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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 嚣喜茎：宣告长山列岛人民的觉醒和成熟，在≯岛挚．日斗争史上谱了出．_丽
?《 逝去的六千年，长山列岛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浮徘徊，发展极为缓慢。。

无法遏止海岛人民前进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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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长海县志·

然而，长海县设置较晚，向无旧志，有文字记载的史料也残缺不全，致

使数千年来劳动人民创造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湮没无闻，历史和现实的经

验和教训缺乏系统的文字记载，过去被历代统治者和侵略者歪曲了的史实没

有得到应有的拨乱反正。如果正处于新旧交替，继往开来时期的我们这一代

人不填补这项空白，无疑将史随入亡，有愧于辛勤劳作的先辈，负疚于创造

未来的后代口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厂百业待举，百废俱兴，为编修方志这一浩案

的工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地方志是一部“存史z和“资治”’的百科全书、

能使我们“前有所稽，后有所鉴，居今而知古，t继往而开来”～将劳动人民

创造的历史详加考察；’、去伪存真，一汇集整理，编纂成书，载入史册，传留后

世，不仅是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且是造福于千秋万代向壮举。二因此j

在省、市有关部门的关怀和指导下，在中共长海县委o，，长海县人大常委会、

长海县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我们自一九八一年十月开始编写县志鼻至·

九八三年十；月修改定稿善 。． 一I，： ? ’：

《长海县志》的断限上起六千年前，下迄一九八一年，以年系事最r。：

《长海县志》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fI’以《中

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则，努力

做到实事求是，秉笔直书，不尚浮文。在观点、方法、取材上，努力达到新

观点、新方法、新资料的标准。 ，
。

：全志共分八编，‘计孟十四章，约六十万字。本着略古详今，古为今用的

原则，分类编年，纵横结合。。在纵的方面，；：既载古，又记今，以建国三十二年

为主，侧重追溯·九。四年荃。九西九年的历史概况，’同时，略考一九o。四

年：以前的历史沿革和史迹。、在横的方，面，既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又

述天文、气象、地理。名胜古迹和风生人情，功有所褒，过有所贬，同时，

重视利用图表照片，以求文图并茂，使后人以史为镜，’使县忘成为进行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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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初稿，奉献给全县人民，聆教于史学界的老师们。

在编纂《长海县志》的过程中，县志编纂人员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辽宁

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中共大连市委党史资料

征集暨地方党史编辑委员会，做了大量的指导工作。大连市图书馆，大连市

档案馆，辽宁喈测绘局，东北烈士纪念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旅顺
●

博物馆，丹东市档案馆j烟台市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长春市图书馆；+庄河

县，‘金县、’新金县、东沟县档案馆等1iI b个单位，县内各有关单位j‘许多老

崩志和知情者，对收集资料工作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协助。中共大连市委宣

传部副部长董志正，对微海县志》进行了全面的修改；。。大连日报社韩建文，
大连教育学院陈殿玺，对县志初稿进行了全面的讨正j

‘i-_'。‘’‘

_

”我们谨代表中共长海县委、长海县人民政府，对这些单位和同志表示诚

挚的谢意：
。‘， _·‘ 一-一’⋯L：：～_-_·‘’

j ，t，一一 j一‘?i：．’．?一：．P 7．√¨0 j。j’。 l‘-
‘

：

‘中共长海县委书记 梁德新-_：

长。海县县·长张传福‘_。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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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长海县志·

导

长海县地处海隅，是一个由众多岛屿组成的海岛县，为大连地区发现古

遗址最早最多的县区之一口温暖的气候，丰富的山货水产品，给我们的祖先

以山海之利。他们选择了这些岛屿，生活、繁衍、劳动在这些海岛上长达六

千余年。由于长期的封建制度和殖民制度，长海县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

进步是极为缓慢的。解放以后，海岛人民当家做了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颔

导下，经过艰苦创业，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经历过困难和挫折，使海岛发

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使解放前充满贫穷，落后、愚昧的海岛变成了祖国黄

海深处的璀璨的明珠。长海县迅速发展了，大踏步前进了。这是无可辩驳的

事实。修县志要纵横兼顾。按照略古详今的原则，更多的篇幅应集中在近代

和当代上，这是完全必要的。略古不等于无古。可是，在历史上，长海县不

曾单独设治。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单独设县至今，只不过三十四个春秋。要

从浩繁的史籍里查阅出有关长海诸岛的史料，如取凤毛麟角，十分困难。即

便设县后的档案资料，也必须一一经过复核，有些资料唯有经过调查才能获

得。尤其要修成一部具有海岛县特点的新县志，并无现成的经验可凭，必须

独辟蹊径，从漫长的历史到复杂的现实，从自然状况到社会状况，从政治、

经济、军事、文化到风俗人情，都需要广泛搜集，比较研究，认真鉴别，才

能写入县志中。要编修县志，唯有从编纂实践中，逐步摸索，积累经验，别无

他法。这就增加了修志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长海县志》办公室的修志

人员，在中共长海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在各级组织

的积极支持下，从组织到外地学习修志经验、查阅史料和档案资料、调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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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多的时问，确实难能可贵l可喜可贺!·

昨天的黑暗和今天的光明，昨天的落后和今天的进步，昨天的苦难和今

天的幸福，长海县历史发展的这一鲜明对比，无疑是党领导的结果，是长海

县人民当家做主人后创造的奇迹。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突出人民群众的历

史地位，为人民群众树碑立传，是《长海县志》的第一个突出特点。

重视经济，从经济发展中总结出应有的经验教训，认识和掌握海岛县经

济发展的特点，从而使干部群众更自觉地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

强的精神，更好地发挥海岛县的优势，充分利用海岛资源，向生产的深度和

广度进军，把长海县建设得更壮丽，为两个文明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是

《长海县志》的第二个显著特点。

热爱祖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长海县人民在漫长的岁月里，

不仅用辛勤的劳动和汗水开发和浇灌了这些海岛，．而且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

它们。他们为反对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尤其是近代以来，为反对外

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俄日殖民者的血腥镇压和奴役，曾进行过长期的英

勇的反抗和不屈的斗争，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这是一笔宝贵的

精神遗产。元人有诗云： “一寸山河一寸金。”其中包涵着山河的自然美和

民族的精神美的统一。爱祖国和爱家乡是不可分的。人们从爱家乡的一山一

水、一草一木到热爱祖国的壮丽山河，升华到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党所

领导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壮丽事业。．把这种热爱的感情变为报国效国行

动，献身祖国，献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

． 结局。为了建设明天的共产主义，就需要了解今天，更应该深刻地了解昨

天。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县志又是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

共产主义教育的生动的乡土教材，这是《长海县志》的第三个显著特点。

史料翔实，取舍得当，立论正确，图文并茂，文字简练，结构谨严。这

孰$^％?t囊§‰嚣妻懿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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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长海县志》的第四个显著特点。 。，

当然，作为长海县的第一部县志，编纂时间较短，占有的历史资料也许

不够完全。将来还需要不断补充、丰富、修改，但它已经具备了坚实的基
’

础。广大干部群众，从这一部新型的具有海岛县特点的新县志中，可以了解

它的过去和现在，掌握它发展的脉络和规律。人们从这部“县情总汇胗中，

从这一部长海县的“百科金书”中，将受到有益的启迪和巨大的鼓舞。《长

海县志》在长海县的两个文明建设中，将发挥自己的作用，做出自己的贡

献。 ，
，

量志玉1。．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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