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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编修是志，旨在“资治、存史、教化”，以供充分了解和认
识国情、地情，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编纂者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自

己的思想与编纂实践。

三、是志为资料性著作，力求全面、系统、真实、准确地记述鞍
山市社会的自然的历史与现状，以展示出社会内部运动的客观规律和
趋势，为振兴鞍山市而提供全面精确、严谨科学的翔实资料。

四、是志为记述体，所用表达方式主要是记述，记而不议，寓意
于记。适当运用图、图表、表格等形式，以求与文字记述相表里。

五、记述的地域范围，包括今鞍山市区和所辖海城市、台安县。
历史上其他曾经受辖的地方，则根据需要适当记述。

六、记述时间，上限起于1840年，可根据需要适当上溯，下限
一律止于1985年末。

七、全志由大事记、行政建置、自然环境、县区纪略、专业志、

人物志等部分组成，分卷出版。
八、是志以篇、章、节、目四个档次组成框架结构。横分门类，

纵相统辖。横分立题，力求符合实际，符合逻辑，不违志体，在一定
档次上记述事物构成的主要因素，并保持其完整性。

九、谨遵志体，明确主旨；纵记史实，写清变化；记物联事，叙
事系人；正文之外辅以“附记”，以补充、深化、配合正文。

十、人物志采用“传记”、“名录”两4-1"形式，生人一律不立传。
“传记”，主要用以详记本籍和外籍在本地有重要影响的正面人物；
“名录”则记载英烈、劳模芳名以存史。

十一、除“附录”部分外，全志一律使用规范化的现代汉语，不
文白杂糅。



·2· 凡例

十二、编纂时一律用第三人称记述，不用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
十三、伪满洲国十四年，属“中华民国”时期，不称“伪满洲

国”或“日伪统治”时期；必要时称“东北沦陷时期”，简称“沦陷
时期”。称呼这一时期的傀儡军政机关、职务，皆先用一“伪”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之后、初期，简称“建国前、后、初”。

十四、一律采用公历纪年。建国以前的，注明当时的朝代、年
号、年份。

十五、数字与计量单位名称、符号的使用，一律遵照国家的有关
规定。

十六、地名的使用，取历史上当时通行的名称，如有改变，注以
今名。

1990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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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无数水滴汇聚成浩浩江流，仿佛漫

漫银河闪烁着无数星斗，千百年来，鞍山这

方热土养育了成千上万的英雄儿女，千百年

来，成千上万的杰出人物在鞍山这方热土上

生活战斗。

早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鞍山

这块土地上的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就有了

相当的发展。鞍山市旧堡区马驿屯沙场出-I-_

的新石器时代的凹形斧、舌状斧，海城市牌

楼镇二轻山遗址出土的石镐，拓磨甚精，可

见古人类在这里进行生产的生产工具已经具

备了一定的水平。海城市八里镇秀甲遗址还

出土了由花岗岩磨制而成的石斧、青铜短剑

及陶片、绳纹砖、布纹瓦等，考古证明是新
石器时-f2至辽代的居住遗址。这些都足以说

明，人类的祖先早就开始在鞍山这块土地上

生息繁衍、劳动创造，他们同华夏其他地域

的先人们一道谱写了中华民族的辉煌灿烂的
历史篇章。

秦代以前，整个辽东半岛人烟稀少。汉

代以后，随着历朝历代在东北地区的县级行

政建置增多，人口也随之增加。汉代在鞍山

地区置新昌县(今鞍山市旧堡区杨柳河北

岸)、险渎县(今台安县新开河乡孙城子村

东400米处)、辽隧(音“队”)县(今海城

市高坨子镇)、安市县(今海城市东南英城

子古城)，形成了较大规模的人群集聚地，

并出现了一些知名人士。东汉安帝时期，辽

东太守蔡讽为驱逐高句丽入侵，在新昌县捐

躯；东汉末期，王烈、邴原、管宁等先贤，

为避战乱而到海城一带隐居，留下了许多历

史佳话；三国时期，毋邱俭等人率部讨公孙

渊。平定辽东；南北朝谏议大夫高道悦正色

立朝⋯⋯

公元916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建
立辽国后。在海城境内先后置海州、铜州、

耀州，设临溟、仙乡、析(音“湿”)木、

岩渊4个县。辽天显元年(926年)，太宗
耶律德光采纳东丹国中台省右次相耶律羽的

建议，迁晴州之民而置嫔州(今鞍山北辽阳

附近)，移沃州之民于海城境内置临溟县，

并派官员进行管理。

后燕时期，朝廷历经23年之久，与高

句丽反复争夺辽东之地，数次失而复得，后

辽东陷于高句丽割据之下。

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高句丽派

使臣向隋朝奉贡称臣，但却“终拒炀帝”，

因此，隋炀帝“三驾辽左”，亲征高丽(公

元545年封高句丽王高延的儿子高成为辽东

郡公时始称“高丽”)。隋朝先后4次出兵征

讨高丽。

唐朝建国初期，辽东郡仍为高丽所割

据。唐太宗认为：“今天下大定，唯辽东末

宾(指未归顺)”，“朕故自取之，不遗后世

忧也。”唐朝先后出师6次，历经20多年，

才征服高丽，平定辽东，留下了许多历史遗

迹与动人的传说。
唐朝建国后，改隋郡制为州制，并在州

上设道，实行道、州、县三级行政区划，后

又在道制之下加府制，在沿边要地没都护府

及都督府，对辽东进行开发与治理。以后历

代相袭，一大批官员先后被派往海城一带，

对此地域进行开发与治理，其中不乏政绩卓

著者。如不积财货的伯特德哩布，为百姓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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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悔的移喇温，力却巨金而以理法反复晓

喻的孙贵，敢于与El俄执理抗争的海城县知

县王顺存等。

实行科举制度以后，海城及周边地区的

一些有识之士，经过勤学苦读及层层考试选

拔，步入仕途，有的成为进士，有的成为举

人，有的成为贡生，还有的成为一方名宦。

他们或在本籍，或分赴在外地，在地方治理

与建设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鞍山地

区的历史书写了光辉的篇章。如澄州(原辽

代的海州，金天德三年改为澄州)析木人高

松官至崇义军节度使，海州卫(今海城市)

人孔思鲁由武弁累升至辽东都指挥，海城县

牛庄人白云达宦游鲁省40余年，海城县南

台人刘光斗巧破奇案，海城县人尚可喜以战

功被封为平南敬亲王，海城县大感王寨人杨

综清4-J=皖20余年，被誉为“辽东三才子”

的台安县治水专家刘春娘，等等。

1840年，英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敲开

了中国的大门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开始了对

中国的瓜分。鞍山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

样，素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优良传

统，面对列强，迸发出强烈的热爱祖国、反

抗侵略的革命精神，尤其是站在时代前列的

爱国先驱们，更是以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

维护国家与民族团结为己任，在民族危亡的

紧要关头。他们不吝韶华，不惜性命，出乡
关，赴沙场，抛头颅，洒热血，同仇敌忾，

共御#l-辱-，用自己的铮铮铁骨和浩然正气，

铺垫了民族解放的基石。

在中法战争中，有“廉吏”之称的广西

巡抚李秉衡，大力支持清军首领冯子材统率

前敌各军，共同抗法，取得了谅山大捷。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日军进犯海城、鞍

山一带时，胡魁福等人自发地组织起民团，

协助清军抵抗日军，与日军相持数月。

在辛亥革命中，革命党人赵中鹄为响应

武昌起义，在海城组织起民军，收缴伪警察

枪支弹药武装民军，举行武装起义。

在义和团运动中，以齐凤仙为首的牛庄

义和团与全国各地义和团遥相呼应，他们以

“扶清灭f4-”相号召，奋起烧毁牛庄法国天
主教堂。在沙俄军队由旅顺口派兵北侵，向

海城的唐王山、亮甲山发动进攻之时，海城

义和团邀集牛庄的义和团，协助清军作战，

毙俄军70余人，迫使俄军撤退。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陈景星不惜血染雨
花台。

在抗El战争中，鞍山地区的人民自发地

组织起抗日救国武装，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

殊死的斗争。海城县耿庄乡土台子人李纯

华，原随张学良将军在北平海陆空军副总司

令行营工作，“九一八”事变后，毅然离职

回乡，组织起抗日救国军，被推为辽南义勇

军的代总指挥。他指挥各路军，同日伪军进

行了数十次战斗，给日本侵略军以重创；在

台儿庄大会战中，他又立下了赫赫战功。台

安县高力房乡人“老北风”张海天，在民族

危亡关头，从一个打家劫舍的绿林好汉转变
为一名反侵略斗争的坚强战士。他不仅自己

投身于民族解放斗争，还带领3个弟弟和1

个儿子参加抗日斗争。他率领辽南义勇军第

三路军，与项青山领导的另一支抗日武装，

用假投降真歼灭之计，一举消灭凌印清匪帮
及其日本顾问仓冈繁太郎、松本德松、道源

元助等人，他还率部火烧了日本军需库“大

矢组”，并绑架侵略者及其家属作人质，用

以向侵略者索取军火⋯⋯他们与日伪军进行

过多次战斗，屡建战功，威震敌胆。东北军

将领、中共特别党员常恩多，积极支持张学

良将军逼蒋抗日的行动。把何应钦的“讨逆
军”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为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1937年

“七七”事变后，他率百十一师开赴华东战

场，先后参加了台儿庄大会战、徐州战役等

反侵略的战斗，歼灭大批日本侵略军。他指

挥的百十一师所向披靡，声威大振，他也被

誉为“常胜将军”。台安县新开河人郭景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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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了辽宁民众自卫军，并任第七路军司

令，率领民众自卫军与日伪军进行了10多

次战斗，弹尽粮绝后被国民党军队收编，

1948年随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率部起义，

为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海城县腾鳌镇永安

村人徐衮，率两架轰炸机将停舶在吴淞口处

的一艘日本航空母舰击沉，沉重地打击了侵

略者的嚣张气焰。孤胆英雄尚吉元，一把火
烧掉了日本满洲纺织株式会社的数亿日元的

物资。

在解放战争中，更是英杰辈出。如不向

敌人屈服的爱国诗人王荫南，为有利于战斗

而善于做侨民工作的参谋处长于浩，因指挥

作战有勇有谋而被誉为“小军事家”和“常

山赵子龙”的徐子明，亲临前线具体指挥作
战的团干部潘德表。屡立战功的爆破英雄阎

克林，战斗在敌人心脏——军统局电讯台的

赵力耕、杨光，善于穷追猛打的孙太敏，勇

敢机智地捣毁敌团指挥部的薛亚山，敢打敢

拼的先锋吴玉龙，不畏艰险深入农村工作的

女干部张栋，英勇无畏的儿童团长陈德生

⋯⋯还有那些早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他们

在枪林弹雨中趴冰卧雪，吃糠咽菜，为民族
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赴汤蹈火，出生入

死而义无反顾。

在解放战争后期，许多国民党军队的指

战员弃暗投明。潘朔端率一八四师在海城起
义，在东北战场乃至全国引起很大震动，具

有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意义，朱德总司令称其

为“揭和平之义旗，张滇军之荣誉，全国人

心无不为之振奋”。鞍山市旧堡区宁远屯乡

小台子村人胡颐龄，原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

军令部中将高参，他积极支持并参与傅作义
率部起义，为和平解放北平做出了贡献。在

他们的影响下，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些指战员

也有起义的，也有投诚的。他们的义举，不

仅挽救了他们自己，同时也推进了解放战争

的进程。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有荣立特等功2

次、大功8次而从不居功自傲的全国仅5枚

毛泽东奖章的获得者王恩宣，被评为甲等战

斗英雄和全军的功臣模范的李印廷⋯⋯

这些革命的先驱，为拯国家于忧患，救
民众于水火，不为爵禄动心，不为财色移

志，不怯死以苟免，不毁节以求生，矢志不

渝，一往无前，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篇篇

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史诗，印下了一行行
闪光耀眼、千古不灭的人生轨迹。

英烈们“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

精神，将与日月同辉，与河山共存。他们的

英名将永垂青史，流芳百世。

“一唱雄鸡天下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经过浴血奋战，终于迎

来了新中国的诞生，鞍钢也回到了祖国的怀

抱。为彻底粉碎日本侵略者关于鞍钢厂区只

能种大豆高梁的“预言”，发展新中国的钢

铁工业，中共中央极为重视鞍钢的恢复和建

设，从外地调来大批干部与工人，支援鞍钢

恢复生产。当了家做了主人的鞍山市的工人

阶级，迸发出极大的劳动热情和革命干劲，

在中共鞍山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迅速掀

起了献交器材、恢复生产的热潮，使鞍山钢

铁公司在一片废墟上迅速崛起，并成为全国

钢铁工业的摇篮。尤其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
时期，国家为加速建设鞍山钢铁基地，从全

国各地调配大批干部到鞍山市工作。在以后

的国民经济发展中，又从上海、北京等地招

聘一部分干部，另外，还接收国家分配到鞍
山市工作的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在此期间，

本地的干部也迅速成长起来，成为发展各项

事业的骨干力量，使得鞍山市的干部队伍迅
速扩大，素质也有了明显提高。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

断深入和发展，鞍山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

深刻的变化。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培养了

鞍山人民性格中新的道德品质，对劳动和公

共财产的共产主义态度，对社会主义祖国的

忠诚，正直廉洁，革新精神及不达目的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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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休的顽强拼搏意志等，使他们用自己的耿

耿丹心和满腔赤诚，为实现国家的富强与人
民的幸福而无私奉献。其中有在全国各地家

喻户晓的伟大共产主义战士雷锋，他以自己

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开创了一代社会新风，

为全国各族人民树立了一座社会主义时代的

不朽丰碑。还有献身科研事业的陶忠琦，有

“雷锋式的班长”曲金平，有“二级爱民模

范”蒋达坤，有为抢救集体财产而英勇献身

的女青年薛珊珊，有舍己救人的金明珠，有

为保卫国家和集体财产而勇斗歹徒的公安战

线“二级英雄模范”李德祥，有为抗洪抢险

而英勇献身的叶丰立，等等。

鞍山地区的民族工商业起步较晚，发展

也较缓慢，主要是受封建主义的束缚和殖民

主义的压榨所致。鞍山地区的经济，长期以

来十分落后。虽然鞍山从战国时代就开始了

坑冶制造铁器，到清朝经历了缓慢发展的漫

长岁月，但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以后，

便被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掠夺所扼杀。日本侵

略者对鞍山实行政治压迫、经济剥削，排斥

和抑制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直接压抑了

各行各业人才的涌现和成长，造成了鞍山在

这段历史中名人甚少的悲剧性现实。新中国

成立后，翻身当家做了主人的工人、农民、

店员等，焕发出极大的劳动热情，新成长起
来的青年人更是奋勇争先，他们在自己平凡

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如创万米无

疵布的高手于杰，带领农民勤劳致富的许承

文，“推销大王”王佐元，等等。

随着鞍山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各条

战线涌现出许许多多的英雄模范人物。在这

浩如繁星的英雄模范人物中，有全国著名的

老英雄孟泰，有被誉为“走在时间前面的

人”王崇伦，有全国著名的钢铁冶炼技术专

家杨树棠，有全国著名的炼钢能手李绍奎，

有中国第一台大马力拖拉机的研究制造者王

达志，有令外国专家汗颜、被誉为“电机华

佗”的电机专家宋学文，有被誉为“电气

神”的电气技术专家孙照森，有被誉为“钢

铁英雄”的赵玉林，有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

中青年科技专家韩安国，有技术革新能手王

凌好，有临危不惧抢险护厂的陈效法；还有

的是在教育战线上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类灵

魂的工程师”，在医疗战线上救死扶伤而深

受人民爱戴的“白衣天使”，在农业战线上

大干、实干加巧干的农业干部，在商业战线

做出积极贡献的佼佼者，在世界体坛上叱咤

风云、为祖国和人民赢得荣誉的运动健将，

在文学艺术上获得巨大成就的文艺工作者，

在公安、司法战线上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
安全而英勇拼杀的人民卫士；还有的是全国

先进工作(生产)者，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全

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新长征突击手，全

国科技大会奖获得者，全国模范班主任，全

国优秀辅导员，全国工会积极分子⋯⋯

这些英雄模范人物，凭着他们对党和人

民的赤胆忠心，凭着他们对祖国建设事业的

献身精神，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辛勤汗水以

至热血和生命，谱写了鞍山市两个文明建设

的篇章，为后人树立了楷模。在他们身上，

凝聚着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进程中所形成的“钢都精神”。他们的模

范行为，体现出钢都人民的优秀品质。他们
是鞍山的骄傲。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已经结成

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

人民团体参加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

者、拥护社会主义和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

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

人士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做

出了自己的贡献。鞍山市的各民主党派虽然

成立时间都相对较晚，但各民主党派人员分

布在各条战线上，在中共鞍山市委的领导

下，为促进鞍山市各项事业的发展发挥了巨

大的作用。

鞍山市的宗教历史比较久远，而且是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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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俱全的城市，因此，宗教界人物众多。在

旧中国，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受封建反动

势力的控制，天主教和基督教则为帝国主义

势力所控制，并为其侵华政策服务，鞍山市

的宗教界情况也是如此。随着新中国的诞
生，广大信教群众、爱国的宗教界人士和其

他各阶层人民一样，获得了政治上的新生，

经济上的解放，他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

会的原则，实行“自传、自治、自养”的方

针，在各个历史时期均做了一些有益于社会

及宗教事业的事情，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在鞍山的历史上，还出现了思想、作为

截然不同的张作霖和张学良、张学思父子两

代人。张作霖是绿林起家的奉系军阀头目，

他为争权夺势、追名逐利而穷兵黩武，积极

参与军阀混战，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重大灾

难，后当上了海陆空大元帅，权重一时，名

噪一世。张学良虽承袭父职，但他反对并制

止军阀混战，为维护统一，他还以易帜来服

从南京政府，以利人民休养生息，发展经

济。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时，他错误地

执行了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密令，结果把东北
三省拱手让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使东北

3000万同胞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后在

爱国主义思想的驱使下，与杨虎城将军发动

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在

中国历史上树起了一座里程碑。张学思虽出

身于封建官僚军阀家庭，但却出淤泥而不

染，他彻底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在中国共产

党的感召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并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的解放事业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代人的不同经历

和不同境遇，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启示。

人类历史是在善与恶、正与邪的不断较

量和斗争中发展前进的。在鞍山市的历史

上，也出现了一些反动人物，像帮助日本帝

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对中国东北进行疯狂

经济掠夺的大汉奸于冲汉；卖国求荣、积极

协助日本帝国主义策划成立伪满洲国傀儡政

府的伪满洲国大臣张景惠；认贼作父、投靠

日本侵略者的大汉奸于芷山；充当日本侵略

者鹰犬、为日本侵略者张目的伪满洲国驻日

大使王允卿；死心塌地的与人民为敌的国民

党第十八集团军少将司令邓国庆；双手沾满

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老中正；一贯巧取豪夺、

欺压人民的土匪“刘单子”、“二单子”兄弟

二人；将辽南独立二师四团二营在郎家厂休

整的情报密报给国民党五十二军二师，致使

辽南独立二师四团二营218名指战员牺牲的

谍报员于振江，等等。这些反动人物的恶德

败行终将留下千古骂名，且给后人以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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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然

(1916～1946)

第一章革命烈士

第一节革命烈士传略

原名马德进。男，辽宁省海城县温香乡

达连村万里壕人。9岁入本村小学，1930年

后，在大望台、山城镇读高小，1934年春

人沈阳日本人办的大同学院，1935年春转

入东亚中学。同年末，学校因校长反满抗日

被捕而遭到查封。马然于1936年1月人关

求学，在北平入北师大附设的文达补习学

校，半年后转入北平私立弘达高中。

在此期间，他积极参加抗日救国的学生

运动，高唱流亡歌曲，为收复东北失地而斗

争。1937年5月间，他加入了“民抗”组

织，更加积极地进行抗日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失陷，

他于8月11日离开北平，随平津学生流亡

团辗转月余，流亡到南京，向南京政府请
愿，要求南京政府积极抗日。

在南京的两个月间，马然目睹了国民党

当局的腐败，以及对要求抗日学生的摧残，

大失所望，便于11月间愤然离开南京，与

一些青ff学生--起投奔延安。因路费不足，

于年末来到武汉，参加了青年救国团和东北

救亡总会，进入“东总”与“青协”合办的

青年训练班学习了1个月。其间，他还加入
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继续进行抗日救亡

工作。

1938年春，马然终于踏上了北上的征

途，于5月间到达陕北，在安吴堡青年训练

班接受训练。8月份结业，经“东总”西安

分会李华春介绍，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来到延安，先入抗日军政大学一大队二中队

学习，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

1月转到参训队学习，8月又转到政治队学

习。1940年4月调至医科大学任教育干事，

翌年转入军事学院俄文队攻读8个月俄语，

不久又调工程队任代数教员。1942年初，

被调往茶坊工厂任数理教员，后又被调往边

区工业局办的职业学校学习，结业后被介绍

到自然科学院任秘书室秘书，1943年2月，

转至该院图书馆212作。

在多项学习任务和频繁的工作调动中，

他服从组织需要，学习认真刻苦，工作兢兢

业业，为边区教育等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

极的贡献。

1943年7月，马然因所谓的历史问题

被审查，后经陕甘宁边区保安处进行认真求

实的甄别，于1945年8月30日做出无历史

问题的结论。同年9月，他加入东北干部

团，步行开赴东北，建立根据地，于11月

2日到达沈阳，分配到沈阳市沈河区任教育

科长、民政科长。11月24日，因国民党军

队进犯沈阳，在临时撤离时，他不顾危险，

在中苏友好协会进行短期工作后，撤至沈阳

县祝家屯区任孙家寨分区区长。

在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他勇敢机智

地与敌人周旋，为建立和巩固民主政权英勇

斗争。一次，他奉命从抚顺市往新宾县护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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