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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

在礼们 l句县内各公社征集材朴的过程中，发现半拉门公

社支来一份地方 乡土志稿 。 在这份稿件旦、比较系统、完整

的以分类编年的体例仅这了半拉门从产生至，) 一九八0年近二

百二十年的历史 ， j巴半J主 门 的政治、经济以至风土人情都比

较详实的加 以述及，初具了志书的规模。经编委会审阅认

为，在今又编写地方志的摸索前选中，不元戎鉴之处。因之

足以此作为 文 jA 本，意在抛砖引玉， 希望对我们编写县志能

借此得到各方的教豆 。

但由于材朴的不足，和编写人的能力 所限，书中难免挂

一漏万，缺点和错误一定忍不少。希望国内各凡弟县编写 2也

方志的同志. 多加j比坪和才旨丘 。

本书是il过县编委会的审 闷 ，以及半~.i门公社 党委的校

正，并在县内广，乏地tE求意见后才出版的 。 我们对于半J主门

公社党委的热心主持和县各方的赞助，以及锦州|日报社热情

的尼为本书印刷，在这里一并又以哀，υ 的感 iH!

黑山县志揣篡委员会 孙万里

一 ， jL 八二年五月 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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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拉门公社乡土志 》问世了。我们欣慰地感到 ， 半拉

门地区出现了有史以来第-部乡土志， 不能不说这是我们精

神文明建设上的一件大事。 尽管它还是乡土志的雏形，但却

为我们填补了历史的空白。

这部乡土志向我们提供了半拉门地区有史以来政治 ， 经

济 ， 文化，风土人情等各方面珍贵的资料。从中可以者到半

拉门人民千百年来披荆斩棘， 前赴后继， 英勇奋斗的波澜起

伏的历史。特别是， 它比较真实地展现了半拉门人民在中国

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 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

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的画卷。它以-个普通乡村历经沧桑的

史实揭示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颠扑不破的真

理。毫无疑义， 它必将使我们及我们的后代人"前有所稽 ，

后所所鉴"。我们→定要高举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 ， 毛泽东

思想的伟大旗帜， 继承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 ，

继往开来 ， 把我们前人开创的家园 ，建设成繁荣， 富庶 、 文明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农村， 推动历史车轮不断加速前进。

本书初稿于→九八一年六月末完成，又经过一年多来的

调查 、 补充，修改革口加工，内容更臻详实。 限于时间较短，

历史资料很少，加之修史经验不足， 本书做为-部志书， 难

免还有疏漏之处。但也无伤大体， 就其整体来看，基本反映

了半拉门公社的历史面貌。在这里谨向为编写本书付出艰苦

劳动的编写组全体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

中共黑山县半拉门蚕员会 侯万儒

→九八二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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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拉门是黑山境内最早的村藩之一。 远在一 七四五年

〈 清乾隆十一年 〉 时 ， 就已有人在此垦荒种田，开发这里的

土地。距今已有二百三十二年的历史了。在它前进发展的长

途上， 不仅遭受过封建皇帝的践踏、 军阀混战的炮火，也遭

受过日本侵略者的欺凌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榨。然而这一切

都已经过去，从一九四丸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

起， 就宣告结束了半拉门 的剥削史 、 苦难史 F 在英明 、 伟

大 、 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开始了美好生活的新纪元。

全社人民在公社党委领导下， 以风情阵马之势，向繁荣富强

的社会主义大踏步的迈进， 谱写着半拉门的光辉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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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地理

第-节 半拉门的严生及其形成

一 、 半拉门 的由来

"半拉门" 这个地名 ， 始于清乾隆十→年 ( 一七 四五

年 〉 。也是从半拉门大庙建成时开始的。在这以前，半拉门

的地名叫 "柳条甸子" 。因为当时嚣草丛生， 遍地长 着 柳

条， 绕阳河也从这里自北南流，十分荒凉; 有几家稀疏散居

的垦荒农民 ， 还有一座顽垣残壁的火神庙 ， 仅一扇庙门也已

经倾斜欲倒。因为当时的通京御路从这里通过， 所以半拉门

设有驿铺， 置铺兵一名。 "半拉门 " 这个地各的产生是因

为 : 清乾隆皇帝调奉天将军弘晌入朝，洪甚为忐忑， 怕皇帝

有所见罪， 但又不敢不去。 在进京途中路经半拉门 的时候 .

恰值天降骤雨。洪到庙里避雨，见有神象， 便祈祷神佑 : 如

安然无事因此， 可重修庙宇， 另塑金身。洪入朝后 ， 清皇非

但未加罪责， 还有所封赏。这当然不是什么神佐的结果，但

对封建官僚洪将军来说 ， 自然以为是 "神佐"了。所以洪回

沈后， 使征调大批民夫工匠 ， 集中半拉门建大庙。 竣工后，

洪便根据破火神庙只有-扇门 的情形， 取新地名为 "一 板

门 " 后又改为 "一半拉门 " 。这名在以后的沿用过程中 ，

觉得很罗嗦， 并且 "一半拉"和 "半拉" 本为同义，去掉

" "字反倒简捷。于是 "半拉门 " 这个地名就叫开了。这

就是半拉门这一地名的由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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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慧海寺与第-个大地主

大庙落成后 ， 取名慧海寺， 第 一任和尚 叫供池。在

建庙过程中 ， 官府曾大量征捐民间银两， 广大劳苦大众

流去无法计算的血汗; 从高大殿房的建筑，到每间殿房

的雕栏画栋，无→不是劳动人民的血汗结晶。半拉门的和尚

洪地 ， 在洪将军的怂恿支持下， 跑马占庙地 ; 将半拉门西部

的大片土地尽圈占为庙团:东起半拉门大庙， . 西至刘油坊、

秃老婆甸 ; 南至绕阳河公社的尹家 、 大李岗子; 北至于家 、

大孟岗子尽属庙地，方园十余里。 "半拉 门的和尚一一横

宽"之说，即从这里说起。和尚洪地在当时竟成为半拉门剥

削史上的第一个大地主。 当时的劳动人民多为慧海寺的 徊

户。 洪地则靠收取地租过着寄生的生活，吸吮着劳动人民的

血汗。这就是半拉门草莱初开时的封建剥削史上的第-页。

三 、 集镇的形成

半拉门既是通京御路上的村落，又设有驿铺， 在当时尚

无火车的交通条件下， 也就成了交通要地，无论往来客商、

或是达官贵人， 也无论是骑马 、 是乘车，还是坐轿， 都须经

过半拉门，投宿 、 求食也就成了必然的事。这就给开设旅店

创造了条件。 于是开店的便应时而起。在半拉门第一个开店

的便是杨家店 ， 相继又出现了高家店。这两家都是很大的旅

店，房间近百，院蓓几层 ; 既备有商旅的酒食，也兼接待车

马 ， 生意颇享一时之盛。所以这两家都迅速成为半拉门周围

远近闻名的大地主， 占有半拉门南北两面的大片土地。以后

又出现了谭家店， 其财势虽比不上高 、 杨两家的巨富， 但也

是半拉门附近知名的大地主 ， 占有半拉门的许多房 屋 和土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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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海寺在每年的四月十八日 、 二十八日为定期庙会，每

次庙会连续三天。在当时迷信盛行的社会条件下， 祈福拜佛

的人都从四面八方前来半拉门 参加庙会， 在荒僻的大片农村

中 ， 半拉门竟成了当时的盛地。于是商业 也 应运而生。

不久， 新立屯的王家 "立德堂" 在半拉门建起 "德顺泉烧

锅" 、 "德顺粮战" 、 "德、顺当"。半拉门的张 、 赵两家也

先后建起 "福有长"和"三盛永" 继之又有"仁德昌 " 、

"西荣厚" 、 " 巨升合" 、 "会元久"等百货商店的建起。

耶苏教也相继而入，于半拉门建起"福音堂"。行商小贩 、

手工作坊也都聚居到半拉门。因之人口迅速增加， 工商各业

争相继起， 一扫荒僻凄凉的景象， 代之而来的是一派繁华兴

旺的新貌。这就给 "立集" 提供了条件。在工商各业纷纷要

求立市的情况下， 于一八九三年 ( 光绪十八年 〉 成立了集

市。原定为二 、 五 、 八日为集， 后因与无梁殿集日相对，于

民国初年又改为三 、 六 、 九日。从此集日形成。

第二节 半拉门的方位和疆界

一 、 方位

半拉门地处北纬40度 51 分 ， 东经 122度26分。 位于黑山

的东北部距黑山县城三卡七公里. 四面与二道 、 无梁殿两公

社接壤，东与新民县的二红旗公社lIi1t 连 ， 北与小东农场相接，

南与绕阳河公社为邻。西去→百五十公里是锦州市，东行一

百二十公里是沈阳市， 位于忱 、 楠两大各城中间 ， 地当京沈

公路之要冲。

二 、 疆界

清光绪二十八年 ( -九O二年 ) 以前，半拉门为新民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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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地， 归营坊所直辖 ( 现在的新民县营坊公社 〉 。光绪二十

八年 〈 一九O二年 〉 设镇安县 〈 黑山原名 〉 时，乃将半拉门

从新民划出 ， 归镇安县治。 现在半拉门东桥下的河道， 就是

当年的绕阳河遗址。当时水势颇盛 ， 时有泛滥。由于河水阻

隔， 便将绕阳河定为镇 、 新两县的自然交界 : 河东属新民，

河西属镇安。后来鉴于问西住民与河东住民虽有一水之隔，

本属一电之人， 不宜分为两个县籍 ; 加以河东住民于新民县

治偏远， 划归黑山县治近于合理。因此， 于民国十四年 ( 

九二五年 〉 将河东划入黑山县籍 ， 两县重定交界于半拉门与

姜朱店 〈 新民县二红旗公社 〉 之间 ， 纠正了过去-屯两个县

籍的 "腰斩"现象。

光绪二十八年 ( -)'10二年 ) 半拉门为区所在地。半拉

门位于镇安 、 新民两县之交界地 ， 西至五棵树， 南至绕阳

河， 北至大石狮子。东西两端相距八公里， 南北两端相距十

八公里， 成为南北狭长的幅员。

民国三年 〈 一九一四年 ) 改 "镇安县" 为黑山县。民国

十年 (一九二一年 〉 撤去半拉门 区 ， 划归三区姜屯管辖， 半

拉门为村所在地。民国十三年 ( →九二四 〉 半拉门复划为区

所在地，列为三区。区界东起半拉门 与姜朱店之间 ， 西至五

棵树与二道分界P 南至绕阳河与姜屯分界， 北至大石狮子与

小东分界。东西两端相距八公里 ， 南北两端相距二十公里 ，

幅员南北狭长。民国二十一年 〈 一九三二年 ) 日 伪政权建

立。在半拉门原有疆域设立三村 z 半拉门村 、 绕阳河村、 大

曹 岗 子付。半拉门村治区空前缩小 : 东起黑 、 新两县交界，

西至与二道交界的五棵树 ， 两端相距八公里 ; 南至尹家 、 大

李岗 子与绕阳河村分界， 北止二公里即曹岗子村界， 两端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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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五公里， 形成东西长、 南北略挟之状 ， 打破了历来南北狭

长之势。曹岗村辖区比半拉门村为大 : 东至与新民县分界的

绕阳河北段，西至孙家岗子与无梁殿村田lt连 ， 南至刘油坊与

半拉门村分界，北至大民圈与小东接壤。东西两端相距十五

公里 ， 南北两端相距十公里，幅员几为半拉门村之二倍。

一九四六年国民党反动派进入黑山 ， 在半拉门 、 大曹岗

子 、 绕阳河设乡。国民党的乡辖区一承伪旧 ， 与伪满的村辖

区相同。

一九四八年黑山解放，立半拉门为九区。九区所属二十

二个行政村， 其中包括一九四九年冬由新民划入五个行政

村。这时九区疆域空前扩大，向东展出十公里，以大东街 、

孟屯等地与新民县分界 ， 西至五棵树，南至绕阳河， 北至大

石狮子。东西两端相距十九公里 ， 南北相距二十公里。九区

政府恰在辖区中央， 打开历来区府偏东的局面。

一九五六年二月，由于农业合作化的普遍发展， 调整区

划 ， 撤去九区政府成立半拉门乡人民政府。并由原辽宁省人

民委员会决定，将大东街 、 孟屯等地划回新民县治。一九五

八年十月， 半拉门成立人民公社。一九六一年体制调整， 又

将九间坊 、 三家子 、 大李岗子等地划出 ， 另立绕阳河公社。

现在公社疆界为 : 东起新民县交界地， 西止二道公社交界

地， 全长八公里 ; 南起郭树林子， 北止大石狮子， 全长十三

公里 。 幅员复归南北狭长。公社所在地半拉门位于偏东的黑

山 、 新民交界地。东与新民县二红旗公社相连 ， 西与二道公

社 、 无梁殿公社接壤，南有绕阳河公社为邻 ， 北与小东农场

为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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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地势土质

半拉门地势平坦 ， 全社既无山阜，亦无河流 ， 略呈北高

南低。海拔高度为27至28米。北部多林。属辽西平原东部。

全公社一百一十七平方公里。

半拉门地区的土质婿映不差异较大 : 东北部为风沙

地，土质较为贫婿 ， 西北部又以盐碱地居多 ; 惟东部土壤良

好， 多油沙土，南部土壤肥沃，尽为粘性黑土， 都是农作物

的极好良田。

全公社有耕地八万七千零八十亩。尽旱田。生产队集体

经营七万四千九百一十五亩 ， 社员自营一万二千二百七十五

田。

林地总面积为二万八千五百三十亩。按权属分，其中国

有林二千九百四十三亩，集体林二万五千五百八十七亩。按

用途分， 其中农历林二千一百九十六亩，护岸林三百三十

亩， 合计二千九百二十六亩;用材林二万二千四百五十一

亩，经济林二千二百二十三亩 ， 四旁绿化二干三百三十亩，

合计二万六干零四亩。忌、株数七十七万五千棵。

解放前半拉门公社北部和西北部有两片荒地， 其总面积

-干二百亩。解放后我党提出"广种多收"扩大耕地面积的

号召 ， 这些荒地由生产队逐渐开垦起来，现已成为耕地。尚

有百亩荒地因碱性过大，迄今未能开垦。现在已成为社员抹

房取土之地。

第四节物产

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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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类家养: 马 、 骤、驴、 牛、 羊 、猪、 兔 、 狗 、 猫。

野生 : 狼 、 狐 、 野兔 、 黄鼠狼 、 束'1 猾 、 老鼠。

蛙类 : 青蛙 、 躏蛤蟆。

鱼类 : 拥鱼 、 鲤鱼 、 草根鱼 、 钻鱼 、 泥锹鱼 、 黑

鱼 、 河虾。

禽类

家禽 : 鸡 、 鸭 、 鹅。

野禽 : 雄鸡 、 野鸭 、 喜鹊 、 乌鸦 、 雁 、 猫头鹰。

乌雀 : 麻雀 、 燕 、 啄木鸟 、 窜儿鸡 、 青头鬼 、 大黄狗 、

苏雀 、 山雀 、 和尚头 、 跟牛郎 、 瞎牛叶 、 铁雀 、 烙铁背儿 、

鹊辑、 壤-遛 、 三道眉 、 喜鹊花 、 尖刀出血 、 兰在颊儿 、 红吉定

颊儿 、 兰奇主缸 、 鸽。

昆虫 : 煌虫 、 苍蝇 、 蚕饿 、 职虫 、 粘虫 、 蚊子 、 叶蝉 、

蝉 、 虫牙虫 、 椿象 、 蛇 、 棉铃虫 、 地老虎 、 搂站 、 三化琪 、 金

龟子 、 草吟 、 飘虫 、 七星飘虫 、 赤眼蜂 、 蜜蜂 、 蜡蚌 、 金针

虫 、 蜻蜓 、 斑磊 、 粪郎 、 松毛虫 、 土甲虫 、 某青虫 、 种子

象 、 黄蜂 、 蝴蝶 、 撞蜘。

蚂蚁 、 娱蛤 、 蜘蛛 、 湖虫 、 臭虫 、 蚤 、 虱 、 毛毛

虫 、 蜡蜘 、 我老虎 、 揭 、 撕揭 、 虫丘蚓。

植物

粮食 : 高梁 、 玉米 、 谷子 、 小麦 、 荠麦 、 廉子 、 小豆、

绿豆。

1由料 : 大豆 、 芝麻 、 苏子 、 油菜 、 向日葵 、 应麻籽。

纤维 : 棉花 、 红麻 、 青麻 。

薯 : 马铃薯 、 地瓜。

蔬菜 : 白菜 、 大头菜 、 韭菜 、 在菜 、 芹菜 、 香菜 、 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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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胡萝卡 、 茄子 、 辣椒 、 黄瓜 、 南瓜 、 豆角儿、 西葫芦 、

东瓜 、 蒜 、 大葱 、 元葱。

瓜果 : 西瓜、 香瓜 、 梢瓜 、 西红柿 ; 梨 、 苹果 、 桃 、

李 、 杏 、 枣 、 葡萄 、 樱桃。

药材 z 艾叶 、 车前子 、 地丁 、 苦参 、 黄民 、 大割 、 小

町 、 甘草 、 益母草。

树木: 扬 、 柳 、 柿 、 槐 、 桑。

第五节气象

半拉门地区属大陆性气候， 冬寒夏热 ， 冬夏温差较大 :

夏季最高气温可达38度 ， 冬季最低气温可降至零下24庭。月

积温3300度 ， 全年积 j品 33 78度。年平均温度7度8至9度 。

春天多西南风， 最大 7 级 ; 秋冬两季多偏北风， 最大 6

级。春天凤大雨少 ， 冷空气逐渐减弱 ， 回暖快 ; 但因气候干

燥， 蒸发量大， 易于干旱。三月平温可升至 5 度至 10度， 四

月 气温通过 10度逐渐升高， 一般年份四月上旬由雪转雨， 降

水量为50至70毫米左右。 七 、 八两月是大雨最集中的时期，

最大雨量一般可达1 20毫米左右 ， 此时进入汛期。但有的年

份伏天里也发生干旱。八月下旬雨季结束。 此后天气表现晴

朗 ， 降温强度增大，雨量减少。 冬天气候干燥寒冷而雪少 ，

正常为20毫米左右。

初霜一般在九月 底至十月初。终届四月中旬左右。无磊

期为五月廿至十月末，计一百六十天左右 。

第六节住民

据调查，半拉门 全公社于清末有丸百余户 ， 人三千七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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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口。民国时期为一千七百户，人八干七百口。据伪满黑 ill

县志记载，半拉门全村户口为二千八百户万二千二百三

十口人。又据-九四九年统计 ， 国民党统治时期半拉门全乡

户口为三千二百六十六户， →万五千→百四十口人。一九八

0年全公社户口为四千四百四十七户，人口为二万一千零八

十二人。

全公社有汉 、 回 、 满三种民族。汉族人口为二万零七百

三十人， ì'满族人口为一百零六人，回族人口为二百四十六人。

汉族人口多系满清拓荒时来自河南、 河北及山东等省， 满

族大部系于 1青时从吉林、 沈阳等地迁来 ， 回族皆于满清、 民

国时期从山东 、 河北两省迁移到此。

第七节民俗

-、 婚嫁

解放前的风俗， 男女双方年龄一般在十八岁至二十岁左

右，讲究"门当户对"父母同意，即可成婚。定婚之初，

先由媒灼撮合， 侠男方同意 ， 即报知女家 ，令其开具庚贴，详

载女之生年月日时 ; 由媒人将庚贴送至男家 ， 押在男家所信

仰的神座上，如三日内无不祥之事发生， 贝11请算命先生按男

女生年月日卡其吉否，属相是否相合， 俗曰 "合婚"。合婚

妥， 报知女家。经媒人议定财礼数目一一银钱 、 衣物多寡

一一择期由男家备办酒席，请女家父母来相{段，俗称"相门，

户"。逾数日，男家复到女家串门儿，名曰"相媳妇"。其

财礼有定期由男家借媒送交一半的 ， 称 "过小礼" 亦有不

过小礼而逞待娶前过大礼时一起交付的。过大礼时 ， 女家备

酒席招待两方来宾， 女方亲友送首饰和钱币 ， 名叫 "添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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宦" 俗称"添箱" 。结婚先由男方择定日期 ， 造媒通信女

方， 请求女方同意。婚前数日，男家筹办婚日应有之事， 于

前一 日杀猪， 备办婚日酒席。女家先将枚查 、 衣饰送至男

家， 谓之 "安嫁妆" 。款待语， 即举行迦亲之礼。备车轿一

乘， 内坐女娶亲人一名 ， 以迦娶新妇。 轿前鸣锣前导，轿后

鼓乐随行、 另有帮事人陪行 ; 走街窜巷，名曰"晾轿"。至

女家后， 女家款待男娶亲人。于翌晨 ， 新妇红巾蒙首，身若

红色棉袄、 绿色棉裤， 侠吉时由弟妹或兄嫂挽扶升轿。 在去

男家路上， 遇坟则以红毡遮轿 ， 迫井则以红毡盖井。新妇轿

至男家 ， 由女喜侯扶掖下轿， 摄红毡而行至天地桌前，女西

侧立， 新郎北向 ， 对天地牌行三叩首礼， 叫做"拜夭地"。

礼毕 ， 仍由女喜侯扶新妇摄红毡而行入门 ， 新郎揭去新妇头

上红巾 。 新妇挟宝瓶入室，面向吉方端坐 ， 谓之"坐福"

又名 "坐帐"。是时亲友齐向男家道喜， 由招待员招待一

切。 女喜信入室为新妇加警上头 ， 另著新衣。侯娘家人到 ，

方能下地。女家即借男家酒席款待新婿及女， 谓之 "馆

饭" 男家设宴招待来宾。同时 、 戚友俱奉送 礼钱，表 示贺

忱。至夕 ， 新郎 、 新妇吃合喜面 ， 饮交怀酒， 是夜俗称 "入

洞房"。翌晨，新妇拜先祖及男姑，以次及宗族戚友， {ti 叫

分大小。至三日女家接女及姆 ， f忏莉 iI回门"。这是封建婚

姻俗礼的大略情况。

满族婚礼亦与汉族婚礼相同。惟回族婚礼较汉族为简。

初亦由媒人撮合， 两家同意，即用红笼写明聘仪各 色为证。

其结婚则用主麻日 ， 请阿旬 i雨经，用问拉伯字写主婚书，即

为完婚。

解放后废除旧婚一切陋俗 ， 实行男女婚姻自主。 一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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