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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甘肃省志班
_

地震志》的几点体会

刘万忠
口

醉
(国家地震局兰州地衷研究所 )

编纂《甘肃省志
·

地震志 》的任务是甘肃省政府于
一

1 985年正式下达的
,

同年 7 月我局组成

地震志编委会
: ,

开始编纂
、

,

12 月提出了篇目 (讨论稿 )
,

19 8 6 年各撰稿人 (均为兼职 )法各自篇章

的分工
,

开始收集资料
, 1 9 8 7 年进人撰写起草阶段

,

至 1 9 8 , 年 10 月陆续完成初稿
。

经过总纂

加工
,

l p8 9 年底拿出了初审稿
。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 上
,

作了较大的修改
、

补充
,

形成送审

稿
。

送审稿送交省志编纂委员会进行复审
,

根据复审意见进一步做了修改
。 19 9 0年 n 月省志

编委会第四次主任会议
,

对本志进行了终审
,

评语是
“
经我委复核验收

,

认为符告省志志书标

准
,

准予出版 (甘志发〔1 9 9 1〕0 0 3 号 )”
。

该书于 1 9 91 年底由甘肃省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

全志四十余万字
,

分为概述
、

分述和附录三大部分
.

分述即正文共七篇二十二章七十一节
,

附有插图 19 幅
、

表格 33 张
。

附录包括重要文献辑存 (7 篇 )
、

附表以 张 ) 、撰稿人员名单和编纂

始末
。 · - · - ` , 、 ·

.

现就编纂《甘肃省念
·

地震志 》的几点心得体会叙述如下
:

’
、 .

`
·

·

一
、

篇目设置必须符合志书体例要求
。

志书体例
,

一般包括结构
、

体裁和章法三个方面
。

’

1
.

在结构上要求横排类自
、
纵述原委 `这是志体的基本表现方法

。

对于地震专业志来说
,

就是要按照地震科学事业的性质
、

特点
,

确定正确的分类原则
,

处理好记述对象的归属
、

欢序和

标目
,

做到
、

归属得体
、

条理分明
、

标题简洁
、

表述准确 ` · 一 ·

厂
’

《甘肃省志
’

·

地震志 》七篇正文
,

第一篇地震活动
,

是地震记实
。

按其地震发生的年代
,

将发

生在甘肃省境内的和
卜

毗邻省区地震波及到本省的大子 4
.

5级的地震 (宏观 )和仪器记录大于 3

级的地震
,

均作了详卖记述
,
放于首篇

,
,

给读者一种感性认识
;
第二篇地震地质

,

这是考虑到地

震的发生离不开本区地质条件
,

它是地震发生的内在原因和背景
。

而地震区划与工程地震在国

民经济建设中占居着显著地位
,

它与地震地质是密不可分的
,

所以三者合为
一“
篇 ;第三篇地震

监测
一 、

第四篇地震预报
、

第五篇地震研究是地震事业的主体
,
也是地震志的重点

,

所以用较大篇

幅记述了它们的发展状况
、

现有水平及成果
;
第六篇地震考察

,

按其考察任务要求
,

它应归属地

震
,

烈度区划范畴
,

纳入第二篇
,

但考虑到 它的地方特点
,

即本省历史上曾多次发生 7沁 8
·

级天

震
,

这在其他省份是少有的
,

对历次大震现场的深人考察
,

不仅仅为建设地区提供了烈度依据
,

而更重要的是为地震科学研究和地震预报积累了可贵资料
,

这也是甘肃省地震队伍的显著贡

献
,

所以独立设篇
;

第七篇地震机构
,

专业机构与地方地震工作机构相辅相成 ;体现了
“
专群结

合
”

的我国地震工作方针
,

联防机构揭示 了社会大协作精神
。

机构设置的优劣
,

影响着地震事业

的发展速度
,

我认为也应当入志
。

”
。 .

:
· ’ `

:
·

经反复斟酌
,

多次修改
,

将甘肃省地震事业按照各类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
、

先后因果关系

排列
,

分为上述七大类 (即七篇 )召对于篇以下的章
、

节
、

目之类的层次
,

考虑到不同层次的类 目
,

上下管辖得住
,

同一层次的类目 ;左右并列得起
,

做到了正确处理篇章节目之间的领属关系
。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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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

我认为整个篇目分类还是比较科学的
。

2
.

在体裁上要求诸体并用得当
。

地震志使用了述 (概述 )
、

志 (志书的主体 )
、

图 (插图 )
、

表

(统计表
、

类目表 )
、

录 (附录 )等不同体裁形式
。 :
总的原则是以志为主

,

图
、

表之录为辅
。

但是
,

在

初稿以及修改后的初审稿中
,

有的篇章也与此原则相违
。

如初稿中的
“

地震地质概况
” 一章

,

在

修改前
,

大小附图多达 20 多幅
,

并且专业性很强
,

外行是难于看懂的
,

修改后仅保留了 3 幅必

不可少的主要图件 ; 又如初审稿中的
“

流动地震观测
” 一章中的

“
变形观测

”

一节
,

志稿 (文字部

分 )仅一千字左右
,

而附插周 d 幅
,
明细表 3 种 (占 10 页篇幅

,

约文字一万多字 )
,

显然有喧宾夺

主之弊
。

终审稿仅保留了 2 幅图
,

表格考虑到 《甘肃省志
·

测绘志 》将有详述
,

并且已有公开出

版的图书可查阅
,

故全部删掉不
;
再如

,

初稿中
“

管理与科研机构
”
一章中的

“
甘肃省地震局的设

置及沿革
”

一节
,

自 19 7 0 年至 1 985 年期向
,

机构调整五次
,

机构设置表也相应列人五幅
,

显得

繁琐
,

也没多大必要
。

终审稿仅保留了机构变动调整较大的 1 9 8 4 年最后一次
; 还有

,

初审稿中
“

地方地震管理工作”一节附表 7 张
,

插入文字之间显得零乱
,

且有的项目内容易变无存史价

值
,

故在终审稿中
,

重新制成两种表格
,

即
“

甘肃省地方地震工作领导机构情况表 ,,和
“

甘肃省各

地 (州
、

市 )地震工作机构情况统计表
” ,

作为全省地震事业的参考资料
,

我认为这样处理较为妥

当
。 「

二
;

`
. ’

3
,

在章法上要求直书其事得法
。

直书其事是志体最基本的章法
。

所谓直书就是直截了当
、

开门见 山的记述
,

不能横生枝节
,

下笔千言
,

离题万里
.

直书其事又决定了方志采用的文体只能

是记事体
,

而不能采用阐述道理的论说体和讲解知识的说明体
。

我们地震志撰稿人都是初次修志
,

也没有经过任何培训学习
,

缺乏修志的基本知识
,

很难

避免在章法上出现间题
,

总纂在这方面下的功夫较大
。

因为地震志是专业志
,

专业性较强
,

缺乏

实质性内容
,

光记述工作过程显然是不行的
,

而实质内容当然离不
.

开专业
,

专业如何入志是个

较难的问题
。 `

往往形成外行人看不懂
,

内行人又不愿看的结局
。

比如梦地震地质
”
这一篇所含三

章情况就是如此
。

专业名词很多
,

要不要加以注解 ? 简单的解释还是必要的
,

但是在初稿以至

初审稿中
,

章
、
节之后都占用了较多篇幅进行名词解释

,

如
“
区域地质背景

” 一节就用三千多字

记述
“
地理环境

’ , “

构造发展简史
”
等

,

看来这些内容在哎概述 }(( 地质矿产志 》两部志书中记述更

为妥当 ;再如
,

章后都有二段小概述
,

用来解释什么是地震烈度区划丁什么是地震场地烈度 ? 什

么是地震小区划 ? 为什么要进行民房杭震性能调查等等
。

还有的章专门附加梦概况
”
一节

。

这

在章法上与直书其事的要求是不符的
,

在
、

整体结构上也显得杂乱无章
。 、

`
一 `

_ -

为了做到体例完备
,

在送审稿中注意了专志的体裁结构问题
。

增添了序言和概述
,

每一篇

的篇首一律冠以小概述
,

以表述本篇所记事物的地位
、

作用
、

各章的相互关系和事业发展的梗

概
,

起到本篇提纲挚领的作用
。

同时
,

将原来在某些章首的小概述和章后第一节
“

概况
”
一律删

除
,

用来做到解释的段落尽量压缩
、

简化
,

达到了整部专志文字结构的规范统一
、

用词严谨
。

二
、

篇目设置要突出重点
、

反映特色
。

我们的地震志是先拟定
“

篇目:
” ,

然后按篇目聘请撰稿

人
,

各自分头撰写
,

互扣没有联系
,

也没召开过任何起草长篇的座谈会
、

交流会
。

20 多位撰稿人

各写各的章节
,

最后
“
合成艳

。

由于各 自为政
,
专业割据

卜
自成一家

,

自求完整
,

拿出每章单独来

看
,

可以说是一篇完整的文章
,

但合在一起并不能成其为一部好的志书
。 ·

这是因为有的写得过

细
,

近于繁琐
;
有的专业性很强

,

使外行人看不懂
;
有的因分工不细

,

相互交叉重复
;
有的篇章文

字比例失调
,

重点轻描淡写
;
有的将专志写成了论文或工作总结

,

体例不符
。

总纂的责任既要强

化反映地 区特色
,

又要突出重点反映本专业的特色
。

它绝不是简单的
“
合成

” ,

文字上的修修补

一 1 8 0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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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

补
。

即必须站在全省的高度
,

通过概括
、

综合
、

提炼来强化志稿在反映省情上的宏观性及本省地

震专业所具有的特色
。

.

一
.

`
,

· 、

前面说过
,

地震志是以第三篇地震监测
,

第四篇地震预报
,

第五篇地震研究为重点的
。

因为

这三部分都是地震专业所特有的事物和 内容
。

监测是基础
,

研究是手段
,

预报是目的
,

缺一不

可
。

第三篇中共设五章十三节
*
在第七章常规地震台网中

,

增设了一节强震台网
,

将原
“ 目”

的位

置提到
“

节
”
的位置

;
第八章遥测地震台网

,

虽然内容不多 ;并且也可列入 区域台向一节
,

但是为

了
.

突出其时代性的特色
,

也单设一章
,

第九章无线通讯网
,

是现代化通讯手段
,

同样反映了时代

特色
,

故新增设一章
,

第十一章地方地震监测
,

体现了
“
专群结合

”

的我画地震工作方针
,

它直接

反映了省情特色
。

第四篇地震预报
,

含三章十一节
,

在初审稿中
“

前兆探索
”

“ 章中文字记述很

简单
,

没有举出典型震例
,

送审稿将例举的四种预报方法
,

从原种目”的位置提到了
“
节

”
的位置

,

充实了内容
,

加上了震例
,

从而可以看出本省单项预报手段的现状
。

志稿中所列四种预报地震

的方法几乎都是兰州地震所及其前身首创的
,

或首先采用的预报手段
,

后来推广到全国地震系

统
.

在
“

预报状况
”
一章中

, “

年度会商
”
一节

,

增添了
“
历年地震趋势会商意见一览表

” ,

通过这张

表可以纵览我省历年来综合地震预报水平
。 “

地震对策
”
一章

,

在初审稿中是放在
“
地震监测

”
与

篇之中的
,

这样安排
,

领属关系不妥
,

现移到
“

地震预报
”

篇中
,

这是考虑到在目前地震预报尚未

过关的情况下
,

地震对策起到了弥补作用
,

两者目标一致
,

关系密切
,

不可分离
,

故合为一篇
。

第

五篇地震研究
,

含三章十二节
,

主要突出的一是成果
,

二是人才
。

在
“
科研成果

” 一节中
,

增添了

历年获省
、

部级成果奖的目录和论文摘要
。

删除子
“
科研发展规划

”

一节
,

这是因为志稿要求写

实不写虚
,

而科研发展规划的制
「

定
,

往往交叉重叠
,

一个三年规划尚未完成
、

又要制定五年规

划
、

八年规划等等
,

规划即是长远设想
,

设想是受各种条件制约的
,
所以在实践中难于完全落

实
,

即使落实的部分
,

也是往往与年度科研项目重复
。

因之
,

这一节是没有存史
、

资政价值的
。

上

述三个重点篇
,

经过补充资料
,

调整章节
,

从而充实了内容
,

突出了重点
,

反映了特色
。

三
、

篇目设置是在编纂全过程中不断调整完善的
。

篇 目设置不是一毗而就
,

更不是一成不

变的
。

预想的篇 目只能说是起草志稿的纲目
,

它必然要在搜集资料
、

撰写长篇和总纂过程中
,

根

据实际情况
,

协调 比重
、

调整次序
、

增删项 目
,

不断修改完善
。

地震志从拟定篇目到送审稿完成
,

这期间大的改动有五次
,

小的改动是不断的
。

现将其主要的改动说明如下
:

第一篇第一章历史地震
,

是按编年史的形式写的
,

而第二章现代地震
,

又是按地震的强度

分编的
,

第三章题 目是
“
毗邻省区地震波及

” ,

而又将我省地震对邻省的波及也列入了
,

这是没

有必要的
。

初审稿总纂时
,

将以上三章统一改成编年史的形式
,

并且把我省地震对邻省的波及

全部删除
,

留给别省自己去写
;
第二篇第四章地质构造

,

这一学科领域在兰州地震研究所设有

三个研究室
,

研究的专业 内容不同
,

学派观点也不同
,

为了体现
“
百家争鸣

”

的方针
,

不使厚此薄

彼
,

志稿必须反映各学派主要观点及其研究成果
,

因此
,

在送审稿中增加了
“ 活动构造体系

”
一

节 ;第三篇地震监测
,

在初审稿中将
“

地方地震工作及群众测报系统
”
作为其中一章列入

,

在初

审稿进行总纂时发现
,

这一章中既有管理内容
,

也有业务内容
,

单独设章显得零乱
,

我认为专业

队伍与地方队伍融为一体
,

统一归类为好
。

因此
,

在送审稿中将原内容分解
,

分别纳入有关篇

章
。

即将
“

地方地震监测
”

独立设章归入第三篇
,

将
“

普及地震知识
”

作为一节放入
“

地震对策
”
一

章归入第四篇
,

将
“

地方地震管理机构
”

作为一节列在
“

管理与科研机构
”
一章

,

纳入第七篇
,

这

样一调整就显得径渭分明
,

归属得当 ;
第五篇地震研究

,

在征求意见犷篇目
”
中

,

将
“
学术活动

’ ,

与
“
国际学术交流

”

分设两章
,

在撰稿过程币觉得它们不是志稿的主体
,

分设两章没有必要
,

故简

1 8 1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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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内容
,

两章并为一章
,

即改为
“

学术活动与交流
”
更显得紧凑协调

。
.

关于超越境域间题
,

也是修志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

地震志是甘肃省志的一个组成部

分
,

它必须全面记述全省地震事业的兴衰起伏过程
,

要求把专业志写成事业志
,

而不是部门志
,

这一观点所有撰稿人都是明确的
。

了所以在收集资料时
,

只要是对甘肃省地震事业有关的人和

事
,

不论是哪个单位的都要收集
,

不能局限于本部门本系统
,

这是对的
。

然而在撰稿过程中
,

许

多篇章超越了境域
,

跨出了省界
,

把甘肃省地震志写成了
“

西北地震志
” 。

这是因为甘肃省地震

局及其前身兰州地球物理研究所
,

在业务工作方面承担着为陕甘宁青新五省 (区 )及内蒙古提

供烈度的任务
,

还负责陕甘宁青四省 (区 )的选台建台及地震监测工作
.

直到 1 9 7 1 年底
,

陕西
、

宁夏
、

青海
、

新疆等省 (区 )才各自成立了自
’

己的地震工作机构
。

我们有些撰稿人一时疏忽
,

忘却

了这是省志
,

而不是所志
。 ’

·

所以
,

将研究所所做的工作都纳人了本志
。

如
:

第五章地震区划
,

把
“
宁夏她震区划图的编制

” 入了志
, “
地震基本烈度的鉴定与复核

”
在初审稿中收入了为西北地

区提供的 22 5 条烈度意见
,

其中甘肃省境内的仅 97, 条
;第六章工程地震

,

工程场地烈度鉴定一

节中
,
把

“
西安至中卫铁路线黄河桥渡方案选择地段场地烈度鉴定” 也收入了志内 ;第十八章大

型烈度任务的考察与研究硕将
“
宁夏地区基本烈度考察

”
和

“
青藏铁路沿线基本烈度考察

”
各作

一节入态 ;第十九章现今地震现场考察与研究
,

将
“

邢台地震考察
”
和

“
河间地震考察

”
各作一节

入志
。

以上这些超越省界的工作记述
,

在送审稿中全部予以删除了
。

同时
,

增补了 19 9 0年天祝
、

景泰地震考察一节 ~
·

、

一
一

另外
,

在总纂过程中
,
发现有的章节不合志体要求

,

把志稿写成了论文
、

工作总结等形式
,

均做了较大的加工改动
。

恕不
一

赘述
。 `

一
- · ’

二

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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