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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 i豆县人物志》历经几度寒暑，儿番周折，辗转千里，

查问丈计、走访知情人， 终于写成第一稿， 提文到 1985年

"全;Q志何评议会"上，进行讨论。经一年多含辛茹苦地修改

后，于 1986午12 月下旬，省召开了"伊通县人物志研讨会"

再度聘请省内外专家、学者及省内修志同行，给以品评、扶

正，又做一次认真的修订。现在的《伊通县人物志))，已成为

我省比较典型的县志《人物志))，也是1986年我省地方志编慕

工作中取得的重妥成果之一。

(( 1尹进县人物志研究》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为专家、

学者的评论文章，第二部分为修改后的《伊通县人物志》。现

将论文i，，，，志稿一并发表，供各地史志工作者和广大关心志稿

的同志在坷，殷切希望同志们提出批评意见，使志稿史臻完

善。谢谢!

编者

1987年3 月



目录

前 言

县志人物志编写初扣
…·伊通县史志办公室荧鑫( 1 ) 

谈谈 《人物志》的撰写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 潘喜廷( 7 ) 

学习 《伊通县志·人物志》的心得体会
………·山京省地方志编慕委员会 刘乾昌( 16 ) 

探讨县人物志的编篡原则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 回志和 (28 ) 

评《伊通人物志》

……·省教育斤教育志办公室 曹九文 (37 ) 

《伊通人物志》读后

……四千市史志工作委员会古息普贾抹锋( 43 ) 

应若力写出人物的鲜明个性

…·镇番县史志办公室 刘德润 (48 ) 

《伊通人物志》简评

过边朝鲜族自治州史志工作委员会 全万锡

………………·龙井县史志办公室 郭三味( 52 ) 

关于 《伊逼人物志·依克唐间传》中几个问题的商榷

………….....…·坪春县史志办公室 李树昆( 56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读《伊逼人物志》的体会

..靖宇县史志办公室 主IJ 贤( 60 ) 

《伊通县人物志》浅议

..吉林市史志工作委员会 赵在三( 69 ) 

《伊通县人物志》稿读后

..白城地区史志工作委员会李国民林乃 命 ( 73 ) 

人物志编写浅见

一一兼评《伊通县人物志》

…·永吉县史志办公室刘 志( 77 ) 

浅谈《伊通县人物志》

……大安县史志办公室林万峰张铁城( 79 ) 

谈《伊通人物志》结构体例和语言文字

…有地方志编慕委员会基层指导处 未文翰( 83 ) 

《伊通县人物志》告议

…省地方志编革委员会基层指导处 陈立钦( 87 ) 

《伊通县人物志·刘深憨》述评

…省地方志编革委员会基层拍导处 长兴( 91 ) 

要写出地方特点

..吉林省革命历史博物馆 末世幸 ( 94 ) 

县志人物编编写中的几个问题

-一在《伊通人物志》研讨会闭幕式上的发言

…省地方志编革委员会基层指导处 王希思( 97 ) 

《伊通县人物志》稿…………………………………( 102 ) 



县志人物志编写初探

编写《伊通人物志》的几点体会

黄鑫

省两次志仙评议会后<<伊通人物志》就编集体例、结

构、体裁以及传文史实、语言文字加工等诸方面进行技术处

理，使其趋于志体规范。

在编篡中，我们借鉴各地经验探索了人物志的体例，结

构以及编写章法，编写中也遇到并解决了一些问题，现将几

点粗浅的体会略述如下z

-、人物志的体例结构

旧人物志多分有若干子目，近年来出版的新县志人物也

多有子目的排列，受其影响， 前几稿把传主分为名家、 官

宦、军事家、科学家、政治家等等。修改中发觉这是给自己了

出难题。比如，我县很小，历史不算久远，根本没有那么多

"家"可称。如果一律称家，反而溢美。

这次人物传直呼其名，传主名前不戴帽子，远是第一个

变动。第二个变动是传主的排列顺序。我们认为按生卒年为

序并非理想。例如传主有的一生高寿，有的一生短暂。高寿者

踌越几个朝代，这样会出现前辈人排在后辈人之后，还会出

现一些传主本来其社会影响较大，但在志稿中，却比放在群

体之中。有人建议人物可按官职品级排列，这是个办出。但

是，也有其不足。入志作传者有些人一生不为宫，山恨本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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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品缀，怎么排法，按官职扫1:也非最佳方案。几种办法

相比较，我们采取了个，按史的体例，以断代的形式，把各

传主请到他一生中影响较大，最有成就的年代中去入座。 就

是说， 把传主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撰写，用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J川、和阶级分析的方法， 具体考查、研究、撰写历史人

物以避免简单化、笼统化。我认为对人物的陈述不能脱离当

时的时代环境，在人物一生中最有作为，最有影响的年代里去

陈述其生平，记述其功过，论其是非，使人们看到传主在历

史长河中的位置作用。编寨中我们还发现，传主多在青壮年

阶段最有作为， 而到暮年多卧病在床， 没有那么多事例可

书。因此，我们对传主一生中影响最大的年代所发生的事情，

进行重点拮据，把人物的思想、情感和行为记述出来，使立传

人物有时代特征，反映历史的特点。我们将传主按时间划分

为四个部分， 即晚清和民国、 抗日时期、解放战争时期、

建国后。 但是，我们又考虑到，作志不是编史，人物志要同

其它篇章浑然一体，于是， 我们把第一章人物传， 辟为传

一、 传二、传三、传四。我们把这种形式叫做"史、志变通

体"即史的体例，志的形态。 对同一时期的人物， 我们坚

持把社会影响较大的放在前边，贡献差不多的按卒年先后为

序。

人是社会的主人， 也是历史的主人， 通过述人为典型

人物作传 "知人论史" "藉人以明史"。记述人物可充分反
映出一地的社会、历史及乡土民情。对各时期反面人物选其

少数典型，列入各时期正面人物之后，使人们认识人类社会
总是在善与恶的斗争中前进的。

-2-



二、体载

本志以三种形式表述z 一是传，为本志的主体部分。

编写中我们感到传与传略很难划分，其界限不甚明确.

有人按字数划分，说一千五百字以上的叫大传，一千字左右

叫中传，五百字上下叫小传， 其实，这样划分也并非科学。

传主一生有长有短，所处的地位、职业不同， 事迹也不同。

所以，志文容许有长有短。五百字以下的也有可能是传。主

要看传文的完整性，看它是否概括了人物的一生，是否突出了

人物的性格，思想和作为。

二是录，录者记也， 录又叫简介或简述。 有的人物史

料不全，其事迹不够作传，但他对社会在某一方面又有一定

的作为和影响，不载入史册，也是后人的一大遗憾。本县历

史上无志书，清、民国、伪满洲国"三朝"无档案。我们尽量

把历史上的人物多录下一些，以加大人物志的容量补史书的

空白。 为什么不叫简介呢?我们通盘考虑， 人物志的布局

是， 传、录、表三个层次。它的结构同全书其它篇章是相呼

应的，从整体上看这样的安排简洁、 工整， 也符合志的体

例。

三是表，表也是志的一种表述形式，它简洁、概括，又

便于阅读目了然， 是一种好的表达形式。 章学成说z

"无文辞者，曰表曰图" 事实上表图兼收并蓄，可起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一表抵干言"表也能体现新方志科学

化、现代化的精神。巳故者作传、入录，生者可以入表。本

志设有四种表格z 一、英烈表，二、英模表，三、县籍党政

军地〈师〉级以上各界干部表，四、县籍高级知识分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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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附有"历代州县官员表"。

三、入志人物的原则，对象问题

第一， 我们坚持生不立传、 不作录， 只能入表的原

则。

为生者立传、作录、容易形成把传主人为地分割为前半生

传和后半生的续传，把一个完整的人股解成两部分。

为生人立传作录，传主的职务年龄都在变化，最终是善

是恶，难以落笔。如以前半生为掘， 录其功迹， 一但晚节

不佳， 难以更改。 不为生人立传也避免了由于社会上的不

良风气， 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我们把那些颇有作为的人

采取以事系人的办法，放到专业志中去记述。对健在的省政

府以上机关命名的劳模、先进工作者、地师级以上干部和高

级知识分子，均以表的形式将其一般情况记入志中，不评述

其业绩。

第二，人物入志作传，坚持以正面为主、本籍为主、小

人物为主的原则，同时也充分注意党的民族政策和妇女的地

位、作用。人物志主要是"扬善抑恶"鼓励进步，对下一

代进行传统教育，所以，以正面人物为主，这有利于志书的

教化作用。伊通人物作传的四十五人中，反面人物仅仅是三

人，占百分之五点八左右。地方志的人物志当然要以本籍人为

主，但也不是绝对不许外籍人入志，因为我们的社会成员往

往是来自五湖四海，特别是解放后许多人是四海为家，哪里

需要就到哪里去。 那些在伊通久居或为伊边的解放、 ?卫设

做出贡献甚至牺牲了宝贵生命的外籍人，伊通人民怎能把他

们的形象从记忆中抹掉?把他们的名字和光辉业绩载入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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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册乃是天经地义的。在45位传主中外籍10人，占22% 。

伊通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 尤其它是满族的发苟地之

一。伊通这块沃土中，有各族人民共同洒下的热血和汗水，

我们必须注意给少数民族中的优秀人物入志。

第二，要给"小人物"以二席之地。人物志不但要写党

政军要人，领导干部、科学家，而JI.要写背普通边的"/J、人

物"。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他们默默无闻地创造了社会

财富和人类文明。他们的名字和业绩写进青史，留存后世是

历史发展的需要。我们对那些在平凡岗位上辛勤劳动，做出

突出贡献的教师、医生、工人、农民、厨师、匠人……都给

以必要的席位，只有这样才能反映社会的全貌。

第四，史料是志书的物质基础。

我们体会，要想写好人物传，提高传文的质量，重要的

-一条就是要坚拍作传标准，大量的占有每一个传主的史料。

史料丰富，有更多选择的余地，传主才能在笔者心目中活起

来，写起来才得心应手。

志扣的科学性首先取决于史料的真实性。为了提高人物

志的质旺，我们对15位传主的史料反复进行了核实，查证。

通过访问、函词、查挡，不仅解决了书写中遇到的材料缺j陀、

疑点，还拓宽了笔者的眼界。如 z 为了写好依克唐阿传，我

们访问依的玄孙相亲友，不但掌握了史料之无，还挖掘出不

少珍品，如{式的家谐、功牌。为了核实依在甲午战争中的事

绩，我们访问了辽大历史系孙克复教授，他把有关甲午战争

的论文，史料提供给我们，大有神益。为了写好穆木天传，我

们出问了穆的女儿穆立立，她为我们提供了有关穆木天的史

- 5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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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进一步了解了有关:fJ~r件的细节。在写郭星五传时，感到

他辞官归里后缺少虫料，我们通过函调向长春市教育学院享l~

智安了解他祖父郭星五的晚年生活情况，丰富了传的内容。

第五，关于人物志的语言、笔法。

质朴、规范、准确、鲜明乃是在;书的语言标准。撰写人

物志，不是搞文学创作，刻划性格，塑造形象，而是对人物作

客观记述。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是人物志的灵魂。因此对

于传主生平事迹的记述不能有丝毫的不实之处，失真就失去

了志书的生命力。但是，为了增强志书的可读性和感染力，

应力求突出人物的个性，能反映人的思想感情的言行也应记

述。例如z 姬兴周传，我们从搜集资料到撰稿历经4年时间，

翻阅史料达几十万字，八易其稿。为了突出传主个性，我们采

取实录传主言行的办法，根据敌伪档案中的"审讯记录"
我们选择了姬兴周在敌法庭上慷慨陈辞和激昂的行功。 这

样， 就使人物活起来给人以立体感。 我们认为写好人物

传，人切的事迹是最根本的，但也不能忽视人物言行的女1I实

记录。

以上是我们在编写《伊通人物志》过程巾的几点粗浅体

会，走向各位同行和专家学习的收获，但也可能存在着J'J"Hli

性或tl1识，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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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人物志》的撰写

一一在《伊通人物志》评议会上的发言

:垂喜延

吉林省地方志编委会在伊通县召开《伊通人物志》机评

议会，我有幸被邀请参加了会议。这次评议会开的成功、开

的好，不仅评议了伊通人物志稿，而且就人物志如何编写，

也进行了较深的探讨。召开专题评议会，是编好地方志，行

之有效的好办法。

我就此机会，谈谈对《人物志》撰写的粗浅意见。

-、 《人物志》在志书中的位置

《人物传)) , 历来是我国史书， 主、书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从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以人物传纪为主的纪传

体之后，一干余年延续至今，成为我国史学一个好的传统。

《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其中人物列传七十篇，占全书百

分之三十三。 在二十四史中人物传纪占三分之二， 比《史

记》中的人物还要多。

从司马迁的《史记》问世之后<<人物传》的编写，已

为历代修史编志者所重视，在史书、志书中都设有专志，成

为主要部分。今天我们编修地方志和各种专业志，也都要设

有《人物传)) ，除有继承我国志书的光荣传统外，也是时代

对我们的要求。((人物传》是古、书巾"活的部分"通过

对人的活动记述来反映一个时代， 一个地区的政治、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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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军 jJ平时文化等的况，为历史研究捉供二部分巫!要资料。

因此， 在地方志中的 《人物传)) ， 不;足;可有可无的问题，而

是志书本身体例的要求，这已成为一个定例，为修;J:编志者

所遵守。

马立思主义认为 ， )Jj史记;人[(创lt(I''.l，人赴历史活动的

主~因京，如共4没有人的 ì，~.功当然 也就没有历史ïTr -，立。所以

在一忘忌、义上讲，历史是人的活动史、生活史。我们研究人

类历史，总结历史经验， 首先就要研究人的活动史，对修史

编志来说，就是要编好人物传。-部地方志中， 人物作多

寡，是一个地区、二个县的历史长久、文化发达与否的!1]~~:

标志。无疑，历史悠久，说治较平的县，而出现的若扫人物

也会众多，这是很光荣的。清代一位修志者曾说过"人物

为一郡:f.ì: lilll ，乡 7十之光耀"主张地方志 I-P 多撰写人物传。

这个认识，今天对我们仍有借鉴的忘义。

在我因历史发展的过程巾，历代都涌现出许多优元的炎

黄子孙和英雄人物。他们为 rt l 华民族的发展，为国家独立、

领土完整，进行了不懈的斗争，鞠躬尽瘁， 3'E而瓦7已。中华

民族经历数千年兴而不去，越来越强盛， 是和那些优秀人物

奋斗分不开的。 现在我们 " {i.l\: ! IJ: 11基志"就是要给他们立

传，把其 "τj革结F' 记入志1:1 1 ，传于后世，教育青年及子孙j斤

伏，树立民族自信心、 l! 豪感，增强爱国主义，热爱乡土，

从而提高 {I: "两个文明建设"巾的 白觉性。

{J rJ垣 丛对《人物志)) (1甘撰写是很重视的， 立作面i比较

广，有四-1"五名正反人物人传， 约有七万多字， 连革命烈

士丘、 -1"，人;示: 在 1 J，.j"iïr达九万字以上， 在县志 Itll~行反要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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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伊通县《人物志》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撰

写的，因此每个传主的阶级性和政治性都比较鲜明。在撰写

中坚持科学性、资料性和时代性的特点，以记述之笔，为传

主作传，传而不评，但在字里行间，寓其褒贬，分寸得当，

是一部比较成功的《人物志》。

二 《人物志》撰写的原则

在志书中给哪些人立传，历来都是有不同意见的，一个

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政治标准。我们编修社会主义类型的新地

方志，当然应该有我们的政治标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在

《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中，曾明确规定"立传人物

以原籍(出生地〉为主。非本地出生，但长期定居本地并有

重要业绩者，也可在本地立传，包括外籍、外籍华裔和华侨

为本地作出重要贡献者"。

但我们在撰写过程中，还必须具体化，贯彻和理解这几

项原则z

1 、以原籍为主。这主要是从编志的地域性提出的， 但

以原籍为主，并不排挤非原籍人入志，外籍人在本地居住，

有显著业绩者是可以入传的。清代因实行回避政策，原籍人

不能在本县为宫，所以每县县官均是外籍人。如果坚持以原

籍入传，清代所有的县官一个也不能立传。我们解放初期，

各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县长，可能很少是本县人，那他们也

得不到立传。有些人一生均在外作官、工作，如果当地修志

不立传，而原籍也不知详情难以写出好的传纪。

2、以正面人物为主。所谓正面人物， 就是指对历史起

过推动作用和影响的人， 对人民大众政治生活、 经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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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生活有过贡献的人。具体说来从一八四0年以来，包

括清朝、民国年间的一些地方官员、 将领、政治家、 思想

家、文化艺术工作者和有贡献的社会闻达等。总之，凡有过

贡献、有过影响，对后人有教育意义的人物均可立传。

我们说给正面人物立传，并不是说不给其他人物立传。

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江湖上绿林好汉、杀富济贫的义匠，

也应该给其立传。对一些反动人物，如帝国主义的走狗、伪

满汉奸、恶霸地主和危害人民的胡匪，有重大影响者也可立

传。但对这部分人立传者不宜过多，选择有典型者。白古以

来，所有史书、志书，给忠臣立传，也给奸臣立传，给民族

英雄立传，也给卖国贼立传。善恶并录，相捕相成。章学诚

对此曾说过"志传之有褒无贬，本非定例，前代名志，亦

多褒贬并行"。如果只为正面人物立传，反面人物其恶迹无

以记载， 这实际上起到了包庇隐恶作用。 我们新编地方志

"人物传"以正面为主，虽不能"善恶并录"但对反面人

物也要立传的。 如伪满投敌的汉奸张景惠、 于芷山、王之

佑、金各世、熙洽、罗振玉等人一定给他们立传，记录他们

投敌叛国的丑行，让其遗臭万年，把他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

柱上，让万代子孙鞭捶和唾骂。伊通县《人物志)) ，在撰写

时坚持以正面人物为主的原则，但也给反面人物立传，是得

合志书的要求的。

3、以近现代人物为主， 我们修志是从一八四0年鸡片

战争开始，也就是说从中国近代社会开始。我们应坚持这个

原则，对明代和清中期以前的人物可不立传。中国地方志指

导小组提出"以近现代人物为主"的要求，主要是根据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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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1占-况和现实可能性提出的，历史越远，资料越少，甚至无

有资料，难以作传。另一方面，近现代离我较近，历史资料

好搜集，有些人物传对当前进行"四化"建设还有直接的现

实忘义。((伊通人物志》就是遵照这个原则撰写的，所有四

1-五各人物传，全部是近现代人物。

4、不给活人立传。 在原则上我基本同;亩，如果给活人

作传，纳入志书，将带来许多想不到的后来。中国史家-:tl

主张盖棺论定， 但有时盖棺也不能论定， 论定不准还会制

窍，这也是史学界市有的事。我们现在销与地方志，主要是

立丛于当代，记述解放后三十多年的历史，在各专业志部有

事绩可 i己，唯有因当年参加解放战争而牺牲的人，因缺乏资

料不能入传。结果编撰社会主义新志，而在《人物传)) J:I~ 入

志的人物多半是旧时代的，这与编修rH志的原则不符。

对此我想根据各地不同↑15况，在人物志中增ìJt "简介"

一章"简介"只是客观的介绍人物的主要经历和职务，

不加肯定的文字，这样作，在现实生活中也是有先例的。一九

五三年出版的《新华词典》一书，对当时国家领导人，毛泽

东、朱德、周恩来等人都作过介绍。现在一些杂志、报纸，

也经市对一些人物作介绍，这不影响将米对一个人的评价。

除上述问题外对人物志撰写还有许多不同意见。有人主

张以小人物、人民大众为主，我认为这个提法，在理论上不

准确、不科学，在实际上也无法应用。我们立传的人必须是

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如是一个普通农民、一般干部虽属小人

物但不可立传， 因其无事可传。 立传的原则虽不一定拘于

;现圳 、行职，然而考虑一个人是~fíì~入抖，必须在归ql:会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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