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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为两个文明建设

开化史上，创造了灿烂

民族的灿烂文化．是编

于地方志的编写，可谓

博荟文明，光照来人。

治，经济，社会，文化

，是海城县解放后，以

方百科全书。它为海城

人民了解和研究县情的

等县的设置，隶属辽东

县至今々已有2 000余年

河下游，水势游洄；中

济繁荣，交通发达，古

县志》，光绪三十三年

国a3-,T-(1q24-,T-)，民

，轻经济，为封建统治

建主义，但它却成为我

们新编社会主义新方志的资料宝库。

修一部人民的志书，记述海域县人民开发自然与社会活动的历史和现状，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提供翔实的资料，这个愿望解放后三十多年来始终蒙绕在海城人民的心头。

1980年10月，中共海城县委决定，实现人民的心愿。鳊修《海城昙志、>。六个寒暑逝去，

县志编纂委员会及全县各行各界人士广征博采，十议篇目，九改其稿，终于编纂成篇。这

是海城县百万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借《海城县志》出版之际，祝全县人民鉴古知今， 。解放思想，立志改革，开发海

城．致富人民’，为建设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富裕幸福的新海城，为中华振兴．民族强

盛做出新的贡献，谱写壮丽多彩的新篇章。

V。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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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慕绥新

新编《海城县志》孕育六年，现已问世。

此志按原设计，叙事上限起于鸦片战争，下限断于1981年底。鳊纂工作从1980年动

笔，至1984年11月完成送审稿。正位出版之际，1985年1月国务院批准海城撤县建帝。为贯

通历史，保持县志史实资料的完整性，故将下限廷至1984年底，即以撤县建市为分野。这

样此志尚欠一篑之功，故又用二年时闻对原稿进行增补修订。现已竣事。

志乘之书，向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修志借鉴．更为古往今来人们所重视。然

而，旧志虽广收博采，但仍有挂漏之处。为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新编《海城县志>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资料，实事求

是地记载了海城的历史和现状。客观地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进程，重点记述了海城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及正反经验。所记吏实，均正本清源，去伪存

真，行有准则，鳊有条理。举凡经济，政治，建置沿革，文化科技．武备兵防．山JlI形

胜．风俗民情，无不尽收其内。洋洋大观，内容翔实，上溯千年，纵横百里，下至当今，

包罗万象。可谓海城之。百科全书。、 。信息宝库’．。

编纂《海城县志》是一项庞大复杂的工程。全体修志人员历经六度春秋，案牍劳形，

翻阅图书和档案2 000余卷，摘录百家杂说和资料l 000多万字，得以成书。为资治存史填补

7空白，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的劳动，理所当然地应该得到今人与后

世的尊重。编纂期间，原籍海城和在海城工作过的老干部，提供了资料，中央和省有关部

门的专家，学者，热忱斧正，这里谨致谢忱。．

新编《海城县志≯较之旧志，体倒融合，文风朴实，详赡赅洽。然瑕疵之处亦为难

免。随着岁月流逝，后续《海城县志势者，当裨缺补漏。

众推为志再序，难为得体，仅此数语，表示祝贺。·



凡 例 3

屈 例

l，《海城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运用新观

点，新方法、新资料，贯彻。存真求实’的精神，详今略古。系统地记载海城地区自然和

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

2，本志叙事上限起于1840年，下限理应止于1985年．以便把。六五’成就全部记录

下来，但因1985年正值海城撤县建市，故将下限定为1984年。为贯通历史．综述始末．部

分内容追本溯源不受此限。

3，全志将概述，大事记列为卷首，提纲挈领地综述本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的

轮廓及其内在联系，以此总领全书。下分地理，地震．政权，党派社团．政事活动．军

事．农业，乡镇企业．工业交通邮电、城乡建设．财贸，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

社会．人物等16编，展示本县历史面貌及其各项事业的发展规律。附录殿后，以作本志结

尾。

4，为求体例与内容相适应，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按编．

章，节多层次，纵横结合的框架编纂。《海城县政区图》．《海城镇街区图莎，《海城一

瞥殄置于卷首，各种图表，照片分别插入各章节之中。

．5．为便于阅读，除卷首设概述外，各编冠以不列目的编述，阐述本编的梗概。

6，为突出地方特点，对远销世界各地的海城镁砂．滑石，丝绸，陶瓷，闻名东北的

乡镇企业．以及震惊中外的海城地震，均设专编专章，加以叙述。

7，人物编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以本籍为主，非本地出生，但长期居住本地并有突

出业绩者，本编亦一并予以立传。凡在世人物，确有可记述的事迹，坚持以事系人，在各

编分述。对革命烈士编以。英名录”。

8．历史朝代，沿用明，清．中华民国等通称t中华民国简称。民国’；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前(后)．简称建国前(后)；日本侵占东北时期建立的傀儡政权称。日伪政

权。。

9．大事记的年，月，日采用公历．加括号注明朝代年，月，日；各编章中的纪年，

一律采用朝代纪年和夏历年．月，日，加括号注明公历年．月，日．以还历史本来面目。

lo，数字用法，按国家语委等七个部f-J<<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用阿

拉伯数字书写；清代以前王朝纪年和夏历纪年用汉字，中华民国以后用阿拉伯数字书写。

11．公元纪年，在公元999年以前， 。公元。二字不省．公元1000年以后，一律省掉

。公元’二字。 ，

12．全志资料，大部录自中央，省，市，县档案馆及本县各乡镇．各部门编写的史

斟。选用时不再注明出处．如有争议．多说并存#一小部分摘自有关书籍，报刊，杂志或
回亿冢，均用脚注说明，以资考证，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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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规范的语体文．力求文风严谨．朴实．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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