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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书收录本溪地区明代至民国时期碑文 136 篇 O

二、碑文以县、区为单位，分作六部分，每部分中的碑文顺序，以撰

写年代早晚排列 O

三、平顶山碑林中的石碑，均归入原立地点所在的县、区予以介绍 O

四、碑文中的繁体、简体字，一仍其旧，异体字亦尽量保持原貌，但

个别者因制版有难度，则改为规范文字。

五、对碑文中的明显遗字，补加在( )内 O

六、对碑文中明显错字的订正，在[ ]内标出 O

七、原碑缺字或不可辨识的文字，以"口"表示，缺字太多不易统计

数目者，以" "表示，碑文一行结束处，以 "J "表示 。

八、原碑中空格、提格，均省略而不做标识 。

九、清代满汉文字合刊的碑文，本书仅录汉文。

-0 、原碑文无标点，今则加注标点 O

一一、碑文原多为竖式，今则改为横版。

一二、碑文题目一般照录原碑，但原碑题目过长则予简化，原碑题目过

简，则予必要的文字增加，原碑无题目或题目观点美化日伪统治者，编者根

据碑文内容予以重新拟定。

一三、简介中的碑文行数，仅限于正文，碑名、碑末年代及撰文、书

丹等人的名字，不作行数统计。

一四、简介中的碑座高度，指暴露地表的高度。

一五、原碑今不存，但碑文已被著录或存有可信抄本者，本书适当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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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本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在这方美丽的土地土，留下了许多珍

贵的历史遗存，作为历史记忆的载体，它们几经风雨，见证着沧桑变幻，

日月轮转。其中诸多深具特色、内涵丰富的碑刻，更是本溪地区弥足珍贵

的文物 O 经过几代文博人的调查、梳理、保护、研究，这些碑刻的历史文

化价值正在逐渐的被发掘出来。

本溪碑刻是一座蕴藏丰富的历史宝库，是对史书记载的补充和订正，

它们记录和反映了本溪明、清两代及民国时期的自然环境、行政区划、政

治制度、经济状况、民俗风情、宗教信仰、历史事件、人事兴衰等文化现

象。 研究本溪地方历史，了解本溪地域文化，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本溪

碑刻实是不可忽略的重要资料。

明代《创筑孤山新堡记》碑文，反映了明代扩边立堡防御建州女真的

历史 O 清代《安边我碑文》、《追封萨哈廉碑文》、《多罗安平贝勒杜度碑

文}，则是清前史的重要资料。《初建怀仁县碑记}，翔实记载了桓仁设县

的历史背景、县城建筑始末，以及"城象八卦，以宣八风"的哲学理念。

许多寺庙碑文，反映出明清时期本溪地区的宗教信仰情况，包括佛教、道

教的传播、流派传承、庙产分布，等等，均是本溪宗教史研究的重要内容

和佐证。 碑刻中亦可寻得本溪地区"药"的历史，如清代《重修碧云洞古

刹碑记》中记载"此地有崇山峻岭，采药时闻晨钟暮鼓"表明本溪山区

盛产中草药，且采药活动古已有之。许多碑阴刻字中的捐款人名，往往反

映出当时当地的人口分布状况，也可与今日当地姓氏情况加以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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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聚居和迁徙情况。 商号名称则体现出当时当地的商业发展和社会经济

状况，对于研究本溪地区的老字号也有重要参考意义。

本溪碑刻具有很高的文化艺术价值，这主要体现在书法艺术上。 许多

碑刻镑字方正淳和，挥洒自如，顾盼相宜，布局疏密有致，节奏感和立体

感较强，神采飞扬处，自见精神 O 特别是铁刹山摩崖石刻，在悬崖峭壁上

深镑大字，法度谨然，纵横开|词，大气沉稳，厚重端庄。 许多碑文也具有

一定的文学价值，其文笔流畅，逻辑清晰，对仗工整，用语严谨。

然而，因着种种自然或人为原因，年遭日久之下，这些珍贵的碑刻或

被风蚀，或被损毁，有的已然消失，被遗忘于我们的记忆中，令人为之扼

腕痛惜 。 抢救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文物，弘扬民族精神，共建美丽家园，

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我市文博工作者不

辞辛苦，柿风沐雨，在本溪的山水之间将一处处碑刻寻觅、拓制，并认真

抄录碑文、多次校对修正，精心编篡，几经完善，方隆重推出了这本 《本

溪碑志》。

本书出版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这是本溪文化界的盛事、喜事，

在发展繁荣地域文化、提升本溪文化软实力、建设美丽本溪的进程中，无

疑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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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创筑孤山新堡记

房、位于本溪县东营坊乡新城子村(即孤山新堡旧址)内，立于明万历

四年 (1576) 0 1984 年移入平顶山碑林，未立，复于 1988 年迁回新城子

村。 翌年，本溪县文管所在北城墙外重新立起，并建栏杆予以保护。 2010

年，又在栏杆处建房保护。 石英砂岩质，首身一体。 碑首为半圆形，阳面

边缘雕饰缠枝花卉纹，碑首雕饰云纹，碑额雕饰水脉纹，碑首阴面雕饰云

纹。碑身上部镑刻篆书"创筑孤山新堡记"阴面边缘雕饰缠枝花卉纹，

高 170、宽 83、厚 15厘米。 碑文楷书，阴刻， 10行，满行37 字。

著录书目:

《奉天远志》

《辽宁碑志》

[碑阳]

刽第孤山新堡言己

蕾孤山堡沿河柬北三十里，地名最其哈喇伺子，停、束胡分犯要路。高

磨元年，阔邃兵部侍J 郎敏霖、汪公道昆访地方舆革事宜，镇守都督李公蒜

苗移孤山堡於此地，以扼虞衡。 既奉」允吉，委清河守借王惟屏篆堡移

兵。 惟屏畏虞悻努，偶呈不便，在蕾堡柬北十里建今堡。 始於离」磨二年

五月十一日，终於离磨三年八月三十日 O 城高速柴口二丈五尺，底厚二

丈，收I真一」丈，周圄三百六十丈。 内角敞毫九座，俱用瓢石包砌。内穿

井二眼，公筒靡房一十三罔，守堡」官住宅并罩士营房→百七十三罔，道

孤山蕾堡官罩一百七十二员名於内，每官在合田一」百队，罩五十跳。沿遥

建睬守莹五座。 共用通折支堕、菜、康植、稿赏银七百七十雨零，米六

百」一十石零。 堡成之日，易以今名 O 余~事竣奏丰匠， J 朝廷命左中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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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部公光先、委天津兵意代州安君嘉善葳霄，因有逢原漾，坐惟屏以罪，

而J 各官俱不舆赏。然堡在雨山之间，视蕾堡撩守~易。因谶始末，傅守

土者勿堕前功。

高磨四年葳次丙子月 日

敛差巡攒邃束地方兼督理罩努兵部右侍郎兼督察院右愈都御史肥绑来

肇颜撰

敛差征虞前将罩镇守邃束地方媳兵官太子太保左罩都督府左都督:镰

号运李成梁

敛差巡按山束监察御史:魏辱、郭思槌代州趟允升

敛差分守邃海束牢道兼理遥借屯田山束按察司副使兼参藩:国喜霍，铺裳

敛差媳理邃束来量储兼理屯程卢部郎中:大名来崇功

敛差，驻刽邃赐副媳兵:三高衡曹篮庚事衡傅廷黠

清河迸擎兼管守借事武果指挥:王惟屏凌芸

委官原任守借武翠:李尚元

[碑阴]

给制委官束牢衡武息:口口口来可口口官口官口

前任守孤山新堡指撵口口:来口口

新代孤山新堡指撵余事:都必JI民百夫畏:口票力

清河委官千百卢:榻口口全忠口督工旗口:施口口

辑甘票力景霎趟初口施口口李逢光到存口口全施秀口口李文

口口口口口杜文高文擎榻景秀李口到口来巨臣口口口口到口

金女口王口草草庚勃高口盛文口口口口口辑口殷口口初口口

百夫晨:姚口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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