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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皓首学术随笔.来新夏卷》

内容概要

该书为“皓首学术随笔丛书”之“来新夏卷”。包括作者在已发表过的学术随笔中精选的与新增的学
术随笔共9卷72篇。内容有学术观点的一得之见、学术著作的序跋评论、学术会议的学术性即席发言、
生活习俗的学术小考订、学术鉴赏等。选文具有一定的学术内涵，能达到传播治学经验与心得，弘扬
中国传统文化，普及与推进学术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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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来新夏，1923年生，浙江萧山人。1946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1949年入华北大学历史教研室
，为范文澜研究生。1951年至南开大学任教至今。曾创办南开大学图书馆系，历任校图书馆馆长、校
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等职，现任教育部古委会所属地方文献研究室主任。
　　主要从事历史学、目录学、方志学等研究。编著有《北洋军阀史》、《古典目录学》、《方志学
概论》、《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和《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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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世纪的修志思考　　送旧迎新，本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在旧世纪做了些什么，到新世纪又将做
些什么，确是每个人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当我们面临新世纪的到来，对于修志领域不仅要回头看过
去，更要向前看未来。过去近半个世纪的首届新志事业，可以说成绩斐然、成果丰硕。这是有目共睹
的事实，绝非任何人所能否定。数千部新志、数百部方志学专著和数万篇论文，使中外学者无不叹服
。这是当代中国最宏伟的文字工程，据一种官方数字宣布，截至50年国庆，已出版面世的新志约4000
部左右，完成了预期目标6000部三分之二。它体现了新一届修志事业空前繁荣，达到了历代修志的新
高度。　　第一届修志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总体规划，分头进行；二是反映全面，突出特色；三是
具备时代气息。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体例不划一，断限过于参差，字数过多，成稿与出版间距过长
。有人说：“已经出版的志书质量很不整齐，一些志书存在的缺点和问题还比较突出，如史实不准，
取舍不当，语言不精，校对粗疏，甚至对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记述不够客观”等等。这些问题都
可以逐一解剖，但决不应如某些自以为是权威那样，对第一届修志事业大加指责，而应客观认真地对
第一届志书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总结其经验教训，用以指导第二届修志工作所遇到的问题。这是
新世纪给我们的第一大任务。　　但是新世纪等待我们的更大任务是如何修好第二届志书。官方和不
少修志人士都在说这是“续修”，这种提法不准确也不便运作，因为规定20年修一次，那么一续、再
续、三续以至无穷的续，将给后来造成某些麻烦。所谓“续修”既不是只与前一届志书时间衔接的“
志续”，也不是全盘否定前者的“重修”，而是一次有修订、有继续、有创意的新一届修志，所以定
名为“第二届修志”，应是比较切合实际，便于运作的。不过，对这类问题目前尚有多种不同的意见
，如：　　1．有人认为“续修”就是“新修”，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有一定道理，因为第二届修志必
然有其创新的一面，但也不能完全抹杀对前届修志继承的另一面。用新修来代替续修似乎易于混淆概
念。因为当年首届修志时，有一个口号是“总结旧志，创编新志”，而且新与旧是一个相对概念。如
第二届称“新志”，则今后“续修”，是否都以“新志”名之？　　2．有人认为第一届修志的理论
准备和资料准备都不足，体例设计陈旧，很多志书没有达到新编志书的要求，所以“续志”应当通贯
古今地重修。这显然是没有充分了解第一届新修志书的基本情况，是对前届修志的全盘否定。　　3
．有人认为第一届志书经过多年的资料搜集和积累，已达到一定的饱和点，重修不可能有更大的突破
，因此只能以前后的时间相衔接，这适用于大部分第一届志书，但也不能绝对化。　　4．有人认为
第一届志书从8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等状况，尚在逐步认识
，有许多地方记述得比较简略粗放，没有完全达到存史的要求。所以第二届修志应从三中全会写起。
这应视各类志的具体状况而定，不能都这么办。　　5．有人认为“文革”是现代史划阶段的界标，
从“文革”到三中全会召开的两年中，是为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做理论和舆论准备的两年。为
了完整地记述市场经济的由来应以1977年为第二届志书的上限，以便把国民经济的恢复、真理标准的
讨论等与市场经济体制关系密切的内容都能包容进去。这一主张有一定道理，预料第二届修志将会对
这些内容有所增补，但不宜以1977年为第二届志书的上限，那样就是实质上的重修。　　6．有人认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重要的历史分期界标，第一届志书在资料剪辑和体例布局等方面都有不足，
所以第二届修志应从建国起或从当地解放时起，以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完整。这是混淆史志体例界
限的说法。如照此办理，没有什么新内容可写，只能是把第一届志书中史的那部分内容重新摘抄一遍
而已。　　7．有人认为，第一届修志上下限很不统一，有相差20年的。第二届志书的上下限不可能一
刀切，所以不要强求一致，仍应各自为政为好。这个建议是从实际出发，应该受到重视。　　8．有
人把续与修分开，续就是把开放的20年补写清楚，修就是把上届志书进行修正。把续与修截然分开似
有新意，但其诠释却难令人接受。这一意见让人有一种“重修”的感觉，甚至会误解为第二届修志就
是修“改革开放志”。这个意见是不论第一届志书的下限在何年，第二届志书一律先修1980年-2000年
这20年，然后大家都齐步走，再也不用考虑志书的上下限。每20年一起步。这对领导修志者来说可收
统一规划的指挥若定之效，而在实际工作中将会呈现重修与半重修状态，似与续修本意难合。　　这
些意见还不能说已包罗殆尽，但已使人难于决策，而更大的难题还在面临困境。我估计有两大难题：
　　一是两届修志间隔20年，似乎不切实际，我曾参加这次讨论，表示过反对意见。清60年一修，民
国30年一修，都没有显著成效。一般来说，志书与所写内容需要一定的时间差距才能反映社会发展较
为清晰的曲线。20年似乎时间不短，但从历史和社会发展看只是弹指一挥间。第二届修志既没有事先
准备好的现成文献，也没有已经总结好的定论，因为修志者与所写内容在同步行进。因此修志者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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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参与现实建设的拼搏，又要以冷静的眼光和公平、公正、公开的态度准确地
记述这一瞬间的具体内容。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难题。　　二是第二届修志面临的问题有许多是第一届
修志所未接触过的新领域，是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世界，其中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运行，突破传
统的产业、行业与事业的界限，新的跨行业、跨区域的横向联合实体等等。我认为第二届修志的覆盖
面至少包含着这三方面：　　1．记好重大经济与社会专项事类的始末，如国民经济的治理、整顿与
“软着陆”，短缺经济的结束及后遗问题，精神文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转折性变化等方面都要以新
视角记述好。　　2．依法治国所产生的政治生活变化，其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诸领域中所产生的重要
影响。政党与政权职能的转变，都应做出具有权威性的定论性的记述。　　3．人和人构成的社会群
体都应全面展开记述。要将当代人物的典型性活动都记人志中，不再拘泥于生不入传的陈规。　　第
二届修志不仅在内容上要解决这两大难题，而且也要改变原来的志书编纂体例与方法。首先力争与第
一届志书保持相对的衔接和平稳过渡，不要让读者无法将前后志书联合使用，如前志基础较好不妨移
步而不变形。其次体例应有所创新，但这种创新不是简单地增减门类或更换标题，而是一次相对独立
的设计与组合，如：　　1．在传统的横排竖写基础上强化整体性和综合性的新思路。不要层层设综
述，行文要明确有力，让社会实践中新的综合事类突出来，要采取修志者与志书内容同步表现的手法
。　　2．全面刷新体例、体裁、结构、章法，不再纠缠大编小编之争。制定全新设计蓝图，要采用
以志为主，诸体融合的体裁，并从社会实践和社会结构的特点中寻求篇目，对旧有篇目可以有取有舍
，但以创新为主。　　3．要增强志书的学术性，容许对专用名词和行业用语加简要注释，对异议有
论辩，对疑问有考证。前届修志有个别志书对这方面曾有所试行，效果颇佳。　　4．为适应信息网
络化处理的发展态势，应建立对应的处理程序，做好进入信息网络的准备。这是前届修志没有遇到的
新事物，应给予最大的重视。　　新世纪的来临是百年一遇的盛事，百业维新，修志何得例外？作为
方志界的老兵，谨贡浅见，与第二届修志同道商榷，并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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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皓首学术随笔》系列丛书称为“学术随笔”。所收各篇，门类繁多。这套书
叙事谨严有据，文笔条畅清新，给人以大量的知识，开拓思路。让一些文史知识分子从呆板的纯学术
旧框框中跳出来，发挥其启迪民智，传播文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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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当当网发书时好不厚道，这收到的这本来新夏卷封面很脏，油墨颜色不统一，一边深，一边浅，
还好，书的内容不错，根据来先生的书评，我一口气把他介绍的三本好书都买来了，受益匪浅！
2、几则批评都是好心人的话，尤其对《儒藏》说得很中肯，也不知道汤一介听进去没有。
3、来先生涉猎颇广，文章老实，旧闻新知，很有些嚼头～
4、无需多言。。。。。。。。
5、只有古典目录学、北洋军阀史两篇读完颇有收获，其余则无趣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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