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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顺口是半部中国近代史

旅顺口是露天博物馆

旅顺口是天然大花园

——题记



序 言 ．1．

序 言

旅J顿口地区史无旧志。<旅顺口区志>是旅J顿口地区有史以来第一部志书，

是旅顺口地区解放以来文化建设中最浩繁的工程。经区史志办公室工作人员14

载广征博采和勤奋笔耕，承几届区级领导班子关注和诸方支持，今大业告成，

宜喜宜贺。 ·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旅J顿口地区历史源远流长，沧

海桑田屡有更替，战国末期列入国家行政区划，历称“将军山”、 “马石津”、

‘‘都里镇”、“狮子口”、‘“旅顺口”；近代又经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劫难，饱

受殖民统治近半个世纪；1945年解放后建旅J顿市，1960年改市建区至今o

旅顺口举世闻名，是国家风景名胜区、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和

辽宁省历史名城。它以地处海防要冲，港口天然形胜，近代战事频仍，而有

“半部中国近代史”之称；以历史底蕴深厚，遗址、遗迹广博，名胜、府第居

多，而有“露天博物馆”之谓；以海滨风光绮丽，林木花草葱郁，山水相得益

彰，而有“天然大花园”之誉。

旅顺口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了丰厚的物质财富和灿

烂的思想文化。早在新石器时期，先民就生息劳作在这里。西汉初年始建海防

城堡“牧羊城”后，海口便成为通往山东、朝鲜半岛的海上通道。清末，李鸿

章主持开发旅JI顾口，使之成为亚洲著名的军港而驰名海内外。19世纪末叶至20

世纪上半叶，旅顺口屡遭帝国主义列强的践踏和蹂躏，俄国统治七年有余，日

本统治四十年有余；在反侵略、反压迫、反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军民同仇敌忾，

创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形成了旅顺口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地位。旅顺

口地区解放后，苏联红军实行军事管制(驻防)10年·在特殊的环境中．旅顺

市委和市政府领导人民医治战争的创伤，荡涤殖民统治的污泥浊水，把这里建

成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特殊解放区和隐蔽根据地，并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

面实施了变革，开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恢弘伟业o 80年代改

革开放以来，旅J顿口又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疾进。

特别是1996年实现局部对外开放以后，．旅J顿口以崭新的风貌和坚实的步伐，稳

步发展成为中国北方最早开放城市大连的坚强一翼而蜚声海内外。



·2·

世事更替，纵看是历史，横看是社会o<旅顺口区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总揽全局，尊重历史的本然和所以然，突出地区特色，从自然到社

会，从物质到文化，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横排f-1类，纵述史实，展示了本

地区有史以来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至1996年156年间的时空变迁。它是朴实

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性著述，但又不是简单的资料汇综，而是按照新观点、

新方法编纂的可读、可信、可鉴、可存的地方志书。它以主体23编、132章、

466节，计150万字的宏篇，以图片、表格、概述、大事记、专业志、人物传、

附录等多种形式，囊括了极为丰富的内容，蕴含了综合性的信息，揭示了社会

发展的历史必然，体现了真实性、资料性、科学性的统一。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盛世编史修志为当政者共识。时逢

改革开放，全体修志人员呕心沥血，集长期劳作之功，文出多人，数易其稿，’

方成一家之言。可以说，<旅顺口区志>是集历史研究成果之大成的科学升华，

是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翔实教材，是知旅JIJ页口、爱旅顺口、兴旅顺

口的乡土全书。把历史的画廊凝结为一卷，<旅顺口区志>将本地区古今色彩尽

收眼底。它的出版发行，对发挥志书“资治、．教化、存史”的功能，对人们鉴

往知来、光前裕后，对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利在当代，功

在千秋。

中共大连市旅顺口区委书记 慕国生

大连市旅顺口区人民政府区长李洪军

一九九九年六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尊重历史的本然

和所以然。

二、本志上限无限，主要断限为1840--1996年。其中各专业编下限到1985

年(个别章节下延)，1986～1995年10年为综合后续，1996年局部对外开放为

单列编。

三、本志卷首列题记、系列图片、概述、大事记。主体以编、章、节结构，

横排门类，纵述史实，详今略古，不越境而书。图表、附录等随编插入。

四、本志突出旅顺口地区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地位及国家风景名胜区、

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森林公园的特色和局部对外开放的成果。

五、本志为籍属辖区和外籍在辖区内有重要业绩的已故知名人士作传，为

有突出贡献者或知名人士作人物录，革命烈士、省级以上英模人物设名录。

六、本志1900年(不含1900年)前原则上采用中国历史纪年夹注公元纪

年，后一律用公元纪年；数字按统计部门口径，特殊情况据实调整；称谓、计

量单位、地名、专业名词、特殊用语等按历史原貌，适当加注。

七、本志资料来源广泛，选用时不注出处，援引原文时注明。

八、本志对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及重大事件，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

记于大事记和有关编，存史为鉴。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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