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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林衍经同志钻研方志之学有年。
1981年参加编辑《方志学概沦》，以为高等院校历史系方志学课程教学之用。
1982年又写出《简明方志学》，简要明畅，颇便肄习。
1983年更于教学和科研之余推陈出新，扩而充之，撰成《方志学综论》。
今展阅目录，首泛论方志，次论方志和方志学的发展，详及近代，又次阐述新志的编纂工作。
篇目虽略同于旧，内容必有大胜于前者。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党和国家极端重视。
当前方志界的主要任务，一为整理旧志，批判继承；二为编纂新志，服务于两个文明的建设；三为探
讨新方志理论，建立马列主义的方志学。
衍经同志学有根柢，勤于著作，继此书而问世者正多，必能在方志学上有更多更大的成就，企予望之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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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就方志学研究对象、学科体系，方志的名目、种类、性质和作用，方志的基本特征等基本理
论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论述，对地方志和方志学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总结。
本书还论述方志的收藏、整理和使用，及旧方志的珍贵价值、国内外收藏旧方志的历史和现状以及旧
志收集和著录编目问题。
书中论述了方志编纂学的一系列问题，从内容、体例、编纂方法、地方志的整理研究、方志专业队伍
的发展和方志理论研究的发展，多层面、多视角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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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林衍经，浙江江山人，1929年12月生。
1960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
曾任安徽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先后任中国地方志协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安徽省地方志学会顾问、学术委员，华夏地方志研究所
特约研究员。
1997年，受聘任全国地方志评奖预评委员会委员。
2002年，受聘为《中国方志通鉴》编委会委员。
发表方志理论研究、方志评论文章近300篇。
著有《方志史话》、《方志求是集》、《方志学综论》、《中华文明宝库．中国地方志》、 方志编纂
系论》、《地方志与旅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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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要写出好的人物传，必须在认识上和方法上解决为什么要写，写什么人，写些什么，怎么样写的问题
。
人物传内容所及，反映了各个时代的历史及其成功和失败，对于正确认识一方的历史，吸取一方历史
的经验和教训，有重要作用和意义。
其次，志书中有了人物传，能使人们了解各种历史人物的思想和业绩，进而辨清他们的功过是非，受
到荣辱善恶的教育，向那些热爱国家民族、热爱故土家乡并从各方面做出积极贡献的历史人物学习，
立志为建设家乡、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多作贡献。
撰写人物传，首先要明确收录范围和取舍标准。
旧志人物传中，所载大致包括名宦、儒林、忠义，宦绩、文苑、武功、隐逸、孝友、义行、列女、方
伎、仙释人物。
这是当时历史时代的产物。
新编地方志的人物收录范围，应当从新时代的需要出发，革故鼎新。
对于这个问题，《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已明确提出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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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人物不立传，凡在世人物确有可记述的事迹，应在有关篇章节目之中予以记录。
"近几年在方志学界的讨论中，也曾反映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收录人物应该限于籍属本地者；另
一种意见主张收录范围应在职、级上划杠子。
这两种意见，已在当今修志工作中产生了一定影响，有些地方甚至在编写条例或凡例中用文字作了明
确的规定。
这样做，虽未尝不可，但却不无值得商榷之处。
如果收录人物限于籍属本地者，将有诸多不便。
例如，有的人在原籍生活时间很短，而在客地却过了大半辈子，作出了较大贡献，且很有影响，原籍
不明其事迹，未能收录，客地又不收录，岂不被堙没!再如大庆、克拉玛依等地，本是人迹罕到的僻处
，是解放后兴建的工矿城市，如果修志时强调只有当地人方可收录立传，那么，便几乎无法写出人物
传了。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方志学综论>>

编辑推荐

《方志学综论》的基本内容，侧重于基础理论；对地方志和方志学发展的历史，尽力求取脉络清楚，
叙述简括；关于地方志的编纂问题，则以切于实用为要旨，密切联系当代修志的实际展开阐议，注意
吸收和反映当代修志工作的经验。
 《方志学综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贯彻实事求是精神，批判地继承方志学历史
遗产，吸收当代修志的新鲜经验和方志理论研究成果，系统地阐述方志学的基本理论，为发展我国的
地方志事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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