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 记

北海市委、市政府一直注重和加强地方史料的搜集、整理和抢救，在《北海

市志》出版发行后，此项工作加快了进度。2004 年 2 月 20 日，分管地方志工作

的市政府副市长李树华就此项工作与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史璠谈话，提出：考虑

到一些熟悉北海历史文化的老专家、老学者有的已年迈，有的身体状况堪忧，应

迅速组织尚健在的熟悉北海地情的专家、学者对北海历史文化遗存进行抢救性发

掘，或是从各地图书馆查找、或是从散佚在民间史料和各界人士的回忆录中收集，

或是从了解北海历史的市民口碑中抢救。他还指出，我市文史资料十分宝贵，及

时抢救这些资料，留传后世，是件好事，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市政府市长唐

成良对此项工作十分重视，拨付经费并强调：“留一笔珍贵的文史资料下来”。自

治区党委常委、市委书记温卡华多次对编修地方志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

把北海的历史记述好。”市地方志办公室全体同志担负这项文化抢救工程，深感

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认为我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富，曾创造过“古代海上

丝绸之路始发港”和“东珠不如西珠、西珠不如南珠”等灿烂的文明，独特的区

位优势又使它兼具特有的中西合璧文化和疍家风俗、民风等。北海人民在近现代

史上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业绩，已在《合浦县志》、《北海市志》等书籍中有较详尽

记述。但北海、合浦某些阶段有重要价值的历史资料和散见在民间极有价值的为

数不少的史料，诸如《北海杂录》、《中国海关北海关十年报告》等，因受志书特

殊体例的限制没有编入志书，还有有关合浦历史事件、北海历史沿革等重要阶段

的内容记叙不全，造成我市部分年代历史断层、一些历史和事件往往无书可查、

无据可考。完成这次抢救工作，不但填补北海部分史料无从考证的空白，而且使

北海、合浦的历史全貌和经济社会的重大事件资料完整留存于世。为做好这一工

作，市地方志办公室在完成《北海市志》和《北海年鉴》编纂出版同时，迅速拿

出编纂这部史书的方案和原则，即：已在《北海市志》、《合浦县志》中记载的内



容不收录，在各出版物中已多次出现的史料不收录：不具备史稿文献价值的不收

录；重在收录从未面世的、在北海及合浦有重大史料价值的，并且能体现北海、

合浦面貌的文稿。为使史料最大化的实现互为映衬，还注重收录散见在各个历史

年代出版的史书中记述北海、合浦的片断，如《资治通鉴》、《汉书》、《二十五史》

中记载的北海、合浦内容等都一一派员查找，摘录。这次抢救还特别关注历史档

案中有关北海、合浦的记载，派员前往北京国家图书馆、广东档案馆、南京中央

档案馆、广西图书馆及北海周边市县档案馆，按年代一一抄录。对七八十年前报

章书札中有关北海、合浦的记载也都予以关注，选择其有价值的部分摘录。考虑

到要让后人了解北海现时代历史文化现状，并使这种研究与过往年代形成整体，

组织了当代的一些专家学者撰写北海、合浦诸史实的文稿。应该说，这部经反复

考虑后定名为《北海史稿汇纂》的书稿基本廓清了北海、合浦的史实，较为完整

的记载了北海、合浦历史中发生的重大事件，较为详实的记载了北海、合浦开埠

以来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场景及古迹、园林、风物、民俗等方面的事实，基本

完成了这次抢救北海史料的任务。

编纂《北海史稿汇纂》这样一部在北海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恢宏巨著，过去没

有经验。我们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立足于依靠专家、学者和各阶层人士的力

量共编此书。为使这部史书真实记载北海、合浦历史，尽量不留遗憾，最大限度

减少差错，我们广泛征集史料，并对送来的稿件反复校核，多次召开评审会征求

意见，不断修改完善。2004 年 3月 4日，召开大型抢救北海历史文化遗存座谈会，

主要议题是就这部史书的整体框架、篇目设置、内容选择等听取领导和专家学者

的意见。组织全市各有关方面力量搜集史料，撰写重点文章。为完成市政府“在

本届政府任期内完成这项工作”的要求，在搜集资料同时组织人员进行打字、校

对。经过四个月努力，拿出了初稿，并进行了总纂。北海资深地情专家黄家蕃在

世时对书稿篇目构成给予肯定并提供文稿支持。2004 年 7 月，市志办组织全办编



辑人员分政治、历史、体例三个组，首先对书稿进行评审。他们是：政治评审组

组长陈锡谋，成员廖娟妤、杨宇、冯小华；历史评审组组长：史璠，成员符丽明、

范志琼、谢兰花；体例评审组组长姜家凤，成员沈雪岩、吴莹、黄艳梅。政治评

审组的任务主要是查找史稿中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容和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相违背的表述。

历史评审组的任务主要是：查找史稿中与史实不符的年代、人物、地址等明显的

错讹。体例评审组的任务主要是查找编排中与史书编纂明显不符的技术性问题。

初稿经市地方志办公室评审修改后，2004 年 8 月 5日呈市政府审定。在市政

府审定期间，市地方志办公室又对书稿有关内容进行增删，调整，同时诚请区内

外专家、学者对书稿中的历史史实及表述反复查对、校核。书稿的每一次较大修

改和有关会议情况都汇报市政府，市政府副秘书长陈东、冯学清也在有关书稿编

纂请示报告上批示。2005 年 8 月 19 日，按照唐成良市长“请组织市内一些专家

及史学爱好者开一次会议，请大家评审和补充一些史料，若大家认为可以作为文

史资料留下来，请提出出版意见”的指示，李树华副市长在市政府会议室主持《北

海史稿汇纂》评审会，参加会议的领导和专家有：帅立国（北海市原市长）、顾

文（市政协副主席）、裴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邱灼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市文明办主任）、罗活兴（市文化局副局长）、陈家宽（合浦县志办主任）、王伟

昭（合浦县博物馆馆长）、黄福祺（市地方志办公室原副主任）、范翔宇（合浦地

情专家）、张九皋（北海市地方志专家）、周德叶（北海老城研究专家）、庞冠润

（北海史料收藏专家）、王戈（北海疍家文化研究专家）、刘明贤（北海海上丝绸

之路研究专家）、张九阳（北海解放战争史研究专家）、黄旭（北海市书画家）、

史璠（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陈锡谋（市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符丽明（市地

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市政府七秘科曾家海科长和曾碧春同志也参加评审会。

评审会上，有关专家对书稿的内容构成、篇目安排、体例结构以及书稿出版



的必要性、可行性等进行了评审。评审会议认为，《北海史稿汇纂》是一部反映

北海历史文化发展历程的鸿篇巨作，它的编纂出版，对于全面记载北海的历史文

化发展，挖掘北海的历史文化底蕴，提升北海的文化品位，树立北海的历史文化

城市形象、进而推动北海新一轮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编纂出版《北

海史稿汇纂》不仅是可行的，也是非常必要的。会议认为，《北海史稿汇纂》书

稿篇目结构合理，内容丰富、完整，资料详实、准确，文字简练、流畅，已基本

具备出版条件。会议建议，市政府安排专项经费，用于书稿的出版发行。由市志

办牵头，认真做好书稿出版的各项准备工作。在评审过程中，有关专家提出的一

些具体修改意见和建议，市领导指示市志办予以认真落实，组织力量有针对性地

加以修改、补充、完善，为下一步的出版发行做好准备。为强调这件工作的重要，

北海市人民政府办公会议发出纪要，以北政阅[2005] 31 号文发给各有关单位。

市政府评审会议后，市领导指示市地方志办公室“继续深入修改、组织专家

再开一、二次会议，保证书稿质量。”唐成良市长在百忙中一直关注编纂进度，

在一份《关于编纂出版（北海史稿汇纂）有关情况的报告》中批示：“修改完后，

专题报告经费。”市地方志办公室遵照领导指示，按照评审会上专家所提意见对

书稿又进行了较大幅度修改。这一次修改，按照“尊重历史、准确表述”的原则，

突出了对北海（合浦）本土历史的广泛记述，强化了重要事实的详细记录，规范

了相似内容的兼融合并，纠正了不合时宜的提法，使书稿内容更集中、更全面、

更有存史价值。同时，又组织专家，重点对书稿史实进行专项校核。在完成这一

系列工作后，市地方志办公室于 9 月 15 日组织召开第二次修改评审会，参加人

员有：周德叶、陈辉东、王戈、刘明贤、庞冠润、韦克联（北海海关史志研究专

家）、周家干（合浦地情研究专家）、宁愈球（合浦地方志专家）、范翔宇。此次

评审会的主要任务是对第一次评审会后书稿中增删的稿件进行存史价值评估，进

一步校核史实。同时，组织人员到北海、合浦各历史文化景点实地考察史料发生



的年代、背景、遗址现状以拓宽修改书稿思路。在此基础上，市志办全体编辑进

入书稿校对程序，从 2005 年 11 月 1 日起至 12 月底，用两个月时间校对书稿。

期间，考虑到书稿中有大量与合浦有关的史料载人，为确保资料翔实、史实准确，

市志办又建议与合浦县政府联合于 11月 29 日在合浦县召开《北海史稿汇纂》评

审座谈会，邀请合浦县部分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他们是：陈家宽、吴先柏（县志

办副主任）陈子良（县志办干部）、邓仪昌（县志办干部）、周家干、范翔宇、宁

愈球、陈杰（合浦地情专家）、徐汝竑（合浦文史专家）、蔡坡（合浦地情专家）、

李卿（合浦党史史料专家）、陈万芳（合浦地情专家）、周英南（合浦地情专家）、

陈润儒（合浦史料专家）、何颂声（合浦史料专家）、周易初（合浦剧作家）、马

遥华（合浦地情专家）、许家堃（合浦地方史学专家）、张振钿（合浦史料收藏专

家）。这次评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查找史实不实问题，解决有关史料记

载不统一问题。合浦专家学者的补充修改意见使书稿内容更为丰富、史实更为准

确、表述也更趋向一致。

经过艰苦工作，《北海史稿汇纂》终于呈现出比较全面记载北海、合浦较多

事略，史料价值真实可信，编排符合体例规范的面貌。

编纂本书，始终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进行，并得到全市各有关单位领导、

各部门专业人员、各方面专家学者的支持，特别是黄晓明、徐万全等为了本书能

顺利编纂出版给予了多方面支持，在此谨致谢忱。

《北海史稿汇纂》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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