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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2年 12月 5日

编者按：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2002年，中国

地方志指导小组主办的《中国地方志》第 5期刊发了《江泽民在上海市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87年 5月 26日）》。江泽民同

志在讲话中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时期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

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

有益后世的重要事业。编修新方志，将为我们党委和政府提供翔实可靠

的市情、区情、县情，为认识城市、研究城市、管理城市，为制定推动

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策，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党和国家历来重视

地方志编纂工作，编好新方志，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把各方面

力量组织起来，共同努力，长抓不懈，一定能够编好社会主义时期的第

一代地方志。35年来，方志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接续奋斗中实现

地方志事业跨越式发展、取得丰硕成果。如今再次学习江泽民同志的讲

话，对做好新时代地方志工作，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现转载

如下，供参阅，同时也表达我们对江泽民同志的深切缅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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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在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1987年 5月 26日）

普遍地延续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的历史传统，可以说在

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地方志的编纂工

作。早在 50年代，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就积极倡导编纂新地

方志。1957年，编纂地方志被列入国家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纲要（草案），作为十二项重要工作之一。1980年以来，中央多

次提倡编纂地方志。1983 和 1985 年，中宣部、国务院曾先后就

开展和加强地方志工作发过文件。国务院还正式把编修地方志的

工作列入国家“七五”规划。在党中央、国务院关怀下，全国出现

重视编修地方志的喜人景象。

上海市委已于去年 8月正式批准成立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

会及其工作机构——地方志办公室。今年 5月 5日，市委常委会

专门讨论了地方志工作。今天，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召开成立大

会，我代表市委和市政府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一、编纂上海新方志的意义

编纂社会主义时期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

有益后世的重要事业。

方志作为“一方之全史”，是记载一个地区上至天文、下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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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从自然到社会，从政治到经济，从历史到现实，从人物到风

貌，一应俱全的全面系统准确的社会综录。古人概括地方志可以

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编修新方志，将为我们党委和

政府提供翔实可靠的市情、区情、县情，为认识城市、研究城市、

管理城市，为制定推动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策，提供重要的

科学依据。古人说：“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

就是这个道理。

上海有着近六千年的悠久历史，为国务院命名的全国六十二

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上海不仅是我国最大的城市，也是我国最

大的对外开放的港口，是名闻世界的国际都会。上海自 1843年开

埠以来，至今已近一个半世纪。上海地方志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

编好上海地方志，不仅可以为上海的建设和振兴提供宝贵的历史

借鉴，也将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重要的贡献。

近代的上海，曾经历过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国民党反动统

治的残酷剥削和血腥统治，上海人民有着长期的反帝反封建的优

良传统。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在一个多世纪的斗争

中，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光辉历程中，上海产

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和名垂史册的英雄人物。新中国成

立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上海

广大干部群众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编好新

的地方志，全面反映上海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可以成为对广

大市民特别是对青年一代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进行爱国



— 4—

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现实的、生动的，亲切的、富

有说服力的教材。新的地方志，有助于人们进一步懂得为什么没

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懂得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

真理，激励人们更加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从而激发

起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热情地献身于建设和振兴上海的伟大事业。

现在的上海，是历史的上海的延续。上海的旧方志，给我们

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从宋代至民国，上海编纂过一百多种方

志，其中有封建性糟粕，但更多的是留存了极为丰富而又翔实的

史料，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不能让编纂

方志的历史传统中断。编好新方志，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

总之，编纂新方志，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工作，而是一项认

识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的意义重大的事业，不仅有近期的

社会效益，而且可以有久远的社会效益。

二、新编地方志的要求

编纂新方志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为两个文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为建设和振兴上海服务。

这是编纂方志工作的指导思想。

新编方志必须具有严格的科学性和鲜明时代特点，要采用新

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编写出真实反映上海历史和社

会实际的新方志。这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编纂新方志的具

体体现，也是新方志与旧方志的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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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我国经济、文化、科技、金融中心。上海的城市地位

和功能，是在它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历史地位、社会经济发

展的现状和发挥的作用等因素下长期形成的。城市改革的一个重

要任务，就是要把城市的诸多功能发挥出来。新方志要正确反映

上海这个大城市的多种功能，这将有助于我们在城市建设和发展

上避免盲目性，更好地为把上海建设成开放型、多功能的现代化

大城市。

在今年 4月召开的市人代会和市政协会议上，人大代表和政

协委员提出要宣传上海的历史文化，对广大市民进行爱乡、爱国、

爱社会主义的教育，使他们了解上海、热爱上海、建设上海，以

发挥上海历史文化的优势，把上海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城市。编纂地方志是落实这一提案，使地方志为建设和

振兴上海服务的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编纂新方志是涉及面广、工作复杂的艰巨任务，必须要有一

个比较符合实际的工作规划，统一思想，明确目标，把各方面的

力量组织和发动起来，协调一致，更快更好地完成修志任务。

三、加强对方志编纂工作的领导

（一）各级领导要重视地方志工作。修志工作是一项不容易

引起重视但又十分重要的工作。各级领导要把修志工作当作一项

重要事业来抓，并切实抓好。修志工作涉及各个方面，必须动员

各条战线共同努力。缺少任何一个部门或行业的参与，都会使地

方志失去完整性。各级领导要充分认识编修新方志的重要性，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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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编修新方志作出贡献。市委、市政府已经批准了市地方志办

公室制订的“七五”期间修志工作规划。各部、委、办，各区、县、

局，要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和工作条件，制订规划，有领导有步

骤地把这项工作开展起来。

（二）要切实解决修志工作中的一些实际问题。编纂地方志

是一项百年大计，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业。编纂上海新方志，

决非三年五载能够完成。地方志编纂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各部

门和各单位要给地方志机构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要从实际出发，

建立必要的修志工作班子，并使它具有相对稳定性和一定的权威

性，要注意吸收一些退居二线的老同志参加，注意吸收专家、学

者和各条战线有丰富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参加。尽管地方财政比

较紧，但必要的修志事业经费是需要花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如

用房和设备等，各部门和各单位也应尽可能地给予适当解决。

（三）逐步建立起一支精干的修志队伍。编纂地方志，工作

量大，要求又高。要努力提高修志队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

政策水平和专业理论水平，逐步建立一支具有开拓和献身精神、

较高理论和业务素养的修志队伍。

上海有着丰富的方志资料，有一批史志方面的专家、学者和

长期在上海从事革命斗争的老同志，只要我们加强领导，把各方

面力量组织起来，共同努力，长抓不懈，就一定能够编好社会主

义时期上海的第一代地方志。





报：省委书记，省政府省长，省政协主席，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记，省人大副主任，省政府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

省直各部门，各市（州）党委、市（州）人民政府。

送：各市（州）地方志办公室（党史地方志研究室、地方志编纂中心）。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22年 12月 5日印发

（共印 48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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