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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姜 军

辽阳是我国东北地区历史最悠久的城市。从公元前279年(燕昭王三十三

年)燕国设辽东郡治于襄平迄明末清初，辽阳一直是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

和军事中心，也是汉、东胡、扶余、高句丽、鲜卑、乌桓、契丹、女真、蒙古、满等民族

角逐融合的重要舞台。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既有各民族之间争斗的血迹，也有各

民族之间共融的印痕；既有民族统治朝政腐败的堕落，也有封建王朝上升时期少

见的修明盛世。清朝前期，由于满族统治者对包括辽阳在内的“龙兴之地”实行封

禁，辽阳各民族的活动相对沉寂了。清朝后期至民国结束，各民族共同反对内外

敌人的压迫，辽阳先民们忍辱负重，奋力抗争。新中国的成立，使包括少数民族在

内的各族人民成了辽阳这片土地的主人，从而书写了各民族团结进步、发展繁荣

讷历史篇章q

据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辽阳共有36个少数民族，13万5千人，占全市总人

口的7．5％。无论从族别上，还是从人数上，都反映出少数民族已成为辽阳这个多

元社会的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推动辽阳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历史进程中，只有

全面贯彻宪法和法律，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才能充分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发

展民族经济和社会事业，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才能保证

辽阳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在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下，不断推向前进。

全面的小康社会必须是和谐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

容，就是使各民族都各得其所、各尽其能、和睦相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少数

民族的历史活动进行全面、客观的总结，揭示各族人民筚路褴缕、以启山林，开发

辽阳、建设辽阳的真实本质，以彰显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优良传统，为我们创造新的

业绩提供精神动力。正是出于这一目的，市民委的同志们集中力量i编写了《辽阳

市少数民族志》。作为主编、主要执笔人的庄志学同志虽已退休，仍孜孜不倦，从

基础调查中获得素材，从前人著述中撷取史实，从各种档案中搜集资料，笔耕两

载，终成此书。本书体例完备，资料翔实，详略得当，文字谨严，堪称辽阳民族史志

研究方面的开山之作。相信此书的出版，必将对全面提高辽阳民族工作的水平，

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2004年11月9日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真实地记述辽阳市少数民·族的自然和社会的

历史与现状，旨在“存史、资治、教化”，以供充分了解和认识我市民族发

展的历史和现状，为民族团结进步、繁荣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

二、本志上限起于先秦，下限止于2004年。本着略远详近的编纂

原则，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辽阳市少数民族的自然和社会

现状。

三、本志记述的地域范围，包括辽阳市白塔区、文圣区、宏伟区、弓

长岭区、太子河区、辽阳县、灯塔市。历史上其他曾受辽阳管辖的地域

和区域自然和社会状况，本书不予记述。

四、本志以章、节、目组成框架结构。横分门类，纵相统属，力求符

合实际，符合逻辑，不违志体。

五、本志主体为满族、回族、朝鲜族、蒙古族、锡伯族、少数民族文物

古迹、少数民族工作等七章，前置概述，后加附录，记述中力求保持其完

整性。

六、本志表述方式主要是记述，记1而不议，寓意于记。适当运用图

表等表现形式，以求与文字记述相表里。记述一律用第三人称，不用第

一人称和第二人称。
‘

、

七、本志坚持生不立传原则，把有突出业绩和影响的少数民族人物

编入人物志。对在世少数民族人物事迹不在人物志专述，放在本民族

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体育卫生章节中简述。

八、本志清代以前采用朝代年号纪年，括注公元纪年。民国以后，



均用公元纪年。．

九、本志使用地名取历史上当时通行的名称，如有改变，注以今名。

十、本志资料来源于辞书、有关史志文献、档案材料及辽阳市县

(市)区工作部门及五个少数民族联谊会搜集、统计、整理的资料。除特

殊情况外，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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