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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版  

人生难得修一志 ◆ 丛 歌
国有史，地有志。观

地方志，可知“一方的古今
总览”，但要修好一部地方
志书，对修志人有严格的
要求，不仅要有扎实的文
字功底、历史阅历，更要有
愿意扎根于志书的勇气与
耐力。“修志问道，直笔著
史”，可谓修志人之精神。

■《上 海 市 志
（1978—2010）》

■上海市区县志

■上海市级专志

历时近12年，在数万名修志人

员的辛勤耕耘下，上海市第二轮新

编地方志书编纂工作已于2021年

完成。十年一剑寻常事，换取鸿篇

万古存。今天，我们走近那群默默

无闻的修志人。

掀起寻根热
档案室是修志人去得最多的地

方。那天下午，李红怡和搭档像往

常一样，进入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的档案室，继续寻找修志资料。档

案室是个大宝库，有很多珍贵的古

董文物级的资料，每次翻看这些资

料，就像和历史对话。在一堆泛黄

的档案资料中，李红怡一眼看到一

本深蓝色的硬壳书，这本与众不同

的封面，让她心中充满了迫不及

待。“慢慢翻，别碰坏纸张，一般人是

看不懂的。”档案室的李静老师在一

旁提醒她。这是一本全英文的年

报。李红怡的英语底子好，她粗粗

一看，发现第一页就详尽记载了

1864年建院时，医院的工作情况，

还包括租赁租金、对时任医疗总监

梅耶（Meyer）医生和护士修女们工

作的赞誉。发现新宝贝了，但这是

医院唯一一本年报，不能外借。修

志团队的小年轻刘星辰灵机一动，

把扫描仪请进档案室，将这本英文

年报扫描了下来。

这本英文年报记录的是1864

年到1912年医院的详尽介绍，充实

了市一医院建院初期的历史情况，

在修志团队中掀起了寻根之旅的热

潮。张衍颖为了考证最早的院址是

在“北苏州路190号”“苏州北路”还

是“苏州河北路”花了很多硬功夫。

最终，虹口区地方志办公室一张地

图为她揭晓了答案……从医院的档

案室、人事处、病史室到四川北路洋

泾浜教堂、徐家汇天主教堂、犹太人

纪念馆、圣伯多禄堂、虹口区档案

馆、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市图书馆、

上海市委组织部、南京第二历史档

案馆等地，市一修志团队的寻根之

旅走过很多地方，他们还抓紧时间

开展了“老专家抢救工程”，采访85

岁以上老领导和老专家。

市一医院接到修志任务是

2018年7月，这也是医院成立以来

第一次编纂院志，一张白纸，从0起

步，编纂的时间跨度从1864年建院

至2017年，这对修志人提出了很高

的要求。尽管修志辛苦又清苦，但

老少结对的他们提出了很多有意思

的口号：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弯道

超车，为了按期在时间节点内完成

三审三校的工作，他们制定每日工

作计划，每周工作例会，把握好进度

和质量的关系，到处采访、边改边

审、挑灯夜战。

“修志的当下，我们觉得很苦，但

修完了志书，回忆起那些过程，我记

忆中，留下的全是快乐的瞬间。”编纂

办公室主任沈静说，修完这部书，她

收获了一支团结、坚韧又阳光的团

队。修志队伍中，年纪最大的70岁，

最小的30岁，院龄最长的42年。

寻根之旅，有苦有甘，有收获也

有遗憾。“到目前为止，医院创始人

的相关清晰照片依然没找到，这是

这次编纂院志留下的最大遗憾。”沈

静说，大家原来一直以为1949年

前，医院前竖立的一块碑文上篆刻

的是医院创始人的姓名，但这次经

过考证，大家发现那是纪念将X光

引入上海的第一人，是医院当时的

董事会主席，并非创始人。后来，在

复旦大学历史系高晞教授的指引

下，大家走访了洋泾浜教堂、重庆南

路天主教堂等多个地方，了解到有

《江南传教士》这本书，从这本书中

查到了意大利人杜若兰是当时医院

筹建资金募集人，终于找到了创始

人的“名字”，但照片还在继续考证

中。

刨根问到底
修志是一门精细活，志书“三

审”更如同“千层糕”制作，撰稿、审

稿和修改次数都很多。“广电卷”的

14位编辑，大多是“退休老兵”，他们

说，“千层糕”的每一加层，都是趋向

更充实、精炼，更凸显事物的本真。

“广电卷”第51页的彩图有一

张“建台元老”的合影，前排左起第

一人，原来的标注是黄允。负责图

照的路世贵感觉有误，他问了不少

老同事，都无果。冯乔一看，揭晓出

了谜底，照片上的人物是宣布上海

电视台开播的首播播音员杨慧茵。

在拍摄电视台建台40周年纪录片

时，冯乔恰好采访过她。类似这样

纠错、释疑的例子有很多，是因为编

辑室除了三审制，还坚持了集体阅

稿讨论和微信群内及时交流的机

制。开始修志后，路世贵养成了随

手记的习惯，只要想起与工作有关

的人和事，无论白天黑夜甚至凌晨，

他都会起床提笔。路世贵负责“大

事记”部分，他给自己定下规矩，每

一条大事记必须有准确无误的时间

日期。本着“大事不漏”的原则，他

补充了 1980年至 1998年大事记

104条，删掉百余条。共计1509条

大事记，真实记录了上海广播电视

系统33年改革发展的历程。

求教老同志
修志离不开老同志的支持，这是

修志人的共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分志编委会副主任，编纂室主任鲍淡

如曾分管社会保险工作。“社会保险”

部分他拿手，但编写人事卷时，就觉

得心中没了底气。要书写历史，必须

找到经历过历史、能讲述历史的那个

人。鲍淡如想到了老局长石涛。

1982年，石涛就担任了人事局的副局

长，1983年至1991年任人事局局长，

请他来回忆这段历史，是最合适的。

不过老局长已90岁高龄，住在医院

里，这让鲍淡如有了顾虑，会打扰老

局长影响他的身体健康吗？令大家

欣慰的是，经过联系，石局长爽快地

答应了。鲍淡如和编纂室的同事前

往拜访时，老局长在医院借好了会

议室。老局长思路清晰，讲述了他

曾组织的万人大调查，形成的调查

报告里在全国首次提出了“人才市

场”的概念，为解决人才流动、人尽

其才创造了条件，也为人事工作的

后续改革打下了基础。后来，编纂

室的同志还拜访了原劳动工资委员

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上海社会

保险委员会副主任胡逢云，他曾参

与上海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他把自

己多年来撰写的研究报告和发表的

文章180余页，全交给了编纂室。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承担

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分志（社会保

险卷、人事卷、劳动卷）的编纂任务，

但编纂室只有十几人。平均每卷志

书由四个人负责。出版时三卷志书

共350余万字，每个人有近30万字

的编纂工作量。除了修志，编纂室

最后还用收集的材料，编写了两本

口述实录：口述上海社会保障改革、

口述上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改革。

修志有宝典
华东政法大学的校志编纂工作

组有一本自编宝典——编纂工作培

训手册。2016年3月，王立民教授接

手编纂工作组组长，上任后的第一件

事，就是修订编纂宝典。从编志的各

种精神到行文规范到资料长编怎么

做，从电子资料卡片的模板到校志编

纂的流程、篇目结构以及编纂规划

等，一应俱全。后来，也有同行来取

经，带走的，就是这本宝典。

上海市的第二轮修志，也是华政

历史上的首次修志。付晓是华政编

纂工作组中唯一的专职编纂人员。

在校志即将交付印刷前半个月，他连

续奋战，乘坐轨交时也在读稿，通宵

工作是日常。他累出心脏早搏，最严

重时，24小时早搏次数2.5万次。轻

伤不下火线，这是付晓给自己下的命

令。沉浸在修志中的他，也顾不上家

人，父亲肺癌复发来沪手术，他只能

偶尔陪护；女儿患上了眼疾，多家三

甲医院查不出病因，都是家人四处寻

医，他也只是抽空去医院看看。好在

家人的支持，是他修志最强的后盾。

华政建校60多年，三起两落的

坎坷办学经历，造成了档案的不完

整，这让撰写校志总述的副组长肖

庆平有点头疼，要宏观地叙述学校

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脉络，厘清学校

六十多年的成长轨迹，需要高屋建

瓴的视野和庖丁解牛的细腻。他思

考了很久，当顺时针思考搁浅时，就

溯流而上，慢慢地在点点滴滴中，刻

画出了清晰的图案。

华政的编纂工作组每周要开一

次例会，岳川夫、张令高、顾伟民、张

亚萍、彭国云等成员都积极参加。6

年开了170多次会，每周总结、解决

难题，会后把主要内容在学校内网

“校志专栏”中公布。这样全校180

多位主要编纂人员也养成了习惯，

每周总要去看一下“校志专栏”。

校志在2021年7月终于杀青，

交付出版，但编纂之余也留下了几

个未解之谜，入校园韬奋楼钟楼底

座的建筑，有一层风格明显与众不

同，参照老照片，这一层应该是后来

为提升钟楼而加进去的，那么是谁

改建提升了钟楼？为何改建？这些

问题至今仍萦绕在1979年进校读

书的肖庆平的心中，“我刚进校读书

时，韬奋楼的大钟是停摆的，后来经

过维修，校园又回荡起悠扬的钟声，

根据当时《华政报》的报道，推算大

钟的停摆时间应该是在1958年，而

此时华政撤校，学校并没有改建钟

楼的必要，也就没有这方面的档案

记载；查阅其他部门的档案也没有

新发现。”还有关于韬奋楼前的牌坊

拆除时间，现在的记载为1954年，

可编纂工作组收集到的1958年学

生毕业集体照，其背景韬奋楼前的

牌坊赫然在目……不过，编纂工作

组的成员们认定，这些疑问一定会

在将来的考证中，慢慢解开。

对历史负责
2008年到2015年，静安区的地

方志修了7年，当区志总纂叶供发完

成最后一校，合上电脑时，不禁感叹：

人生难得修一志，七年修志、七载春

秋，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的五分之一

交给了修志，尽管累，但很值。

修志是技术活，也是体力活。

作为总纂，他收到的初稿有300多

万字，读初稿花了三个多月，这三个

月里，除了吃饭和睡觉，其他所有的

时间，叶供发都在看稿，他说，那三

个月看过的稿子，一句都不敢忘。

“因为区里各部门间的工作会有交

叉、重复，但入志书的内容不能简单

地交叉、重复，更不能前后矛盾。我

必须记住，初稿中的哪个地方提到

过什么内容，才能删改补充。”

审读南京西路综合开发的内容

时，叶供发发现，有一段写了1998

年区委、区政府利用在建项目闲置

场地的“时间差”推进临时商业网点

建设的内容，在他看来，搭建一些临

时商业网点，不足以入志书，为了控

制字数，他把这部分作了删减。

但他没想到，这一删，引起了静

安区商务委的四位老同志的注意。

那天，四位老同志专程登门拜访他。

“发展商业，重点就是人流，是有效人

流在这里的消费习惯。”开口的，是80

多岁高龄的商业老法师，“当年，决定

在这里搭建临时商业网点，就是为了

留住有效人流。如果有效人流改变

了消费习惯，就算新的商场造好了，

他们也不会来消费了。也许那时，他

们已经养成了在其他地方的消费习

惯。”听到这里，叶供发被感动了，他

差点忽视城市更新过程中重要的一

笔。“静安区志”最终的定稿是180万

字，后来，删去的每个字，叶供发都经

过专门的推敲，不懂就问，留下的，字

字珠玑，每个字都有理由。他说：“修

志人必须是杂家，修志也得开门，要

对历史负责，也要对未来有启迪。”

大浪里淘沙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

到金。”修志人常用唐朝诗人刘禹锡

《浪淘沙》中的句子，来形容他们的

工作：大浪淘沙、去粗取精、去伪存

真、精雕细刻。

季洪昌参加过崇明县的两轮修

志。第一轮修志时，他负责收集本部

门资料提供给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

室。2007年退休后，他即被县志办聘

用，参加县志全过程的编写工作。修

志不易，但在季洪昌眼里，不易已不

是志书写作的体例要求高或不计个

人得失方面，这些都是可以学习和克

服的。真正的难和苦来自收集资

料。由于各种原因，不少部门和乡镇

没有按照要求及时提供县志所需资

料，或提供的资料质量较差，存在内

容不全、分类不清、数据不准等诸多

问题。志书编写，要求“横不缺项、纵

不断线”，资料是志书编纂的基础，也

是方志的本质属性，没有全面、详细、

完整的资料，就无法动笔编写资料长

编，也就不能保证方志书稿的质量。

走访、开会、泡档案馆成了修志

的日常。历经四年时间，崇明县志

完成了240万字的编纂任务出版发

行。但从编写资料长篇到形成审核

稿，反复斟酌、研究、归纳、提炼、修

改，每卷每章每节每目修改校核均

在10稿以上，有的篇目达20稿，文

字的书写总量达1500万字许。回

忆这些文字的淘洗，《崇明县志

（2005—2016）》总纂袁永达用了辛

弃疾的名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

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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