俗，意在使读者阅后能够留下较深的印象。

简本的编纂出版，使洋洋百万字的旗志从图书馆的

书库和专家学者的书斋中解放出来，普及到各族广大干

部职工手中，使《科尔沁右翼前旗志》得以在更广阔的
领域里，更充分地发挥志书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功

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鉴于此，谨向为简本的出版

付出艰辛的编纂人员表示深深的敬意和感谢!

中共科右前旗委书记 刘俊清
科右前旗政府旗长 额尔敦

200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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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

指导，以实事求是为根本原则，运用新资料、新观点和

新方法，全面、翔实地记述科尔沁右翼前旗的历史及现

状，融资料性、科学性于一体。

二、本志在1993年9月获奖的《科尔沁右翼前旗

志》基础上另搭架构浓缩改写而成，断限仍按原志，
即：上限据实追溯，下限讫于1988年。唯大事记延至

2000年。

三、本志在突出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地方特色上

下功夫。军事单独设章，重点记述“鸟泰‘独立’事

件”、“中村事件”等。

四、本志表述用语体文。重在记述，内容简明扼
要，繁简得当，文字简洁凝练。

五、本志采用述、志、传、记、图，以志为主，删

去原志表、录。

六、本志历史纪年首次出现时写以年号，括注公元
纪年。

七、本志以第三人称记述。地名、职员、机构、党

政、军队等称谓直书其名；东北沦陷时期，日伪政权及

军队，均冠以“伪”字。以1945年8月14日本旗解放

之时为界，此前称“解放前”，以后称“解放后”。

八、本志数据的表述，执行国家技术监督局1996年

6月1日实施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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