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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振伦

内蒙古昭乌达盟，自古为国之北藩，历史悠久，所属翁牛特旗曾

发现万年以前旧石器时代人类生息的洞穴遗迹，也发现过新石器时代

红山文化的聚落遗址，还有青铜器时代夏家店文化的山城。考之史

籍，本旗为《尔雅》九州幽州北境外域，其后为北戎东胡所居，秦为

塞外，汉魏为乌桓、鲜卑之地。人民强悍，民生以渔猎为主，物产殷．

实。十六国时始置郡县。辽代属库莫奚及契丹部族，定居者日多，兼

事农业，置永、丰二州。其后与汉族融合，文化昌盛，旋改澄州。元

，2’ 代属弘吉刺领地，为鲁王封土，并升全宁为府、为路。明初为全宁·

卫，后入朵颜卫，永乐元年改诺音卫。清初以本旗等八部十一旗为昭

乌达盟，尔后鸟丹东部为蒙民聚居，属左翼旗王府，西部为汉民区，

日赤峰县第六区，统于热河。建国后又以乌丹县并入翁牛特旗，划入

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 ，
．。

我国疆域辽阔，国宇广大，边徼隔越，情致忽略，史官注记，每

难周备。唯《华阳国志》兼及滇边，游宦边疆者间记见闻，晋嵇含有．
，‘

7广交草木之状，唐樊绰有安南六诏之书。贞元宰相贾耽留心边疆地

理，访求域外往还之使臣、 阂阗之行贾，采录绝域山川险要、习俗，

撰为图录。独不详于北地。宋代使臣虽间有记述，而专史仅有彭大雅

《黑鞑事略》，孟珙《蒙鞑备录》，继是有明人慎懋赏之记鞑靼，高拱之

述边略，末叶有蒙古萨囊彻辰之《汗等宝贝史纲》(即《蒙古源流》)。

清中叶以还，敌国侵凌，有识之士始渐关，心边政。咸丰间有何秋涛

一 《朔方备乘》，同治间有张穆《蒙古游牧记》，其卷三为《昭乌达盟游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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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民国二年有周正朝《昭乌达盟记略》，而翁牛特则向无专志。外

人觊觎我边陲，多派间谍亲来探险调查，著书哀然成帙，仅日本扶植

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时所撰《赤峰县志略》、赤峰县图表、事情、全

貌，概况、状况、报告、材料、游记、道路等书，即有二、三十种之

多，都是敌伪为侵略我国而作。唯我自撰蒙疆史事为书不多，其史料

虽散见于经史文集，但东鳞西爪，颇无条贯可寻。

1 981年，翁牛特旗响应中央撰史修志号召，首先搜集史料，四年

之间涉足图书馆、档案馆，翻阅有关史籍、档案、专著，采集了文献

资料，更访问了参与革命的知情人、当事人，又得到了第一手资料，

编印了革命回忆录《紫城风云》。还考察了有关考古资料，考订编次，

历时四年，始成志稿32卷。肖梁博学能文的江文通以为“修史之难，

无出于志"，预修《齐史》，先撰“十志”。今修旗志，事属首创，尤感

文献之不足，而苦前无所凭。编辑同仁，辛苦耕耘，始收获了丰硕的

果实，诚属难能可贵。今观其书，篇目完备，资料丰富，网罗许多科

学的统计数据。用力之勤，实堪嘉尚!是书确能反映本旗自然和社会

的历史现状，以及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艰难曲折道路及光辉业绩。

新志对自然环境与资源叙述翔实，有助于了鳃地情，规划建设；对轻

工业工艺品和食品等制作方法、过程也作了记载；于百岁老人的保健

摄养之道亦有所陈述。

全书文字浅明、通俗，实便于在盟旗同胞中传诵普及，可喜的是

它特详地方畜牧、水产、民族、姓氏、方言、谣谚、传说、民俗生

活，都分类详举，显示了民族地区特点，而气象，物候及谚语也大有

实用价值。最为可贵的是今昔对比地论次解放前的政治紊乱、民生凋

敝以及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其热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跃

然纸上。

‘总之，这部志乘实具有贮存资料、经世资治、恢弘文化、垂示方

来等社会效益，对翁牛特旗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必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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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生积极的巨大作用1

1 989年冬序于北京元大都安贞门内百衲斋
一

，

傅振伦，‘河北省新河县人，1 906年9月生。曾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史地

系讲师，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北碚修志馆馆长，编译馆特邀编审，南开大学博

物馆学专业教授，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科、考古专业教授，东北大学历史系主

任，长白师范学院史地系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教师等职。现为中国历史博

物馆研究员，中国地方史志协会首届学术顾问，中国博物馆学会，中国考古学

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等学术团体的名誉理事。
‘‘+

著作出版20种，主要有：《新河县志》、《中国方志学通论》，《中国方志学》、

《方志论著选》及《刘知几年谱》、《中国史学概要》、《抗战民族英雄传》、《博物馆

学概论》、《孙膑兵法译注》等。

i～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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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鲍 玺

．翁牛特旗是我的故乡，是我生活、战斗、工作过的地方。四十多

年前，在故乡父老乡亲的支持、鼓励下，我投身于革命，从那时起个

人的荣辱浮沉便与故乡的世事变迁紧紧相连，‘息息相关。我同乡亲们

一起保卫和建设过故乡的山山水水，亲眼目睹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故乡克服困难、奋进腾飞的英姿，同时也感受到她在历史进程中的徘

徊、反思和求索。 ，

翁牛特旗历史悠久，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留下了引以自豪的

足迹。万年前上窑穴居遗址的发现，揭开了赤峰地区古代人类艰苦创

业、可歌可泣的一幕；赛沁塔拉、黄谷屯两件“玉龙一的先后出土，又

将中华文明史向前追溯了’一千多年，使翁牛特旗荣膺“玉龙之乡一的美

称。。两河一(即老哈河、西拉木伦河)流域物产丰富，地域辽阔，乌

桓、鲜卑部族曾在这里繁衍生息；远在辽代，这里已经出现了城镇，

广袤的草原上五业并举。始建于元代的全宁路，商铺骈列，经济繁

华，成为当时我国北方的一座重镇。

翁牛特旗各族人民勤劳质朴，富有创造精神，·更具有反抗压迫、

剥削的革命传统。清朝末年，这块土地上的奴隶刀劈了骄奢淫逸的扎

萨克，“剥刀王事件一震撼清廷朝野。民国年间，贫苦群众自发的抗捐斗

争，曾使全宁设治局的官员惶惶不可终日。解放战争时期，翁牛特旗

各族人民拿起武器，参军支前，英勇抗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屡次北犯，

在西拉木伦河以南筑起铁壁铜墙，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驻林西中共冀

察热辽中央分局、热河省党政机关的安全，保卫了土地改革和民主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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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胜利果实。新中国成立后，旗委、旗人民政府带领全旗各族人民

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使翁牛特旗这片古老的土

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乌兰敖都等1 2个牧业生产合作社，被毛泽

东主席树为典型，成为全国牧业合作化运动的一面旗帜，。草原红星一名

闯返迩；科技人员与牧民密切配合，’辛勤培育的“中国草原红牛一，从

海金山经港澳地区走向世界。六十年代，为了弘扬。乌兰牧骑’’精神，

旗乌兰牧骑作为内蒙古自治区代表队之一参加全国巡回演出，足迹遍

及27个省、市、自治区．，饮誉神州。党的十_届三史全金丛卮：盆生．．
特旗成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个科技试点旗，古老的文明与现代科学技稀磊石丐蓊磊葡五丽磊—秭石面万羁瓣萌_了一禾相结合，为经济腾飞插上了翅膀。解放后四十多年的实践证明_下1：

。，原页夏了再乔豇订i箕严觅丽萄两鬲亏五虿矜天的新生，社会主义是指
引各族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多少年来，有二个问题始终萦系在心：翁牛特旗地处战略要塞，

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潜力很大，’如果能有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

反映自然和社会、政治与经济，记述历史沿革、风土人情、民族团结

诸方面情况的志书，对于开发当地自然资源、振兴经济将是十分必要

的。这个夙愿在党中央倡导编修地方志的号召下，经本旗仁人志士的

数载辛勤笔耕，终于实现了。《翁牛特旗志》的问世，对于生于斯、长

于斯，并希望用自己的双手把翁牛特旗建设得更加美好的各族人民无

疑是一件莫大的喜事，同时也是利于当代、惠及子孙的壮举，是翁牛

特旗“两个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

《翁牛特旗志》从布局谋篇到志稿评审我都参加过意见。统观全

．书，指导思想正确，体例完备，资料翔实，文字简洁、流畅，具有鲜

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它必将充分发挥存史、资治、教化的作

用，成为鉴古知今的_面镜子和对全旗广大党员、干部、青年学生、

各族人民群众进行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教育的不可多得的教材。值此

《翁牛特旗志》面世之际，谨向家乡人民表示诚挚的祝贺，并向志书的



1 991年1 0月于赤峰

曾任翁牛特旗人民委员会旗长、中

会书记等职。



导同

人六

者悉

于得

书’’、

者以志为鉴”。学子达人，硕士鸿儒，更是踊跃参与其事，劳形案牍， 』

矢志编修，意在“以佐时务一。章学诚笔撰《修志十议》，黄炎培主修

《川沙县志》，分别在地方志的理论探究和编纂实践两个方面，为后人

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翁牛特旗地处塞北，向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历史悠久但文献积存

无多。在旧社会的漫长岁月里，这里多战乱，少安定，统治阶级重征

敛而轻文治，对当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般大事疏于记述，

大量史料湮没无闻。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有关部门重视积累档案资

料，但。文化大革命’’一场浩劫，当地许多有价值的文献被付之一炬。

所有这些，都为旗志的编写增加了一定的难度。1 981年旗志办公室成

立后，工作人员首先耗时四年搜集资料。他们查阅档案，寻访口碑，

采撷风俗，搜罗图籍，考订文字，而后补漏删繁，正谬存实，务求观

点正确，门类明晰，史料翔实，文字简雅。再经四载编修，．焚膏继

晷，终成志稿32卷。1 989年9月志稿经自治区、市、旗三级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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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全体修志人员又做了两年修改、补充工作，数易其稿，使体例更

趋完备，内容更趋周详。前后历时十载，终蒇其事。而今一志在手，

古今旗情尽览，利弊周知，举凡建置沿革、政治演替、经济兴废、文

化盛衰、武备修弛、人物褒贬、民生荣瘁、风情醇淆、俚语方言⋯⋯

俱广收博蓄，悉载靡遗。毫无疑问，这对于各级领导、各行各业全

面、科学地了解历史，明悉现状，兴利革弊，制定决策，更好地发挥

当地经济优势，恢复传统工艺，开发利用资源，建设。两个文明刀，都

会起到重要作用，诚所谓“造福于当代，施惠于后世一。翁旗一邑之

盛，由此千古可彰；璀璨文物，于焉不致澌灭。

志成之日，我们谨代表中共翁牛特旗委员会、翁牛特旗人民政府

和全旗44万各族人民群众，向为志书编纂付出艰苦努力的领导、专

家、学者及修志人员致以深挚的谢忱。我们十分怀念已故的吉斯、王

苗、王志富三位同志，他们热爱地方志事业，殚精竭虑，呕心沥血，

在纂修岗位上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们的名字将与志书同在。

勉缀数语，权以为序。

一九九一年金秋于乌丹

巴图，蒙古族，中共翁牛特旗委员会书记。

布和，蒙古族，翁牛特旗人民政府旗长，旗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凡 例 l

尼
，

，

一、本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力求全面反映翁牛特旗的历史与现状，

体现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编纂重点放在社会主义革命

与建设时期，突出时代特点，地方特点与民族特点，努力实现形式与内容的和

谐统一。

二、本旗向无旧志，为使本志贯通古今，各卷(章)上限一般依据历史资料

酌情上溯，而不做统一划定，下限截止1985年底。顾及个别人物、事件记载的完

整性，下限适当延伸至1987年。

三、本志由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志、附录等几部分组成。概述综述旗

情，夹叙夹议，统摄全书。大事记采用编年体，纵贯古今。专志按事物门类设

卷、章，不受现行行政管理系统所限。同类事物，不论其隶属何部门，均归入同

一卷、章。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不另设卷，分别依其内容、类别纳入有关卷、

章或大事记。人物志包括人物传，革命烈士英名录两部分。附录辑存地方重要文

献资料、诗文及民间传说。

四、纪年著录：1945年8月15日本旗解放前，均采用旧纪年，解放后采用公

元纪年。各节出现的历史年号，均夹注公元纪年。

“伪满时期”，特指民国22年(1933年)2月26日本旗沦陷至1945年8月15

日东北光复前j

五，本志以文为主，辅以图、表和照片。各地图中行政区划界均为权宜划

法，不可作划界依据。

六，政区及机关名称，均采用当时名称。地名除必要时用历史名称外，均采

用现行标准地名。’

七、立传人物不论职位尊卑，均为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已故人士，以本旗籍为

主，亦载数位解放初期牺牲在本旗且贡献突出的客籍人士。

八、各项数据，一般采用本旗统计局数字；统计局缺漏的，采用各有关单位

提供的数字。解放后历年各项经济指标，一般均以当年价计算；如需按1980年不

变价折算的，则附括号特别注明。 ‘

九，数字书写：

1．凡表示数量的，一律用阿拉伯字；习惯用语、一般词汇、专用名称和表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