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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员名单

(1983—1995年)

顾 问 张良弼 韩 钦 苏长春

主 任 张良弼 李鸿芳 姜永学

副主任 韩 钦I孙承安l 赵 伟

李光云 宋之昆 何庆玉

崔中一 曾昭寰 韩建勋

委 员任贵先 张白冰林树乔

杜希文 曲伦绪 衣传友

张振武 吴英明 张成礼

许春芳 郑尔义 陈玉德

李国平 刘益令 赵 彦

庄静淳 宋春山 邸克勤

张忠鼎 富国良 聂明亮

王久清 曲仁和 张正泽

王忠智 金雪梅 张启敏

(以届为序)

李金荣

邸云程

姜镐三

斑巫
荣殿才

赵化林

张国先

盛学芳

侯玉若

曲清林

李志民

史会云

邵文津

李景树

牛忠恕

I孙继忱{

李培德

王起越
纪 飞

汤田信

安吉鸿

孔繁成

葛淑芳

《桓仁县志》终审小组及委托审稿人名单

组 长史会云

成 员崔中一 韩建勋

委托审稿 韩 钦 任贵先 林树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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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仁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名单

主 任 邵文津 任传兴(负责人) 张国先 安吉鸿

葛淑芳(县档案局长)(以任职时间为序)

副主任纪飞

主 编 纪 飞

副主编 王忠杰 苏长清

责任编辑 王从安 王 立 林树乔 邵文津 纪 飞

王忠杰 苏长清

总 纂纪 飞 林树乔钟 声

参编人员 韩 钦 高尚凯 吴广彦 马贵明 于发中

韩 光 陈连太 宁书绅 黄宝山 钟 声

工作人员 孟祥奎 杨福海 高玉秀 陈艳秋 李淑梅

陈宇红 许立巍

摄 影

照片提供
装帧设计

数字核对

绘 图

篆 刻

封面题字

于金锡

苏长春

于金锡

钟 声

杨福海

吕振武

吕振武

李 戎 刘俊生 傅振权 李永勋

朴东振 于金锡 吕振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中共桓仁满族自治县委书记赵长愉

新编《桓仁县志》，在全县30多万各族人民的热切盼望和关注下，现在正

式出版了。 ．

／

这部县志的编修，从1983年至1995年，经历12年，在有关方面的大力支

持和修志人员的辛勤笔耕下，得以脱稿成书。在此，借序这个短言，我代表县

党政五大机关领导及全县各族人民，向热情支持编修《桓仁县志》的各界朋友，

向为之不懈努力的《桓仁县志》编修工作人员，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l
“

国有史，县有志。桓仁编修县志始于清代末期，相继编纂旧志5部。由于

历史和阶级的局限，其旧志内容，基本上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为殖民主义

歌功颂德。桓仁人民群众所创造的辉煌历史，旧志极少载入，即使入志，也是

，． 站在封建主义的立场予以贬斥，后人难见历史真面目。斗转星移，《桓仁县志》

已失修50余年。其间，20世纪30年代始，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县人民，为解

放桓仁，建设桓仁，前赴后继，鞠躬尽瘁，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诚

然，亦有极少数民族败类，妄图倒行逆施而被历史所淘汰。今天，为承前启后，

。． 以史为鉴，重编《桓仁县志》，则是历史发展之必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

．，必需。

新编《桓仁县志》，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出

发，，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写古述今。新编

《桓仁县志》，纵贯桓仁县108年发展历史，志书实事求是，既写自然概貌，又

记历史掌故；既写经济建设，又记社会发展；既写成功经验，又记失误教训，规

模浩瀚，资料翔实，是有史以来多部旧志所不可比拟和无法做到的。

新编《桓仁县志》，是桓仁民族文化的结晶，是治理桓仁的一部百科全书，

是岭人和后人研究桓仁、开发桓仁、振兴桓仁的资料宝库。《桓仁县志》的“资

政、存史、教化”价值，必将在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中显现其无可估量性。

新编《桓仁县志》的问世，是全县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希望

全县人民以志为鉴，汲取历史教益，规划宏伟蓝图，付诸开拓实践，进以推动

全县奢．项事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建设美丽富庶的新桓仁奋斗不息。

199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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桓仁满族自治县县长史会云

桓仁有志，始于清末。虽有旧志5部，但综其内容，多为封建统治阶级树

碑立言，且谬误甚多，记述简略。桓仁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人民创造的历史，

旧志难为镜鉴。况县志已失修50余载，重修新志，实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之
’’

举。

本届修志，时逢盛世，县委、县人民政府承民意，决策于1983年，1995年

定稿付梓，历经12个春秋。．

新编《桓仁县志》，非旧志续编。而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 (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准绳，用“新

观点、新材料、新方法”融桓仁古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物于一书，集

桓仁历史与现状，自然与社会于一册；以完备的体例、翔实的资料、求真存实 √

的文风，横陈百科，纵述史实，详今略古，寓褒贬于记事，明规律于兴衰。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新编《桓仁县志》，是治理一方

的百科全书；是桓仁古今得失的镜鉴；是今人研究桓仁、开发桓仁、。振兴桓仁

的资料宝库；是后人继往开来的宝贵史册，必读文献。其“资政、存史、教 。

化”之价值，将与日俱增。

治桓仁难，志桓仁亦难。“修史之难，莫过于修志”。新编《桓仁县志》，是

本县有史以来第一部宏篇巨著，其工程之浩大、内容之浩瀚、任务之艰巨，前

所未有。本届修志人员，虽一无旧章可遵，二无蓝本可循，为纂新志，不畏其

难其苦，勇于探索，不为名利，志在志中。历尽坎坷，默默无闻地辛勤笔耕12

个寒暑，严冬呵笔，酷夏挥汗，七易其稿，披阅10余万卷，得以成志。古人云：

人生不朽者有三：立德、立功、立言。修志者乃立言，其功绩，与志书同存。

新编《桓仁县志》问世，是全县人民一大盛事，承蒙几届县委、县人民政

府正确领导，亦赖于社会各界大力支持，得助于修志专家、学者指教。本届任

期，得以问世，深感欣慰。

桓邑古今多少事，一部青史记沧桑。愿全县人民以史为镜，以志为鉴，鉴

古知今，奋发有为，振兴桓仁。 {’

金无足赤，文无至善。本志其得其失，志界专家自有评说，疏漏之处，有

待后人勘正。编者索序，欣然命笔，略作赘语，以志祝贺。

199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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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志协会常务理事世匕圭
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办饫吞

桓仁自清光绪三年(1877年)建县至1985年的108年问，历史上共编修

过5部县志。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首修本称《怀仁县乡土志》，记事极为

简略；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次修本也称《怀仁县乡土志》，较前志详；直至

宣统元年(1909年)才由县知事马俊显主修成名副其实的《怀仁县志》；民国3

年(1914年)怀仁县因与山西省怀仁县重名，且山西县名在先，故本县改称桓

仁县，民国18年(1929年)由县知事侯锡爵主修第一部《桓仁县志》；最后一

部《桓仁县志》是在东北沦陷时期的民国26年(1937年)修成的。至1985年

已近半个世纪未修县志。在108年的时间里，前60年修过五部县志，后48年

未修县志，致使一方地理、史迹、政事、经济、文化、文物等百业不存史册，人

物不见经传，久之事迹将湮灭，人物逝去，察考无踪，借鉴无镜。新修《桓仁

县志》的问世，不仅继承了我国编修地方志的优良文化传统，而且填补了桓仁

半个世纪的历史空白。

新修《桓仁县志》是桓仁建置以来的第六部县志，是以桓仁命名的第三部

． 县志，是新中国成立后编纂的第一部社会主义县志。它不是前志的续修，而是

对桓仁108年间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实，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的观点和方法，进行重新审视，对大量的资料特别是旧时代的资料进行了真与

伪、是与非的考证，去伪存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力求入志资料保其历史

．的本来面目，使这部县志成为“信史”。因此，新县志的思想性、资料性、科学

性都是旧县志无法比拟的，这是新旧县志最重要的区别。新县志另一特点，不

象旧县志那样出自少数人之手，而是众手成志，是一方一代人共同的劳动成果，

体现出集体的智慧。

'《周易》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宋代苏洵

言：“不先审天下之势而欲应天下之务，难矣!”按照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

点，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改造世界必须首先正确地认识世界。治县者必

先“知县”，正确地认识全县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实、优势与劣势、经验与

教训：‘成功与失误、政绩与挫折等情况，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实施县政，造

福一方；服务人民。新修《桓仁县志》是了解桓仁、认识桓仁县情的最完备的

载体，’它应当成为各级地方官员案头必备之鉴。

无论编修旧县志还是新县志，均为一县之大事，并非轻易之举。修志须得

．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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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才”才能善成其事，即人才、钱财、材料，缺一不可。“三才”中为首者是

人才，人才决定了修志之举的成败得失，关系志书质量，但修志人才难得。次

之为修志经费。桓仁有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人民淳朴勤劳，当为殷富之县。但

桓仁地处辽宁边陲，“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环境，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加

之清代长期封禁和日伪14年的统治与掠夺，长期以来受着这些条件的制约，其

经济发展缓慢。新中国成立后的36年来，经济与社会面貌虽有很大改观，但与

省内一些县份比较，仍被省政府列为贫困县。但无论财力如何困难，历代治县

之官都极为重视编修县志工作。新修《桓仁县志》也是其问的县委、县政府的

领导力主其事，选调人才，筹措经费，有时还要亲躬其事，县志编修工作始得

善始善终。特别是在1995年县内遭受重大水灾的情况下，县长史会云仍决心拨

款付梓，县志方得问世，为桓仁县树立起一块永不湮灭的史碑。

桓仁是山区农业县，新修《桓仁县志》力求反映出本县的地方特点和时代

特点，对农、林、水、山、电、参等记述较翔实；桓仁地理位置重要，但史无

铁路，早期靠水陆运输，现代靠公路，所以县志对桓仁的水运、公路、渡口、桥

涵等详加记述；桓仁人民又是具有反抗精神、爱国热忱的人民，县志中都有充

分地体现。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历届中共桓仁县委、县政府领导全县各族人

民，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取得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县志专门

设置了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的政事纪略，着重记述了县委、县政府

的重大决策、重要活动，重大事件。这些都是新修《桓仁县志》的突出特点。

新修《桓仁县志》工作自始创修志机构、组建修志队伍至县志正式出版，历

时12个春秋，数以百计的专兼职修志人员付出了心血和汗水。首当其冲者是县

地方志办公室的全体人员，他们在铜臭横溢的世风中，不图名，不为利，在无

钱、无权、无势的“三无世界”里，在清苦、清贫、清淡的“三清环境”中，默

默无闻地进行笔耕，三更灯火，闻鸡起舞，呕心沥血，伏案疾书十几年。这种

忘我劳动、无私奉献的精神实在令人钦佩不已!桓仁的父老乡亲不应该也不会

忘记他们。

我予1937年出生在桓仁镇，1955年初中毕业后离开了故乡赴丹东求学，桓

仁是生育我的地方，是我少年时代的摇篮。1983年我从事方志研究和编纂工作，

在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任职。出于这两种关系，使我对编修《桓仁

县志》工作倍加关注，春虽不才，但也为县志编纂工作尽许些微薄之力，理所

当然，情所自然。新修《桓仁县志》的问世，欣喜之情难以言表，谨撰此篇拙

文，聊为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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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新编《桓仁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记述桓仁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

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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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新中

国成立后的经济建设、政治运动和社会发展。旨在“资政、存史、教化”，为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

二、体例 本志横分门类，纵向记述。全志分24篇，下设章、节、目3个

层次，共95章、350节。

三、体裁 本志由序、述、记、志、传、图、表、录等组成。卷首设概述，

叙议结合；篇、章前设无题引言；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以

志为主，图、表、录辅之。

四、断限 本志断限，原则上上限自清光绪三年(1877年)，下限上1985

年末。但有些内容(建置沿革、图片、人物、县志编修等)从实际情况出发，作

必要的适当上溯和下延。新县志编修工作，有修志工作本身的特殊规律，与其

他事业连续发展不一样，它是每隔几十年进一行一次，为了保证本届修志工作

过程的完整性，故新县志编修工作的下限延至1995年末。

五、人物入志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按其事绩和贡献，分别编入传

略、表、录。立传人物，以本籍人物为主，以对本地区贡献较大为主，按卒年

顺序排列；桓仁籍县外在世人物编撰简介，按生年顺序排列，置人物篇附录中。

六、记述本志采用规范化的汉语记述，力求文风严谨、朴实，语言简洁；

记述方法严守述而不论之原则。

七、纪年 新中国成立前的纪年，沿用历史纪年，后夹注公元纪年，在同

二节中，出现连续历史纪年时，第一次夹注公元纪年，以下每间隔5年一注I同

一纪年在同一节中多次出现时，只在第一次夹注公元纪年，以下不注。

中华民国的历史分期，分为民国前期(1912—1931年“九·一八”事变

前)；东北沦陷时期(1931年“九·--／＼”事变后一1945年8月15日)；解放

战争时期(1946年7月一1949年9月)。解放前，系指1947年6月1日前；桓

仁县城解放，系指1947年3月17日；桓仁县解放，系指1947年6月1日。

八、称谓 历史朝代年号，中华民国以前沿用历史通称。人物称谓，第一

次出现时，名前冠以正式职衔，其后一律直书其名，除特殊需要外，一般不冠

(<，

一zz女对w“署月翻疆磐



以褒贬称号。各种事物名称第一次出现时使用全称，称谓过长的，其后使用简

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新中国；“中共桓仁县委”，简称县委；“县人

民委员会”，简称县人委；“县革命委员会”，简称县革委会；“县人民政府”，简

称县政府。满族、朝鲜族乡镇名称，除需要冠以全称外，一般省略“满族”、

“朝鲜族”。历史地名均采用当时名称，第一次出现时，夹注规范化的今地名，其

后不注。

九、计量名称和单位 本志采用1984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定计量单位》，清末、民国期间的旧计量单位，尽量换算或注明今计量单位；无

法换算的仍保留旧计量单位。

十、币制 清末、民国期问的币制，均注明当时的货币单位；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的币制，均换算成第二套人民币。

十一、资料 本志资料来源广泛，在行文中除必要外，不注出处。入志数

字，新中国成立前，以原始档案数字为准；1949年后，采用县统计局的统计数

字；统计局没有的数字，采用行业提供的数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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