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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编修《庄河县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我县文化建设中一项最浩大

工程。经编修人员九载艰辛，七订纲目，五易其稿，终于修成了庄河县第一部新

志书。大业告成，值得庆贺!

志书“资治、教化、存史”之无可替代作用，为历代地方当政者所共识。因

之，修志成为传统。庄河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设治起至民国二十三年

(1934年)短短二十九年间，竟然修出四部志书，足见昔日当政者对志书之重视。

但令人遗憾的是，所成之志书，体例率多因袭。四部志书，其大量文字，‘都是连

篇累牍的职官、乡宦、乡贤、乡绅、节烈、名胜、艺文；而对本县的自然资源、社

会生产、经济优势与劣势等至关重要的县情内容，或只字不见，或所涉寥寥，这

种志书，远不适应时代的需求。物换星移，沧桑变化。现在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领导全县人民致富奔小康，多年工作实践

使我深切感到，要领导好一个县的工作，不仅要认真研究中央的方针、政策，而

且要深刻了解县情；不仅要了解现状，而且要弄清历史脉络。为此借问几部旧志，

庄河的县情何如?历史何如?都得不到回答。因之，新修县志，体例必须科学而

完备，才能成为适应时代需要的信息载体。新《庄河县志》，初稿我翻阅过。它对

旧志、非续非补，而为创修。其体例，未落他人窠臼，亦未受旧志门类束缚，可

谓独辟蹊径，“初写黄庭”。如以独创《居民》、《人口控制》相互羽翼之篇，取代

所谓《社会》篇，增强了志书谋篇命题科学性，使志书的整体和谐；根据现代社

会分工和庄河的实际情况分别设置各个独立篇章，从而大量增益了自然与社会生

产的经济内容，不仅展示了社会主义新方志应有的风貌和地方特色，更使其具有

网络结构的综合性科学特征。

新《庄河县志》的史实记述，则更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武器，彻

底扫除了旧志由于受时代局限，完全忽视了人类社会发展动力，颠倒了经济基础

和上层建筑，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宣传英雄创造历史及忠孝节义，封建迷信

的旧观念、旧思想等弊端，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以事系人，因果彰明，归百余

年自然、社会变化跃然纸上。如对农业生产关系的记述，以大量珍贵资料，再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了庄河解放前，剥削者与被剥削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更

突出地记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对庄河农业经济的掠夺，帝国主义与封建统治

者勾结在一起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从而全面反映当时农业生产关系的真实

情况；深刻地揭示当时农业生产落后的原因；广大农民翻身求解放的渴望和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必然。志以载道，温故而知新。没有中国共

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压榨，就没有庄河的今天。凡此种种记述，有

志可鉴。

志书是资料书，但它又不是简单的资料汇编，而应具有著述性。著述严谨、科

学，应是志书的重要质量标准。几部旧《庄河县志》由于皆为仓猝从事、计日程

书，极少顾及质量。因之造成记事简单，看不到过程。上下无贯，源本无探，几

无严谨、科学可言。新《庄河县志》的编修，时间服从质量，形式服从内容。编

修人员，废寝忘食，广征博采，殚精竭虑，精心著述。上通下贯，探源求本，去

芜存菁，去伪存真，寓褒贬于记事之中，明规律于兴衰之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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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

鉴记述，一丝不苟。以记、述、志、传、录多种形式载进了极为丰富的内容。既

充分反映庄河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又如实记载了我们工作的成功和失误，胜利和

挫折，为后代留下了宝贵借鉴；为增强志书功能，不仅有大量振兴庄河不可多得

的各种信息资料，更为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生动教材。

凡此都足以见修志人员经营之苦心。亦著亦述千秋业，以政以化万世功。江山方

有待，万众正跋期!人们久日盼望有这样一部志书出版。

在编写《庄河县志》过程中，受到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大连市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的亲切关怀，得到省志办公室副主任、《庄河县志》特聘顾问王炜邦同

志的具体帮助和指点，受到庄河籍海内外人士的热情支持。在此仅表示崇高的敬

意和衷心的感谢!由于庄河从“九·一八"事变至解放初，曾发生过三次历史档

案被毁的严重事件，加之编修新志书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资料缺漏，观点偏颇，

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提出意见，以便在下一部志书中得到补缺纠谬，使其更臻完

善。

中共庄河市委书记蓝孝孺

199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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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二

新编《庄河县志》经全体编修人员辛勤耕耘，熔铸成书，诚为全市人民一大

盛事。修志开始，承蒙几届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多方关怀，大力支持，本届任

期得以出版问世，甚感高兴。谨此，表示衷心祝贺!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优良的文化传统，也是藉古鉴今惠及子孙的千秋大业。

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需要。通过编纂县

志，全面记述庄河地区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及现状，总结历史

的经验与教训，弘扬民族文化，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乡土教材，为各级领导决策

提供依据，其意义十分深远。 ．-

庄河位于辽东半岛的东南端，座落在大连和丹东两个城市之间，依山傍海，是

一个农、工、贸、旅游综合发展的美丽地方。这里历史悠久，早在6500年前人类

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这里的人民勤劳淳朴，崇义尚勇。建县82年来代代不

息，用智慧和血汗开发、建设、保卫这块土地。为了推翻帝制庄河民众纷纷参加

辛亥革命，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民众自发起来抗战，攻克庄河县城活捉维持会

长和日本参事官；夜袭土城，杀死日军少将，浴血奋战，前仆后继，谱写出一曲

曲气壮山河的战歌。在解放战争中，八路军海上挺进东北先遣支队智取庄河，成

立了辽南第一个县级人民政府。经过七个月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游击斗争的

伟大胜利。后来又节衣缩食，参军支前，为全国的解放做出了贡献。在社会主义

革命和建设中，庄河人民又创造出辉煌业绩，全县面貌发生深刻的变化。农业基

础稳固，工业迅速兴起，商品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科技教育等各项事业也

都有了巨大的变化。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取得了巨

大的成绩，但也有过失误和教训，编纂地方志的目的便在于以史为鉴，服务当代。

当此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之时，编修新志，探本求源，实为造福当今，昭示未来

的有益之举。这部志书将成为了解县情的百科全书，探求规律、科学决策的得失

之镜，也将为国内外各界人士了解和研究庄河提供参考。能够为把庄河建成地区



性中心城市，尽快进入全国百强县做出贡献。

《庄河县志》是庄河历史上第一部按照新观点、新方法编纂的地方志书，全书

150万字，30篇，147章，538节，经过十年耕耘，七定纲目，五易其稿，三次送

审，最后成书。这确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内容宏富，资料翔实，全面地记述

了庄河地区从鸦片战争到1985年，145年的历史变迁。书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多方考证，核准事实，较好地体现了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

性的统一。 ●

本届修志得到省、市史志部门的悉心指导，获各地专家、学者、同行慨然相

助，受诸多前辈热情关怀，承全市人民大力支持，由全体编修人员广征博采，编

纂而成，又蒙鞍山太平洋印务有限公司协助刊印，在此一并表示诚挚谢意。

书成遵嘱，叙此数行，权以为序。

中共庄河市委书记 冷相发

庄河市人民政府市长张天普

1996年1月



凡 例

一、本志记事，上限自1840年，下限截止1985年。少数内容根据需要或上

溯或后延。 、

二、本志《大事记》以编年体，其余采取编、章、节、目的结构层次，横排

竖写，纵横结合，以横为主。载有一定数量的图表及照片，力求图文并茂。

三、本志用现代语体文记事，文字力求简洁、准确、质朴。

四、本志各编引用的统计数字，原则采用统计部门数字，并经有关部门审核、

校正。个别年份的数字经过考证后，按历史原貌进行了调整。

五、本书称谓，首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多次出现时用简称。

六、本志只为已故人物立传，包括影响较大的正、反两方面人物。革命烈士、

省以上劳动模范专设录、表；对出生于本籍而有贡献的教、科、文健在人物，以

简介形式记入《人物编》。

七、本志所用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中国历史纪年，夹注公

历纪年。建国后一律采用公历纪年。

八、本志对解放后重大政治运动，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记述于各有

关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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