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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乾隆年間甘定遇與熊天章纂修的《棗陽縣志》，距今

近兩個半世紀，海內外只有少數抄本，無疑是存世最早的棗

陽方志，也極可能是第一部正式發行的棗陽方志。《棗陽市

志，(1979-2005)》（武漢市：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 年出

版），則是內容最新的棗陽方志。2014 年返鄉，黨史地方

志辦公室李明全主任贈送我一部，值得向鄉親們介紹。愛鄉

心切，總希望吾鄉方志，盡善盡美，略加點評，故題曰評介。

《棗陽市志 (1979-2005)》評介

姜道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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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棗陽市志，(1979-2005)》編纂委員會

2002 年 5 月棗陽組成「棗陽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任期 2002 年 5 月至 2004 年 2 月，設主任 1 人，副主任 4 人，

委員 19 人。其後經過 6 次調整重組，2004 年 2 月第一次調

整，增設名譽主任 1 人，其餘照舊，設主任 1 人，副主任 7

人，委員 25 人，任期 2004 年 2 月至 2005 年 2 月。2005 年

2 月第二次調整，設名譽主任 1 人，主任 1 人，副主任 5 人，

委員 25 人，任期 2005 年 2 月至 2009 年 2 月。

2009 年 2 月第三次調整，設名譽主任 1 人，主任 1 人，

副主任 5 人，委員 25 人，任期 2009 年 2 月至 2010 年 11 月。

2010 年 11 月第四次調整，設名譽主任 1 人，主任 1 人，副

主任 7 人，委員 35 人，任期 2010 年 11 月至 2012 年 7 月。

2012 年 7 月第五次調整，增設第一副主任，其餘照舊，新

編纂委員會設名譽主任 1 人，主任 1 人，第一副主任 1 人，

副主任 6 人，委員 36 人，任期 2012 年 7 月起，可能是到

2012 年 10 月止。

大概在 2012 年 10 月，進行第六次調整，最後組成「棗

陽市志（1979-2005）編輯委員會」，設名譽主編 1 人，主

編 1 人，顧問 1 人，副主編 2 人，執行主編 1 人，執行副主

編 2 人，編輯 6 人，統稿 1 人，圖片編輯 2 人，工作人員 6 人，

電腦文字輸入 3 人。《棗陽市志（1979-2005）》出版日期

是 2013 年 5 月，編輯委員會的任期，應該是 2012 年 10 月

至 2013 年 5 月。

從 2002 年 5 月到 2013 年 5 月，長達十一年，按漢語

拼音次序排列，參加的人員有：

艾文金、常全華、常清文、常獻華、陳  勝、陳大群、陳玉麟、

陳克雲、陳亮平、陳明修、陳東靈、陳國華、陳學信、程和平、

鄧耀明、董運倫、董勝倫、董鐘鳴、杜紹峰、杜雲峰、杜國保、

范景玉、付立惠、高東雙、葛昌永、郭榮斌、郭澤林、韓瑞先、

何  飛、胡  峰、胡維國、黄成先、黄書沛、吉守明、蔣宇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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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明清、柯德志、雷愛華、李光河、李秀國、李明全、李祥政、

李國棟、劉小六、劉柳林、劉建農、劉輝剛、柳希榮、盧世成、

羅光鋒、駱保林、馬全新、馬長興、孟慶勝、邱  月、邱榮霖、

邱雲陽、任致恒、任顯成、任繼遠、孫  君、孫傳暉、孫襄林、

孫開學、檀耀軍、唐國華、唐齊金、萬明炎、汪厚安、王  銳、

王  燕、王  巍、王文謨、王金國、王道山、王會賢、王興國、

王齊龍、魏富軍、吳  恒、吳金强、吳新家、蕭建波、蕭輝兵、

謝正兵、謝正旺、謝時鋒、鄢列祥、楊天功、楊雲生、楊振華、

楊建超、楊述明、姚光文、葉世權、尹昌祥、余乾琴、岳興平、

張  紅、張方柱、張道勝、張建華、張繼躍、張斌榮、張叢玉、

張鴻明、張建華、張鴻明、張金忠、趙  勇、趙正鵬、周世雲、

周瑞華、周大乾

以上共 114 人，其中 7 人是一般工作人員，3 人負責電

腦文字輸入，104 人也不一定都是真正執筆撰寫的人。只有

6 位註明了各人的工作職稱，包括中共棗陽市委書記、棗陽

市市長、棗陽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棗陽市副市長、棗陽市市

委辦公室主任及棗陽市市委黨史地方志辦公室主任。其餘的

資歷皆不詳，我國傳統方志參與修志的人員，絕大多數都是

不註明資歷的，為一缺點。

一九九 0 年出版的《棗陽志》（北京：中國城市經濟

社會出版社出版），編纂人員列有撰稿人員 50 人，《棗陽

市志，（1979-2005）》編輯成員雖未列撰稿人員，可能參

與撰稿工作的人員也不少。

歷屆編纂委員超過百人，大多數委員可能只是評審，

實際撰稿的人不詳，不過可能至少包括主編何 飛，副主編

杜雲峰和謝正旺，執行主編李明全，執行副主編張道勝和王 

燕，李祥政、郭榮斌、王文謨及柳希榮、張道勝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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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評審人員合影彩色照片，其中超過一半的人，

歷屆編纂委員成員名單內沒有，又《棗陽市志，(1979-2005)》

編輯成員名單中有五位，彩色照片上也沒有，可能有多次評

審會，此為最後新組成者。

三、《棗陽市志，(1979-2005)》的結構

表一、《棗陽市志，(1979-2005)》34 卷卷目

卷 1 建置、區劃  卷 18 政權、政協

卷 2 自然環境  卷 19 人民團體

卷 3 環境保護  卷 20 政法

卷 4 人口與計劃生育 卷 21 軍事

卷 5 土地管理  卷 22 民政

卷 6 城鄉建設  卷 23 人事、勞動與社會保障

卷 7 交通   卷 24 教育

卷 8 郵電   卷 25 文化藝術

卷 9 體制改革  卷 26 新聞傳媒

卷 10 農業   卷 27 科學技術

卷 11 工業   卷 28 體育

卷 12 鄉鎭企業  卷 29 衞生

卷 13 貿易   卷 30 史志、檔案

卷 14 財政、税務  卷 31 精神文明建設

卷 15 金融   卷 32 社會、生活

卷 16 經濟綜合管理  卷 33 人物

卷 17 中共棗陽地方組織 卷 34 開發區、鎭、辦式處、管理區

在卷 1 的前面，另有序一、序二、凡例、大事記和綜

述；卷 34 後有附錄，包括八個附件、索引和編後記。此外，

還有彩色棗陽市地圖和棗陽市城區圖两幅，38 頁彩色照片。

文中尚有黑白照片 62 幅，統計圖 7 個及黑白地圖 1 幅，統

計表 198 個。16 開精装一巨冊，橫排，50+721 頁，都 150

萬言。是歷來棗陽方志中，字數最多，內容最豐富的棗陽方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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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棗陽市志，(1979-2005)》內容的分配

一九九 0 年出版的《棗陽志》凡例中指出，內容年代

上起自 1912 年，下至 1987 年，新的《棗陽市志》年代上起

自 1979 年，與前者年代重叠達八年，不悉何故？

為了可以與前者《棗陽志》比較，也將《棗陽市志》

的內容分為 9 類，內容篇幅計有 689 頁，篇幅最多的是政黨、

政府和軍事，有 208 頁，所佔比例，超過十分之三；其次是

工業、商業和金融，有 137 頁，幾佔五分之一；第三是教育、

文化和科技，有 94 頁，幾佔 14%；三者合計有 439 頁，約

佔 64%。其餘六類皆不足十分之一，最少的是人物傳記，只

有 20 頁，所佔總篇幅的比例，不到 3% （見表二）。

表二、《棗陽市志 ,(1979-2005)》內容篇幅的分配

        種  類         頁 數            百 分 比

政黨、政府和軍事   208   30.19

工業、商業和金融   137   19.88

教育、文化和科技    94   13.64

農林漁牧和水利    62    9.00

概述、歷史和環境    54    7.84

人口及城鎭     52    7.55

衞生、體育和宗教    39    5.66

交通和郵電     23    3.34

人物傳記     20    2.90

        總 計               68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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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分類更仔細的標準來說，34 卷，加上大事記和綜述，

總共 36 種，有 7 種篇幅超過 30 頁，其中最多的是卷十七中

共棗陽地方組織和卷十農業，分別有 58 頁和 52 頁，分別佔

8.4% 和 7.5%。其次篇幅在 38 到 20 頁的為卷二十政法 38 頁，

佔 5.5%；卷十一工業，35 頁，佔 5.1%；卷二十九衞生，33

頁，佔 4.8%；卷十八政權、政協，32 頁，佔 4.6%；卷十四

財政、稅務，31 頁，佔 4.5%；卷十三貿易，29 頁，佔 4.2%；

卷六鄉村建設，26 頁，佔 3.8%；卷二十三人事、勞動和社

會保障和卷二十五文化藝術，各有 25 頁，各佔 3.6%；卷

三十二社會、生活，23 頁，佔 3.3%；大事記、卷十九人民

團體、卷三十三人物和卷三十四開發區、鎭、辦事處和管理

區，各有 20 頁，各佔 2.9%；卷二自然環境、卷七交通、卷

九體制改革、卷十六經濟綜合管理和卷二十四教育，各 16

頁，各佔 2.3%；卷十五金

融， 有 14 頁， 佔 2.0%；

卷五土地管理、卷十二鄉

鎭企業、卷二十二民政和

卷 二 十 七 科 學 技 術， 各

有 11 頁， 各 佔 1.6%； 卷

二十一軍事，有 8 頁，佔

1.2%；綜述、卷八郵電和

卷三十史志和檔案，各有

7 頁，各佔 1.0%；其餘的

卷三環境保護、卷四人口

和計劃生育、卷二十六新

聞傳播、卷二十八體育、

卷三十一精神文明建設和

卷一建置與區劃，各只有

6 頁或 5 頁，皆不足 1.0%

（見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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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棗陽志》與《棗陽市志 ,(1979-2005)》內容

篇幅的分配比較

           篇   幅   百   分   比

 種   類    《棗陽志》《棗陽市志 ,(1979-2005)》
                       

A        B      B – A
                    

政黨、政府和軍事     19.90    30.19    + 10.29

工業、商業和金融    13.27 19.88    +  6.61

教育、文化和科技    10.12 13.64    +  3.52

衞生、體育和宗教     3.32  5.66    +  2.34

人口和城鎭        6.96     7.55    +  0.59

人物傳記     17.08  2.90    - 14.18

概述、歷史和環境    15.42  7.84    -  7.58

農林漁牧和水利     9.95  9.00    -  0.95
交通和郵電      3.98  3.34    -  0.64

         總計   100.00   100.00       0.00

                   

與 1990 年《棗陽志》內容篇幅的分配比較，就所佔比

例來説，《棗陽志 ,(1979-2005)》有五類是增加，四類是減

少，增加最多的兩類是（1）政黨、政府和軍事，（2）工

業、商業和金融，分别相對增加到 10.3% 和 6.6%，工業、

商業和金融的增加，可能反映棗陽近年在這些方面較快速的

發展；其次三類：（1）教育、文化和科技，（2）衞生、體

育和宗教，（3）人口和城鎭，分别相對增加到 3.5%、2.3%

及 0.6%；減少的四類：(1) 人物傳記 ,(2) 概述、歷史和環

境 ,(3) 農林漁牧和水利，（4）交通和郵電，分别相對減少

到 14.2%、7.6%、1.0% 及 0.6%，其中人物傳記相對減少的

比例最大（見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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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棗陽市志，(1979-2005)》的優點和缺點

為了行文方便，本節簡稱《棗陽市志，(1979-2005)》

為《棗陽市志》。《棗陽市志》有不少優點，前已提到，《棗

陽市志》的編修，直接或間接參與的人數之多，費時之久，

在棗陽方志編修史上，可能是空前的。有彩色照片、地圖、

正文中有黑白照片、圖解及統計表，都 150 萬言，是歷來棗

陽方志中最詳盡的。印刷精美，字跡清晰易讀，錯字很少，

校對是上乘的。還有索引，方便讀者查閱，是過去棗陽志書

所沒有的。我在 2006 年出版的《湖北棗陽鄉土志》（台北

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出版部出版），首創棗陽方志附有索引，

七年後，新的《棗陽市志》也附有索引，可能是受前者的影

響。

《棗陽市志》不例外，也有缺點，此處舉例說明，在

內容分配上，不够均衡，政黨、政府和軍事，所佔篇幅相對

地過多；人口和城鎭、農林漁牧和水利、交通和郵電三類又

相對地嫌少；特別是人口和城鎭，篇幅太少，就人口來說，

實在可以根據現有的人口普查資料，可以作有深度的描述和

分析。《棗陽市志》有兩篇序言，序一的作者是中共棗陽市

委岳興平書記，他說《棗陽市志》「為我們各級領導幹部從

實際出發科學決策棗陽的現在和未來，提供了可靠的依據和

借鑒。」可見至少編修《棗陽市志》的目的之一，就是將《棗

陽市志》作為政府決策的依據和借鑒，就這一目的來說，人

口部分顯然是不够的，分析不足，且有錯誤，例如：

第一， 表 4-1 顯示，北城地區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

6,954 人（見頁 55），太高，可能有誤。

第二， 表 4-2 顯示，1990 年人口自然增長率千分之

16.51, 偏高，可能有誤。

第三， 人口學中沒有「自然變動」一詞，應該是「自

然增長」；人口學中也沒有「機械變動」一詞，就其內容來

看，應該是「人口遷移」（見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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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表 4-3 顯示鹿頭鎭少數民族人口佔總人口的百

分比 0.24，計算錯誤，也可能是筆誤，應該是 1.24（見頁

57）。

第五， 「性別比」，應該是「性比例」（見頁57）。（關

於人口學的名詞，可以參考趙世利等編，《英漢人口學詞

匯》，重慶出版社 1983 年出版，當然也可以查閱任何有關

人口學的著作）。

第六， 人口的遷移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棗陽市

志》只提到流動人口的管理（見頁 60），没有討論人口的

遷移，爲一缺點，我曾在「棗陽人的來源與形成初探」（見

1984 年出版的《棗陽文獻》第二十五期）一文中，估計大

約有两萬棗陽人在外地，約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二，這個比率

不算低，除了遷出，還有遷入，遷移問題極值得探討，這種

資料檔案館應該有。

第七， 没有人名索引是一個缺点。

第八，《棗陽市志》對地圖和圖解的應用不足，是一

個缺点，例如人口的分布，可用地圖表示；又如年齡分布，

可以用年齡金字塔表示，其他方面可以用地圖和圖解的項目

很多，也都没有。書中圖解有些錯誤，例如 1980-2005 年棗

陽工业生産增加值態勢圖（見頁 188），用柱狀圖也可以，

但是用線條圖更能顯示其趨勢，在這個柱狀圖中，年份的位

置不正確。

以上我主要以人口爲例，略作説明，其他方面，也有

優點和缺點，就不一一列舉了。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棗陽市

地圖和棗陽市城區圖都没有比例尺，文中黑白照片有些没有

標題和説明。又如中文目錄後有長達 27 頁的英文目錄，浪

費篇幅，沒有必要，而且有些英文翻譯，並不恰當。



73

棗陽市志

六、結論與建議

篇幅比舊志多，全書 50 + 721 頁，都 150 萬言，厚厚

一巨冊，內容豐富，有彩色地圖和照片，又有圖解和索引，

印刷精美，字跡清晰易讀，錯字很少，校對是上乘的，都是

優點。缺點是地圖和圖解品質尚可提高，我國傳統方志幾乎

都沒有分析，現代方志應該有適當的分析，缺少分析是個缺

點。沒有地圖目次、彩色和黑白照片目次、圖解目次和表目

次，也是一個缺点。索引的目的就是

方便讀者查考，索引還不够詳盡，

也應該增加人名索引。編修時若曾

參考了一些圖書，應加上「參考文

獻目錄」。

最後，借此機會，建議棗陽文

獻館或檔案館，派員到武漢湖北

省圖書館、北京國家圖書館，以

及其他圖書館，收集有關棗陽的

文獻，編寫棗陽文獻目錄，供學

者參考，有利有關棗陽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