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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1

序 言

方志之为书，虽古已有之，而且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在阿城的

呖史上，却无一部完整地记述阿城历代兴衰隆替之志书，这部《阿城县志》是阿城县第

一部公开出版的志书。

阿城，是祖国北部边睡阿一个知名县份，历史悠久，资源丰富，环境优美，民风朴

实。这里曾是金代肇兴之地，也曾被视为“东北最要咽喉"。几千年来，先后有肃慎

人，挹娄人、勿吉人、棘褐人、女真人、蒙古人、满人、汉人等在阿什河流域这块依山

傍水，气候宜人的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使这里的面貌日迁月异，不断改观。但

是，在阿城的历史上，也曾几经天灾、人祸和战争的创伤，使这里几度出现萧条、荒芜

：的局面，特别是伪满洲国十四年的殖民统治，更使这里伤痕累累，疮痍满目。这种盛衰

相间的历史在阿城县历代各族人民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多少年来，阿城人民渴

望能编出一部溯古揆今，资治当代，惠及子孙的信史、信志，让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成为

今天和明天的借鉴，但这美好的愿望却一直未能实现。尽管一些有识之士，曾多次纂修

家乡的志书，由于原因种种，均未杀青。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以后，阿城县和全国各地一样，政

通人和，百业俱兴，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长治久安、空前繁荣的崭新局面，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盼建设都取得了辉煌成就。盛世修志，这是人民的，需要，是历史的必然。编

写一部观点正确，是非分明、体例完善，资料翔实的《阿城县志》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

项势在必行的光荣任务。1981年6月，成立阿城县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着手编

修《阿城县志》。工作伊始，便虚实并举，既抓方志学理论和有关方针政策的学习，．又

着手搜集．整理资料。边学，边写、边改。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注意到新志书在观点上

力求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千历

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保持一致，用新观点、新方法编写新志书。在学术上有争议之处

不予涉猎，历代兴替简略记述，立足当代，突出经济。至1987年9月，历时6年3个月，

_四易其稿，这部包括25篇，98章，近百万字的《阿城县志》终于定稿，现付印出版，奉

献给阿城全县人民和本志读者。

首次修志，不但缺少经验和资料，而且限于人力和水平，修志人员虽尽了最大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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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文字斟酌等方面，一定：

指正。

和

9 8 7年9月19日



凡 例 l

凡 例

一、《阿城县志》是阿城县历史上第一部公开出版发行盼志书。这部志书采取篇、

。章、节形式，排列顺序是先自然后社会，社会中先经济后政治、文化。全志25篇，98：

章，321节，近百万字。 ·

本志取事范围基本是上起1909年(清宣统元年)阿城设县，下讫1985年，以现行的

行政区划内发生的历史与现实的J事情为主，为照顾到事情的连续性和叙事完整，有些

地方，上限有所突破，下限止于搁笔。全志以志为主体，辅以记、录、表、图，以系

统地表现阿城县之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

为使这部志书不失为一部资政之志，采取了立足当代、古为今用、突出经济、兼顾

各业的原则，力求把阿城县城乡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成效纳入志书，并通过现象，反映规

律，使这部志书既服务于四化建设，又惠及子孙。

二、关于历次政治运动，本着“宜粗不宜细黟的精神，未志专章，一部分纳入有关

章节，一部分散见于大事记中。

三、本志坚持生不立传盼原则，无论是籍隶本县，还是客籍人士，凡在阿城有过重

要影响的已故人物，即予立传。虽有影响，但不足以立传的人物，对其生平事迹亦作简

单介绍，对于为革命而捐躯的烈士，除立传及简介者外，皆述之以表，以彰其功。对一

．些有重要贡献的生人，按以事系人的原则，记入有关章节。籍隶阿城(包括“九·三黟

前迁居阿城的客籍人士)的地师级以上的党政军干部，或相当于这一级别的企、事业干

部以及副教授以上，或相当于这一职称的科技工作者，均列表简记之。

四、抗日战争胜利后，阿城县旋即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志中则以1945年9月3日(简

称“九·三”)为阿城县新旧社会的分界线，以“九·三弦前表示清、民国、伪满诸历史阶

．段， “九·三炒后表示解放战争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五、有的机构、组织名称，会议名称有标准简称，或有通常习惯使用的简称，除第

—·次出现时使用全称外，其余均用简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中国共产党

阿城县委员会(中共阿城县委)、阿城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阿城县人大常委

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阿城县委员会(政协阿城县委员会)、中国共产党阿城县纪

律检查委员会(中共阿城县纪检委)、师范专科学校(师专)、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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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

化(四化)等。

六，一事几说者，正文中只取一说，另说在注释中交代之．引文一般不注出处．注

释置于页末。

七、清朝以前年代的表述皆写明朝代、年号、年代，年代用汉字书写，后加括号，

括号内用阿拉伯数字注明公元年代。月份记载凡用汉字者皆指农历。民国、伪满和·

“九·三，，后的年月FI一律用阿拉伯数字。度量衡单位，除个别转抄或引用材料外，均

用现行标准计量单位。旧表中的计量单位未能换算成现行标准计量单位的，皆在页末加．

以注释。

八，本志为语体文记述体，寓论断与褒贬于记述之中。

九，金朝曾在阿城建都，是阿城历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为阿城的发展，进步起过．

重要作用，故写《上京会宁府遗址的历史沿革与现状》一文附于正志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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