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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员名单

主任全树仁

副主任 朱 川 张知远 沈显惠 綦凯岩 王显堂

崔玉昆 姜鲁军 礼广贵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仁川 过庆增 关在汉 纪 航 张永印

张 敏 吴俊杰 陈国藩 陈崇桥 苏 屏

孟 凡 赵 天 战力光 姜传芳 徐廷生

郭金声 麻东堤 熊玉柏 熊树梅

顾 问

主 任

副主任

第二届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成员及顾问名单

郭 峰

徐少甫

岳岐峰

闻世震

王充闾

黄欧东

张正德

张知远

徐文才

戴苏理 李 涛 宋 黎

王光中

沈显惠 林 声 于希岭

崔玉昆 苏长春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卢鸿德 田凤岐 艾鸿举 冯树成 吕春甲

朱世良 孙文良 杨帅邦 李光明 李德深

张本勃 张贤焕 陈崇桥 周复元 高纯生

耿 军 曹贵兴 黄 钢 熊树梅 戴明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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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 问

主 任

副主任

第三届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成员及顾问名单

郭 峰

王光中

张国光

郭廷标

董 伟

戴苏理 李 涛 宋 黎 徐少甫

顾金池 全树仁

丛正龙 李国忠 张锡林 徐 德

高 静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德仁 王华彬 王晓岩 艾鸿举 包玉梅

李光明 李喜平 张英华 张鹤龄 陈文清

郎业丕 赵子祥 耿 军 裴志远 戴明义

魏文铎

顾 问

主 任

副主任

第四届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成员及顾问名单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莲

张贤焕

赵俊林

王晓岩

张德祥

耿 军

艾鸿举

张耀军

鲁 昕

仲跻权

陈文清

裴志远

张英华

赵子祥

魏文铎

甫

林

少

锡

徐

张

黎

忠国

宋

李

涛仁

龙

树

正

李全

丛

理池

德静

苏金戴顾

徐高峰中来标伟

光熙廷

郭王薄郭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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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 问

主 任

副主任

第五届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成员及顾问名单

郭 峰

顾金池

张文岳

许卫国

高 静

戴苏理 李 涛 宋 黎 王光中

全树仁

张锡林 董万德 曾 维 冯 韧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晓林

佟钟时

周宏煜

刘金树

邴志刚

张德祥

仲跻权

赵子祥

张耀军

朱 锦

赵国红

管清云

陈文清

周连科

魏文铎



《辽宁省志》编审人员名单

《辽宁省志》总 纂 高 静

副总纂 陈洪庆 冯长江 孟庆忠

《辽宁省志·大事记》主 编 高 静

副主编 李 发 冯长江 陈洪庆

孟庆忠

《辽宁省志·大事记》编写人员名单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玉华

李 发

麻志杰

王恩钰

吴明诗

鹿桂珍

冯长江

林雨霖

梁中音

兴振芳

周 伟

董莲枝

刘英麟

孟庆忠

韩俐华

杜祥武

高 静

赖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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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指导思想o《辽宁省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

论为指导，全面真实地记述辽宁省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对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治运动的记述，以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

二、断限。上限起于1840年，有些内容适当上溯，下限止于1985

年；本着详近略远的编纂原则，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辽宁

省的自然和社会状况。

三、地域范围。自1840年以后，辽宁省不同时期行政区划多有

变化，且省名也多次变更，故《辽宁省志》地域范围的记述，原则上以

1985年底辽宁省行政区划为准；对不同历史时期行政区划内事物的

记述，均依据当时的行政区划界定；一般泛指时称辽宁地区。

四、纪年。清代以前采用朝代年号纪年，中华民国和东北沦陷时

期采用民国纪年，以上均括注公元纪年；鉴于东北解放战争时期辽宁

地区解放区与国统区并存的实际情况，1945年9月3日至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前可直接使用公元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

元纪年。

五、体例与结构。《辽宁省志》原则上按现行省直各部门承担的

任务，以事类或近类合并的办法设专业志。各专业志内容编排力求

合理，避免重复；间有交叉者，均按各分志特点有所侧重。志书体裁

包括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以志为主。人物志坚持生不立传原

则，有突出业绩的在世人物以事系人入志o《辽宁省志》结构原则上

设篇、章、节、目4个层次，事以类从，横分纵述·；全志设总述，专业志

设概述，篇设简述，章设无题引言o

六、称谓o《辽宁省志》记述使用第三人称。人物称谓，首次出现

时加职务称谓，其后一般直书其名；历史各时期的政权、党派、军队、

职官等称谓，除日本扶植的伪满政权的机构、党派、军队、职官等，称



谓前加“伪”字外，均按当时名称书写，不冠褒贬之词。地理名称均以

当时称谓为准，括注今名称。为简化行文，中华人民共和国除特殊情

况使用全称外，一般以“新中国"代之。

七、语言文字o《辽宁省志》采用语体文记述，并按国家语言文字

工作委员会1986年10月10日发布的《简化字总表》、1988年1月制

定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及国家技术监督局1995年12月13日发

布的《标点符号用法》执行。数字用法按国家技术监督局1995年12

月13日发布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执行。

八、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按各历史时期计量单位

记述，必要时标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

九、币制。鉴于辽宁省清末以后各历史时期使用的币制较为复

杂，且有些币制无法换算成现代法定币制，因此各专业志中新中国成

立前出现的币制均为当时的币制，新中国成立后的币制，一般情况换

算为第二套人民币o

十、注释o’《辽宁省志》采用页下注和夹注两种形式。一页内只

有一注的，用米号标示；一页内有两注以上的，用(D、②⋯⋯标示。

十一、数据o《辽宁省志》各专业志所用数据原则上采用辽宁省

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统计局缺项的采用主管部门数据。

十二、资料来源。《辽宁省志》资料来源为有关史志文献、档案材

料、统计资料等。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注明出处。

十三、凡例。全书设总《凡例》，各专业志有特殊事项需说明者，

另加编辑说明，以尽其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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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昭王十二年至秦二世元年·1·

古 代

(公元前300年一1839年)

燕昭王十二年(公元前300年)

燕将秦开率军击败东胡，辟地千余里。从此，燕国确立了在辽河流域的统治，设置上谷、

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并修筑燕北长城，以加强开发和设防。其中：辽东郡治所襄平

(今辽阳市老城)，辖境包括今辽宁省大凌河以东地区、辽东半岛及朝鲜半岛西北部地区；辽

西郡治所阳乐(今义县偏南古城子沟)，辖境包括今辽宁省大凌河以西至河北省东北部的滦

河下游地区；右北平郡辖境包括今辽宁省大凌河上游以南、青龙河以西地区。

燕王喜二十八年(公元前227年)

燕太子丹派荆轲刺杀秦王政，未遂。翌年，秦军攻破燕国蓟都(今北京市)，燕王喜和太

子丹退守辽东。秦将李信率军入辽东，穷追燕王不舍。太子丹“匿于衍水(今太子河)”。后

燕王喜听信代郡赵嘉等劝说，杀太子丹，献首于秦王以求和。秦暂停了对燕的进攻。

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

秦将王贲率军大举东迸，拔辽东，虏燕王喜，燕遂亡。

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

秦统一六国实行郡县制。在辽河流域仍承袭燕制，置辽东、辽西郡，辖县29。

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l

秦始皇东巡至碣石(绥中县止锚湾姜女石)。止锚湾海滨留有规模恢宏的秦行宫遗址。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

秦将蒙恬率30万众筑长城，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

天下大乱，燕地人韩广乘机起兵，自立为燕王。占据原战国时燕国之地。



·2·古代

西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

西楚霸王项羽封原燕将臧荼为燕王，徙原燕王韩广为辽东王。韩广不肯徒辽东，臧荼遂

杀韩广，并其地。

西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

燕王臧荼反叛，汉出兵平定叛乱，虏臧荼。立太尉卢绾为燕王。

西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

汉将樊哙、周勃率军讨伐起兵反汉的燕王卢绾，卢绾叛逃匈奴。汉军全部收复战国燕时

之地，“定上谷十二县，右北平十六县，辽东、辽西二十九县，渔阳二十二县”。此后，又在辽

东、辽西增设3县，两郡合为32县。封皇子刘建为燕王。

西汉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

汉武帝废除燕王封国，“国除为郡”，置右北平、辽西、辽东三郡，直隶于汉王朝中央政

权。各郡分置太守掌地方事务。其中辽东郡辖18县，郡治襄-V-。西汉朝廷大批移民于辽

东，设立官田，戍卒屯田，加强边防。

西汉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

是年汉武帝灭卫氏朝鲜(卫氏朝鲜是燕人卫满招集逃亡者，驱逐了箕子后人朝鲜侯

准取其地后建立的)，以其地置四郡：乐浪、临屯、玄菟、真番。

△ 汉武帝为加强对东北地区的统治，复修辽东故塞。

西汉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

由于玄菟郡治经常受到秽貊入侵扰，汉朝决定将玄菟郡治由沃沮城(今朝鲜东北境域)

迁到高句丽县(今新宾永陵镇南)内。此后，汉朝为进一步巩固对辽东、玄菟这两大政治、经

济中心的治理，“发三辅及郡国恶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辽东”。

西汉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

扶余国流亡王子朱蒙，率领一支扶余人自东北松嫩流域向南迁至卒本川(今浑江)，观

其土壤肥美，山河险固，遂在卒本西山上筑纥升骨城(今辽宁桓仁五女山城)，建立了卒本扶

余国。后改国名为高句丽，成为归属于汉王朝的一个侯国。

东汉建武元年(25年)

光武帝刘秀复汉，即皇帝位，定年号建武。东汉实行州郡体制，州下辖郡及属国。时幽



东汉建武三年至东汉建安十二年·3·

州辖涿郡、广阳、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玄菟、乐浪等郡。

东汉建武三年(27年)

渔阳太守彭宠反叛，踞右北平自立为燕王。翌年被平定，右北平、辽西、辽东、玄菟等郡

复为东汉管辖。

东汉建武二十一年(45年)

鲜卑万余骑进攻辽东，辽东太守祭肜率数千人反击。祭肜身先士卒，披甲陷阵，大败鲜

卑军。此后，鲜卑在较长时间内未敢再扰辽东。祭肜对各民族地方政权广施恩信，胡夷纷纷

内附。

东汉建武二十五年(49年)

东汉为管理迁入辽西的乌桓人，增设辽东属国，为辽东、辽西两郡之间的分郡一级政区，

治所在昌黎。属县包括从辽西郡分出的昌黎、宾徒、徒河3县及从辽东郡分出的无虑、房县、

险渎3县，共计6县。

东汉永元十六年(104年)

东汉设立辽东郡西部都尉，专管辽东、辽西地区的鲜卑事务。

东汉永建二年(127年)

鲜卑寇犯辽东、玄菟两郡。乌桓校尉耿晔率兵出塞迎击，斩获甚众。鲜卑3万余众诣辽

东乞降，居于辽东塞外。

东汉初平元年I 190年)

辽东太守公孙度乘中原混战时机，自立为辽东侯，称平州牧，割据一方。占据辽东、中

辽、辽西、玄菟、乐浪等五郡之地(后公孙康又设带方郡)。

东汉初平二年(191年)

齐鲁名贤管宁、邴原、王烈等，因遭董卓之乱，浮海至辽东，“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

礼让”，安贤化俗。

东汉建安十二年(207年)

曹操率军出卢龙塞，挥师直取柳城(今朝阳)。至白狼山(今辽宁凌源东)与乌桓军遭

遇，操纵兵击之，取得大胜，斩其首领蹋顿，并乘胜攻下柳城。



·4·古代

魏太和六年(232年)

吴孙权遣将军周贺、校尉裴潜率船百艘，从海道人辽东购马，并与辽东公孙氏政权联系

以联合对魏。公孙渊决计籍吴拒魏，称藩于东吴。翌年，孙权封公孙渊为燕王。

魏景初二年(238年)

六月 司马懿奉魏明帝曹睿之命率大军东征公孙渊抵辽东。恰逢辽东连雨30 Et，辽水

暴涨。懿率兵乘船从辽口(今营口)经太子河(古称梁水)直抵襄平(今辽阳市)城下。八

月，魏军攻克襄平，斩公孙渊于首山，公孙氏在辽东50年的割据就此结束。魏统一辽东后，

将辽东地区改由幽州兼制，划分为昌黎郡(今辽西地区)、玄菟郡(今沈阳、抚顺地区)、辽东

郡(今辽阳、本溪以南地区)、乐浪郡(今朝鲜平壤地区)、带方郡(今朝鲜海州地区)五郡。

魏正始五年(244年)

九月 鲜卑向魏归附，魏置辽东属国，立昌黎郡(今辽宁大小凌河流域)，供鲜卑人居

住。

是年魏幽州刺史册丘俭因高句丽数侵叛，率步骑万余人出辽东玄菟征讨之。其兵出

今辽宁沈阳、抚顺间的“新城道”，沿浑河直趋苏子河谷进入“沸流水”(今富尔江)上，大败

高句丽军。毋丘俭“束马悬车，以登丸都(高句丽都城，今吉林省集安市)”。

西晋泰始十年1274年)

二月 晋武帝司马炎采纳幽州刺史卫瑾建议，割幽州之昌黎、辽东、玄菟、乐浪、带方5

郡置平州，州治设在辽东郡襄平，辽西郡仍属幽州。

西晋咸宁二年(276年)

十月 晋置平州刺史和护东夷校尉，管领东北诸少数民族。晋派鲜于婴为平州刺史。

晋太康二年(281年)，鲜卑攻扰辽西，鲜于婴率兵击败鲜卑。

西晋太康六年{285年)

鲜卑部众迎立慕容魔为王。慕容虎攻扰辽西，杀掠甚多。西晋朝廷命幽州刺史讨伐。

幽州刺史出兵大败慕容庞。

西晋太康十年1289年)

五月 鲜卑慕容庞遣使向晋请降。晋武帝拜慕容虎为鲜卑都督。庞因辽东(今辽宁大

凌河以东)僻远，迁居徒河之青山(今辽宁义县东北)。元康四年(294年)，慕容魔徙居大棘

城(今辽宁义县西北)。



东晋太兴四年至东晋太元九年·5·

东晋太兴四年(321年)

三月 晋元帝封慕容庞为辽东公，都督幽平二州、东夷诸军事。

东晋咸和八年(333)年

辽东公慕容魔卒，其第三子慕容鱿继立，其弟慕容仁惧不见容，逃据平郭(今辽宁熊岳

东)起兵自立。慕容鱿派兵伐仁，被击败于汶城(今辽宁营口东南)北，慕容仁遂割据辽东、

玄菟之地。至咸康二年(336年)，慕容仁割据势力始被平定。

东晋咸康三年(337年)

十月 慕容鱿自立为燕王，设都城于棘城(今义县西)。其子慕容侑于352年称帝，国

号燕，史称前燕。前燕所置州郡在今辽宁省境内的为平州所属辽东、玄菟、昌黎、冀阳、成周、

营丘、唐国、乐浪、带方等郡。

东晋咸康四年(338年)

后赵石虎率军进遏燕都棘城，慕容鱿率部坚守城池，赵兵久攻不克，乃被迫退兵。前燕

兵趁机出城追击，俘斩3万余级，赵兵大败而还。

东晋咸康七年(341年)

正月 前燕王慕容鱿改柳城为龙城(今朝阳市)。翌年，迁都龙城。

东晋建元二年(344年)

前燕出兵攻打辽西宇文氏鲜卑割据势力，取得胜利，克其都城紫蒙川(今辽宁朝阳西

北)，字文鲜卑余众北徙大漠。

东晋太和五年(370年)

前秦苻坚灭前燕，并平州人幽州，前燕所领东北各地尽属前秦。

东晋太元五年(380年)

前秦克和龙，分幽州置平州，领昌黎、辽东、玄菟、乐浪、带方、辽西6郡，以平州刺史驻龙

城。

东晋太元九年(384年)

前燕慕容鱿之子慕容垂趁前秦兵败淝水衰微之机起兵复国。史称后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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