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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共法库县委书记王成礼

我国历来有修志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绵延不断，形成今天我

国卷快浩繁、材料丰富的历史文献，这在世界各国中没有任何一个

国家可以与之相比，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悠久而辉煌文化的具体表

现。

历史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并且历史也会启示人们创

造未来!因此，没有人不重视历史的，尤其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更是

， 不能可有可无!

我们说:志书是史的具体化。一个地方有志，犹如一国之有史;

史不可以无，而志书更不可以无 。究其原因，一个国家的历史，都是

由许多地方的历史组成，是这些地方的具体历史构成了国家的历

史。但国史不可能详细到构成国家的每个地方的所有情况，难于备

载无遗，这样，要弥补此不足而完成这一任务，就只有靠各地的志

书了。志书之可贵，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分门别类，据实直录，因而

是保存历史资料最好的方式之一 。 在不久前《法库县志 》 已经出版

了，而今《法库县文物志》也早完稿即将付梓，这实在是值得庆贺的

事!

"文物志"虽是构成"县志"的基本内容，但它不 同于县志中其

他篇目，确可单独成书;现在我们所见《法库县文物志 ))，就是具体

例证。这部志书揭示了法库县几千年来人类文明发展史，无论是其

居住过的遗址、城址、各种形式的建筑遗存，还是为其所用的生活

器物、工具、工艺品、不同类别的精美绝伦珍贵文物，都真实而客观

地记录了我们的先民，在这块世代生长土地上的艰苦卓绝斗争和

伟大创造精神，谱写了法库光辉的历史!从而更力口激发人们爱乡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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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高尚情操和优秀品德。

文物志属于历史科学，也是历史研究的基础 ;它为我们提供了

翔实的第一手材料，因而令人置信不疑。通过《法库文物志 )) ，可以

让木地人了解家乡，让外地人认识法库。因此，这是一部非常重要

的书，也是一部不可代替的和传之久远的书!

盛世修志，在《法库县文物志》即将出版之际，我以难以抑制的

喜悦心情，谨赘数语以为序。

一九九五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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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法库县县长赵凤杰

《法库县文物志》经过十年编撰，今天即将出版 ，这是一件非常

有意义的事情!

法库县位于辽宁省北部，地当辽河中游，土地肥沃 ，物产丰富，

气候温和 ， 适于人·类生存，自古以来即为我国北方各民族聚居区 ，

文化十分发达。但过去法库建县较晚，无详备史乘，只在清光绪三

十三年(公元 1907 年)同知刘鸣复修有《法库县乡土志))，民国三年

(公元 1914 年)知事李心曾在该志基础上略作续补，此外不见专

书。因此，人们道误以为历史上法库即寒荒僻远，元文化可谈，即如

刘鸣复在《法库县乡土志 · 序》中说"法库僻处一隅，界连蒙部，风

尚朴陋 ， 文献无征 ， 将欲穷源湖流，繁称而博引之，较之内地声明文

物之邦 ，有志乘可稽、香旧可访者"的情况完全不同。因此，他慨叹

编撰该志书的繁难和其对法库历史面貌的模糊认识。

事实是否如此?一部《法库县文物志》完全回答了这个问题。在

法库县境内 ，自 1949 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 经过四十年的

文物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发现了大量的遗迹、文物，真可以说是不

胜枚举!从远古时代的古生物化石开始，何止几十万年;而人类文

明历史的开端，于五千多 年前也在法库揭开了帷幕，新石器时代遗

址遍布县境之内，彩陶遗存十分引人注目!进入奴隶社会的青铜时

代3其发现更是惊人，不仅遗址数量多，而且文化特点突出，弯柳街

遗址卒可为代表。封建社会以后的各王朝，民族交融频繁，县境内

均留下了先民的生活足迹;尤其到了辽、金时期，城郭相望，村镇密

集，法库地区更加繁荣起来;满族兴起，建立清朝，所筑柳条边贯穿

本县，并设边门曰"法库"其后遂以名县。综观法库历史，和我们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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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祖国一样，悠久而绵长，且以文化发达、人才倍出著称。读过本

志，如有前此所存之疑虑，自可全消，并可对法库地区的繁荣和发

展历史，了如指掌，从而更加热爱生养我们的家乡了!

说到本书撰写，颇非容易，为了更加准确无误，尽管撰写者多

年从事文物考古工作，对法库的情况非常熟悉，但他们还是在数年

间又前后多次对全县的文物、遗迹进行调查和复查，做到事必亲历

和目睹，否则不轻易落笔。志书是信史，于此我有了深刻感受。如

今已经十余年，本志方得以出版，完成历史赋与我们的一项重任，

感到特别高兴!此志的出版，确实是法库县的一件大事，并且也是

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有深远意义的事情!

现在，<<法库县文物志》出版了，让人们藉此认识法库光辉的过

去，同时我们也要无愧于祖先，让我们加倍努力建设家乡美好的未

来!

是为序。

一九九五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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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书采用志书体例，按志、传、表、记分篇撰写，但根据法库

县的历史特点和具体状况，本书分为概况、历史遗迹、重要出土文

物、近现代遗存、人物、图表、文物考古工作和附录等八章，停能较

全面地在时间与空间上反映出法库县的历史面貌。

二、本书的撰写，以迄今所见的遗迹和文物为基础，说有不说

无，并严格按照科学态度进行，实事求是，不尚妄谈。

三、本书收录范围:

(1)已发现的各类遗迹，如古代居住遗址、城址、墓葬 、古井、窑

址、害藏、古建筑、烽火台、柳条边等;

(2) 已出土的各类文物，如古生物化石、石器、陶器、瓷器、铜

器、铁器、漆木器、金银玉石水晶玛瑞琉王自玻璃骨器、织绣、绘画、碑

志、雕刻、建筑用陶等;

(3)近现代遗存，如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革命纪念建筑等;

(4) 重要历史人物，凡和法库有某种联系的古代或近现代人

物，都会留下与文物遗迹有关的资料，如出生地、归葬处等，因此，

本书亦述其业绩;

(5)法库县的文物考古工作，收录自 1949 年以来至 1990 年的

四十年间文物考古工作记事、发表的文物考古论著目录;

(6)有关法库风物的地方名产;

(7)已埋没、废坦的文物古迹，凡在史料中有记载的，均录以备

存，以便了解其延续历史。

四、本书依据历年考古调查和发掘材料，并吸收一些往年研究

成果，完成本志，为保存史料，本书以文字为主 ，同时适当附以实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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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拓片和照片;本志力求文图并茂，便于阅读和了解 。

‘ 五、为保存史料，本书碑志皆录全文。原行不作标示;为便于阅

读，本书进行了标点;对碑文残渤不可辨认者 ，依字 多少用口表示;

对其中一些错别字，或残油字编著者认为据文意可以补出者，为阅

读方便，于其后用括号注出，以便了解。

六、本书内容截止时间为 1990 年底，凡此前之发现，均有记

载，文物项除"文化夫革命"期间损失的和部分不够典型的文物与

残坏的器物外，其余大部分作了收录。

- 七、本书引文一律于页下注明出处，以便于查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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