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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1·

凡 例

一、编修是志，旨在“资治、存史、教化"，以供充分了解和认识国情、地情，为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编纂者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自己的思想与编

纂实践。

三、是志为资料性著作，力求全面、系统、真实、准确地记述鞍山市社会的自然

的历史与现状，以展示出社会内部运动的客观规律和趋势，为振兴鞍山市而提供

全面精确、严谨科学的翔实资料。

四、是志为纪体，所用表达方式主要是记述，记而不议，寓意于记。适当运用

图、图表、表格等表现形式，以求与文字记述相表里。

． 五、记述的地域范围，包括今鞍山市城区和所辖海城市、台安县。历史上其他

曾经受辖的地方，则根据需要适当记述。

， 六、记述时间，上限起于1840年，可根据需要适当上溯，下限一律止于1985

年末。．

七、全志主要由大事记、行政建置、自然环境、县区纪略、专业志、人物志等部

分组成，分卷出版。

八、是志以篇、章、节、目四个档次组成框架结构。横分门类，纵相统辖。横分立

题，力求符合实际，符合逻辑，不违志体，在一定档次上记述事物构成的主要因素，

并保持其完整性。 ，

九、谨遵志体，明确主旨；纵记史实，写清变化；记物联事，叙事系人；正文之外

辅以“附记”，以补充、深化、配合正文。

十、人物志采用“传记"、“名录’’两种形式，生人一律不立传。“传记"，主要用．以

详记本籍和外籍在本地有重要影响的正面人物；“名录”则记载英烈、劳模芳名以

存史。

十一、除“附录”部分外，全志一律使用规范化的现代汉语，不文白杂糅。

十二、编纂时一律用第三人称记述，不用第一人称或第二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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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凡 例

十三、伪满洲国十四年，属“中华民国”时期，不称“伪满洲国"或“日伪统治”时

期；必要时称“东北沦陷时期’’，简称“沦陷时期"。称呼这一时期的傀儡军政机关、

职务，皆先用一“伪"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之后、初期，简称“建国前、后、

初"。

十四、一律采用公历纪年。建国以前的，注明当时的朝代、年号、年份。

十五、数字与计量单位名称、符号的使用，一律遵照国家的有关规定。

十六、地名的使用，取历史上当时通行的名称，如有改变，注以今名。

1990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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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综述

综 述耋不×￡

鞍山市区原是辽阳县和海城县交界的几

个驿铺和村屯，以鞍山驿(今旧堡)为中点，北

距辽阳、南距海城各为30公里。辽阳、海城都

是著名的历史古城，尤其是辽阳作为历代都

城及州郡府县的治所，曾是东北政治军事文

化中心。鞍山优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鞍山历

史文化独厚的发展条件的显明特点。鞍山市

区作为辽阳的一部分，解放后又从海城划入

部分村屯，因此，鞍山的历史文化和辽阳、海

城一脉相承，是辽海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鞍山出土文物很多，海城小孤山仙人洞的古

人类洞穴遗址出土的石器和骨器，反映了灿

烂的史前文化，而在史书上记载的有关鞍山

冶炼的历史，早在战国和汉代就有了，尚存有

历代劳动人民从事铁矿开采的古矿洞遗迹。

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基本建设施工中发现出

土的古墓葬，仅市区范围就有39个，其中最

大的是沙河东地汉墓群，共清理出267座，出

土文物4175件。全市有古遗址9个，古城铺

6处，发掘出古币78种，从战国燕赵的刀币、

布币，两汉以后直到明清历代的环钱都有所

发现。陶官金代农家遗址出土的熟铁农具和

生活用具。证明当时已掌握较高的冶炼技术。

鞍山各族人民在劳动中创造了灿烂文化。鞍

山城区东北郊的千山，风景秀丽，孕育和启迪

人们的艺术才智和创作灵感，留下历代文入

学士的无数足印和墨迹。辽海这块地方，曾经

是汉族、高句丽族、契丹族、鲜卑族、蒙古族、

女真(满)族统治者长期统治过的领土。形成

多民族文化的功业，产生过许多可歌可泣的

民间传说和史话。出土的陶俑、墓穴的壁画、

寺院古塔的雕刻，都充分反映了古代各族人

民能歌善舞爱好艺术的天性。海城喇叭戏、二

人转、秧歌舞，融汇着各族人民的创造才华，

直到今天仍然是各族人民所喜闻乐见的群众

文化活动。鞍山的土地上蕴藏着丰富的矿产

资源，也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宝藏。随着帝国主

义的侵略，大工业的开发，鞍山比较早地拥有

火车、电报、电话、邮政等交通传输手段，也比

较早地拥有报纸、广播、电影、戏院等近代文

化设施。20年代有了电影，30年代有了无线

电收音机，40年代有了广播(发射机)电台。

然而，沦为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鞍山，只有殖民

者和富有者才能充分享受这一切，创造文化

的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衣食难保，

更谈不上文化享受。

解放以后，鞍山的文化建设进入社会主

义的空前繁荣发展的新阶段，虽经历风风雨

雨，但也取得了很大成就。总的来说，大致可

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即解放后至“文化大革命”前

的17年，这是鞍山文化艺术比较繁荣发展的

时期。鞍山一解放，艺术家陈其通率辽南军区

文工团随部队到鞍山演出京剧《黄巢》、《九件

衣》等新编历史剧，白山艺校演出《白毛女》、

《盼八路》等歌剧和街头剧。人们走上街头，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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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歌，踩高跷，载歌载舞，欢庆解放，歌颂共产

党和人民领袖。《东方红》、《解放区的天》、《咱

们工人有力量》等歌声，通过街头广播喇叭在

全市回荡。各单位和街道基层组织都设收音

员和读报组，图书馆举办抗美援朝、T农联

盟、中苏友好等图片资料展览，市区建立了文

化馆，街道和农村建立文化站，还建立朝鲜族

文化站(后改馆)。工会系统的职工俱乐部和

共青团办的青少年之家也普遍建立起来，成

为群众文化活动中,L-。1953年成立市文化活

动委员会，以后又成立群众艺术馆，经常组织

各项群众艺术创作演出活动或作品展览，几

乎每年都召开全市业余文艺汇演或观摩大

会。为了培养造就业余文化活动骨干，推动群

众性的文化体育活动，1954年在郊区宋三台

村召开农村文化活动现场会，同年市文联出

版刊物，举办全市业余文学创作辅导班，李云

德等一大批业余作者脱颖而出。还成立了职

工业余艺术学校。举办农村业余文化活动骨

干分子短训班。1955年召开全市群众业余宣

传、文化、艺术、体育积极分子代表会议，有

1040人参加。1959年在市灯光球场举行庆祝

国庆十周年万人歌咏大会，在鞍钢职工俱乐

部举办500多人参加的赛诗大会。全市组织

5000多人的文艺大军，参加游行检阅。这年

《鞍钢报》创刊。1960年3月召开鞍山市文艺

创作与文艺宣传誓师比武广播大会，号召开

展群众性文艺创作。1961年9月召开鞍山市

第二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讨论如何

更好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高

艺术质量，为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

事业贡献更大力量。写厂史、村史、家史活动

形成群众热潮，市长李维民写出革命回忆录

《地下烽火》，市委第二书记、鞍钢党委书记、

鞍钢经理袁振，副经理谷正荣亲自写歌词。业

余作者李云德、徐光夫、朱赞平、王维洲、纪征

民，农民诗人霍满生等出版了作品。1963年

全市有业余文艺团体745个，其中，城市610

个、农村135个，文艺队伍1．6万人，其中，城

市3300人，农村1．3万人，演出786场，观众

79．2万人次，是建国以后最高的一年。1964

年以后大唱革命歌曲，大讲革命故事。孟泰、

王崇伦等劳模合唱团，市委第三书记赵敏、副

市长刘雁林、孙平等老干部合唱团，带头上台

演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革命歌

曲。这个时期专业文艺队伍也有很大发展，从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两个发展到8个。还成立

青年评剧队、吕剧队。专业文艺工作者革命热

‘情和创作热情很高，各剧团深入夺钢前线、基

建工地、抗洪前线联合演唱，及时反映英雄模

范人物的生动事迹。文化部门多次组织文化

工作队、服务队到炉前、工地和田间，送书送

戏上门。由于成绩显著，1960年市图书馆和

市话剧团分别被全国文教群英会评为社会主

义建设红旗图书馆和红旗剧团。书馆、茶社也

出现说新书唱新书的热潮，曲艺团演出《抢险

救厂》(大鼓)、《烈火金钢》(评书)等90多个

现代题材的节目。鞍钢职工俱乐部、鞍钢技术

图书馆、市图书馆新馆舍先后竣工。新建电影

院不断落成。《鞍钢报》改为《鞍钢日报》，《鞍

山日报》改成对开大报。这个时期，国家对鞍

钢不仅从人力、物力上，而且从文化上给予了

大力支持。50年代全国著名的作家、诗人、记

者先后到鞍山深入生活，参加具有历史意义

大规模经济建设，写出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小

说、诗歌和报告文学作品，并亲自讲课，培养

业余作者。国家派遣最优秀的艺术团体和艺

术家到鞍山慰问，为鞍山职工献出最好的节

目。国外一些著名的艺术家及大型艺术团体

到中国进行文化交流访问演出，也都到鞍山

为职工演出。据不完全统计，50年代和60年

代共有近20个外国艺术表演团体或艺术家

到过鞍山。国内市级以上艺术表演团体到鞍

山演出的有442个，其中国家级的有46个，

使鞍山人民开阔眼界，提高艺术欣赏水平，丰

富精神生活。作为中央直辖市，首轮影片在鞍

山放映。国家拨给2万套线装古籍书充实鞍

山图书馆。1959年国家领导人亲自批准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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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戏曲学校第二届6名毕业生分配给鞍山，

以后又先后分配或调给两批，充实鞍山京剧

表演队伍。梅兰芳剧团把已选中的戏校毕业

生让给鞍山。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

来、朱德、谢觉哉、彭真、郭沫若等都亲笔为鞍

钢职工写信、题词或为鞍山的文化设施题名。

这时期的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一样，取得很

大成就。

第二个时期即。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时

期。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摒弃传统文化‘

遗产，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的成

果，文化事业受到严重摧残。在所谓砸“四

旧”中，千山古碑、墓塔、塑像被捣毁，经书、经

版全部烧光，各种作品被封禁，机构被解散，

人员被下放，尤其是在所谓“砸二黑”(黑戏、

黑会)中，文艺界被揪斗192人，有9人含冤

死去，27人被迫害致残。图书馆封闭，书店只

卖“毛著”，报纸和电台只转播中央电讯。舞台

上只有样板戏一花独放。群众性文艺宣传小

分队比较多，“忠字舞”盛行一时。此时在创作

上强调违背客观规律的“三突出”原则，使一

些作品口号式、标签化倾向严重，特别是为篡

党夺权服务的阴谋文艺充斥刊物和舞台。

1974年以后批孔、批《三上桃峰》、评《水浒》、

学小靳庄，文化界一再遭折腾，一些正直的文

化工作者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

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个时期唯有电视有所

发展，1970年10月在立山凉亭山上建立转

播台，开始转播中央电视台节目，1975年12

月正式成立鞍山电视台，但没有自办节目。

第三个时期即粉碎“四人帮”之后，到

1985年期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

吹拂下，广大文化工作者激发了被“四人帮”

压抑禁锢已久的创作热情，鞍山的文化事业

突飞猛进发展。首先是拨乱后正，先后召开文

艺工作座谈会、图书馆工作会议、街道及农村

文化工作会议等一系列专业会议，肃清“四人

帮”在文化战线上的流毒和影响，1980年召

开鞍山市第三次文代会，传达贯彻全国文代

会精神，明确了方向。鼓舞了干劲。在文学创

作方面，作家于敏、陈玛、李云德的作品问世

出版。老作者徐光夫、易长利等继续发表新

作，辍笔多年的温俊权等也重新拿起笔，尤为

可喜的是写出长篇小说的张希征、胡小胡及

短篇小说的梅宝恒、晨歌等一批新人崭露头

角。诗歌创作也十分繁荣，聚集在“钢都诗

社”的年轻诗人越来越多。而且都有较好的作

品问世。旧体诗词也在人们中产生影响。陶

重华的话剧、徐恩志的电视剧不断搬上舞台

和荧屏，儿童科幻电视连续片《神奇的贝贝》

发行国外。摄影、美术、书法艺术方面都有一

批得奖作品。在舞台上，被“四人帮”禁演的话

剧《万水千山》、歌剧《洪湖赤卫队》首先出台，

接着各剧种都有一批揭露“四人帮”罪行的剧

目上演，随着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各剧种演

出了大量反映经济建设或精神文明建设方面

的剧目，京剧、评剧及曲艺方面演出新编历史

剧、传统剧数量增加。1979年刘兰芳在电台

播讲评书《岳飞传》，受到全国广大听众欢迎。

她先后被评为辽宁省和全国‘‘三八”红旗手，

当选全国及省曲艺协会副主席。群众社会文

化活动仍然很旺盛，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市举办民间舞蹈比赛、“钢城之春”音乐

会、盲人录音文艺调演及美术、摄影、书法篆

刻作品展等，几乎每年都举办文艺汇演。1984

年举办首届艺术节，仅业余部分就有1368人

参加，演出310个文艺节目。文化馆站设置图

书室、游戏室、茶社、书亭、板报、画廊，经常举

办各种报告会、展览会及书法、摄影、美术、

乐器、舞蹈等学习班，组织各种游艺活动或文

艺演出。少年儿童的文化活动受到广泛重视，

成立了鞍山市少年儿童图书馆，1983年被共

青团中央授予红领巾读书读报活动先进单位

称号。市京剧团和话剧团创作和演出了一批

儿童京剧和话剧。举办了全市少年儿童音乐

表演、幼儿木偶戏调演及少年儿童美术、书法

展览，并参加了日本尼崎市的中日文化交流。

1982年后，先后成立鞍山市戏剧、舞蹈、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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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美术、摄影、书法、曲艺、电影工作者协会，

团结和组织起一批专业工作者和业余爱好

者，在艺术技巧和水平上有较快的提高。图书

馆业务也有很大发展，与有关部门配合，组织

。振兴中华”读书活动指导委员会。举办各种

学科专题的学习班、图片资料展览，被评为省

辅导协作先进单位。各区也相继成立图书馆。

新华书店举办“干山之夏”书市，1983年被评

为全国和省先进单位。这个时期又有些新电

影院落成，并成立市戏曲学校、鞍钢艺术团、

市青年艺术团和书画院，市博物馆在新建大

楼落成后也正式成立。1984年为加强文物工

作，成立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79年鞍山电

视台开始自办节目，1983年4月新建高183

米电视发射铁塔和机房工程竣工，1985年千

山微波站开通。无线广播发射台在1978年7

一月竣工后，发射机功率不断增大，设备不断改

善，电视收看、广播收听质量大为提高。1985

年《鞍山日报》由4开改为对开大报。在改革

开放大潮中，文化市场活跃，有关部门加强法

制管理．依法查禁取缔非法出版物和黄色书

刊。1983年以后，农村出现各种形式文化专

业户2082个，其中专业131个、兼营49个、

业余义务1902个。经营项目有电影放映、电

视录像、戏剧演出、家庭阅览，棋类游艺、出租

出售图书、办庄户剧场及摄影美术服务等，打

破了由国家或集体统办群众文化事业的局

面。与此同时，各专业剧团实行了团长负责制

和经营承包责任制，1985年推行了经济文化

联合体，改革向纵深发展，文化领域出现欣欣

向荣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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