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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是我国的优良文化传统j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现存八千 ；

， 余种地方志，占全部古籍的十分之一，以其卷帙浩繁、既博且专、雍容大

雅、包罗万象被誉为“地方百科全书"o国外学者对此惊叹不已，称之为 ’

．“中国的第二个长城"o!‘‘‘．‘ 。．-：，。’ ，’

_
t。一3

～q大同古代的地方志，现存的有明正德十年(1515)和清乾隆四十一年，
，、(1776)刊印的<大同府志>、清顺治九年(1652)的<云中郡志>和清道光十．

．。年(1830)的<大同县志>o这些旧志虽然保存了这一地区的可贵的故实，

然而，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j尚有不少缺憾：或浮夸功德、或附会景物、

或宣传封建伦理、或敷衍因循抄袭，不一而足。因此，编写一部时代的新

方志，是我们这一代人神圣的历史使命o‘。 一 ． ’÷’’7， 、．，∥’!

早在建国之初，毛主席和周总理就多次强调整理和编写地方志，邓

’l小平、江泽民同志，对此都有过很具体的指示，称之为“千秋大业”o+本届

修志是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项浩繁的学术文化建设工程，“其规模之
大、涉及领域之广、记述跨度之长，是中华民族学术文化史上的空前壮‘

举o ．．：。，。，： 。∥：一■+一：．，、．一：t”，。．．√：j-一
j’新编<大同市志>正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o． ；：．r。“．’ c

．，‘t

∥ 地方志书，是详细地记载一方一地自然=：：人文、政治、经济、文化、军

事乃至民情风俗的有独特文化学术价值的地情书o<大同市志>正是这样
， 一部上穷远古‘下迄当代，详细反映大同市情的地情书。全志分上、中、下

，三卷，洋洋洒洒三百余万言o．这是地方志办公室全体同志和全市各有关

单位的同志近二十年心血和汗水的结晶，他们外历跋涉之苦、i内操案牍

、之劳，内查外调、埋头写作j终于在二十一世纪的初始之年完成了这一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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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巨大的工程。我们深信<大同市志>的问世，不但是我市精神文明建设

的一大硕果，也是最全面、最系统记载大同市情的权威性著作，其历史意

义与现实意义都是相当深远的o ，

，

地方志书的传统作用即在于“存史资治，教化育人"，<大同市志>补

国史之阙，详通志之略，集旧志之约，因之。，这方面的作用是任何其它著

作都替代不了的。-．。． 。。(，，，J
。

史与志的最基本的区别即在于，史是一条线，志是_大片。后代人写

前代史，"-JA代人修当代志成了一种传统模式。因此，修好当代志不但为今

后写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保存下大量后人很难亲历的资料。所以，

“存史”一直被认为是地方志书的第一要义o!、o ’。i，，。，‘“、，

’’古语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o一正因为地方志是

详实、科学的地情书，因此，’它可以为．一个地方的领导进行决策提供依

据，特别是在制定规划、基本建设、资源开发』、招商引资、防灾减灾等方．

面，地方志书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有了对市情历史与现状的全面

了解；我们在制定决策时才会有科学依据，才会因地制宜、扬长避短，才．

会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建设自己的家园。从这一意义上讲，，新编的．

<大同市志》的“资治”作用是其第二要义名我们今年提出的“三优三地"的

城市定位，及在此基础上确定的发展大同市十五规划，无不是根据大同

的实际作出的科学决策。我们相信j它必将在大同未来的建设中起到极

为重要的作用o’’ ’I、’。．1 1。。?。’一o ：．∥≥，，。‘

地方志书又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绝好教材。大同是个历史文化名：

城，早在两千三百年前这里便有了行政区划建置，’两汉名郡、北魏京城、

辽金陪都、明清重镇，凝重的历史沉淀，为这一地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

化遗产。大同人说起自己的家乡，无不以“福地宝城"而自豪o ；，

，．J

，，．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

深厚的感情"o这最深厚的感情缘何而来的呢?。它是千百年来潜移默化、

的，是在热爱家乡的基础上油然而生的。爱乡是爱国的基础。地方志中炽

热的乡土气息，令人眷恋的民俗风情，难以忘怀的一山一水i乃至一声乡 ．

音；都会激发起人们对家乡的无限热爱。这种感情的凝聚就是爱国主义

精神j就是神圣的民族魂。这种民族精神，千百年来，代代相传≥与日俱

增：这是传统民族文化薰陶的必然结果，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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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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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财富，它将永远激励着我们，骄傲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o

‘这样说来，编写地方志是继往开来的大业，弘扬民族文化的壮举，存

史资治的宝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滥觞。新编<大同市志>的出版发行，

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大同，提供了一份科学的文献，它必将进一步激发起

大同人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满腔热忱o ，。．

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时代，7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

。的主流。如何才能让地方志为经济建设服务是《大同市志》问世后我们面

临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o． ，’．一希
；

+。． ’；

一 国内的研究结果表明，兄弟省市已经利用地方志中合载着极大的信

息量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为他们的经济建设服务。山东枣庄从地方志
， 中能：‘咬人"的怪树中发现了一种优质漆树，武汉市则在整理旧志时发现
，．了“汉绣"的传统工艺，安徽、四川等地从地方志中“发现”了双脊鲤鱼、六

。、腿蝎子、山茶花等名贵的地方特产。我国著名科学家竺可桢先生根据大

+量地方志书研究，写出了我国两千年历史气候变迁的论文，举世瞩目。早

。在四十年代，日本学者即根据福建地方志所载史料，撰写渔业生产论文，

供该国渔业生产服务。这些东西j为其它史书所不载，地方志中却留下了

详实的记述。明乎此，我们才会对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收藏了大量的

中国地方志不难理解。西方国家有句名言“无中国花卉，不成庭园"o据英

国爱丁堡植物园园长史密司教授透露1P"现在英国的庭园植物，百分之三

十五来自中国。这些植物，都是当年的殖民统治者，根据我们的地方志书

‘j按图索骥”盗运走的o
‘

一。 一，，。 ，’．．‘，

．。’’?

，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利用地方志的“地情"为他们的建设服务，或招

商引资≮或开发项目、或开发地方名产、或拓展旅游市场，总之，都在利用

．地方志中的信息量为他们的经济振兴服务。我们相信，随着新编<大同市

志>的问世，勤劳聪明的大同人，一定会从这里找到宝藏，为大同市的经

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o 7． ◆’一

值此<大同市志>面世之日，有感于怀，爰为序。一_．一：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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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存真求实，准确地记
述大同的自然和社会，以及它的历史和现状，提供大同市情，为振兴大同服务。

二、本志首设总述与市情基本数据表，尾设大事记和杂录。正志分建置、地理、人

口、城乡建设、工业、交通运输、邮电、农业、商业、财政、税务、金融、经济管理、科学技

术、党派、社会团体、政权政务、司法、民政、军事、教育、文化、文物、新闻广播电视、卫
生、体育、劳动人事、民情习俗、人物，凡29志。

三、本志上溯不限，下限切至1985年。为保存资料将本志出版前1986．1999年

发生的大事，特别是地市合并以来本市的基本情况和所辖县(区)情，特在“杂录”之
后设“限外”，示不违例。图片下限切至1999年o

四、本志述、志、记、传、图、表、录诸体并用，以志为主，采用语体文记述体o“总

述”不作浓缩全志的概述，而为纵观古今，横陈利弊的策论。且考虑到本志印刷已进

2l世纪，原大同市地域范围已由过去四区扩大到四区七县，故总述下限不受全志地
域及下限制约，以补其他体裁在地域和时间上不能全面反映大同市现状之不足。总

‘述后紧设“市情基本数据表”，以便总体浏览，用志不纷。随后紧列“十三个较大城市
市情表”，便于横向对比o
；1．五、本志采用篇章节目以事物的同一性分设类目0‘为加强志书的总体性，除总述
外部分篇中有无题小序，以宏观记之o 、’

，
，

．六、人物生不立传，以近现代人物为主、以本籍为主兼顾客籍，均以卒年通排。人
物录、表以生年排列，烈士名录以牺牲时间为序o 。。

七、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从简从略，起纲目和索引作用o
’八、本志中“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时期”分别指：194'9．1952年为三年恢复时期； 。

．1953．1957年为“一五”时期；1958。1962年为“二五"时期；1963．1965年为调整时

期；1966．1970年为“三五”时期；1971。1975年为“四五”时期；1976。1980年为“五
五”时期；1981．1985年为“六五"时期o 一

， 九、本志统计数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规定，有关全市性的总量统
计，以大同市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准。属于部门或企事业单位的统计数据，以各单位

” 统计部门核定数为准o ·．

十、数字书写按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单位公布的<关于出版物

上数字用法试行规定>执行。
十一、计量以1984年3月4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有关规

定为准。新中国成立前的石、斤、丈、亩等凡有确定换算值的予以换算外，其他均保持
原计量单位。 ，

十二、本志资料来源广泛，均经核实后载入，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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