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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地方志》专刊于 2021 年 8 月 30 日刊发了有关第二轮《宝鸡市志》《陈仓区志》《岐

山县志》等志书编纂特点的文章，本期专刊对第二轮《渭滨区志》《千阳县志》《麟游县志》《凤

翔县志》《眉县志》逐一进行简评，以便借鉴交流，进一步提高志书的编纂质量，满足读者需

要，发挥志书“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中国名酒志 《西凤酒志》 通过终审
本报讯 2 月 22 日，中国名酒

志《西凤酒志》终审会议在西凤集团

召开，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西凤酒

志》志稿经与会专家评审，最终顺利

通过终审。

《西凤酒志》是陕西省目前唯一

入选中国名酒志文化工程的志书。

该志书编纂工作于 2017 年正式启

动，西凤集团坚持保护传承、修志为

用的原则，举全企业之力，调动各界

参与，科学设置篇目，广泛收集资料，

精心组织编纂，挖掘西凤酒的“源”

与“魂”，突出展示西凤酒的“名”与

“特”。当志书在编写过程中遇到瓶颈

和困难时，陕西省地志办通过组织

编纂培训会，协调资料收集，修改审

定志稿，为志书成功编纂切脉把关、

定方向。此外，宝鸡市、凤翔区地志办

积极帮助提供酒器、酒乡环境、作坊

等相关文字资料，并安排专人全程

参与志书编纂和志稿初审工作。西

凤集团编辑人员加班加点工作，保

质量、赶进度，数易其稿，2020 年 12

月完成了 18 个类目近 22 万字的评

审稿。该志稿以专志的形式全面系

统记录了西凤酒的源流、酿酒工艺、

酒企文化和发展成果。

评审会上，专家们分别从篇目

设置、章节体例、记述内容、地域特

点等方面对志稿进行了综合评审，

认为《西凤酒志》志稿框架合理，资

料丰富，特色鲜明，语言精练，是一

部较成熟的志稿，最终通过终审。

宝鸡市第十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揭晓——

二轮《宝鸡市志》拔得头筹
本报讯 近日，宝鸡市第十六次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结果揭

晓，《宝鸡市志（1990-2010）》荣获优

秀成果一等奖。

二轮《宝鸡市志》编纂工作在市

委、市政府领导下，由市地方志办公

室组织实施，在各级部门和有关单

位的积极配合下，市地方志办公室

广泛征集资料，全力组织编纂，反复

征求意见，精心修改打磨，于 2017

年底完成市志初稿，2020 年 10 月

付梓出版。据了解，该志书共 46 编

408 万字，收录照片 338 幅，采取述、

记、志、传、图、表、录多种体裁，全面

系统记述了宝鸡市 1990-2010 年间

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

域的发展历程和取得的重大成就，

展现了宝鸡深厚的人文积淀和翻天

覆地的时代变迁。

二轮《宝鸡市志》是我市在方志

文化和社会科学领域取得的又一重

大成果。志书出版后，得到了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和赞誉，在“存史、资

政、育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精心打磨出精品
——《渭滨区志（1991-2010）》编纂特点

二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

只是弹指一挥间，却在渭滨区

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

页。2018 年，《渭滨区志（1991-

2010）》历时 7 年精心编纂，正式

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细节决定成败。”编修志

书这种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

宏伟著作，更需要一丝不苟的

精品意识，对志书中的每个细

节都要处处精心。在资料收集

过程中，全区 78 个部门积极

报送资料，编纂人员还从各部

门收集和积累了各种地情资

料，共计 2000 余万字的基础

资料。编纂人员加大工作力

度，从浩如烟海的原始资料中

考证辨析、去伪存真、去粗取

精，最终形成初稿，并通过概

述、编章小序、材料对比、画龙

点睛取舍等手段，千方百计规

避资料堆砌，将史实有机贯穿

于一体，保证了志书有效地增

强著述性。

为 把《 渭 滨 区 志（1991-

2010）》打造成一部特点鲜明、

质量上乘的精品方志，编纂人

员对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逐

条梳理、归纳，反复进行修改，

并对存异的数据、时间、地点、

人物、事件逐一核实，使志书

具备了翔实的资料性。另外，

在编修过程中，编纂人员对首

轮《渭滨区志》漏记、错记的史

实予以补正，使其与首轮志书

贯通。

笔者从中感悟到，编制志书

如同打造一件艺术品，每一个环

节都要把好关，任何疏漏都会导

致残次品的出现，因此，容不得

半点马虎。编纂人员只要细心打

磨，必将出精品、出佳志。

创新是志书的生命线
——读者评价《麟游县志（1990-2010）》编纂特点
2020 年，《 麟 游 县 志（1990-

2010）》散发着清新的墨香，终于与

广大读者见面了。它的出版发行，是

麟游县文化事业发展史上的一桩大

事、好事。

传承与创新是一部志书的生命

线。谈起本轮志书编纂特点，参与该

志书编纂的田会学感触颇深：“志书

的编修方法创新,是时代发展的需

要，是实现对前志创新的需要，同时，

也是志书编纂原则继承与发展的保

证。”田会学说，二轮志书打破局限，在

志书编纂过程中对传承与创新进行

了有益探索。其中，在编修方式上进

行了创新，编前、章前设小序，突破了

1993年版《麟游县志》的编纂模式，使

其结构更趋合理，对事实的表述更为

集中。“《行政建制》记述也有创新，我

也看了不少新修县志，都写到了乡或

镇的概况，而只做到了简单的介绍，

看似做了交代，实则模棱两可，真正

要做到用志时，其史料价值也是模糊

不清。”田会学说，而《麟游县志（1990-

2010）》在《行政建制》中，各镇文字叙

述之后设基本情况一览表，统计数字

与文字表达互为印证、互为补充，在

通读文字的同时，又使各村的基本情

况如户数、人口、耕地、收入在表格上

一览无余，对比性强，史料价值高。

此外，该志书还突出了区域优

势，抓住行业特点，不惜笔墨记录了重

点产业、重大项目。其中，在对烤烟生

产进行充分记述的同时，也并未回避

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到市场经济规律，

种植面积和产量上的供大于求，导致

产业出现下滑和农民遭受经济损失

的事实，而是秉笔直书，忠实记录了历

史，发挥了志书应有的“资政”功能。

“另设的《九成宫专记》，可谓是

为志书锦上添花。”田会学说，专记侧

重了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该遗址

开发利用的最新成果的记述，展望了

大遗址保护与开发的广阔前景，可读

性强，具有宣传、推介麟游的价值。

“《凤翔县志（1989-2010）》堪称

是一部用匠心铸就的好志书。”这个

评价，绝不是故作姿态的虚誉，而是

不少读者读完200万字巨制后,反

复咀嚼思索才得到的深刻印象。

《凤翔县志（1989-2010）》是首轮

《凤翔县志》的续修，从2010年初启

动编纂，到2020年底出版发行，全书

共 31 编 149 章 561 节，共计 200 万

字。去年，读者杨明劳收到《凤翔县志

（1989-2010）》这份沉甸甸的“礼物”，

一时难掩心中的喜悦。“细读之后，我

感到这部志书在体例完备的同时，具

有浓郁的创新色彩。”杨明劳说，这部

志书在结构上有创新，专设了“环境

保护”编、“林业”编、“信息服务业”编

等。这些单独设置成编、章的结构有

效服务了内容的记述，也凸显了志书

服务当下、映照历史、启迪未来的特

点。在内容上也有创新，一些志书主

要以记述正面事物为主，对负面事件

有意忽略不计，而《凤翔县志（1989-

2010）》则对有史料价值和有教化意

义的负面事件也进行了实事求是、客

观公正的记述，体现了该志“存史、资

政、育人”的价值。

在读者李均宏看来，二轮《凤

翔县志》不仅继承了首轮县志的优

点，在资料搜集上更加全面，文字表

达上更加准确。二轮《凤翔县志》在

第 28编“文物 旅游”第一章“文物”

下属章节中全面搜集了最新考古成

果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重要发

现，内容较过去更丰富、全面。凤翔

县是历史文化名城，秦之雍城，工艺

美术之乡，中国“四大名酒”之一的

西凤酒之乡。这部志书在第29编“历

史文化名城”中增加了“秦文化”“酒

文化”等章节，这些不仅提升了凤翔

县的历史文化品质品位，也丰富了

其地域文化色彩。

让读者乐于阅读的志书
——读者评《眉县志（1990-2010）》

一部著作有可读性才能吸

引读者，而方志只能直述事实，

“述而不论”。由此可见，方志增

强可读性有一定的难度。

“通读全志，结构清晰、内容

全面、资料丰富、语言朴实……

很有可读性。”读者张大成这样

评价《眉县志（1990-2010）》。方

志的本质特征是资料性，价值就

在于其蕴含的各类信息，人们

读志就是想从中获取自己需要

的信息。二轮《眉县志》采用了以

编、章、节为主体，再加前言、大

事记、附录、索引、后记等的编纂

体例，采用述、记、志、传、图、表、

录等体裁，以志为主，图表穿插

其中，全书共 34 编 179 章 690

节，150余万字。

其中，编目设置根据眉县时

代和地方特点，按建制与自然环

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五大部

类横向编排，志首设图照、序、凡

例、目录、概述、大事记；志中平

行设置政区、自然地理等，志末附

录、索引、编后记，分类得当，排列

有序，查阅起来很方便。“一些题

材经过精心雕琢，具有更强的活

力，提升了方志的可读性。”张大

成了解到，该志书进入总纂合成

阶段后，编纂人员逐编逐章详细

查阅，对于发现的要素不全、章节

对应关系混乱、语言不符合志书

要求、骨架缺乏实质性内容支撑

等问题，边修改调整、边搜集补

充。与复审稿相比，终审稿改稿中

专志实质性增加6编，确保了志

书的质量。“从中可以看出编纂人

员付出了大量心血。”张大成说，

志书要发挥“存史、资政、育人”的

作用，就必须努力提高可读性，使

志书可读、人们愿读。

一部反映改革发展变化的著作
——读者谈《千阳县志（1988-2010）》编纂特点

任何著作面世,都希望扩大读者

群广泛传播。《千阳县志（1988-2010）》

一面世，就受到不少读者好评。

“这部志书不仅是一部厚重的百

科全书，更是一部改革发展的翔实史

料。”千阳县档案馆齐锐说，《千阳县

志（1988-2010）》最吸引眼球的是一

幅幅精美的照片，这些照片直观地反

映了千阳县 1988年到 2010年自然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方方面

面，展现了千阳经济的日新月异。

《千阳县志（1988-2010）》客观记

述了二十余年间，千阳各行业、各领

域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的重大转折、节

点事项，记录了千阳社会发展的脉络

与轨迹。“该志书是文化艺术的集大

成者，更是一部优秀的地方文化志。”

齐锐介绍，详看志书会发现每一个章

节都有丰富的文化元素，人物有孔子

弟子燕伋、西汉丞相司直郭钦、唐忠

烈将军段秀实并称千阳“三贤”，有黄

埔军校毕业生，还有严子夏、刘国璋

等烈士；同时，还记录了 1988 年到

2010年先进模范人物584人，以人物

贯穿始终，方显传统文化深厚底蕴。

在经济社会等章节突出文化元素，尤

其是对民间音乐、社火、夯歌、器乐等

的挖掘，使人耳目一新，使这些灿烂

文化得以保存。

“该志书如数记录成就，对阶段

性工作因时代的局限性作了恰如

其分的记述，提供了存史资政的范

例。”齐锐表示，这部志书为千阳改

革发展提供参考，是一部具有地方

特色的宝贵志书。
（本版稿件、照片均由温瑶瑶采写、拍摄）

用匠心铸就的好志书
——读者简评《凤翔县志（1989-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