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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粼姜肖洪昌市人民政府代市长1”、。

始纂于1985年的《朝阳市志》将分四部出版。这是朝阳市历史发展进程中一

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事，也是一个造福当代、惠及后世的益事。

朝阳已有5500多年的文明史，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朝阳的发展史

上，勤劳睿智、自强不息、勇于进取的朝阳人民为开发、保卫、建设朝阳进行了前赴

后继、艰苦卓绝的斗争。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朝

阳人民英勇抗争，浴血奋战，为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很大牺牲，创造了许多

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新中国成立后，全市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以

改天换地、当家做主的气概建设家园，使朝阳这块古老的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朝阳人民始终坚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取得了经济大发展、

面貌大改变的辉煌成就，出现了政通人和、物阜民安的新局面。这其中有许多生动

的史实需要记载，有大量的珍贵资料需要辑存，有丰富的经验需要总结。及时、准

确地把朝阳历史变迁记录下来，把朝阳人民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斗争业绩载入

史册，使之代代相传，是历史赋予我们当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朝阳市因设置较晚(1959年建市)，未曾修过志书。清乾隆三十八年纂修的《塔

子沟纪略》，中华民国年间纂修的《朝阳县志》、《凌南县事情》以及在本次修志过程

中发现的手抄本《建平县志》，仅分别对凌源市、喀左县、朝阳县、建平县的概况做

了简单的记载。就全市范围而言，《朝阳市志》可谓是第一部志书。

新编修的《朝阳市志》，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本着实事求是和略古详令的原则，系统翔实地记

述了朝阳的历史和现状，客观展示了朝阳的兴衰变化历程，全面介绍了朝阳的优

势条件、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成就，突出了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这部志书，在内

容上做到了资料丰富，归属得体，门类齐全，重点突出，立足当代，贯通古今；在写

法上，文风朴实，言简意赅，结构严谨，详略得当，较好地体现了思想性、科学性、资

。料性的有机结合。《朝阳市志》的出版，对于深刻认识朝阳市情，探求工作规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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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经验教训，加快朝阳经济和社会发展步伐大有裨益，必将有效地服务于当代，广

泛地流传于后世。

编修《朝阳市志》是一项浩繁而又艰苦的综合性文化建设工程。它的成书和出

版，是全体编修人员辛勤劳动的成果，也是各级党政领导和各行各业专家学者热

情关怀、大力支持，诸多热心修志人士积极为修志部门提供历史和现实材料的结

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值此《朝阳市志》第一部出版之际，谨向关怀和支持修志工

作的各单位和领导、专家学者表示感谢I向为修志而不辞辛苦、精心著述的全体编

修人员表示感谢J

由于初次修编成书，经验不足，疏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界人士指正。

1996年10月8 Et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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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明

《朝阳市志》的编纂工作，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的原则，在中共朝阳市委和

朝阳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市直各部门和各县(市)区的积极支持下，全体修志

人员历经11个春秋的艰辛劳动，《朝阳市志》第一部终于出版了。

新编修的《朝阳市志》规模宏大，其内容包括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科技、文

化、人物等类编的记述。现在编纂出版的第一部志书总体篇目分为：总述、大事记、

建置区划、自然环境、地名、党派群团、政权政协、县(市)区概况等。通过对上述内

容的翔实记述，会使人们全面地了解朝阳的悠久历史和当代市情变化，更好地为

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朝阳市志》的编纂工作，始于1985年初。在十多年的历程中，市委、市政府始

终加强对修志工作的领导，成立了朝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历届编纂委员会都

由市委主要领导挂帅。原市委副书记房果大，原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罗

彬，原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李玉臻，原市委副书记张锡林，原市政府副市

长张希凤，原市政府秘书长(现人大副主任)赵宇，原市委副秘书长魏熊飞，原军分

区副司令员吴海水(现任市委常委、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等领导同志曾相继担

任市志编委会主任或副主任，现在主持市政府工作的市委副书记、代市长肖洪昌

同志和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华玉玺同志主管史志工作。各位领导为《朝阳市志》

的编纂审定出版做出了积极贡献。

编修《朝阳市志》，是一项承前启后且任务艰巨的学术文化建设事业。我市的

修志工作大体经历了组建机构、培训修志队伍、制定市志编纂方案与篇目总体设

计、资料收集、组织编写，志稿审定、总纂评审、定稿出版等工作程序。朝阳市地方

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作为常设机构于1985年初正式成立，市直各修志单位相继

组建了编委会和修志班子，各县(市)区建立了县(区)志办公室，多次举办培训班

培训了修志队伍；市志编纂委员会专门召开4次修志工作会议，通过了《朝阳市志

编纂方案》和《朝阳市志篇目》，后经4次修订确定了篇目并落实了编修任务；1986

年初，市志编委会又批准了《朝阳市地方志工作“七五"规划方案》，使修志工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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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按计划进行，以后又制定了“八五”规划方案，还制定了《关于志稿编写规范的

若干规定》、《朝阳市修志工作责任制奖惩办法》和《朝5El市志编纂实施方案》。这一

系列的工作方案和业务规范，为地方志编修明确了目标，规划了总体蓝图。198'7

年，各修志单位编写的73部专业志稿基本完成。1989年市志工作进入总纂阶段。

按省地方志办公室下发的关于确保新志书质量的文件精神，1989年年底，市志编

委会召开第四次全会，提出了市志总纂阶段的任务和要求。1990年，综合志稿和专

业志稿陆续进入编审处理阶段。

编修地方志是一项光荣的历史使命，也是一项系统工程，从1985年市地方志

办公室建立起，市委、市政府就注意加强领导班子建设，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志

办公室的领导干部流动较大。包益勤、金振华、阎洪茂、何宝元、王殿臣等同志先后

担任过市志办领导工作，为市志编修做出努力。于超、戴言、黄承瑞三位老同志曾

被聘为顾问和副主编，直接参与修志。王文轩、刘兴邦、李连弟i于春阳、谢连祥等

老同志，为朝阳市志的资料搜集整理和编纂工作付出了辛劳。

1994年8月，市地方志办公室与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在机构改革中合并，组

建了朝阳市史志办公室，郭亨同志任主任，赵永会、杜东川同志为副主任，集中力

量、集中精力对志稿重新进行审改和补充。1996年5月，《朝阳市志》(第一部)志稿

评审会在朝阳召开。辽宁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编审苏长春，沈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主任卢鸿泉、副主任李国鸿，鞍山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编审陈国山，阜新市地方

志办公室主任、副编审杨柏林，承德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王富鹏等对《朝阳市志》

(第一部)志稿进行了评审，提出了进一步修订的意见。市委常委、秘书长华玉玺同

志在评审会上讲了话；市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金振华同志参加了会议。会

后，没有来得及参加评审会的赤峰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孙小雷、锦州市地方志办公

室的白俊山、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的王万涛、盘锦市地方志办公室的王颖等同志专

门发来了书面材料，对《朝阳市志》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编修人员又拿出半年

多的时间进行修改，最后定稿。

在《朝阳市志》(第一部)编纂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有关专

家、北京社会科学院有关领导的帮助指导；得到了辽宁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编审

苏长春，辽宁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副编审王炜邦、李发同志的关心指导；还得

到了国家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考古研究

所和内蒙古、河北、吉林等地的档案馆，朝阳市档案馆、朝阳市博物馆、牛河梁考古

研究所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同时还得到了各县(市)区和市直各部门修志人员的大

力协助，中共朝阳市委办公室、各县(市)地方志办公室提供了照片，朝阳市财政局

在经费上给予大力支持，辽宁大学出版社对志稿进行终审并提出了修改意见，辽



宁美术印刷厂、朝阳日报社印刷厂承担了全部印刷装帧任务，在此一并表示感谢I

《朝阳市志》是新中国成立后朝阳市的第一部志书，按市志规划，新编市志将

分为四部出版，现在出版的第一部约80万字，其他三部将陆续出版。由于我们编

修人员的水平有限，经验不足，错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指正。

编者

1996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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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朝阳市志》是新中国建立后朝阳地方第一部新编市志。本志以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详今

略古的原则，全面地记述朝阳市辖行政区内的自然、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做到

思想；：生、资料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记述时间断限。上限基本起于1840年，下限止于1985年，为了让人

们了解朝阳古代史，有些内容上溯寻源。全志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记述

重点，以突出时代特色。历史纪年，1949年以前采用中国纪年法，同时加注公元纪

年；东北沦陷时期仍以民国与公元纪年。1949年10月1日以后为“建国后一，一律

使用公元纪年。

三、志书记述内容与总体设计。主要分为总述、建置区划、自然环境、党派团

体、政权政协、政法、军事、城建、交通邮电、工业、农业、商业贸易、财政金融、经济

管理、科学技术、教育体育卫生、文化新闻、社会、人物、县(市)区概况等编类，并分

综合志和专业志等四部出版。

四、文体。本志以记述体为主，同时，传、述、图、表、录诸体并用。采用编、章、

节、目结构层次，横排竖写。

五、称谓。地理、政权、职官等名称，沿用历史通称。历史地理名称必要时加注

现地名。人物称谓不加职务称呼。从1931年9月18 E1日本侵略军攻打沈阳北大

营，不久侵占整个东北地区，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称“东北沦陷时

期’’。从1937年“七·七事变一，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称“抗日战争时期一。

日本投降，国土重归一统，称“祖国光复一j从1946年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称“解放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称“建国后一。中华人民

共和国称“新中国"。东北沦陷后，日本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建立的满洲国，称

。伪满"，其军队称“伪军一，其统治时期称。日伪时期”。

六、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凡立传人物，都是历史上有重要贡献或重大影响的本

籍已逝者。在世重要人物采用简介、表录等形式入志。

七、统计数字与计量单位的使用。全市性统计数字以朝阳市统计局公布的数

字为准，计量单位按国家规定执行。历史资料中的旧计量单位依时照录，较为重要

的加注现行计量单位换算值。建国后的按现行规定计量单位换算。

八、本志采用的资料由各级修志单位提供，不再注明出处。对争议较大者，采

取诸说并存的方式收录。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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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述

朝阳市地处辽宁省西部山区，历史悠久，

可称中华5000年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文化

之灿烂，历代史志典籍多有载誉。朝阳自古以

来就是中国东北与中原联系的纽带地区。因

而又形成了多民族融合发展的东北历史名城

地理位置

和塞外历代战略要地。朝阳市辖6县(市)2

区，总面积22891平方公里，总人口355．03

万，是辽宁省幅员较大的行政辖区，也是辽西

地区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自然概况

朝阳市位于辽宁省西部，辖境居东经

118。501至121。17’和北纬40。25。至42。22’之

间，东西跨度约165公里，南北跨度约216公

里，边界周长约980公里。北与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及哲里木盟接壤，南与辽宁省锦西市

及河北省秦皇岛市毗连l东与辽宁省阜新市、

锦州市为邻，西与河北省承德市、秦皇岛市交

界。

朝阳市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自古以来为

塞外战略要地。从原始人类生息开发始，历代

建置、移民、征战以至帝王东巡。相继开辟的

无终、卢龙、平冈、傍海4条中原通往东北的

古道，都路经或通达朝阳市境内。因此，朝阳

市在古代巳经成为中国东北与华北以至中原

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地区．如今

的朝阳市正处于西部京津城市群与东部辽沈

城市群辐射的中间地带，市区东距省会沈阳

341公里。西距首都北京518公里．铁路、公

路可直达北京，沈阳等8个大中城市，民航班

机直通北京、沈阳．朝阳依然是北京、承德通

往沈阳、丹东、大连以至东北各地的交通要

道。

朝阳市是辽西5条主要河流的发源地或

上游。由于生态环境的变迁，朝阳市已经成为

全国重点建设的贫困落后地区之一。



水系网状遍布境内川谷，多为季节性支流，因

此河流都具有雨涨旱消、道宽流窄的特点．

全市土地多为丘陵山地．只有小块山间

盆地和沿河冲积平原。土壤类型以褐土居多，

分布面广．占总面积的73．1％．棕壤土次之，

主要分布于松岭山脉南麓建昌县一带。草甸

土主要分布于河流沿岸河滩及河谷盆地。风

沙土主要分布于老哈河沿岸及朝阳市北部。

全市耕地总面积9511063亩，其中平地占总

面积的25．6％，山地占74．4％。

朝阳市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尽

管东南部受海洋暖湿空气影响，但由于北部

蒙古高原的干燥冷空气经常侵入，形成了半

干旱半湿润易旱地区．主要气候特点为四季

分明，雨热同季，日照充足，日温差较大，降水

偏少．全年平均气温5．4℃～8．7℃，年均日

照时数为2850～2950小时}年降水量450～

580毫米I无霜期120～155天．春秋两季多

风易旱，风力一般2～3级，冬季盛行西北风，

风力较强．

自然资源

朝阳市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形成了独

特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这主要表现在土地

资源、光热资源，生物资源和矿产资源等方

面．

朝阳市土地面积广大，山川、平原土地类

型多样，且光照充足，太阳总辐射历年平均值

居全国前列。这种优越的土地光热资源条件，

不仅使朝阳成为适宜北方各类农作物生长及

繁育良种的天然基地，还为农、林、牧、副、渔

各业多种经营综合开发利用提供了资源优

势。朝阳市已成为全省杂粮、油料、棉花、林

果、畜牧等重点产区。

朝阳市生物资源丰富，全市生长的植物

有1500余种，占全省总数的68％，陆栖脊椎

动物210种，占全省总数的44％．其中农作

物、果树、畜禽等生产在全省占有一定优势。

朝阳市矿藏资源种类多、分布广，既有金

属矿，又有非金属矿和能源矿，巳发现矿藏

77种。产地570余处。主要矿种有金、铁、铅、

锌、钼、锰、煤、油母页岩、石棉、石灰石、珍珠

岩、大理石、玛瑙等。其中黄金产量占全省地

方采金首位，占全国第四位I锰矿储量居东北

之首，钼、石灰石、膨润土储量均居全省第二

位，煤炭地方产量也居全省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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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历史概况

朝阳历史悠久，可上溯到距今15万年前

的旧石器时代．在喀左县水泉乡大凌河畔发

现的鸽子洞古人类遗址，是目前发现的中国

北部最早的古人类聚居地．出土的人类牙齿

化石和古代动物化石、打制石器及灰烬层表

明，当时的远古人类在这里已经从事狩猎、采

集活动并用火熟食，过着原始的群居生活。在

建平县杨树岭乡南地村发现的古人类上臂骨

及肱骨化石表明，距今5万年前，朝阳大地上

已出现了与现代人体质特征相似的原始“新

人”——。建平人”。

据喀左东山咀祭坛和建平、凌源两县交

界处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红山文化”遗址

的发现表明。生活在朝阳地区的原始人类，经

过漫长的发展过程，已迈进人类文明社会的

门坎．由此成为中国北方红山文化的高峰。大

型坛、庙、冢的方位布局及营制规模表明，当

时已经出现了超越氏族之上具有国家雏形的

社会组织，出现了等级和权力观念。从祭坛和

女神庙出土的女性塑像看，证明这个社会的

人们已脱离了原始的自然、图腾崇拜，进入祖

先崇拜的阶段。从积石冢群出土的大量精美

彩陶和以玉猪龙为代表的玉器看。当时社会

已经出现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社会生产

力已发展到较高程度，生产技术、工艺水平以

及审美意识都达到相应的文明标准．社会生

活已具有中国文明传统“礼”的雏形和规范。

这使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找到了实物证据，

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从而

被考古学家称为中华5000年前的文明曙光。

中国历史上的三皇五帝时期，约为距今

5000年上下的新石器时期。辽西红山文化恰

相当于这一时期。据诸多史料记载，三皇中的

伏羲氏、女娲氏曾游于东海而居“自碣石东至

日出扶木之野”，被称为东夷始祖。而女娲氏

与伏羲氏结为婚姻，后继伏羲氏而王天下。辽

西红山文化的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大型遗

迹与这些人类祖先的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炎黄东迁后争战于阪泉之野，黄帝曾定帝都

于河北省涿麓一带。黄帝之孙颛顼、曾孙帝

喾都为五帝之一，曾相继统辖北方冀幽之地，

并居于玄水(今辽西青龙河)之滨。“颛项得以

处玄宫”(《庄子》)，帝喾之妻简狄。浴乎玄丘

之水”(《帝王世纪》)，这都是史料之证．而帝

喾与简狄所生子契，为商殷始祖，也曾“邑于

紫蒙之野”。即今朝阳老哈河川。这说明辽西

也是早商文化的发源地。至于唐尧、虞舜二

帝，也都居于冀州之地，曾活动于辽西。

朝阳红山文化大型坛、庙、冢遗址的发

现，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民族早在5000多年前

就已经进入了古代文明社会，从而使朝阳地

区成为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重要发样地之

东北最古老的历史名城

地处东北辽西之地的朝阳，不但在中国

北方开三皇五帝时的远古文明之先，而且在

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方面也占有独特的历

史优势，朝阳历史古城的发展及其地位即是

重要的标志。

位于今朝阳城东南郊的柳城遗址历史久

远。《太平环宇记·营州》载记为。舜筑柳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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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燕置塞上五郡，柳城属辽西郡。公元

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后，据《元和郡县补志>

载．柳城。本秦县，属辽西部郡”。至汉朝时，柳

城巳成为辽西郡西部都尉治所，后被三郡乌

桓据为统治中心。曹操北征乌桓曾挥师柳城，

可见柳城在秦汉时期已成为东北重镇。

公元349．年，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前燕王

慕容就在。柳城之北，龙山之西”建都为龙城。

从此，十六国时期的前燕、后燕、北燕立国88

年．朝阳作为三燕都城52年之久．其中前燕

为都11年(342年"-'352年)，后燕为都11年

(397，407年)．北燕为都30年(407年"-'436

年)，其余大部分时间也曾为留守后方的陪

都。据史料记载，鲜卑族慕容氏前燕政权建都

龙城后，广拓先业，开拓疆土．鼎盛时期，南疆

巳达淮河流域，西到黄河河套地区，东至黄

海，整个辽东半岛、内蒙古地区一部分、河北、

河南、山东、山西、安徽、江苏的大部分地区都

归入前燕版图，前燕巳成为中国北方唯一强

大的政权，形成了南与东晋对峙，北与前秦抗

衡的争霸局面，而龙城也成了东北的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中心。

公元370年，前秦灭前燕。后前秦在淝水

之战中被东晋打败，原投奔前秦符坚的慕容

垂又乘机起兵，在河北中山建立了慕容氏后

燕政权，并派子镇守龙城，重修龙城留台。397

年，北魏攻后燕中山，慕容宝回龙城立都，至

慕容熙继位后，又大兴土木复起龙城富阙。后

燕时龙城巳形成了规模宏伟的都城。据史载，

龙城有东西南北四门。正南门是仿照邺之凤

阳门修建的累级九重的洪光门，内城中央有

和龙宫、承乾殿、新昌殿、承光殿、承华殿等华

丽雄伟的皇宫建筑，东侧有皇家学府东庠、白

雀园和慕容氏祖庙，西侧有韭町和社稷坛，城

北门外又建筑了皇家园林龙腾苑。龙城．已经

成为一座繁华的都城。

公元407年．汉族人后燕中卫将军冯跋

在龙城发动政变．后自立为天王，国号北燕，

仍以龙城为都达30年之久．436年，北魏进

兵攻入龙城，使北燕灭亡，统一了中国北方，

从此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著名的三燕

故都龙城在战火中焚毁。但是，龙城作为东北

最古老的历史名城的地位却载入史册。

历代塞外战略要地 天

朝阳。由于地理位置处于中原通往东北

的古代交通要冲。历史民族活动方面处于中

原汉族与东北各民族互市交流及融合发展的

纽带地区，因此中原历代王朝都在此设边关

重镇，而东北各族入主中原时也要把这里作

为必争之地，朝阳即成为历代塞外战略要地。

春秋战国时期，北方山戎族与东胡族相

继南下，曾与孤竹、令支等古商族共处于此．

周封燕地以后，山戎伐燕．又越燕伐齐，因而

发生了“齐桓公救燕”齐燕联军伐山戎灭孤竹

之战．后来东胡据有山戎地，不断侵扰燕境，

一度打败燕国，以燕大将集开为人质。后来秦

开回国，便率兵北击东胡千余里，置塞上五

郡，并于今朝阳北部建平县境筑长城以御胡．

这就是从造阳至襄平的燕长城。

秦汉时期，朝阳为辽西郡柳城县，北方匈

奴族曾入辽西占据塞北之地．汉右北平太守

飞将军李广率兵击退匈奴，收复塞上五郡。并

在柳城设西部都尉治所，又迁乌桓族为汉据

守五郡以防匈奴。东汉时。乌桓族势力渐强，

以柳城为中心结盟抗汉。进而居柳城以阻断

中原通住辽东的交通要道。东汉末年，曹操于

官渡之战打败称雄北方的衰绍，衰绍=子逃

于柳城与乌桓元帅蹋顿联合，以图对抗曹魏，

曹操为解除北部后患之忧，于建安十二年

(207年)，率军出卢龙塞。挥师直取柳城，至

境内白狼山时与乌桓兵遭遇，曹操纵兵击之，

斩蹋顿，“首虏二十余万人”，并乘胜攻下柳

城。然后班师凯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曹操

北征乌桓的重大事件。

两晋南北朝时期，朝阳不但是十六国前

燕、后燕、北燕政权的都城，也是三燕与前秦、

北魏争雄，与东晋王朝抗衡的战略后方。三燕

凭借龙城这一有力地势，南征北战，扩拓疆

土。经营修建。终于使龙城成为雄峙东北威震

中原的历史名城。‘东北通史》中记载：“燕亡

之后．魏于其地建营州．自斯以来，遂为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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