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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源县志》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

下出版问世，实为凌源62万人民的一大喜事。这是时代的新篇，是精神文明建设

的成果，是凌源人民的共同心声和愿望。它作为记述凌源地区自然和社会的历。z、

史与现状的一部志书，为凌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历史的借鉴和现实

的依据，为子孙后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其意义极其重大而深远，我作为一

任凌源市委书记，有幸为此作序，不胜感奋。 j，

凌源作为红山文化的发源地，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地处辽冀蒙三省交界的

特殊地理位置，构成了凌源独特的自然优势，自古以来，这里一直是东北与中原

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天然通道；京沈公路、锦承铁路并贯东西，魏塔铁路蜿蜒西

南，纵横交错的网状交通，为凌源经济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牛河梁红山

文化遗址出土的以女神头像为代表的一批珍贵文物，不仅使三皇五帝的传说找

到了实物依据，而且充分显示了凌源古老的文明；多少年来，广大凌源儿女在这

块沃土上生息繁衍，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动人心魄的历史篇章。凌源人民一直

有着强烈的愿望，修一部地方志书，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1980年，中共凌源

县委、县人民政府应广大群众要求，决定编修《凌源县志》。县志编纂办公室的同

’志们，历经13度寒暑春秋，跋山涉水，万里奔波，广征博采，历尽艰辛，从浩如烟

海、纷繁复杂的史料中，寻觅历史的足迹，案牍劳形，精心著述，严谨求实，几易

其稿，用智慧和汗水，终于使百余万字的《凌源县志》得以成书，实现了凌源人民

的夙愿，完成了有益当今，荫及后人的可贵事业。在此，我怀着无比喜悦和崇敬

的心情，衷心祝贺《凌源县志》出版。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凌源县志》行有准则，编有条理，详今略古，史料真

实。这部志书上限始于1840年，下限止于1985年，凡此期间凌源境内的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发展缩影，风土、人情、地理、自然的演变过程，无不尽收其内。该

书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堪称凌源“百科全书"、“信息宝库’’，是可资人们了解凌

源过去，研究凌源现在，建设凌源未来的案头之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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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序一

凌源撤县设市，美好前景更加可观。但要建设好凌源，首先要研究凌源，认

识凌源，只有这样，才能加快振兴凌源，繁荣凌源。值此《凌源县志》出版之际，祝

全市人民鉴古知今，奋发图强，团结一心，开拓前进，为建设繁荣富庶的新凌源

做出贡献，不负前人、今人和后人。

中共凌源市委书记 陈国昌

1993年9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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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载寒暑成巨著，千年历史展春秋。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新编《凌源县志》

终于付梓出版，同全市人民见面了，这是凌源文化史上的又一盛事。本人作为现

任凌源市市长，倍感欣慰，故提笔作序。 l

盛世修志，再现辉煌。凌源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远在旧石器时代，今

凌河两岸就布满了先民的足迹。而距今5500年前，一个具有国家雏形的原始文

明社会在此诞生。被誉为“东方文明新曙光”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就是例证。

凌源自秦始设县治，到清初已发展成为塞北的重要商品集散地，联结关内外的

重要交通枢纽。新中国成立后，凌源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励精图治，艰

苦创业，发展经济，繁荣社会，取得了巨大成就。1991年12月撤县设市，又开始

了新的历史征程。通览凌源数千年历史，则是一部由古老文明走向现代文明的

发展史诗。今将此详记在案，集史成书，将是一项慰藉先祖、遗富子孙的文化工

程。可喜可贺的是历经14个春秋寒暑，这一宏图伟业得以大功告成。

盛世修志，以鉴后人。唐太宗李世民曾留言世人：“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

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纵观古今历朝历代，其著史修志的目

的在于以史为镜，以益后人。凌源自清朝乾隆三十八年始修志，到1946年先后有

3部志书(稿)问世，为今再次重新修志奠定了基础。新编《凌源县志》在原史志的

基础上，取长补短，去伪存真，不仅详实地再现了凌源人文地理、民风民俗、社会

变革与发展，且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重笔记述了近代凌

源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及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全书共33卷129章366节，计

110万字，业经有关专家、学者评审通过，朝阳市政府批准。新编《凌源县志》的出

版，是凌源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大喜事，她对凌源未来的发展与进步必将起到

巨大的推动作用，为世人了解凌源，为后人知晓凌源提供了有字可考的文献。因

此，作为当今的凌源人乃至后世子孙们，不但要通过此志书了解历史的过去，更

重要的是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和借鉴历史，从而推动未来历史的发展。

盛世修志，功在千秋。《凌源县志》编纂工作始于1980年。在历届市(县)委、

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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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在全市人民的共同关注与支持下，在县志编委会及全体修

志人员的艰辛劳作与努力下，历时14年i全部工程在搜集资料4280万字，整理

资料汇编520万字，完成专业志57部的基础上总纂成书。可以说新编《凌源县

志》是众人智慧与劳动的结晶。原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沐林同志甘愿清贫，

弃官修志。十几年来，他带领修志同仁上山下乡，行程万里，求源探迹，谋篇遣

句，成此巨著，功不可没。这种孜孜以求、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实为我师，其淡泊

名利、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实为老者风范、幼者楷模，其人其事将与此志共存。

在新县志编纂过程中，曾得到省、市地方志办公室，以及沈阳、丹东、鞍山、

阜新、抚顺、本溪、铁岭、盘锦等市志办领导的热情关怀与支持，曾受到辽宁大学

刘维治、王晓岩等专家学者及省内外凌源同乡的无私帮助与指导。《中国环境

报》副总编杨兆三同志为此志亲笔题字。借此机会对上述同仁深表谢意。

新编《凌源县志》是一项浩繁的社会工程。在历史资料匮乏、缺少修志经验

的情况下，虽历时14载，几易其稿，几经审定，但其疏漏之处、遗憾之笔在所难

免，诚望专家批评，众家校正。我深信凌源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一定会书写出更美好更辉煌的未来发展史。到那

时，我们再重提此笔，续书此志。
’

综上所言，实为我的一点心里话，权作志外之志。

凌源市市长 雷达

’

1994年元月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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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凌源县志》即将问世了。这是凌源文化史上的壮举，是凌源修志史上

新的丰碑。1983年以来，我有幸主管《凌源县志》的编修工作，在此功告垂成之

际，感到由衷的欣慰。

凌源历史上曾修有三部志书。最早的一部是清乾隆三十八年由理事通判哈

达清格编修的《塔子沟纪略》，第二部是民国18年由县人宫葆廉主编的《凌源县

志》，第三部是1946年县人朱雨三编修的《凌源县志》。综观三部志书，虽有许多

可资借鉴之处，但是从内容上看，大都重人文、轻经济，或年代欠考，或史料欠

详，缺乏经世致用的实用性。新编的《凌源县志》以马列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本

着尊重历史、尊重科学的求实精神，采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新体例"进行

编纂。在内容上，遵循“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异略同”的原则，力求真实、全面、

系统地记述凌源地域的历史、地理、自然、社会的由来、发展与现状，突出时代特

“点和地方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可谓凌源县的《小百科全书》。对于在这块土地上

的从政者来说，它是一部难得的《资治通鉴》；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

来说，又是一部很好的爱国主义、革命传统、社会主义教育和热爱家乡教育的生

动教材。 ·

新编《凌源县志》是凌源县修志史上最大的文字-r程。其上溯中华民族文明

起源和五六千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下限至1985年底。从1981年开始编纂至

今，历经14个寒暑。它确实凝聚着五届县(市>委、县(市)政府和全体修志人员的

心血和汗水。特别是原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沐林同志，不但率先倡导，而且身

体力行，其以花甲之年，弃官修志之举，感动县内上下，名传省市内外，实为难能

可贵。在沐林老部长及李兴坡、梁文海、陈东青、李国义等同志带领下，县志办公

室全体人员及县内各系统修志人员，行程几万里，破书近千卷，风餐露宿历尽艰

辛，走访、函调当事人或知情人千余次，十二改篇目、五易其稿，付出了大量心血

和劳动。他们这种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必将感召后人、永志

史册。1990年3月，朝阳市人民政府邀请省内及各市地方志专家40余人，评审

．_1斗．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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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源县志》初稿之时，我以凌源县人民政府主管县长身分带队与会参评，省内

专家对凌源县志初稿给予很高评价，回顾14度寒暑，修志人员历尽艰辛，想到评

稿会上的美誉，我曾在这次会上即兴赋诗酬报修志全体同行，“字斟句酌几经

时，晓钟更漏日迟迟。修志成书千古事，优劣得失寸心知。一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值此新编《凌源县志》即将出版之际，谨此数语，权以

为芹。
●

●

中共凌源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于德

199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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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实事求是地记逍本县的历史与现状，力求时

代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的资料，取自沈阳、大连、长春、

北京、南京、石家庄、呼和浩特等地档案馆、图书馆及本县档案馆和考古资料、．历

史文物。旧志书、回忆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资料，由县直机关各部门提

供。为节省笔墨，志书所引资料概不注明出处。

三、既“洋今略古’’，又“贯通古今"。记事上限，尽可能从事物发端写起，下限

大致迄于1985年末，个别章节有所延伸。

四、编纂体例，坚持横排竖写，纵横结合，采用分志并列体。除卷首外，设行

政建置、县城乡镇、人口、自然环境、农业、农机、果蚕渔业、林业、水利、畜牧业、

工业、交通、邮电、城乡建设、商业、粮油物资、地方名特产、工商管理、财税、金

融、政党。群众团体、政权政协、民政劳动人事、司法、军事、教育、文化、科学技

术、卫生体育、社会、人物、附录等33卷129章366节。

五、本志以述、记、志、传、图、表、录为主要表述形式，志为主体，图表随文设

置。

六、对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记述，不设专卷，分散于大事记及有关分志之

中。
、

七、人物，坚持生不立传原则。立传的是对社会历史发展起推进或阻碍作用

的人。当代主要人物作简介，列于烈士英名录后。

八、县境变化较大，志书所记内容以今凌源县境为主，但综合性数字为当时

全境域总数。 一

九、断限内的历史分期和称谓，1912年(民国元年)1月1日至1949年9月

30日为中华民国时期，简称民国时期。其中：1931年9月18日至1945年9月2

日为东北沦陷时期，简称沦陷时期；1945年9月3日至1949年9月30日为中国‘

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简称解放战争时期。1949年10月1日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时期．，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限，简称建国前或建国后。

十、纪年的书写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记朝代、年号，后注公元纪．

2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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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二律使用公元纪年。清朝及以前，使用汉字书写年

代，民国以后使用阿拉伯数字书写年代。

十一、计量单位名称、符号，按国务院1984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

计量单位》的规定，采用国际单位制。

十二、本志数字按国家语委等七部门发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

行规定》书写。 。

十三、本志所引用的数据，建国前为历史档案数据，建国后除注明者外均为

统计部门数据。
‘

十四、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用当时历史惯称。地名除必要时采用历史名称

外，均用现行标准地名。

～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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