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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家乡的记忆》

内容概要

历史是城市的源流、年轮和记忆，是人们创造文明、传承文化的轨迹。文化是城市的灵魂、神韵和根
本，是人们观照历史、洞见未来的镜子。要了解一座城市的过去和现在，了解一座城市的内涵和特色
，就要去阅读它的历史和文化。哈尔滨是一座拥有百年沧桑巨变和独特文化魅力的城市，研究、总结
和借鉴哈尔滨历史，传承、创新和发展哈尔滨文化，是历史托付我们的重要任务，也是时代赋予我们
的神圣使命。
桑梓情是根植于每个人心中最深厚的情感，只有了解家乡才能热爱家乡，进而树立爱国情感。为培养
哈尔滨市民，尤其是青少年的爱乡热情，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了解哈尔滨的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发展历程，哈尔滨市方志馆与哈尔滨市教育研究院合作，联合编写了《哈尔滨
——家乡的记忆》一书，以严谨的态度、精炼的语言、生动的图片再现了哈尔滨往昔风貌。
《哈尔滨——家乡的记忆》是关于哈尔滨的地情历史书，主要从哈尔滨的历史发展脉络、多元文化、
百年城市风貌、民风民俗、家乡人物五个方面选取素材，分十章编辑成书。通过对哈尔滨历史文化的
系统梳理，帮助哈尔滨市民，尤其是青少年更加快捷、全面地了解、认识哈尔滨的地域文化。
仅凭此书难以涵盖哈尔滨百年历史全貌，深入挖掘、研究、整理哈尔滨历史文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
任务。希望更多的有识、有志之士能积极投身于哈尔滨历史文化的发掘、研究、总结、编纂工作中，
共同探究哈尔滨人文历史演进历程，让优秀的历史遗产服务于当代，惠泽于未来，让我们的文化薪火
相传，绵延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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