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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者
， 记也 。 地方志

， 是记载 定地域 自然与社会
、

历史与现状的综合

性著述 。 国家编史
，
地方修志

，
世代相继

，
延绵不断。 修志

，
在我国已有两

千多年的悠久历史。

据考证
，
从春秋战国至 宋

，
今宝鸡地区的志书存 目仅有 《凤州图径》， 宋

佚
， 其余无 考。 明清以来

，
是宝鸡地区修志的鼎盛时期 。 明弘治 、

正 德 、
万

历
、 崇祯和清代的顺治

、 康熙 、 雍正
、 乾隆、 嘉庆 、

道光 、
光绪 、

宣统及 民

国年间均有修志。 作为府郡级志书 ： 第 部 《凤翔府志》
，

由凤翔知府王 江创

修
， 名进士

、 郡人吴桥令王 麒
，
名状元

、
武功康海等编集裁割

，
正 德十六年

(15 2 1 年 ) 成书 ； 第二 部明万历五 年 (15 7 7 年 ) 《重修凤翔府志》
，

由进士
、 郡

人四川叙州知府周易
，

进士
、 郡人巴县令李辙等撰修 ； 第三 部清康熙 四十九

年 (17 10 年)《重修凤翔府志》
，

由凤翔知府朱琦发起编纂
，
邀请士人邹应泗

、

贾实
、

刘耀文
、

赵瑞 、
王 举安 、

吴炆等人续修校阅； 第四部清乾隆二 十六年

(176 1 年 ) 重修 《凤翔志略》，
由知府刘祖 曾纂修 ； 第五 部清乾隆三 十 年

(17 66 年 ) 《重修凤翔府志》，
由凤翔知府达灵阿主修

，
通判叶世助参修

，
知州

吴炳 、
知县 罗鳌

、
孟 玫

、
许起凤 、 陈朝栋

、
刘思 问

、 周家琰
、 柴缉生

、
富勒

浑 、
区充

、
黄四岳分修。 相比之下

，
达灵阿主修的 《重修凤翔府志》成书晚

、

资料全
、

保存好
，
故这次我们选择该志校注

，
然后印刷出版。

自古以来就有 。 盛世修志。 之说 。 20 世纪 80 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修

志活动
，
其规模之大

、
投入之多 、

成果之丰
，
均属史无前例 。 宝鸡市自 19 83

年设立机构修志以来 ， 在市委 、 市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
，
全体编志人员竭忠

尽力
，
辛勤耕耘

，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 3 80 万字的 《宝鸡市志》于 199 8 年

12 月印刷出版
，
岐山县

、
凤翔县

、
宝鸡县

、
扶风县

、 陇县
、 千阳县

、 麟游县
、

凤县
、

太白县
、

眉县和金台、 渭滨区 】2 部县 区志相继 出版问世 。 全市编纂各

类部门志 、 专业志 、
工厂志

、 学校志 、 医院志 、 乡镇村志和各类地情资料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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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种
，
极大地丰富了宝鸡市的地方志文库 。

校注旧志
，
是本届修志工 作的重要任务之 。

按照 《宝鸡市地方志工 作

十二 年规划纲要》的要求
，
考虑到校注旧志是 项专业性非常强的工 作

， 志

办领导特邀请宝鸡文理 学院历史系主任何志虎副教授承担校注 工 作
， 何老师

慨然允诺 。 何先生精于历史
，

乐于编校 ，
他把教学科研和地方志事业相结合

，

展其所长
，

尽其所能 ，
经过近 年时间的点校注释 ，

完成初稿 。 之后
， 市地

方志办公 室主任赵忠虎同志进行了大量的审稿 、
编辑和校对工 作 。

王 建章
、

李晓毅同志也为校稿付出了不 少劳动和心血 。
最后 ，

西安地图出版社的责任

编辑赵茹琳 、
欧阳明等认真审定把关 。 清乾隆三 十 年 《重修凤翔府志》校

注本终于顺利完成 。

"

经世致用
。

既是编志的根本宗旨
，
也是校注旧志的目的所在 。 我国几千

年历史留下 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
地方志在我国历 史文化宝库中占有重要位置 。

我们应该吸取精华
，

弃其糟粕
，
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

，
做到古为今

用 。 清乾隆三 十 年 《重修凤翔府志》
，
全面记载了 明清时期凤 翔府实地

、
建

置
、
祠祀 、

田赋 、
官师 、

学校 、
人物 、

选举 、
艺文等各方面情况

，
它是西府

地区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现状的真实写照
，

无疑是 笔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遗

产和地方史料 。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

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 校注和印刷出版这部志书
，
对今天 正 在进行的现

代化建设和西部大开发 ，
对于领导和外来投资者的科学决策

，
对文史工 作者

和科研工 作者认识宝鸡 ，
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热爱家乡教育

，
对

于宝鸡旅游业的发展和提高宝鸡的知名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

值 《重修凤翔府志》校注本出版发行之际
，
我们 向关心和支持这部书的

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领导和宝鸡市委
、 市政府领导

，
向为校注

、
编辑 、

出版 、

印刷和做出过 切贡献的同志
、

朋友表示诚挚的谢意 ! 知无止境
，
学海无涯。

校注旧志
，
在我市是第 次探索性尝试

，
疏漏和不周之处在所难免

，
期望读

者 、 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
批评指正

。 我们也热切地 向社会各界 、
广大人民群

众和关心宝鸡发展的有识之士推荐这本书。

宝鸡市人 民政 府副市长 冯 月菊

2 00 2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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