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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昌县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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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地记载全县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及其现状，力求思想性、科学性、

资料性的统一。 ∥

二、本志贯通古今。上限基本起于1840年，对有些需探本求源的内容，则

上溯，下限到1985年末。
’

三、全志由概述、大事记、分志、人物、附录五个部分组成。概述，综叙

县情，总括全书。大事记，纵贯古今，记叙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有关大事、要事。

’分志，横排门类，纵述史实，设建置沿革、自然地理、农业、林业、畜牧业、

果蚕、水利、农业机械、乡镇企业、工业、城乡建设、交通邮电、电力、商业、

‘财政税务、金融、综合管理、党派群团、政权政协、’公安司法、军事、科技、

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社会、人口、民族等分志。人物，记载烈士、名人

和先进个人。附录载有修志始末。分志按编、章、节、目顺序排列。概述、大

事记、人物、附录不列入编的序列，不设章、节。

四、分志按事物性质设编、章、节、目，不受现行行政管理的限制。相同

事物，不分隶属、编入同一编、章。 ～

五、本志编纂方法，以类系事，横排竖写，力求横不缺项，竖不断线，横

竖结合，经纬分明。由于建昌有史以来第一次编纂志书，对建国前各历史时期

的史实适当记述，以便使读者全面了解建昌历史。

六、体例。概述，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大事记，为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

结合。其余用记述文体，只记事实，不作评述，寓观点于事实之中。

七、历史纪年。辛亥革命前用汉字记朝代、年号，夹注公元纪年。辛亥革

命后一律用阿拉伯数字书公元纪年。

八、政区及机关名称，均系当时名称。地名，除必要时用历史名称外，均

用现行标准地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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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计量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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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国际计量单位制。

十、数字。以县统计局统计资料为准，参考各业务单位数据。

十一、人物。生不立传，立传人物，以对社会发展有推动或阻碍者为主，

其中正、反或县内、外都有。只记事迹，不作评述。不区别人物类别。以卒年

为序。’ ·

十二、数字书写。按国家语委等7部门发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

试行规定》书写。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字，习惯用语、词汇、成语、

专门名称和表述性语言的数字，则用汉字。 ：
∥- 。-

十三、本志资料来源于各级档案部门所藏有关档案、专业志和乡镇志、各

部门工作总结以及搜集的正史、家谱、报章、刊物和专著，还搜集一些有关人

士的回忆，口碑资料，经鉴别载入。除行文直接点明者外，均未注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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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一l

序 _

。《建昌县志》的出版问世，是建昌县58万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大喜事。它

填补了建昌县史志编修的空白，为人们研究县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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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志乘之书，做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建昌县

志》，上限始于1840年，下限止于1985年，凡此间建昌境内的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的发展缩影，风土、人情、地理、自然的演变过程，无不尽收之内。

内容翔实，包罗万象，可谓建昌之。百科全书"、“信息宝库”。

《建昌县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用新的

材料、新的观点、新的方法，记述了建昌的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既有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老区人民为民族解放而前仆后继的光荣史，也有建国以来

建昌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脱贫致富的前进史，同时还客观地记述了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中出现的失误。这种实事求是的编纂思想，注重客观的编纂风

格，突出体现了志书的地方特色。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建昌县志》行有准

则，编有条理，详赡赅洽，详今略古，重点详记了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建昌县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志书充满着浓重的时代特色。当然，瑕

疵之处亦为难免，随着岁月流逝，后人定能裨缺31、漏。

。编纂《建昌县志》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建昌县志办成立于1980年8

月，为了尽快完成编写县志的繁重任务，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短短几年

时间，修志者广征博采，搜集了7 00余万字的社会和自然方面的资料，整理．o

装订了340多卷，同时广泛发动社会力量，组织编写乡镇志和专业志，建昌大

地出现了众手修志的喜人景象。全体修志人员几易寒暑，案牍劳神，终于如愿

以偿，使《建昌县志》得以成书，他们的劳动，应该得到今人和后人的尊重。

。编纂期间，县内外有关部门，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和无私的帮助，曾在建昌

工作的老同志给予热忱的斧正和指导。在此，谨致谢忱。

身在建昌，一定要研究建昌，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建设建昌，振兴建昌。

借撰拙序之际，祝全县人民鉴古知今，奋发图强，开拓前进，莫负前人、今人

和后人。 ．

、原中共建昌县委员会书记 姚 样
198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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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昌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民风淳朴，人杰地灵。大凌河、六股河发源境

内，大青山、大黑山巍然屹立。多少年来，建昌儿女在这块沃土上生息繁衍，

谱写着历史上可歌可泣的篇章。全县人民一直有着强烈的愿望，修一部志书，

记述建昌人民开发自然与社会活动的历史和现状，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翔实的资料依据。1980年，中共建昌县委、县人

民政府决定：编修《建昌县志》。县志编纂办公室的同志们，历经9度春秋，万

里奔波，广征博采，从浩如烟海、纷繁复杂的史料中，寻觅历史的足迹，案牍

劳形，兢兢业业，严谨求实，多次易稿，用智慧和汗水，终于使百万字的《建

昌县志》得以成书，实现了全县人民的夙愿，完成了有益当今，荫及后人的事

业。我怀着无比喜悦和崇敬的心情，祝贺《建昌县志》出版。

这部志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

观点，认识和研究建昌的历史，尊重史实，去伪存真，实事求是，基本上达到

观点正确，内容翔实，资料可靠，充分体现出时代风貌和地方特色。

这部志书把上溯千年，下至1985年期间，包罗万象的诸多史实，科学地

融合在一起，贯通历史，详今略古，构成了一个体例得当、合乎逻辑的有机整

体，给今人及子孙后代创造了宝贵的知识财富。 、、

。这部志书是教育全县人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好教材。鉴古知今，建昌

有史以来一直比较贫困，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

民生活才得到巨大改善，各项事业得到飞速发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建昌人民坚持改革开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只要全县人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努力创业，一定会建设出一个繁荣富庶的

新建昌。 。t

7

编修县志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工程。在《建昌县志》编修过程中i得到上级

主管部门、各行各界人士及在建昌工作过的老领导、老同志的热情支持和帮

助，得到省内、外有关档案部门的大力支援，值此《建昌县志》出版之际，一

并致谢，并希望对这部志书的瑕疵之处予以指正，使后续《建昌县志》更加完
兰
岁℃o

‘

。 。． 中共建昌县委员会书记 南风坡
198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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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昌地处辽宁西端，这里山峦起伏，土地少而脊薄。千百年来，建昌人民
’ 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栖，辛勤耕耘，收获着劳动的果实。

他们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在艰苦的生活中磨练了自己的意志，造就了刚强的

品格和聪明才智。
’

‘．

建昌虽系山区，却为西路进关之要隘，故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这里的人

民，热爱家乡，保卫家乡，积极建设家乡，有着渊源流长的传统美德和民族意

识。许多热血男儿诸如郑桂林、邓文山、邓文风、王国瑞等为保卫家园、驱逐

外虏而浴血奋战，直至献出血肉之躯。 一

j 建昌资源丰富，尤其是矿产资源品类繁多，储量颇丰。这在《志》中自有

详述，勿庸赘言。近年来，我县正在上下同心协力，充分发挥自有资源优势，

对其予以大力开发利用，加速经济建设和脱贫致富。

值此政通人和、百业待兴之际，县政府为引前车之鉴、振当今之业，特修

志以备考。专设机构，拨付资财，广征多才之仕，终得以成就盛世修志之大业。

一书在手，百谜可解。这部志书集百业之纵横，贯千年之表里。读后可使

人在脑际中勾勒出整个建昌的历史画卷。她翔实地记载了我县各个历史时期

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习俗、风土人情等史实，为进一步开发建昌、

建设建昌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参考和借鉴。

认识建昌、研究建昌、．振兴建昌是我们之神圣使命，建昌丰富的资源亟待

我们去开发、去利用，我们只有在确认这一点的基础上，上和下睦，尽心竭力

地、扎扎实实地工作，眼睛向内，站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方为我县致富之唯一途径。

县志办同志不畏劳苦，历尽艰辛，图广收博采而不惧长途跋涉大半中国，

为甄别真伪数次寻访遍及建昌，为使此书早付诸印刷不知耗费多少原属自己

之时日。足见匠心之良苦，历近十年，凡十数易，终成百万言之巨著。此书之

成，开建昌修志之先河，在建昌史上记下了光辉一页。在此，我代表本届政府

和建昌人民向几年来致力于修志的工作者们致以至诚的谢意!向在撰写县志

过程中，对修志工作给予支持的省内外有关单位和同仁们表示衷心的感谢I

我来建昌时间虽短，但在与建昌人民的接触共事中，通过在建昌的工作实

践，深深感到，建昌大地，人杰地灵，建昌人民勤劳勇敢。我相信，在中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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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有建昌的丰富资源，有建昌人民的勤劳品格，有全县各民

族的艰苦努力，建昌的明天将是灿烂辉煌的，建昌大地必将出现勃勃生机。

缘此，闻县志办同志约我为《建昌县志》作序，恭贺之余，我欣然命笔于

此。
’

建昌县人民政府县长 刘宝珊．
1992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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