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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4年 1月 8日

编者按：2024年 1月 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 48 周年纪念日。

周恩来总理生前高度重视地方志的收集、整理和保护工作。在周恩来

总理亲自关怀下，全国修志的指导机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于

1956年成立，随后开展了新中国建立后的修志工作。回首过去，地方

志工作在党和国家领导重视下，不断赓续传承、改革创新、发展壮大，

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取得了重大成就。为表达我们对周恩来总

理深切的缅怀之情，现将方志河北、北京方志馆微信公众号刊发的两

篇文章整理如下，供参阅。

周恩来总理高度重视地方志

1958年 8月 9日，周恩来总理在谈话中明确指出：我国是一个

历史文化悠久的大国，各县都编有县志，县志中就保藏了各地若干

有关生产建设的有用资料，可我们查起来却很困难，所以除编印

联合目录外，还要有系统地整理县志以及其他古籍中有关科学生



— 2—

产技术的文献。这些论述到现在仍有其现实意义，虽然是对图书

馆的同志讲的，但同样值得地方志工作者好好研读和学习借鉴。

周恩来最早提出要“送书下乡”。1958年 8月 9日，周恩来总

理在北戴河会见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授邓衍林，询问我国图书

馆事业发展情况。事后，邓教授将谈话整理出来，希望在国家图

书馆（当时称北京图书馆）主办的《图书馆工作》月刊上发表。

馆领导认为想法很好，于是责成馆办公室给总理办公室写信联系，

询问是否能够发表。

馆办公室与总理办公室联系的信件和邓衍林教授撰写的稿件

至今为国家图书馆档案室珍藏。根据档案记载，当时情况是这样的：

1958年 8月 9日这天，周总理与邓衍林亲切交谈，询问北大

图书馆系有多少学生、学生们的学习和劳动情况。邓教授回答说：

“有本科生 135名，函授生 151名。”总理笑着说：“那不多，用函

授的方法培养在职干部很好。”并说：“发展图书馆事业是党的文

化教育政策的重要环节之一，不要只把眼睛盯在城市，要把图书

馆深入农村，送进工厂，遍地开花。要做到村村有馆，社社有书，

在每一个工厂里都要有他们自己的文化乐园，这是我国图书馆事

业发展的主要方向。”

在谈图书馆工作时，他说：“图书馆不只是收藏图书、整理图

书，重要的是要把图书广泛流通起来，把图书送下乡，送进车间。”

这可以说是新中国送书下乡的最早发端。在谈“开门办馆”问题时，

他说：“开门办馆不是开着门等人上门，而是要把好书送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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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周总理得知公共图书馆的开放时间是早 8点到晚 10点时，

他笑着说：“你们在开馆，工人在工厂生产，农民在田间操作，你

们开馆的时间只解决了城市读者的问题，而没有解决工农读者的

问题。”他建议：“图书馆工作的同志要研究一套新的办法，适应

新的需要，创造必要条件把文化食粮、生产技术知识像水磨一般

地流通起来，要把好书转得快，流得远，这才是宣传图书馆的有

效办法。”

在谈到图书馆为科学研究服务时，邓衍林教授汇报说，全国

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领导下，编辑全国图书联

合目录、中外文期刊联合目录、各种专题联合目录和编印西文新

书联合目录通报，采取了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和复本提调等措施。

周恩来深表赞许，他说，这样可将全国藏书做个初步调查，便于

全国各地的科学工作者和机关干部参考借阅，这项工作应努力及

早完成。但这还不够，还要进一步把科学技术资料、历史文献资

料用最新最科学的方法系统地迅速整理起来，使科学文献工作为

国民经济建设服务。

周恩来总理与地方志

中国地方志源远流长，绵延不断，由于地方志中记载了从自

然到社会、从历史到现状的极为丰富的资料，被称为“一地之总

览”。周恩来总理十分重视地方志工作，无论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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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还是新中国建立后，他每到一个地方考察，都注意阅读当

地地方志，了解当地历史条件情况。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浙江前夕，时任中共中央军委

会副主席的周恩来专门指示前线部队，要保护好以收藏明代方志

和善本书而著称的宁波“天一阁”，使这个藏书楼完好无损地回到

人民手中。

周恩来总理重视地方志的收集、整理、保护工作并作出重要

指示。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下，1956年成立了全国修志的指导

机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随后展开了新中国建立后的修志

工作。他强调，修志“借古观今”，“不是可有可无的工作”。

1958年 8月 9日，周恩来总理在北戴河同北京大学图书馆学

系邓衍林教授谈话中指出：我国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大国，各县

都编有县志，县志中就保藏了各地若干有关生产建设的有用资料，

可我们查起来却很困难，所以除编印联合目录外，还要系统地整

理县志以及其他古籍中有关科学生产技术的文献，做到古为今用。

1959年 4月 29日，周恩来总理在邀请 60岁以上政协全国委

员会委员举行的茶话会上讲：“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

集......现在当然要研究现实问题，反映新的情况，但对过去的东西

也需要研究，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过去编的

府志、县志保留了许多有用的史料......”。

1959年 6月，周恩来总理向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国地方志指

导小组组长曾三询问地方志编修情况，指示国家档案局：“对新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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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你们都要把它收集起来。”

1961年 8月，周恩来总理在庐山参加中央会议期间，视察观

音桥林场时，查阅了吴宗慈在民国时期编撰的《庐山志》，了解

观音桥的历史情况。他对江西省有关领导说：“修地方志这个工作

很重要，这不是可有可无的工作嘛。我们一定要以马列主义、唯

物辩证法的观点修好社会主义新的地方志。”

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会议上讲：“过去编府志、县志，就有许多

好办法，旧的底子总还有值得研究的东西。”

1966年 3月 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总

理不顾余震危险赶往灾区慰问。为了解当地历史上发生的震情，

他查阅了当地县志。9日晚 11时，周恩来总理在隆尧县邢台地区

抗震救灾指挥部说：“查了县志，在这里 1200 年以前已有过大地

震。我们的祖先只留下了记录，没有留下经验。这次地震付出了

很大代价，这些代价不能白费！我们必须从中取得经验。”

周恩来总理生前对《北京志》的编纂工作十分关心。20世纪

80年代初，分管北京市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向市委领导同志

传达，周恩来总理生前嘱托：一定要编好北京志。

（据方志河北、北京方志馆微信公众号文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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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政府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

中国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送：省委办公厅，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

各市（州）党委、市（州）人民政府，省直各部门，中央驻川机构。

发：各市（州）地方志办公室（党史地方志研究室，地方志编纂中心），

巴蜀方志文化研究中心。

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24年 1月 8日印发

（共印 7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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