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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2023年 5月 16日

编者按：2023年 5月 12日，以传播成都历史文化为主要内容的“行

脚成都”微信公众号发布陈鹤先生撰写的《网上的“四川方志馆”》一文，

对四川省地方志办近年坚持服务社会公众在四川省情网设立“数字方

志”板块的做法予以高度赞扬。近年，四川省地方志办积极推进地方志

书开发利用和走进社会公众的工作，除在四川省情网开设“数字方志”

栏目外，大力推进史志“七进”，在川渝地区高校设立四川省方志馆高

校分馆；向省、市、县三级公共图书馆赠送地方志书，设立地方志专

柜（架）或地方文献阅览室；在 183个县（市、区）设立史志阅览室、

微方志馆，旨在使地方志成果更好服务中心大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服务人民群众。编史修志，重在为用。全省各级地方志部门要在建好

地情网站、方志馆、数字方志馆、微信公众号等的基础上，强化地情

展示和宣传阵地作用，找好切入点和落脚点，充分利用“互联网+地

方志”，传递地方志声音，并充分利用主流媒体的宣传效应，扩大地

方志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彰显地方志“存史、育人、资政”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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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方志服务中心工作的实际成效回应党委政府对地方志工作的关

切，争取党委政府对地方志工作的更大支持。现将陈鹤先生撰写的《网

上的“四川方志馆”》一文全文转载如下，供参阅。

网上的“四川方志馆”

四川是中国地方志的发祥地之一。学术界一般认为，东晋时

期常璩（蜀郡江源人，今四川崇州人）编修的《华阳国志》是我

国现存的最早地方志。如中国地方志研究的先驱朱士嘉先生

（1905-1989，江苏无锡人）在《中国地方志统计表·序》中称：“舆

地之书，昉自先秦。方舆之志，则未闻也。今所见者以《华阳国

志》为最早。”现代历史学家张舜徽先生（1911-1992，湖南沅江

人）亦云:“晋人著作，现在还存在的，像常璩所写《华阳国志》

十二卷……这里面的内容，很明显地以风土人物为主，虽十之七

八，叙述政治沿革；但也注意到了交通险塞，物产土俗、大姓豪

族，以及先贤士女各方面，无疑的是今日方志的初祖。”

此后，历唐宋元明，四川修志之风不绝如缕。两宋 320 年，

四川（含今重庆在内）共编纂地方志 194部，其中大部分散佚，

但可见编修数量非常大。清代，四川编修的方志更是蔚为大观。

据统计，清代编修的四川方志有 460种之多，不仅数量大，而且

精品多，学术名家编修的地方志层出不穷，如段玉裁修乾隆《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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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县志》，李调元修乾隆《罗江县志》，张赓谟修乾隆《广元县

志》，彭遵泗等修乾隆《丹棱县志》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也非常重视地方志编修工

作。截至目前，我国已开展了两轮地方志编修，出版了数量庞大

的省志、市志、县志以及一系列专题志、乡镇志等。

因专业和职业关系，我需要经常查阅四川省的地方志。但大

多数地方志定价昂贵，开本厚重，因此我很少购买纸质版的地方

志。如确需阅读，只能去四川省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等大型

图书馆查阅。费时费力，效率不高，疫情期间，更显不便。因为

这些缘故，大多数的地方志实属“养在深闺”，外人难识。

为方便广大读者阅读地方志，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主办

的“四川省情网”，开设了“数字方志”专栏。四川省地方志办将新

中国成立以来编修的四川地方志，全部扫描制作成电子文件。读

者只需坐在家中，点击网页，便可轻松浏览四川的地方志书，快

捷高效。

“数字方志”专栏下设四川省志、市县志、其他志书、四川年

鉴、市县年鉴、其他年鉴、地情资料及期刊 7个板块。

“四川省志”板块，收录了第一轮和第二轮编修的《四川省志》，

涵盖四川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等各个方面，蔚为大观。

“市县志”板块则涵盖了四川 3州 18市编修的所有市县志。例如，

成都市志里便收录了两轮的成都地方志编修成果。我比较关心成

都的中医药事业，每次路过坐落于红星桥旁的成都市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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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忍不住多端详几眼，很想知道这所医院的前世今生，为什么这

家医院又挂着“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的

牌子?在“四川省情网”上，我查到了《成都市志·卫生志》《成都市

志（1990-2005）·社会事业》中的记载。原来，成都市中医医院“前

身为成都市卫生工作者协会中医门诊部，始建于 1956 年 12 月，

地址在隆盛街 26号，有职工 13人。1959年扩建为成都市卫协中

医医院，有职工 43人，设病床 30张。1960年 4月，更名为成都

市中医医院，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单位，属市卫生局直

接领导。1963 年 4月，迁至红星中路 44号现址。”“2002年 2月，

经成都市委、市政府批准，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成都市中医医

院合并，成立成都市中医药集团。”而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则在

1985年被命名为“成都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读罢《成都市志》的

相关记载，终于明白了成都市中医医院的来龙去脉。

“其他志书”板块则包含了抗震救灾志、专题志、部门志、区

域志、乡镇志等。四川年鉴、市县年鉴和其他年鉴板块，则收录

省市县和部门、行业的年鉴。地情资料专门收录关于四川的文史

著作和旧志整理。例如稀见方志《刘赞廷康区 36部图志点校》《西

康通志稿》以及近年来新编写的《武侯街巷》《华西坝记忆》等，

都可在网站上轻松阅览。

编史修志，重在为用。近年，四川省地方志办大力推进读志

用志，坚持为社会公众服务，想读者所想，“四川省情网”上的“数

字方志”，真可谓“网络四川方志馆”，让读者足不出户便可阅览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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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的地方志书；如购买地方志书，长按“方志四川”微店二维码即

可进店购买志书及《巴蜀史志》杂志，非常方便。

（原刊于“行脚成都”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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