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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东人物标青史 满乡豪杰写春秋

政协本溪满族自治县委员会主席董玉珍

本溪满族台治县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物宝天华，人杰地灵。从古

到今，满乡儿女和各族人民在这片古老神奇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发展

创造，青山绿水，古洞奇峰，孕育了多少风流人物?每一块土地都有他

们惊心动魄的故事，每一条道路都叠满了他们厚重结实的足迹，每座

山峰都闪现他们的身影一一有征杀基哉的部落首领，有开疆封国的

一代天骄，有吨，吃风云的沙场战将，有行善布道的道家始祖，有揭竿

而起的农民领袖，有为自指躯的民族英雄，有浴血奋战的英勇烈士，

有兴办实业的企业名流，有启迪民智的教育家、学者、艺人，也有欺压

百姓的贪官污吏，汉奸曼先类…. . . 

经过一年的辛勤努力，广征博采，本溪满族自治县政协编辑出版

了这部《本溪满族自治县人物志}，芸萃 T 50 位历史人物，记载了他们

在本溪县这片土地上生长、生活、战斗、工作的足迹，再现了特定历史

风云变幻的时代特征及人物性格和命运，他们用自己的言行、鲜血和

生命，谱写了本溪县历史的壮曲悲歌。

《人物志》遵循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原则，对人物不如修饰和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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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直面历史，真实地再现了本溪县有史以来各种代表人物的生动曲

折的轨迹，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在当时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形象

而真实地，体现了那个时我的咏搏。可以说，这些人物的多重组合，在激

荡的风云中，组成一幅幅凝重品丰满的历史画卷。满乡民族的命运，伴

提他们的成败而起伏跌玄。今天，当我们触摸历史的浩桑，领略历史人

物的风采时，或对正面人物真善美的褒扬，或对反派人物假丑恶的提

答，都会深深地感受到脚下这片热土的古老神奇，感受到人物的秉性

情怀和真实心动c

本书填补了我县无历史人物传记的空白，它不仅为专家、学者研

究我县历史知名人士，提供了有价值的珍贵史料文献，也是一部对青

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发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热情的生动

教材。这是一件继往承先之壮举 ， j.幸福子孙之盛事。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崭!

我们带着历史留下的遗产，昂扬奋发地的西南未来。我们回顾我

幻民族的过去，也思考着我们民族的未来。历史哺育了英雄，我们也在

钳造历史。

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中兴时代，中华民族正以崭新的姿态

在世界崛起。前景无限好，事业催人进。让我们高举中国有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坚持改革创

新，求真务实，团结奋进，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科，谱写人民

美好生活新篇章而奋斗!

二 00 九年一月于小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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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兀堂

建州女真首领

王几堂(?一-1581)，明未建州女真首

领之一，与建;+1 右卫首领王采属同时期人。

《万历武功录》称他是"都督王几堂" 0 1565 

年至 1568 年曾率部攻入碱厂堡和清河城

在采
~二. 。

王兀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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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王兀堂控制婆猪江流域，势力不断扩大，逐渐成为明朝后

期建州两大女真部落首领之一，与建州右卫首领王呆东西遥柜呼应。

王果占据抚顺以东浑河流域，王兀堂则占据婆猪江琉域，其东部与朝

鲜接壤，西邻明辽东边墙(即今东营坊地区).当时拥有兵民达 70∞

余人。

王兀堂开始时尚能接受明朝的约束，在明朝规定范围内活动。明

辽东当局一直把王兀堂和王果看作同等的敌人，但又无力同时在两个

战场上作战，因此把表面恭JI庚的王兀堂暂故一边，集中精力对付王果，

但对东边也保持一定的兵力。由于明朝当局限制女真人，娩定"不得围

猎内地

口进人晤(赛)马D翌年五月攻入王甜吉水站和碱厂堡O嘉靖四÷十a七年(1568

年〉又攻入清河堡D 所到之处，即行抢掠。

建州女真每年增殖户口，加强兵力，既抚十岔口为出入之路，又

占宽句为射猎区，再往数年，不可收拾。时任胡险山参将李成梁筑宽甸

等六堡。"其地北界王果，东邻兀堂，计在必争。"辽东巡抚张学颜认为，

李成梁"议移孤山堡于张其晗剌甸子，移险山五堡于宽甸、长甸、双墩、

长岭、建散等，皆据膏腰、扼要害G"明朝决定修筑宽甸六堡。

萌草草修筑宽每六堡，昌的是既能进攻和压制女真各部的发展，又

能将胡边界拓展 200余里，因此激起王兀堂的强烈不满。但王兀堂考

虑到建州右卫王果连战失利，以自己的力量尚不足以抵制明朝修筑六

堡。万历三年(1575 年)，王果为王台擒获，萌朝派张学颜巡抚辽东时，

王兀堂与张学颜谈判以抗争萌政府修六堡，说:此地自古以来就是女

真的住牧之地"今既修堡，塞我来道，我众不得入围猪，又不敢进抢，

自食将焉用之?"最后王兀堂还是委曲求全，率女真诸部酋长环跪于张

学颜的马前，提出开设辽东马市的请求"愿以儿子为E走，请以此所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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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易盐、米、布匹"并约定"不敢以虏骑至塞下"。 经张学颜呈请神宗

皇帝，得到许可，于当年设清河、宽甸等马市，并于次年正式开市口所

谓马市，实际上是女真族与明朝开展经济贸易的市场，马市当时交易

米、布匹、猪和食盐，并无马匹。 明朝官府则按其交易多寡征收市税。

尽管女真部通过马市贸易获得维持生存必需品以求休养生息，

但是修六堡毕竟使女真人失去了本可以自由围猎数百里地区，加上

在开市贸易中又有种种不公平的限制，就更加激起了女真人的反明

决心。在宽甸堡修成后不久的万历六年(1578 年) ，女真人就开始越过

边栅向内地劫掠。万历七年(1579 年)七月，宽甸开市时，明宽甸参将

徐国辅怂恿其弟徐国臣及苍头军刘佐等，在相互贸易中强抑市价，横

征暴敛"减价强雷参，殴市夷几毙"引起女真各部强烈不满，便几次

纵兵掠夺宽甸 、永甸 、新甸诸堡，在明朝上下引起震动。 为此，明辽东

王几堂与明军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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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抚都御史周泳等人弹劫徐国辅，徐国辅被朝廷罢免。与此同时，明廷

援员"晓渝王兀堂，令约束各部，奉汉法，得贡市如初。否则，当以大兵

捣若巢矣。"要求王兀堂管束各部，不得再滋扰生事。 但王兀堂并未理

睬，不仅未"贡市如初"而旦谋划进攻明朝。至此，王兀堂与明政府的

关系彻底破裂E

王兀堂这时已不甘再受明朝的约束〉认为自己羽翼丰满，对晓朝

的警告不但不听，反丽变本加厉进行攻掠c 由于"宽甸既建城堡，屹然

大观，竟不开贡道，马市大赏，殊易我"玉兀堂益忿，于是和字JL赤哈、

赵锁罗膏、王锁罗骨"连三千余骑，插箭发誓，将治行人宽甸玻陌!哥"

"是时王兀堂之众自己七千余矣"。王兀堂还派部下对明朝当局进行威

胁"如马法(指明边宫长〉不欲我人塞，当开朝京金路及大赏则可g 不

然者，请以新月之一、二日击宽甸、表阳城堡。"

面对女真的攻掠，明辽东恙兵李成梁调兵遣将，防守宽甸，并于万

历八年三月二日出兵，准备一举消灭王兀堂。"初五日，虏以百余辑从

新水冲入试我。我军王宗义追逐至滚马岭，斩首二级。"这时，明军参将

姚大节来援，王兀堂则将 600 名骑兵分为两路，一路袭表黯堡，晓军

守备戴朝井及指挥王宗义尾随而至，斩首 1 级，获马 1 垣;另一路奔袭

黄冈岭，王宗义率苍头军王廷辅合但应战，结果明军败没，王宗义战

死c 十三吕，王兀堂又率千余骑，"从永甸十岔口人，道上吹掌海螺，横

行亡所畏忌。"这次因李成梁早有准备，以优势兵力将王部击渍，追出

寨达 2∞余里，直扑王兀堂的鸭儿匿寨。王兀堂皇壁据守，而后又吹螺

号，指挥女真精兵披甲上马，与明军展开激战，女真步兵则奔走上山鼓

噪，与晓军相抗。最后，王兀堂的数千兵力终难抵李成梁的数万大军，

明军大获全胜，斩女真茜长勒勒己都等 754 人，得虏男女 160 人，缴获

战马 361 区，王兀堂逃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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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JL匿一战，王兀堂元气大伤，但他的摄据地得以保存。为报复

此次惨败，王兀堂于同年十月又率千余骑从附谷(宽甸)攻入，被明军

姚大节部击败，杀死 67 人，得 11 人。王兀堂经此打击，从此一颜不

振， 1581 年郁郁ITff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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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满住

建州卫掌门人

李满住(139←-1476) ，又称李月下，

完颜氏，生于图门江阿木河畔。曾任建 ~'I'I

卫酋长、建州卫都指挥企事。



李满住的先辈是元朝合兰

府水达达路胡里改部万户。祖父

阿哈出，原为元末明初辽东边外

女真著名首领。洪武年间，在明

军围剿女真首领西阳哈的军事

行动中，得到阿哈出及其子释加

奴的支持，他奉命应调从征，屡

立战功。永齐元年(1403 年) ，明

廷初设建州卫，阿哈出即被任命

为第一任卫指挥使。阿哈父子忠

于明朝政府，平判捕盗，安定边

境，阿哈出因功被永乐皇帝赐姓

名李显忠，袭父职为建州卫指挥

使和建州卫都指挥金事。

李满住为李显忠之子，初任

建州卫酋长，其部落原住奉州古

城(今吉林省海龙县境内) ，因屡

李满住 17

年轻时的李满住

遭草生扭等兵马的侵扰，于永乐二十一年(1423 年)初"蒙圣旨，许于婆 ·

猪江多回坪等处居住"次年(1424 年)二月，李满住便率领部众 10∞

多户离开奉州，迁到婆猪江一带居住，婆猪江即今浑江。李满住本人

则住在兀刺山(今桓仁五女山)南麓瓮村(即长岗子一带)。至此建州

女真正式进入今辽宁境内o

建州卫迁入婆猪江后，进一步密切了同明朝廷的关系，洪熙元年

(1425 年)底，李满住便进京向皇上进贡马匹和地方地产。次年，即宣

德元年(1426 年)正月，明延赏赐他钞币、袭衣、靴袜等物，接着又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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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挥使。三月，因释加奴此前已故，明廷即命李满住承袭其父李显忠

(释加奴)的职务，当上了建州卫都指挥金事，正式执掌建州卫大权。此

后，他对朝延连年朝贡不断，极为忠顺。 宣德四年(1429) ，他又派人赴

京奏请"人朝充待卫"宣德帝善意劝解。 宣德五年(1430 年) ，李满住

本人又进京贡马，明廷赏赐他"彩币表里绢布金织贮丝袭衣"等物品。

宣德六年(1431 年)正月 ，李满住又丁派他母亲康氏进京"贡马及方物"。

李满住时期，女真各部中间流行一种传箭制度，凡遇出兵，就在各

部之间进行传箭，到时候一致行动，这是一种统一和联合，李满住也因

为多次采取这种统一和联合，因而在女真各部提高了地位，成为领袖。

建州移至婆猪江一带，与朝鲜相邻。 李满住同朝鲜之间经常为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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