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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川 

提 要：创新是时代的要求，是方志事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第二轮修志创新应体现在编纂理论、编纂内 

容、编纂手段三个方面。第二轮修志创新要反对假创新。 

关键词：第Z-轮修志 创新 假创新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 

的不竭动力”，① “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 

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② 地方志编修工作也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这是时代的要求， 

也是地方志事业持续发展的要求。 

一 第二轮修志如何创新 

创新是一个指导具体实践的宏观概念，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的创新，是基于首轮社会主义新方 

志得失经验基础上的创新，其参照物便是首轮新方志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即：成功的地方继续 

发扬光大，不足的地方引以为戒并改善之。概而言之，第二轮地方志编修工作的与时俱进和开拓 

创新应体现在编纂理论、编纂内容、编纂手段三个方面。 

(一)理论创新。科学理论源于实践又对实践有指导作用。目前方志理论研究，一是缺乏专 

业机构 (笔者根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编、方志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方志机构名录》统计，在中 

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及 31个省的地方志机构中，仅有 l0家内设有研究室科室，名称为理论研究室 

的只有 3家)，志人各自为说，尚未形成合力；二是方志系统长期在计划经济的模式下运行，对 

市场经济缺乏感性认识，故还未将市场经济的理念纳入创新思路；三是 “修志不得志”的现实处 

境也制约了方志人对方志理论的深入研究。结果，现在的方志理论发展仍然停留在徘徊不前的局 

面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实践只能是盲目的实践”，所以，第二轮 

修志工作中的首要任务是方志理论的发展、创新。要实现方志理论的创新就应做到：一是要营造 

良好的方志理论研究环境，指导思想创新是关键；二是要在各级方志机构中设立完善的、专业的 

方志理论研究机构 (科室)。解决好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即是解决了方志学理论和方志学学科体系 

形成的大前提，这是方志行业中上层机构目前应重点考虑的问题。 

(二)内容创新。针对首轮修志而言，内容创新其实就是要实事求是地、全面地记述一方之 

史。志书的真正价值在于其内容的真实性、全面性。与首轮志书相比，第二轮志书只要由虚假到 

真实，由片面到全面，由语焉不详到资料翔实，由歌功颂德到实事求是，都应视为内容方面的创 

新。创新之举，要有利于发挥志书存史、资政、教化的功能。只有这样，创新才是贴近客观实 

际，贴近人民群众的创新。 

(三)编纂手段的创新。编纂手段的创新包括资料收集、编撰校对过程中使用的方式方法及 

① 江泽民：《论 “三个代表”》，第 46、16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年版。 

② 中宣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第 15页，学习出版社 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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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助工具的创新。其意义一是缩短编纂出书的周期，二是提高编校质量。第二轮修志较首轮而言 

条件有较大改善，但还需要使修志人员能较好地使用电脑等设备，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排版、存储 

与数字化、网络化方面功能和作用。因此，一是需要修志人员不断学习，不断进步，掌握先进技 

术；二是单位要为修志人员业务素质和技能的提升创造条件，要加强技能培训，使第二轮修志工 

作运行在一个高水准、高效率的层面之上。 

二 反对假创新 

创新一词在近年来的方志理论文章中使用频率肯定可以排在第一位，这说明我们的理论研究 

是紧跟时代主题，与时俱进的。创新是时代的主题，任何一个行业缺少了创新意识就必然跟不上 

时代的步伐。但创新又是实实在在的——不能只是肤浅的创新，更不能借创新之名，搞所谓的 

“创新”；创新不仅仅反映在理论上，实际操作中也要创新。反对假创新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反对肤浅的创新。各级方志编修机构陆续出台续修规划，不少规划饱含着设计者的 

心血。这些规划之间可以相互借鉴，但绝不能搞 “盗版”式的借鉴。因为行政地域的范围及层次 

不同、自然情况及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照搬照抄就会脱离实际，成书也就毫无特色可言。例如 

《续修云南省志志目和承编单位表》中卷36设有 《名山志》《江河志》《湖泊志》《地热奇洞志》4 

个特色专志，如地市级、县市级修志部门在做规划的时候照搬照抄，认为省级设特色志，地州 

(县市)也可以设特色志：把自己认为可以入志的山 (其实是名不见经传的山)写入名山志、把 

几个人工水库当作湖泊来写湖泊志，地热也许没有，但可罗列几个山洞搞成奇洞志，甚至是把名 

人武侠小说中涉及本地的内容也以假当真来写，最后美其名为 “特色”，是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 

是创新。类似这种形式的照搬照抄，其结果只能是 “画虎似猫”。反对肤浅的创新，办法只有加 

强理论研究，实事求是，别无他法。 

(二)要反对不学无术的创新。既然是要求第二轮修志要有创新，要有特色，要与前志不同、 

与他人不同，因此在编修中自然也就必须要反对、防止不学无术的创新，绝不能以创新之名，修 

出缺乏科学性的志书来，否则只会贻笑大方。要防止在实际操作中以个人意志随意将篇目作毫无 

科学性的分割、调整，随意决定内容的取舍。避免这一不良现象出现的办法，一是要加强政治理 

论、业务理论的学习，进一步提高业务素质；二是要善于借鉴他人经验，力求博采众家之长而避 

己之短，切忌自以为是、一人定音。 

(三)要反对借创新之名行个人意愿之实。志书是地方的综合性资料，不能当作 自家的自留 

地，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在创新的旗号之下，夹杂个人意愿也是要不得的。创新必须继承传统， 

必须是在传统的基础之上搞创新，理论创新的研究要讲民主与科学的精神，避免个别人、少数人 

说了算的做法。 

总之，第二轮修志的创新应是全面的创新，既不能只在理论上创新而不在实践中创新，更不 

能搞假创新；第二轮修志的创新需要全体修志人员的努力，狠抓理论研究，用科学的修志理论来 

指导修志实践，并在修志实践中来提升修志理论的科学性。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与时俱进、开拓 

创新，才能修出合格的第二轮志书。 

(联 系地址：云南省大理州地方志办公室 邮编：67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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