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 《中国地方志》计量统计的方志学科
知识体系构建研究 （１９９４—２０１８） ①

巴兆祥　李　颖

　　提　要：《中国地方志》是方志学领域最权威的期刊，所载文章反映该领域最主要、最集中的知识生产成
果。以 《中国地方志》１９９４—２０１８年为研究对象，对２５年间所刊文章进行梳理，以最终所得与方志相关２７６９
篇论文为样本，统计分析方志学相关知识的生产主体构成、方志学相关知识内容的生产与知识体系的构建，以

及方志学科知识体系构建的特点，并提出若干建议。

关键词：《中国地方志》　方志学科　知识生产　知识体系

方志学既是一门古老学科，又是一门年轻学科。① 说其年轻，主要是从现代学科学的视角而

论的。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学科的现代转型，方志学的知识体系也随之被不断重构。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先后兴起了两次全国性的修志热潮。伴随着修志工作的开展，

方志学研究繁荣起来，涌现出大量方志学研究成果，方志学科知识日益丰富。据 《中国地方志

论文论著索引 （１９１３—２００７）》 （２０１４）统计，１９７９—２００７年约有 １１０６部论著印行出版，迄
２０１６年约６万多篇论文发表②，可谓蔚为大观。对相关的学术研究总结，学术界已有开展，如
刘柏修 《方志学科建设研究综述》③、李晓方 《社会史视野下的地方志利用与研究述论》④、巴

兆祥 《２０００年以来台湾的方志学研究》⑤、邹涛 《２０世纪以来晚清至民国时期乡土志研究综
述》⑥、徐鹏 《七十年来海外收藏中国方志研究综述》⑦、吉正芬和韩连启 《西藏地区方志研究

综述》⑧、吴晓萍和郭怡 《宋代方志研究述评》⑨、刘丹 《走向世界的中国方志文化国际学术研

讨会综述》瑏瑠，等等。上述成果，基本属于描述性的综述，且以学术讨论会的综述为多。近年来，

在图书馆学、情报学、传播学、旅游学等学科兴起以词频分析法、计量统计法来总结前人的学术

进展，从而推动了海量文献的数据挖掘。本文也试图借鉴这样的研究方法，在方志学领域做个

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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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２０世纪以来方志学的现代转型”（项目编号：
１５ＪＪＤＺＯＮＧＨＥ００６）资助。
参见黄苇等：《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页。
参见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地方志论文论著索引 （１９１３—２００７）》，方志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第１１２３—１１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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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丹：《走向世界的中国方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地方志》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一　资料来源与数据处理
首轮修志以来，我国各界以极大热情投身修志与方志学学术研究之中，除出版各种著作、论

文集、工具书外，方志学研究成果发表在 《中国地方志》《上海地方志》《江苏方志》《浙江地

方志》《史志学刊》《广西地方志》等方志系统主办的方志刊物上，或刊登于 《历史研究》《史

学史研究》《文献》《学术月刊》《浙江学刊》《复旦大学学报》《南开大学学报》等高校、科研

机构主办的学术刊物之中。据 “中国知网·学术期刊”，１９７９—２０１８年，以 “地方志”为关键

词统计，约有９９４５条；以 “方志”为关键词检索，约有５８１１条；如以 “地方志”为主题统计，

约有１４５６１条。如此海量的数据，紧靠个人在有限的时间里是很难加以处理的，所以本文选择以
《中国地方志》为资料源。

《中国地方志》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主办，１９８１年创刊。原名 《中国地方史志通

讯》，１９８２年更名 《中国地方史志》、１９８６年改称 《中国地方志》。《中国地方志》是方志系统

最高等级的专业杂志，我国方志学研究成果发表的重要阵地，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方志学学术研

究水平，以及方志学研究的发展大势。因此，本文以 《中国地方志》所刊载论文为研究对象，

是可行的、合理的。

本文的基础数据取自 “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学术期刊”所收 《中国地方志》，时间段为

１９９４年到２０１８年，共计４８４６条文献，选用ＮｏｔｅＥｘｐｒｅｓｓ和Ｅｘｃｅｌ软件进行整理、分析。为提高数
据的准确性，方便分析，体现学术研究，我们对 “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学术期刊”资料信息做
了如下处理：一是删除不太属于学术论文性质的文章、介绍，包括领导讲话、文件、工作汇报、

会议纪要、工作动态、新闻报道、书讯、读者来信、序、论点摘要等。二是作者单位，对基本属

于 “一套人马、两个牌子”的，或单位前后更替、并入的，或署名某机构的下属单位的，进行

适当的归并与统一，如 “某某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某某地方志办公室” “某某方志学 （协）

会”，合并为一个 “某某地方志办公室”或 “某某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杭州大学” “浙江大

学”调整为 “浙江大学”；“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及其所属 “方志出版社”“国家方志

馆”“《中国地方志》编辑部” “中国地方志学 （协）会”统一为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

室”；“萧山市志办公室”“《萧山市志》编辑部”“萧山区地方志办公室”统一为 “萧山区地方

志办公室”。三是对原始数据中只有作者、没有作者单位或作者地址的，通过搜索工具尽量予以

补齐。四是对论文作自定义分类。经筛选与标准化处理，共得文献２７６９篇。

二　方志学相关知识的生产主体
一般认为，知识的生产或是基于实践经验的总结，或源自理论学术探索，它由生产者、传播

者、知识内容、生产方式等构成一个完整的知识生产体系。方志学的知识生产，当然也不例外。

作为方志学知识生产、传播的主要参与者，《中国地方志》一直发挥着方志学研究成果发布与传

播最主要的专业平台作用。据统计，从１９９４—２０１８年共发布各类与地方志有关的论文２７６９篇，
年均１１０７６篇，论文比较少的年份是１９９６、１９９８年，分别为６２、６７篇，发文较多的为２００４、
２００７、２００３、２００８、２００５年，分别有１５７、１５５、１５１、１４５、１４０篇，其余年份多在１３９—８０篇之
间。据图１所示，２５年间 《中国地方志》的发文数量一直处于波动中，大体上１９９６—１９９８年处
于波谷，１９９９年后缓慢上升，２００３—２０１０年属于波峰期，２０１１年开始缓缓下降。

《中国地方志》这个平台上的作者是方志学知识生产的主体，通过作者数量统计可以看出方

志学知识生产者的规模状况。据统计，其间的作者共有１６８７人，人均发表论文１６４篇，作者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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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中国地方志》１９９４—２０１８所载论文变化曲线图

较分散。如以发文数论，将２０篇 （注：只统计第一作者。下同）以上的归为第一梯队，则有王

晖、陈泽泓、梅森等６人；将１０—１９篇归入第二梯队，则有王卫明、仓修良、巴兆祥等２１人；
其余在１—９篇不等，以１篇的居多。这里将发表论文前５０位的作者列表１，他们在一定程度上
算是方志学领域比较多产的作者。从作者的合作情况看，有２５３篇论文为２位合作完成，３０篇
论文３位作者合署，有１篇论文作者达４人。

表１　 《中国地方志》发文作者前５０位一览表

作者 作者单位 论文数量 总占比 （％）

王　晖 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 ３０ １０２

陈泽泓 广东省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２９ ０９８

梅　森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２８ ０９５

梁滨久 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 ２７ ０９１

诸葛计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２５ ０８５

林衍经 安徽大学 ２３ ０７８

王卫明 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１９ ０６４

仓修良 浙江大学 １５ ０５１

巴兆祥 复旦大学 １５ ０５１

韩章训 浙江省衢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１４ ０４７

范洪涛 上海市黄浦区地方志办公室 １３ ０４４

陈曼平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 １３ ０４４

魏　桥 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 １３ ０４４

周　慧 江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１２ ０４１

王复兴 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１２ ０４１

苏长春 辽宁省地方志办公室 １２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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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作者 作者单位 论文数量 总占比 （％）

吉　祥 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 １１ ０３７

柳成栋 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 １１ ０３７

郭凤岐 天津市地方志办公室 １１ ０３７

黄勋拔 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 １１ ０３７

刘善泳 江西省石城县地方志办公室 １０ ０３４

张世民 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１０ ０３４

段柄仁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 １０ ０３４

潘捷军 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 １０ ０３４

王广才 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 １０ ０３４

王铁鹏 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 １０ ０３４

邱新立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１０ ０３４

任根珠 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９ ０３１

傅能华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９ ０３１

刘益龄 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９ ０３１

刘秋增 山东省地方志办公室 ９ ０３１

孟庆斌 河北省沧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９ ０３１

张凤雨 河北省武强县地方志办公室 ９ ０３１

来新夏 南开大学 ９ ０３１

牛润珍 中国人民大学 ９ ０３１

王登普 河北省辛集市地方志办公室 ９ ０３１

胡巧利 广东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９ ０３１

金雄波 浙江省萧山区地方志办公室 ９ ０３１

颜越虎 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 ９ ０３１

姚金祥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８ ０２７

孔令士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８ ０２７

张　勤 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 ８ ０２７

戴佳臻 江西省高安市政协 ８ ０２７

许还平 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８ ０２７

陈桥驿 浙江大学 ８ ０２７

霍宪章 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８ ０２７

鲁德政 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８ ０２７

齐家璐 河北省秦皇岛市地方志办公室 ８ ０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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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作者 作者单位 论文数量 总占比 （％）

李秋洪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 ７ ０２４

杜锡建 广西壮族自治区青年干部学院 ７ ０２４

赵燕秋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 ７ ０２４

陈　华 河南省商丘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７ ０２４

颜小忠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７ ０２４

对 《中国地方志》论文的来自地域，我们进行了调查。除１２篇无地址、１篇来自美国外，
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省，都贡献了与地方

志有关的知识，如宁夏１１篇、青海９篇、海南６篇、西藏３篇，香港、澳门、台湾各１篇。其
中来自北京的最多，达３３８篇，遥遥领先于其他省区，这可能主要是北京方志事业发达、高校
多、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在北京之故。此外，浙江、广东、江苏、山东、安徽、上海等也

相当的多。如表２，方志学相关论文的作者主要分布在华北、华东、华南、华中等经济较发达、
方志文化传统得到较好继承发扬的省区，只有新疆是个例外。新疆尽管修志历史晚于内地，但自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积极开展修志活动，创办 《新疆地方志》刊物，积极鼓励修志人员开展方志

学研究。２０００年９月２５—２７日举行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第四次工作会议，对１９９９—２０００
年撰写的优秀论文进行了表彰。① ２００３年４月１７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召开地方志工作会议，
提出 “广大修志人员都要加强对续志理论的研究”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的重视，自然大大

促进了新疆地区的方志学知识生产。

表２　 《中国地方志》论文贡献区域前２０位排名表

序号 省域 论文数量 占比 （％）

１ 北京市 ３３８ １２２１

２ 浙江省 ２４５ ８８５

３ 广东省 ２００ ７２２

４ 江苏省 １９０ ６８６

５ 山东省 １６８ ６０７

６ 安徽省 １５９ ５７４

７ 上海市 １４４ ５２０

８ 河南省 １３３ ４８０

９ 山西省 １２１ ４３７

１０ 河北省 １１１ 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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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德润、殷红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召开地方志第四次工作会议》，《中国地方志》２００１年第Ｚ１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工作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中国地方志》２００３年第４期。



（续表）

序号 省域 论文数量 占比 （％）

１１ 福建省 ９２ ３３２

１２ 广西壮族自治区 ８２ ２９６

１３ 陕西省 ７０ ２５３

１４ 四川省 ７０ ２５３

１５ 黑龙江省 ６８ ２４６

１６ 江西省 ６６ ２３８

１７ 云南省 ６０ ２１７

１８ 天津市 ５６ ２０２

１９ 湖北省 ５５ １９９

２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５２ １８８

方志学知识的生产，作者固然是第一位的，但作者所处的工作环境相当攸关。通过作者单位

的标准化处理，方志学相关论文的作者分布在７６５个单位，除去地域不明的、单位在美国以及中
国港澳台地区的，中国大陆地区安徽省３９家、北京市５７家、福建省２８家、甘肃省１９家、广东
省４１家、广西壮族自治区１４家、贵州省１９家、海南省３家、河北省２８家、河南省３３家、黑
龙江省１４家、湖北省２４家、湖南省２３家、吉林省１２家、江苏省５３家、江西省１６家、辽宁省
１７家、内蒙古自治区９家、宁夏回族自治区６家、青海省３家、山东省５３家、山西省３５家、陕
西省２５家、上海市２５家、四川省３５家、天津市７家、西藏自治区２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１９
家、云南省２４家、浙江省５５家、重庆市１１家。表３为在 《中国地方志》上发表论文量在１０篇
及其以上的单位名单。

表３　 《中国地方志》发文１０篇以上单位一览表

序号 单位 论文数 序号 单位 论文数

１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１２１ １１ 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 ４３

２ 河南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６９ １２ 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４２

３ 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６４ １３ 安徽大学 ３８

４ 广东省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６３ １４ 南开大学 ３５

５ 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 ６１ １５ 复旦大学 ３３

６ 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 ５６ １６ 浙江大学 ３３

７ 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 ５５ １７ 中国人民大学 ２７

８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５４ １８ 福建省地方志办公室 ２７

９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 ４９ １９ 北京市地方志办公室 ２６

１０ 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 ４９ ２０ 江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２５

１２基于 《中国地方志》计量统计的方志学科知识体系构建研究 （１９９４—２０１８）



（续表）

序号 单位 论文数 序号 单位 论文数

２１ 云南省地方志办公室 ２５ ３６ 陕西师范大学 １４

２２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２３ ３７ 厦门大学 １３

２３ 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 ２３ ３８ 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 １３

２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 ２３ ３９ 内蒙古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 １３

２５ 浙江省萧山区地方志办公室 ２３ ４０ 上海市黄浦区地方志办公室 １３

２６ 山西大学 ２２ ４１ 四川大学 １３

２７ 暨南大学 １９ ４２ 天津市地方志办公室 １３

２８ 湖南省地方志办公室 １９ ４３ 辽宁省地方志办公室 １２

２９ 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１９ ４４ 国家图书馆 １１

３０ 北京师范大学 １８ ４５ 河北省辛集市地方志办公室 １１

３１ 浙江省衢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１８ ４６ 宁波大学 １１

３２ 吉林省地方志编委会 １６ ４７ 贵州大学 １０

３３ 北京大学 １５ ４８ 江苏省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１０

３４ 河北省秦皇岛市地方志办公室 １５ ４９ 江西省石城县地方志办公室 １０

３５ 四川省地方志办公室 １５

从作者单位看，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成果最多，的确起到了领导与表率作用，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地方志办公室是主力，县 （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力量不容忽视，如浙江省萧山

区、江苏省张家港市、江西省石城县、河北省武强县、江西省丰城市、浙江省缙云县等。高校

中，安徽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西大学、暨南大学、北京师

范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宁波大学、四川大学、河南大学、河

南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等表现较为突出，形成一定规模的方志学相关知识生产

团队。

三　方志学相关知识内容的生产与体系建构
由于方志学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方志学的知识体系一直受到关注。《中国地方志》作者发

表论文的目的主要是总结修志经验与理论探讨心得，生产方志学相关知识，丰富方志学内容，建

构方志学知识体系。关键词体现论文的主题、核心内容，是当前分析学术研究热点、发展趋势的

主要路径之一。

《中国地方志》２００２年开始设置关键词，从２００２—２０１８年有２１１３篇论文，共计关键词８８５４
个，篇均关键词４１９个。一般而言，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多，关键词所涉主题越受关注，创造
的知识也越丰富。这里以１７年间词频５次作为考察普通关键词与核心关键词的划分标准，共得
核心关键词２３８个，占总关键词量的２６９％，这说明方志学相关知识生产者生产的知识点很分
散。其中排名前２０位的分别是地方志 （３８２次）、志书 （２４８次）、方志 （１５３）、第二轮修志
（９６次）、第二轮志书 （８０次）、创新 （７２次）、修志 （７０次）、续志 （６４次）、编纂 （５８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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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 （４５次）、篇目 （４２次）、方志学 （３９次）、新方志 （３８次）、体例 （３１次）、篇目设置
（３１次）、篇目设计 （３１次）、价值 （３０次）、条目 （２９次）、清代 （２９次）、旧志 （２８次）。这
些核心关键词大致可以归为以下几类 （注：相当部分的关键词可以涉及多个门类，取一个为主进行

归类）：（１）方志基础理论，主要有体式、定义、方志性质、著述性、学科建设、凡例、理论研
究、学科、学术性等３６个；（２）方志理论发展史，有方志学、章学诚、罗愿等３个；（３）方志发
展史，主要有清代、明代、明清、发展、旧志、乡土志等１０个；（４）方志编纂，主要有第二轮
修志、篇目设计、地方特色、入志、资料、艺文志、军事志、社会部类、经济部类、政治部类、

文化部类、专志、以事系人、出版、城市区志、篇幅、志稿、概述、大事记、口述史等９４个；
（５）方志事业管理，主要有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地方志办公室、地方志事业、地方志工作、
方志界、地方志工作条例、方志馆、地情资料、依法治志、质量、期刊、修志人员等 ４２个；
（６）方志文献，主要有版本、旧志整理、数字方志、辑佚等１２个； （７）方志批评，主要有启
示、河津市、奉贤区、卢氏县、县志等１６个；（８）方志应用，主要有读志用志、史料价值、开
发利用、读者、载体等１３个；（９）年鉴编纂，有年鉴、地方综合年鉴、综合年鉴、年鉴创新等
４个；（１０）地方史，有地域文化、考证、地方史、补遗、晋商等５个；（１１）其他文献，有地
方文献、文献、家谱等３个。从上所述，２００２年后地方志、志书、方志、新方志、方志学、年
鉴、第二轮修志、第二轮志书、修志、续志、编纂、篇目、体例、篇目设置、篇目设计、条目、

创新、价值、清代、旧志等关键词属于方志学知识生产中的热词，方志编纂学、方志事业管理、

方志基础理论是方志学知识生产最为关注的领域。

有关方志学的内容，黄苇等 《方志学》总结为方志发展史、方志学发展史、继承方志遗产、

向方志要材料、发展方志理论、新方志编纂原则与方法、修志队伍、国外收藏研究利用方志８个
方面①；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中国地方志论文论著索引 （１９１３—２００７）》归为方志学理
论、方志工作管理、方志编纂、方志史与方志学史、志书研究与评价、方志人物、方志整理与利

用、方志目录及其他、修志文献９类。从 《中国地方志》所载论文内容进行分类看，１９９４年发
表８类论文：方志基础理论类９篇，方志发展史类４篇，方志编纂类３９篇，方志事业管理类８
篇，方志文献类３篇，方志批评类１４篇，方志应用类９篇，年鉴类３篇，其他文献类１篇，以方
志编纂、方志基础理论、方志批评的论文为多。２００４年发表论文数量最多，论文类别增至１１类，
其中方志基础理论类１０篇、方志理论发展史类３篇、方志发展史类７篇、方志编纂类５７篇、方志
事业管理类１３篇、方志文献类５篇、方志批评类２９篇、方志应用类１２篇、年鉴类４篇、地方史类
１５篇、其他文献２篇，方志编纂、方志批评、地方史居前三位。２０１８年共发表论文８５篇，仍为１１
类，但地方史类升至第一位，达２８篇，其次才是方志批评类１４篇、方志文献类１２篇。

据表４，１９９４—２０１８年 《中国地方志》作者生产的知识有１１类，方志编纂、方志批评、地
方史研究、方志发展史、方志基础理论、方志事业管理居前列，涵盖并超过了黄苇等 《方志学》

《中国地方志论文论著索引 （１９１３—２００７）》所列知识内容，说明方志学知识生产随着社会发展
和修志实践而不断拓展。

通过关键词与论文内容的聚类分析，方志学相关知识生产者在 《中国地方志》上已经建构

一个相当系统的方志学学科知识体系：（１）方志学学科核心知识体系，包括方志基础理论、方
志学史、方志发展史、方志编纂学、方志管理学、方志文献学、方志批评学、方志应用学；

（２）方志学学科关联知识体系，包括年鉴学、地方史学、他类文献学。

３２基于 《中国地方志》计量统计的方志学科知识体系构建研究 （１９９４—２０１８）

① 参见黄苇等：《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９—１４页。



表４　 《中国地方志》刊文内容分类统计表

论文类别 论文数量 占比 （％） 排名
发文最多者

姓名 论文数

方志基础理论 １９４ ７０１ ５ 王　晖 ９

方志理论发展史 ８５ ３０７ １０
梅　森 ３

薛艳伟 ３

方志发展史 ２３８ ８６０ ４ 诸葛计 ６

方志编纂 ８３８ ３０２６ １ 王　晖 １４

方志事业管理 １９３ ６９７ ６
邱新立 ５

张敬忠 ５

方志文献 １５６ ５６３ ８ 蒲　霞 ５

方志批评 ４９４ １７８４ ２ 林衍经 １６

方志应用 １７０ ６１４ ７ 陈　强 ２

年鉴编纂 １２３ ４４４ ９

金明德 ３

武星斗 ３

唐剑平 ３

地方史研究 ２４４ ８８１ ３ 乔素玲 ３

其他文献 ３４ １２３ ２３ 王卫平 ３

方志学相关知识的载体是刊发在 《中国地方志》的论文，论文的被下载情况在某种意义上

反映了论文所生产知识受关注的程度。２０１９年６月４日 “中国知网”检索，将被下载量排名前

５０位的论文制作成表５。

表５　 《中国地方志》高频下载论文统计表

序号 发表时间 论文标题 作者 下载量排序

１ ２０１１ 社会史视野下的地方志利用与研究述论 李晓方 １１８６

２ ２００４ 清末民初乡土志书的编纂和乡土教育 王兴亮 ８１６

３ ２００７ 口述史在地方志领域的地位与价值 刘善泳 ７５６

４ ２００４
论明代方志的数量与修志制度———兼答张升

《明代地方志质疑》
巴兆祥 ７３７

５ ２０１１ 浅论地方志的开发与利用 柳成栋 ６９２

６ ２００３ 《华阳国志》浅论 卜艳军、李新伟 ６５０

７ ２００９
历史学研究的新视域与传统地方志的利

用———以清代云南地方志为例
祁志浩 ４６７

８ ２００６ 地方志旅游资料的价值及其利用 林衍经 ４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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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发表时间 论文标题 作者 下载量排序

９ ２００７
明清方志的编纂特征及其在区域土地利用研

究中的价值
傅　辉 ４５１

１０ ２００６
史学研究中利用地方志的几种方法———兼谈

方志的资料性与学术性
潘高升 ４４６

１１ １９９９ 浅谈地方志的价值与作用 刘世锋 ４０２

１２ １９９５ 中国方志学理论的发展与现状 来新夏 ３８９

１３ ２００３ 方志目录学刍议 巴兆祥 ３７９

１４ ２００５ 四论方志性质与特征 王　晖 ３６１

１５ １９９４ 试论民国时期的地方志 葛向勇 ３５５

１６ ２０１６ 中国地方志发展规律述略 巴兆祥、何沛东 ３５３

１７ ２００５ 日本藏中国方志及研究综述 米彦军 ３５０

１８ ２０１４ 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的探索与思考 陈　强 ３４１

１９ ２０１２ 地方志的困境与创新 李秋洪 ３３８

２０ ２００７ 从清代安徽方志漫谈皖江圩田 赵崔莉 ３３２

２１ １９９７ 中国方志工具书概述 刘　刚 ３２８

２２ ２０１１ 近百年来甘肃汉唐方志整理研究综述 屈直敏 ３０２

２３ ２０１０ 《北京年鉴》２０年 段柄仁 ２８８

２４ ２００４ 方志学科建设研究综述 刘柏修 ２７３

２５ ２０１５
《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年）》解读

邱新立 ２７２

２６ ２００９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方志性质研究概述 程方勇 ２６９

２７ ２０１４ 方志馆研究综述 潘捷军 ２６４

２８ ２０１２ 新时期地方志工作发展的机遇、挑战与对策 马小彬 ２６２

２９ ２０１１ 国家图书馆馆藏方志来源与书目编次 杨印民 ２４６

３０ ２００５ 对地方志定义等基本问题的思考 胡巧利 ２２５

３１ ２００４ 民国时期方志搜求热初探 张　升 ２２２

３２ ２００５ 我国地方志网站建设现状分析 章燕华、杨　茹 ２２１

３３ ２００５ 关于地方志若干基本概念的思考 陈泽泓 ２１２

３４ ２０１７
明代府志对当地卫所武官群体的记载及其体

例设置
杨园章 ２１１

３５ ２０１４ 地方志功能析论 陈泽泓 ２１１

３６ ２００５ 地方志的整理与古籍整理出版事业 许逸民 ２０３

５２基于 《中国地方志》计量统计的方志学科知识体系构建研究 （１９９４—２０１８）



（续表）

序号 发表时间 论文标题 作者 下载量排序

３７ ２０１２
物质·制度·精神———关于方志文化建设的

思考
萧艳娥 １９８

３８ ２０１３
２０世纪以来晚清至民国时期乡土志研究
综述

邹　涛 １９７

３９ ２００５
钱大昕方志理论与乾嘉以来方志理论研究的走

向———写在方志学家钱大昕逝世２００周年之际
梅　森 １９３

４０ ２０１６ 全国地方志微信公众号发展述评 赵明明、吴　韵 １９２

４１ ２００２ 日本大学图书馆中国地方志调查记 巴兆祥 １９１

４２ ２０１６ 论依法治志 冀祥德 １８９

４３ １９９８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山西篇补遗 梁锦秀 １８５

４４ １９９４ 史志关系论 林衍经 １８３

４５ ２０１２ 方志文化发展改革浅探 陈曼平 １８０

４６ ２０１４
综论改革开放内容入志的有关问题———学习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的体会

潘捷军 １７８

４７ ２０１７ 中国旧志整理与出版概况 南江涛 １７６

４８ ２０１５
志书中的物产资源探究———以河南地方志中

的柿子为例
王新环 １７２

４９ ２００５ 中国现代方志学发展阶段探论 （上） 许卫平 １６９

５０ ２０１４
从 《白沙村志》到 “珠三角现象”———乡

村志编纂的解读与分析
颜越虎 １６７

　　说明：据上表，有关方志基础理论、方志发展史、方志学史、方志文献学、方志编纂、方志
应用等方面学术性与理论性比较强的知识被关注度高，影响较大

四　方志学知识体系的构建特点
综观 《中国地方志》２５年的发展历程，方志学知识的生产与体系构建有如下特点：
第一，研究主题与方志事业发展轨迹紧密相连。随着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新方志编修的兴起，全

国方志学研究热逐步形成，研究的主题涉及与地方志相关的各个方面，从论文设置有８８００多个
关键词就可见一斑。不过，有一条主线是不变的，那就是围绕方志事业的需要，或者说时代的重

点。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随着新编方志的逐步成书，理论总结的时机已经成熟，１９９４年７月中国
地方志指导小组召开全国地方志工作座谈会，提出应当加强方志理论研究，这年及次年方志理论

文章随之增加。１９９６年５月，第二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提出要在２０００年完成本届修志，着手
开展续修准备，加强方志学研究，建立新方志学科，《中国地方志》刊发论文数从１９９７年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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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研究主题较多总结修志经验，开展读志用志，开始关注如何续修方志。到２００１年，全国
大部分地区已经完成首轮修志任务，四川、陕西、河南等部分地区开始启动二轮修志，１２月召
开的第三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要求各地适时全面启动新一轮修志工作，加大方志资源开发，随

后研究二轮修志、利用地方志研究地方史成为热点。

第二，方志学知识的生产者队伍总体以方志系统为主，高校为辅。 《中国地方志》作者群

体，来自全国各地，从类型划分，大致有方志系统、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文化单位、党政机关

（包括人大、政协）、其他六类。如来自安徽省的１５９位作者中，方志系统８９人，安徽大学、安
徽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６１人，科研院所１人，文化单位５人，党政机关１人，其他２人；北京
市３３８位作者，其中方志系统１９６人，高等院校４６人，科研院所４４人，文化单位３０人，党政
机关１１人，其他１１人；广东省２００位作者，来自方志系统有１４２人，高等院校４６人，科研院
所３人，文化单位１人，党政机关３人，其他５人。方志工作者、高校教师研究生明显占据方志
学知识生产者队伍的前两位。尤其是高校研生产者队伍，近年研究生的比例增加较多。从知识的

生产方式看，基本属于作者的自由研究，基本独立完成，团队合作较少，受基金项目支持的

更少。

第三，方志学相关知识生产不均衡。与前两点紧密相关，１９９４—２０１８年统计结果显示，方
志学知识生产偏重方志编纂、方志批评，分别占地方志相关论文总量的３０２６％和１７８４％，方
志发展史、方志基础理论、方志事业管理紧随其后。而作为学科重要支撑的方志理论发展史、方

志文献整理则比较薄弱。这可能与这两方面的研究需要有较好的方志学理论、历史文献学、图书

情报学、史学理论等相关学科理论素养与资料积累有关。由方志学相关知识构成的方志学科所属

各分支学科，自然丰富程度差异较大。

第四，作为平台的 《中国地方志》日趋走向规范。与全国大部分刊物一样，《中国地方志》

也经历了从普通到规范的过程。１９９４年 《中国地方志》双月刊，不设栏目，刊发的文章无关键

词、无摘要、无注释、参考文献，文末未标注责任编辑，１９９６年开始有个别学者 （如陈桥驿）

的文章加了注释。２０００年始有摘要 （但没有 “摘要”二字），以楷体示之，文末标注责任编辑。

２００２年正式设置 “提要”“关键词”。２００７年是 《中国地方志》全面规范化年，不仅设有提要、

关键词、责任编辑，而且开设约稿栏目：文件、专稿、会议文稿、第二轮志书编修、编纂论坛、

方志评论、旧方志研究、乡土文化、理论探讨、修志立法、专题探讨、口述历史、年鉴编纂、方

志评论、专家谈志、修志随笔、回顾与总结、流年忆旧、文化交流、鉴赏与收藏、新书介绍、来

稿摘登、动态消息等。其后，又因需要增加了数字方志、读志用志、方志百科、地方志与国史研

究、乡土文化等栏目。自２００６年开始每年发表 “选题参考”，对方志学相关知识的生产起到很

好的引领作用。

余　论
当然，我们也毋庸讳言，方志学科知识体系建设与其他学科相比还不够成熟，如关键词设置

比较随意，论文选题新颖性还不够，重复研究的内容比较多，资料的引证还不太丰富，对前人学

术成果的回顾较缺乏，重要基金项目资助的课题成果的投稿比率低，这些应该都是方志学学科建

设今后努力的方向。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系／旅游学系）
本文责编：程方勇

７２基于 《中国地方志》计量统计的方志学科知识体系构建研究 （１９９４—２０１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