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好地方志工作 争取出一批优秀志书

陆学艺

(一 )

地方志工作开展十多年来
,

在党 中央
、

国务院的领导和关怀 下
,

受到了各界的支持
,

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
。

这次修志工作
,

一方面是继承了我国的历史优秀传统
,

一方面是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
,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
,

进行的一项很重要的 文 化 建 设工

程
。

这对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事业
,

对于改革开放大业
,

对于各级领导根据本地实

际情况进行科学决策
,

对于 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
,

对于进行经济

学
、

社会学
、

历史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教学
,

对于推进两个文 明建设都是很有意义的
,

确

实是
“承上启下

,

继往开来
,

服各现代
,

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
” 。

(二 )

地方志工咋成绩巨大
,

但还 要再接再厉
,

继续前进
。

十多年来
,

我们建立了中国地方志

指导小组
,

成立 了中国地方志协会
,

制定并颁发了 《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
,

在各地普

遍成立了省
、

市
、

县三级地方志专职编委会
,

机构纳入地方事业编制
,

这样完整的地方志工

作系统
,

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

这是地方志工 作顺利开展和取得成果的组织保证
。

各类新编 的地方志 己经 出版
一

r Z o o。多部
,

计划要出 6 0 0 。多部
,

总字数要比在此之前所保

存的80 的多部志书的总和还要多
,

这是一项 j’不起 的文化妾州佳事业
,

真是 盛 世 盛 事
。

古人

说
,

走百里
,

半九十
。

就总数来说
,

我们正式 出版的还不到一半
,

今后的任务还很艰巨
。

以

往历史上
,

就全国范围说
,

历次修志都没有彻底完成过
。

我们这次一定要把修志工作坚持进行

下去
,

’

务求能使编志工作能在全国范围内圆满完戍
,

也为以后这项
“
存史

、

资治
、

教化
” 的

工作转变
.

为长期事业开个好头
。

(三 )

开好两个会议
,

把地方志工作推 向一个新阶段
。

大家对这次指导小组会议和即将召开的

第二次全 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寄予很大 的希望
。

会议既要总结十多年来 的成绩和经验
,

也要妥

善研究解决出现 的新情况新问题
。

要确定今后的地方志工作的基本方针
,

统一全国地方志工

作的体制
,

具体制定和通过 《全国新编地方志工作条例》
,
以使各地的方志工作有个准绳

。

会议还要解决以下儿个 问题
:

1
、

关于队伍建设问题
。

要修好地方志
,

首先要有一支好的队伍
。

现在全国 已有 2 万 2

千多专职修志 的人员
,

还有兼职的 9 万多人
。

依靠这些同志的辛勤劳动
,

默默奉献
,

才取得

了 已有的成绩
。

对他们的工作要有个公允的评价
,

对他们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

诸如进修
、

培

训
、

职称
、

待遇等等问题
,

要有个说法
,
以期得到妥善的解决

。

近几年来
,

遇到一个问题
,

有些市
、

县的市志
、

县志 写出来了
,

也出版了
,

下一步的任务不明确
,

正遇上机构改革
,

面



临着
“
地方志办

” 的机构被撤消
,

人员彼重新分配工作
,

大量收集的珍贵资料可能被散失的

困境
。

建议在工作会议 以后
,

争取 由国务院或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就地方志工作发一个文件
,

明确规定地方志办的任务
,

未完成的要抓紧编修
; 还未编的要充实力量

,

准备条件
,

开始工

作 , 已经出版 了市志和县志的
,

机构也不能撤
,

队伍不能散
,

资料要保存整理
,

并着手 下一

届新志 的准备工作
。

有条件的地方
,

可学习武汉市的经验
,

建立方志馆
,

使之成为收集整理

记录本地情况和资料
、

开展地方史和 市悄
、

县情研究
、

编修地方志和地方年鉴的常设性的学

术机构
。

2
、

要制订地方志的工作规划
。

目标要定得既积极
,

又实事求 是
。

关于 2 0 0 0 年的目标
,

还是提基本完成为好
。

把质 量要求订得严一些
,

时间服从质量
。

3
、

已经出版的市志
、

县志
,

因当时对规格质量没有统一要求
,

没有形 成应有的规模效

益
,

社会影响社会效益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

建议新成立的地方志出版社出版 ((新编地方志

丛刊》
。

第一批先 出 100 部
,

请著名专家从现 已出版的地方志中挑选
,

条件 要 严
,

都要上乘

之作
,

有的可修订
,

有的可重编
。

凡列入丛刊的都是优秀作品
。

出版社要请专人设计
,

统一

封面
,

统一规格
,

成批地隆重推出
,

形成规模效应
,
以期引起社会的关注

。

这也等于评奖
、

发奖
,

使优秀作品和编者
、

作者脱颖而 出
。

这样
,

有些 已出版市志
、

县 志 的 单 位
,

也有 目

标
,

还有工作可做
。

(四 )

就工作重点而 言
,

指导小组和省级地方志办今后要抓好 出一 批优秀志书和 空 白 点 的工

作
。

我们已经出版 了这么多的市志
、

县志
,

之所 以还没有产生应有的社会影响
,

其中一个原

因
,

是因为没有同时产生一批优秀志书
。

画龙要点睛
,

这个龙睛就是优秀志 书
。

历史上 有不

少优秀志书
,

影响很大
,

大多出自著名学者
、

专家之手
。

指导小组和省级地方志办可有 目标

地聘请若干著名专家
,

卜口地方协商好
,

一

下到某市某县去
,

亲自指导或主编当 地 的 县 志
、

市

志
。

务求出一批有水平
、

有影响的优秀志书
。

这样的志书出来
,

就会在国内
、

国际产生较大

的影响
,

并可 以作为样板
,

带动这届志书整体水平的提 高
,

也可推动志书的应用
。

我有一个

具体建议
,

本届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
,

是否 可以 每人抓 l一 2 本市志或县志 的编纂或修改工

作
,

这对整个地方志工作的开展也是有利的
。

我们这次修志
,

资料是新的
,

但用的方法
,

丛本上还是传统的
。

这些年来
,

经济学
、

社

会学
、

历史学
、

文化人类学都有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引入和应用
,

诸如统计分析
、

抽样调查
、

问卷调查
、

家计调查
、

参与观察等
,

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的应用
,

完全可以用到地方志的编修

上来
,

从调查研究
、

收集资料
、

统计分析到框架设计都可以 应用这些新的方法
。

这当然要选

聘和培训一批掌握这些新方法的人才
,

还要有电子计算机等装备
。

指导小组和省级地方志办

可选择儿个经济比较发达
、

文化水平较高的县市作试点
,
给予具体的脂导和支持

,
以期用新

的方法
、

新的手段编写出几部新志来
,

并逐步加以推广普及
。

用此反映我们时代 的特点
。

这

也是在地方志工作 中进行改革 的体现
。

工作不平衡是客观规律
。

现在有的省
、

市
、

自治区
,
修志工作进展很顺利

,

到 2 0 0 0年就

能全面完成
。

有的地方则不同
。

有的县市的修志工作至今还没有开动
,

有的县市从古到今还

从来没有修过志
,

这就是所谓空白点的问题
。

造成有空 白点原因
,

或者是领导不重视这项工

作
,

或者 是条件太 困难
。

指导小组要开专门的会议
,

商定具体解决空 白点的问题
,

否则会影

响整个地方志工作的进度和质 址的
。



(五 )

加强地方志 的宣传和评介工作
,

推进地方志的应用
,

发挥地方志的效用
,

我们编地方志

的 目的是 “
存史

、

资治
、

教化
” ,

是为 了用
,

但现在应用的情况还不够理想
,

基本上还主要

是专家用志
。

蔡美彪 同志说
,

近代史所前不久编 《口军暴行录》
,

应用了新编 地 方志 6 00 多

种
,

起了很好的作用
。

199 1年
,

我到美国去访 问
,

在哈佛大 学燕京学院
,

看到那里收藏有我

国的很多古 旧的地方志
,

还了解到使用这些方志的人也不少
。

我们新编 的 2 0 0 0多部地方志
,

是一个 巨大的文化宝库
,

可以有多方面的功用
,

可以做多种学问
。

例如文科的研究生可 以用

这些 丰富的史料做硕士
、

博士的论文
。

所以
,

我们要做好新编地方志的宣传工作
,

有组织地

安排 一些专家
、

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做地方志的评介工作
,

提高新编地方志的知名度
。

了解地

方志的人多了
,

使用面就广 了
。

(六 )

出成果出人才应是地方志工作长期奋斗的 目标
。

衡量一项大 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成绩的

标准有两条
,

一是要看研究成果的质 量和数量
;
二是要看通过这项大的研究

,

培养和造就了

多少人才
。

地方志工作也是这样
,

通过若干年的努力
,

我们不仅要出好出齐这一届 6 0 0 0多部

方志
,

而且要通过这项工作培养出一大批人才来
。

要出一批方志专家
、

新方志学理论家
。

这

批人才主要是要从现有的长期从事方志工作的专职
、

兼职的队伍中培养出来
。

所 以
,

我们要

重视对这支队伍的培养和教育
。

有同志建议
,

指导小组要办培训班
、

办研讨班
,

还可 以在社

科院研究生院招 一批方志学 的研究生
,

加以培养
。

出成果和 出人才是相辅相成的
。

优秀 的成

果要靠优秀 的人才去创作
、

编修
,

而优秀的成果一出版
,

同时也就推出了一批人才
。

所 以
,

我们在抓地方志 的编修和出版的同时
,

不能放松对人才的培养工作
。

(上接 第64 页 ) 杨绍娟
、

邵琴祖等共 24 人
。

会议认为志稿收集了大量难得的广西妇女活

动的历史和现状资料
,

可读性强
。

建议注意记述好广西妇女在妇联的组织发动下在工农业生

产上的作用和贡献
,

同时对一些资料的运用要体现新观点
,

还可考虑增设大事纪略
、

妇女人

物篇等
。

《广西通志
·

广播电视志》评稿会在南宁召开
,

分两次进行
。

先 是于 1 9 9 5年 12 月29 日在

通志馆评稿
,

参加的有馆领导
、

专家和 《广播 电视志》 的编撰人员共 9 人
。

主要由通志馆方面

从体例 角度展 开评议
, ,

认为不需大动
,

只需做如下几方面工作
,

¹ 修改好全书和篇
、

章 的无

题概述
,

加强宏观概括
; º删去记述 中描写

、

议论等不符合志书体例要求的成分
,

使记述精

练
,

文风朴实
; » 补充大事记略和附录

,

使体例完备
。

然后
,

又于 19 9 6年元月片 日至 18 日在广播 电视厅会议室接着开 评稿会
。

参加会议的有广

播电视厅 的领导和老同志郑久粟
、

韦家玉
、

莫珍英
、

张华富
、

陈宁
、

刘远修
、

邓生才等
,

以

及广播 电视厅各部门
、

处室的领 导
、

专家
, 厂

‘

西通志馆馆长冼光位
,
以及通志馆的有关编辑

人员共 21 人
。

这次主要由广播 电视厅方而提意 见
,

就资料准确性
、

如何分期
、

入志 人员和入

志获奖项 「1的规格等问题展开研 i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