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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钢集团弓长岭矿业公司

铁道部第十九工程局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辽阳汽车弹簧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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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世丙

古人云“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o我于1998年

调任辽阳后，因工作需要，兼任市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几年来，耳濡

目染，对于江泽民同志关于编纂新方志是一项“认识过去，服务现

在，开创未来”的重要事业的论述，深有感悟。时值又一卷《辽阳市

志》问世，尤为欣喜。

辽阳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城，远在7000年前，我们的

先民便开始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至公元前11世纪，箕子东来此

地不久，便同当地各族人民一起，把这里开发成“其俗化之，夜户不

闭"的文明之域；'-3燕昭王十六年，辽阳作为一个特定政区，以襄平

的名字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便同时是襄平县和辽东郡两级政区的首

府，并且在其后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始终处于东北地区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地位。很多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与这块土地结

有不解之缘。始皇帝赢政因与燕太子丹的恩恩怨怨，而演绎出“荆轲

刺秦"的悲壮故事；隋炀帝杨广为统一北方，曾亲率大军三次赶到这

里搏杀；唐太宗李世民攻克辽东城后，兴之所至，登楼望月，抒发过

“玄菟月初明"的雅兴；清太祖努尔哈赤刚刚占领辽阳，便喜形于色，

“天既授我，即宜居之”，遂迁都太子河畔⋯⋯

辽阳是一处得天独厚的风水宝地。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

记》称这里“有鱼盐枣栗之饶”；东吴陆玑在《草木虫鱼疏》中记载

“辽东梁水鲂，特肥而厚，尤美于中国鲂，故其乡语云‘居就粱，梁

水鲂’o“居就粱"系指当时居就县(今亮甲村)出产的“赤粱”，曹

操“常以为御粥”，“梁水鲂’’就是大梁水(今太子河)盛产的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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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早在1800年前，辽阳便是播誉江南的鱼米之乡。辽代，辽阳

的冶金业已相当发达，其时，在今天首山附近专门从事冶铁生产的
“官奴”就有300户；明代，这里是朝廷的养马基地，最盛时，养马

多达40万匹。物华天宝，据统计，辽阳地区已发现的矿藏多达9类

48种，有记录的动物有20纲70目151科713种，植物有146科854

种。钟灵毓秀，辽阳的水资源在省内占有相对优势，旅游资源亦具很

大开发潜力，至今，辽阳仍是全国的商品粮生产基地和商品鱼生产基
地。

辽阳是一处养育风华人物的热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

领域，辽阳人都曾以自己的大智大勇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谱写出流光

溢彩的篇章o。金代建筑专家张浩，兼收天下建筑之妙，指挥数万工

匠，先后修建了燕京和汴京两都宫城，为世人留下了千古不朽的杰

作；清代治水专家靳辅；十数年如一日，“博采舆论”，科学决策，为

治理黄河、淮河和大运河的水患作出了突出贡献。在民族危亡的紧急

关头，民族英雄李兆麟、白乙化，率领抗日将士，同仇敌忾，共赴国

难，在白山黑水和燕山大地留下了赫赫英名；在和平建设时期，党的

好干部韩芸娜、革命烈士周云成；用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再现了

辽阳人的博大胸襟和崇高信仰。

辽阳是一座充满希望的新兴之城。解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使辽阳焕发出勃勃生机。

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逐步形成，各项社会事业长足进步，城乡面貌不断改观，人

民生活日益改善⋯⋯面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辽阳人民正高举邓小平

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决心抓住新的机遇，迎

接新的挑战。我们深信辽阳的明天将更加美好!

“盛世修志”o用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方式，全面、翔实地记录下

辽阳的历史进程，意义重大，功德无量。

是为序n

注：作者系辽阳市人民政府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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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辽阳市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

理论为指导思想，实事求是地记述辽阳地区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

状，为认识和研究辽阳提供翔实的资料，为建设和振兴辽阳服务。

二、《辽阳市志》分六卷出版。为保存史料，每卷于正文外列附

录，有的附在与其内容直接有关的正文之后，有的附在全书之后。

三、本志采用专志平列体，条目式结构，以专志为单位，一般分

三个层次，即门目、类目、条目，条目为编写实体，条目以下依据需

要设细目。

四、本志记述地域范围包括辽阳市五个区及所辖辽阳县、灯塔

市o“辽阳城区"系指白塔区、文圣区及太子河区的街区部分；“辽阳

市区"含白塔、文圣、太子河、宏伟、弓长岭五个区；“辽阳地区”、

“辽阳市”、“全市"则包括五个市区和辽阳县、灯塔市。

五、本志记述时限，上限为公元前3世纪初，下限为1988年，

重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

六、本志对统计数字和度量衡单位的使用分别按1983年12月

10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1984年2月27日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执行。有关全市性的总量统

计，以辽阳市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为准。属于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统

计数据，以他们自己统计部门的核定为准。史料中的旧计量，凡能确

定换算值的均对照现行法定计量单位，列表备查。

七、本志数字书写按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部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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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通知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八、本志采用语体文，记述体。引用古籍一般照录原文，特殊生

僻的字加注释。

九、本志使用国家规定的简化字。但对可能引起误会的人员、地

名、书名等专名中的繁体字照录原文。

十、本志纪年，采用公元纪年，夹注旧纪年；必要时采用旧纪

年，书以汉字，夹注公元纪年o

十一、立传原则。生不立传。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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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籍为主，亦载少数长期活动在

本地并有较大贡献的客籍人士o

十二、本志中所称“解放前"、“解放后”，系以1948年10月30

日辽阳最后解放为界限。所称“建国前”、“建国后”系以1949年10

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限。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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