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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为“天子经由之渡口”的天津，历经590个春秋，崛起于渤海之滨，成为中国三大直辖市之一，
北方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
　　天津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
编修地方志也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天津的志书，首创于明朝正德年间的《天津三卫志》。
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又修了第二部《天津三卫志》。
这两部志书现已佚失。
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修了《天津卫志》，这是现存的天津志书中最早的一部。
到雍正三年（1725年），天津由卫改为州，雍正九年，又升州为府，并设天津县，有了地方行政建制
。
乾隆四年（1739年）纂修的《天津府志》和《天津县志》，是天津以行政区划为记述范围的最早志书
。
同治九年（1870年），编修了《续天津县志》。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又有《重修天津府志》。
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纂修了《天津县新志》。
此外，还有几种其它类型的天津地方志书。
这些志书，在天津的历史文化瑰宝中，占有重要地位。
　　地方志是地方国情的载体。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尤其是改革开放和加快发展的实践，把编修新方志提上了重要日程
。
天津的此次修志，开始于1985年，是天津社会主义第一代志书。
《天津通志》规模宏大。
全书共85个分志（卷），成书字数3400多万字，是天津文化建设史上最大的系统工程。
它的时间跨度长，从明永乐二年（1404年）天津设卫筑城起，一直写到1990年，含括了586年的历史；
它涉及的地域范围广，不仅包括市区，而且包括三个滨海区和五个县；它记述的专业门类多，囊括了
所有行业的内容，堪称天津的“百科全书”。
因此，编修难度相当大，要求非常高。
　　编修《天津通志》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伟业。
天津地当九河要津，很早就是我国北方商贸金融中心和物资集散地，在全国经济发展中处于举足轻重
的地位。
编好《天津通志》，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天津的历史和现状，全面、系统地研究天津乃至中国北方以
及环渤海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将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近代的天津，曾经历过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天津人民有着长期反帝反封
建的光荣传统。
编好《天津通志》，对全市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也具
有重要价值。
　　在编修《天津通志》中，修志人员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
，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使《天津通志》全面准确地反映了天津的历史和现状，体现了鲜明的时
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希望修志人员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希望一部高水平的《天津通志》全卷早日面世，为促进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建设，为天津的繁荣与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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