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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义县志》，辛勤耕耘八年，时值深入改革之际，欣然问世。

《义县志》主述辛亥革命以来之发展变化，适当上溯历史渊源，

下限开始断于1983年底。编纂工作从1980年搜集资料，动笔撰稿，

至1984年lO月完成10篇、60章、40万字送审稿。即将审定之际，

中国地方志协会要求全国志书下限，统一延至1985年末。为使志书

贯古通今，保持志书史实的完整性及连续性，中共义县委、义县人民

政府决定正式成立县志办公室，纳入政府事业编制序列；重新发动

全县乡镇、部委办局修志，广征博采资料；修订完善篇目结构，高质

量的完成这一历史重任。尽三度寒暑之功，数改纲目，屡易其稿。一

部19篇、90章、约i00万字的宏篇巨著，终于竣事，付梓出版。实乃

全县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志乘之书，向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修志借鉴，更为古往

今来人们所重视。史述兴亡，志表盛衰，各循其纲，互为补益。今逢

盛世，百业俱兴。J顿时新修《义县志》，存历史之真谛，颂先辈之美德，

寻发展之轨迹，实为适应时需之幸事。

新修《义县志》，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用新的观点、新的方

法、新的资料，实事求是的记载了义县的历史和现状，客观的反映了

历史发展的进程。所记史实，正本清源，去伪存真，行有准则，编有条

理。举几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山川形胜、风俗民情，无不尽收其

中。上溯千年，纵横百里，可谓义县“百科全书’’、“信息宝库"。侔供

为政者及有识之士，了解和研究县情的案头卷，也是一部惠及子孙

后代的重要历史文献。

新编《义县志》，按事物门类分编，凝聚全县和各行各业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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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名“有志于此者”之心血。经县志办公室同志呕心沥血总纂成

书，又得到各县志办、市志办公室的研讨指正、大力支持，积八年之

辛勤，抚卷回首，深感成书之不易，治学之艰难。这部新志书，实际上

是成百上千人的劳动成果，是大家心血和智慧的结晶，在此谨向大

家致最诚挚的谢意。由于历史资料的残缺，加上修志工作者的水平

有限，谬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有识者指教。

值《义县志》付印之际，适“七五”宏图大展之时，借此，寄希于义

县人民，祖籍义县之海外华人，各方贤达，协力同心，竭忠尽智，化乡

土情谊，为家乡的繁荣，义县经济的振兴，开创义县的光辉未来，建

功立业，同书壮丽的史篇，以上慰列祖，下惠子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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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编《义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

制改革的决定》为准绳，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实事求是的记述义县的政治、经济、

文化等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由行政建置、地理、农业、工业电力、交通邮电、城乡建

设、贸易、财政税务金融、经济管理、政党社团、政权政协、政法、劳动

人事外事、军事、教育科技、文化古迹、卫生体育、人物、社会等计19

篇，90章，318节和概述、大事记、附录等组成。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

动，遵循“宜粗不宜细’’、“宜分不宜合”的原则，不设专章记述，散见

于《大事记》和有关专篇。

三、本志坚持贯古通今、详今略古、立足当代的原则。取事上限

不封顶，下限截至于1985年，着重记述新中国成立37年来，特别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条战线取得的伟大成就。
， 四、本志体裁：以志为主，述、记、传、图、表、录并用。

五、文体：《概述》及篇内“综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

记》采用编年体和记事本末体相结合。其余均用记述文体，只记事

实，不作评述，寓观点于材料之中。

六、本志记述范围，以历史各时期县界为限。

七、人物：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立传人物以对社会发展有较大

贡献者为主，亦收入个别反面人物；以本县籍为主，亦载少数长期活

动在义县有较大贡献的客籍人士。立传人物只记事迹，不作评述。入

传人物以卒年为序。 。

‘

八、历史纪年：辛亥革命前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辛亥革命

后至解放前用公元纪年，夹注民国年号和东北沦陷时期的伪年号。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解放后一律用公元纪年。本志所称解放后系指1948年10月1日

后。

九、政区及机关、职官名称均用当时名称。地名除必要时用历史

名称外，均用现行标准地名。

十、本志所记数字，以县统计局及有关部门提供的数字为准。解

放后，币制改革前凡未注明东北币者，均以折算新人民币计数。

十一、数字书写：以1986年国家语委等7个部门公布的《关于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十二、本志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以历史上原有计

量单位计量未加换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律换算成现行公

制。

十三、本志材料来自县以上档案馆、图书馆馆藏资料，有关报

章、刊物和著作以及有关人士的回忆材料及各乡镇、县直机关纂修

专业志提供的材料。为了节省篇幅，一般不记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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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县城位于辽宁西部锦州市之北50

公里处，距省会沈阳市230公里。义县版

图，略呈菱角形，西南与东北斜长，突出两

角。介于东经120。52，至121。441，北纬4l。

17，至41。48，之间。东依医巫闾山屏障，邻

北镇县，南与锦县接壤，西界北票市，北毗

连阜新市清河门区，西南至东北长88公

里，东南至西北宽54．5公里，周围长265

公里，总面积2 481．6平方公里。义州镇是

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中共义县委

员会、义县人民政府驻义州镇。

义县境内，山岭起伏，峰峦叠嶂，凌水

横贯境内，宛如玉带系腰，构成“六山一水

三分田”地貌。东部医巫间山山脉，南北绵

延近百里，山间多为林丛、草地，有“绿色宝

库”之称。西部属松岭山脉余脉，草木稀疏．

裸岩嶙嶙，低山层叠，环半面义县。地下埋

藏着较丰富的金属、非金属矿藏。中部为丘

陵状平原，宜种粮棉，是义县主要农产区．

义县地处北温带的中温带，属大陆性

季风型气候。四季分明，温差较大。全县年

平均气温7．8。C，降水量不稳定，易旱易

涝。年平均降水528．3毫米，多春旱。受西

伯利亚和内蒙的干冷气团影响，四季多风，

以春风为最，最大平均风速20米每秒。无

霜期126～175天。年平均日照时数为
2 848小时。

义县自然资源：有可耕地105．87万

亩，宜种粮棉，草原127．4万亩，可供发展

畜牧业和林果；水资源，全县大小河流20

多条，以大凌河、细河、大定河较大，多为过

境水。地下水可供使用量不足，且分布很不

均衡，多汇集在凌、细河两岸低洼地带，大

部分地区为贫水区l地下矿藏较多，东部山

区有硅石、铁矿、花岗岩、水晶石。西部山区

有金、银、铜、铝、锌、脉石英、萤石、重晶石、．

膨润土、陶土、滑石、磷等，中部丘陵平原地

下煤藏量丰富，大小河流伴有取之不尽的’

沙石等建筑材料。

义县人民，勤劳朴实，正义刚直，富有

革命斗争传统。千古文明哺育了无数风流

人物，文人志士，学者名流，文官武将．英雄

楷模辈出。元代，镇辽东兵马都元帅王殉、

王荣祖父子，武力绝人，为政简易，赏罚明

信，诛强扶弱，名震一方。明代诗人贺钦，刚

直不阿，不慕名利，任户科给事中官职，时

大旱，上书朝廷要。以实心行实政”，未被采

纳，毅然辞官隐居，读书著说，人称贺乡贤，

曾写诗日：“大学陈东天下知，抗章不怕忤

当时。折腰澎泽成何事，回首闾山有所思”。

在东北人民反清起义烽火中，王达率众，举

抗粮捐起义大旗，与蒲厢、白凌阿、刘珠联

合攻打义州城，令当商将“三分利”降为“二

分”，誉传后世。清末郭百龄组织义和团，驱

洋人，烧教堂，名震全县．抗日英雄马子丹，

以匹夫之责，倾尽家财，购买武器。组织抗

日义勇军，活捉日本特务，两次攻打义县

城，毙敌寇，威震敌胆。抗日将领李杜，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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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概述

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活跃在黑水之滨，为

敦促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致书南京政府，

并亲赴庐山面见蒋介石，陈述抗日主张，与

中国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

人经常接触，聆听抗日卓见，在东北抗日战

场上，战功卓著。解放战争中独臂英雄杜宝

珠，在黑山阻击战中，用鲜血铸起了英雄丰

碑。

义县，辽西古城，历史悠久，开发较早。

据花尔楼出土文物考证，在原始社会后期，

奴隶社会初期，就有人类在此地劳动生息，

逐代繁衍，又因地处“辽西故道”要冲，是兵

家必争之地，历代王朝都曾派重兵在此驻

守。义县自燕秦设郡，汉武立县迄今已两千

多年。春秋属孤竹国地，战国时属燕辽西

郡，郡治阳乐(今刘龙台镇古城子沟)。西汉

武帝设交黎县，属辽西郡。东汉改交黎为昌

黎县，属辽东属国。曹魏时期，设昌黎郡，郡

治昌黎县。隋设燕郡(今县城)，辽西郡

(县)(今石佛堡乡王民屯村)，唐设燕郡守

捉，辽建宜州，统开义(今七里河镇开州

村)、弘政(今九道岭镇复兴堡村)--县，属

中京道大定府。金天德三年(1 151年)改宜

新中国成立37年来，义县经济发展，

经历几起几伏的曲折过程。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针对县内山地多，产业结构单

一，矿产资源丰富的特点，确定以“发展林

果畜为主，粮果牧并举，农工商结合，全面

发展商品经济”的生产建设方针，工农业生

产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不断

提高，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取得很大成就。

1985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30 918万元

(1980年不变价)，为1952年的7．4倍，为

1978年的1．96倍，平均每年增长6．5％。

州称义州，属北京路大定府，下辖弘政、开

义、同昌三县，开义领有饶庆镇。明改称义

州卫。清废卫制，称义州，属锦州府。1913

年(民国2年)改州称县，属奉天省辽沈道。

1934年改属锦州省。国民党时期属辽宁

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属辽西省。

1954年辽东、辽西两省合并，改属辽宁省

至今。

1948年解放后，县内区划几经改制，

至1985年全县划为6个镇，17个乡，其

中，满族乡(镇)9个，满族锡伯族乡1个。

在23个乡(镇)中，设354个村，lO个居民

委员会。

义县自古即与北方游牧民族为邻，是

个多民族县。1985年义县总计106 604户，

421 232人(其中，男214 604人，女

206 628人)。汉族282 850人，占67％；

满族117 358人，占28％；蒙古族9 251

人，占2．2％；锡伯族7 566人，占1．8％；

回族4 033人，占0．9％；朝鲜族125人，

占0．03％；布依族10入；苗族10人；白族

9人；维吾尔族6人；高山族5人；黎族4

人；彝族2人；达斡尔族2人；土家族1人。

国民收入20 202万元，为1982年的2．6

倍，平均每年增长37．6％。社会总产值
44 010万元，为1982年的2．3倍，平均每

年增长32．3％。

义县是个农业县，国民经济向以种植

业为主，兼营林、牧、副业。总耕地面积

92．4万亩，盛产高粱、玉米、大豆，经济作

物有棉花、花生、蔬菜和烟叶。但在解放前，

由于受封建土地所有制束缚，加之生产技

术落后，灾害频仍，农业生产水平一直低

下，粮谷每亩单产仅有百斤左右。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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