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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风城市委书记 傅≯篇
《凤城市志》几易寒暑，终于定稿付棒，谨致祝贺。

凤城历史悠久，2万多年来勤劳智慧的凤城各族人民

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共同开发、建设、捍

卫这块土地。这里满族聚居，民风淳朴，文化发达，经济繁

荣，曾是东边道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被誉为。历史名

城”。新民主主义革命日口期凤城人民在中国麸产党的领导

下浴血奋战，前赴后继，铲除了剥削制度，建立了人民政

权，“龙原十万家4，“开遍自由花”。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中，凤城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力更生，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努力建设自己的

美好家园。特别是1994年撤县设市以来，全市人民抓住机遇，团结拼搏，使全市改革不断

深化，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犹如凤凰展翅，走向新的辉

煌。

国有史，市有志。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我们伟大的祖国进入

了新的发展阶段。适逢盛世，组织修志。市委市政府对修志工作高度重视，各行各业大力支

持，鼎力相助，广大修志人员广征博采，潜心钻研，呕心沥血，历尽艰辛，经过数载耕耘，终

于编纂成书，实现了本届市委市政府任期内完成<凤城市志》编修任务的目标。《凤城市志》

横陈百科，纵述史实，详今略古，秉笔直书，记述凤城自然与社会的变迁，政治与经济的发

展，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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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编写而成的第一部新志书，旨在。资

政、存史、教化。，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凤城市志》是凤城文化的珍品，是研究凤城的资料宝库，是爱国主义的生动教材。全

市人民要以志为镜，鉴古明今，继往开来，不断谱写凤城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199 7年6月30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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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城市人民政府市长 劫缸雷
志书乃一邑掌故之书，素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

国者以志为鉴4之说。《凤城市志>集存史、资政、教育于一

身，是凤城文化建设史上的重大成果，必将服务当代，惠及

千秋。

凤城修志始于清朝乾隆42年(1 777年)。民国10年

(1921年)印行的《凤城县志》距今已70多年，难为镜

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凤城各项事业迅猛发展，
1 981年修志工作拉开帷幕；1994年撤县设市，市委市政

府决定编修《凤城市志》，开编修县级市志书的先河。

《凤城市志》上限追本溯源，下限1995年，以洋洋百

万言，记述凤城环境、政治、经济、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沿董与变迁。详今略古，述而不论，寓

褒贬于记述，昭因果于史实，示规律于盛衰。

。著书难矣，而著方志尤难”，“修史之难莫过于修志”。方志工作者溯源竟委，探幽索微，

去伪存真，秉笔直书，不为功名，不计利禄，披星戴月，夜以继日。今《凤城市志)垂成，成于众

多单位的通力协作，成于志书编修人员的辛勤笔耕。

打开凤城历史的画卷，展现出灿烂的辉煌：凤城。远扼东边，夙称重镇。。4为中外孔道，

为咽喉，为锁钥，为特另0区中之特别地点”。早在汉朝汉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 28年)即设

武次县，是东北地区最早设县之一；清朝设儒学署、建启凤书院，“数年之间，人才踵继，号称

多士”，誉为人杰地灵；凤凰山、魁星楼、清真寺等名胜古迹星罗祺布；蚕区茧乡；东北烤烟发

祥地；黄金生产万两县；陈本植、刘澜波等为官一任，造福于民；黄显声、邓铁梅、苗可秀、李

春润、阎生堂等抗日英杰，浩气长存⋯··在历史的长河中，凤城这块土地上值得自豪与骄傲

的不胜枚举。然而历史终究是历史，凤城人民和子孙后代不会忘记外敌入侵的残无人道和

疯狂掠夺，亦不会忘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勤劳、淳朴、勇敢、进取的

凤城人民，一定会从历史的足迹中不断总结经验，汲取教训，同心同德，携手并肩，建设萎好

的新凤城。再创辉煌!

《凤城币志》将付梓，书以为序。

199 7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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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城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曹‘厌叩V

I
我国的县建制始于战国，定型于秦。2 000多年来，县

始终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基本单元。因此历代

§B重视县志编纂，每逢盛世更当成大事。新中国成立后，不

少地方修订或新编一些地方志，尤其中麸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我国各级政府更为重视地方志编纂工作，县设立专门

机构——县志办，从事此项业务。

凤城设县2 1 00多年，有人类活动2万年，有文{．匕历

史已达5 000年，出版县志唯有一部，即1921年印行的

《凤城县志》。80年代初县志办按国家要求组织编纂县志，

但因种种原因历时十余载尚未成卷，恰逢此时撤县设市，遂修《凤城市志》，并由我分管此项

工作。《凤城市志》下限1995年。比国家规定多1 0年时间。10年沧桑，不过历史瞬间，然而

这1 0年改革之深化、经济之繁荣、社会之发展、生活之提高，凡此种种，非10年前可同日

而语，也给修志带来难度。好在凤城修志十余载，所做大量工作为编修《凤城市志》奠定了基

础。

编修一部好的志书必须拥有大量历史资料，经过剪裁加工。方能熔铸成材料丰富、信而

有证的志书。为此审定方案、增加人力、会议动员、个别调度、明确任务、落实责任，限定本届

政府届满之前，即199 7年未必出志书。编修人员校据总体任务，各司其职、竭力尽心、围览

档案、查抄资料、组织座谈、实地考察、集思广益、推敲加工，力争做到内容翔实、体例完备，

可谓。倾拳拳之忱，奋勤勤之劳”，终于在香港回归前夕编出《凤城市志》且已付梓。

《凤城市志》4篇21章，日j跨千年万载，事含政治经济，上记天文地理，下述人间世事，

洋洋百万言，悠悠乡土情，虽不敢妄称质量上乘，却也不失为刻意创新之作，愿《凤城市志》

问世，为追思既往，奋扬开采，发挥应有作用。

99 7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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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ide

1．According to the Marxism—Leninism，Mao Zhedong thought and Dang Xiaoping

theory．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ity commission and government t with the feature of the

new viewpoint，new method，new material and new style·Feng Cheng City Annals(here—

with the City Annals)narrates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Fengcheng city．the pur—

pose is to serve the contemporary era and show apreciation for the descendants．

2．The City Annals includes the Guide，the Preface·the Diagram(containing photoes)．

the Outline，the Annals，the Figure biography·the Important events and the Appendix；

The city annals contains the environment，the politics t the economy，and the society；The

diagrams are enclosed herewith；The figure includes the biography，biography sketchy，OUt—

line，catalogue，the scope is affirmed by the city Annals Compile Commission·the figures

are lfated by the sequence of the Chinese phonetic Ietters；The Important Events are mainly

in the annalistic style．and second in the style of the record of events from begining to end；

The appendix is enclosed herewith，the appendix in the annals is compiled behind the identi—

cal matters．

3．The city annals uses the entry structure and the vertical record and narrate}The uper

limit traces back the start，the lower limit is untiI the year of 1995，the length is due to lim—

ited space according to the materials and needs．the lower limit of the figure is until April·

1997f The annals totals 4 parts．21 chapters and 143 sections．

4．The city annals narrates in modern Chinese and adopts the third person，narrates but

not discusses whether right or wrong，The names use the fall names or the regular abbrevia—

tion，the history appellation adds the note．

5．The city annals adopts the Christian era，adds the notes of the history annals}The

historv dynasties use the common terms，from 1912 to september 1949，it is called Zhong

Huaminguo．“Manzhouguo”，and“Manzhoudiguo”are called“Manzhouguo”·adds the quota—

tion mark，shows that it is illegal I After October 1 949 it is calle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 history periods are divided according to the“The Resolution of the Party’s Many

Historv Matters Since the Found of China”stipulated by the CentraI Committee of the Par—

fy·

6．The numbers in the city annals such as the history years·(except the Zhong Huamin—

guo and“ManZhouguo”)the lunar calendar years．months·days，weeks，approximate num—

bers and morpheme are written in Chinese。the other numbers use the Arabic numerals}The

measure units use the lawful measure unita and the English symbols．

7．AU the materials{n the city annals have been as a result of textual research。the

notes in the article usually do not indicate the sourcet The numbers collected in the annals

are according to the firsthand information before 1949．the numbers between 1949--1995 arc

affirmed by the cfly Statisticsl Bureau。the statisticsl data which are not collected are aster·

tained by the relative de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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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凤城市位于辽东半岛东部，地近黄海北岸；北纬40。02’00”一41 005 753”，东经
1 23。32 703”一1 24。32’03”；北依本溪满族自治县，东靠宽句满族自治县，南接丹东市

振安区、东港市，西邻岫岩满族自治县，西北连辽阳县，为辽宁省辖县级市，由丹东市

代管；面积5 739 8km2，占辽宁省总面积4 O％，居全省第三；年均气温5 5—

8 2。C，年均无霜期156天．年均降水量860—1 230mm；人口603 456人，其中满

族人I：1占71 49％；设凤凰城、凤山、草河3个经济管理区，辖透阳、白旗、宝山、边

门、大兴、弟兄山、东汤、红旗、鸡冠山、蓝旗、刘家河、青城子、赛马、沙里寨、石城、四

门子、汤山城、通远堡、玉龙19个镇和大堡蒙古族镇1个民族镇，269个村。市委市

政府驻邓铁梅路64号、62号，距沈阳217km，距丹东62km，距丹东机场75km，距

黄海北岸大东港90km，距大连360km，是辽东半岛沿海经济开放区1 6个对外开放

县(市)之一。



2 悠久的历史

早在2万年前凤城就有人类生活夏、商、周各朝为中国古代民族华夏族、东夷族、东胡

族等民族杂居地区，历来为中国领土。公元前300年被燕昭王划入政区．隶属燕国辽东郡·是

东北地区最早戈U入政区的地区之一。公元前128年汉武帝设武次县，建武次城，人口达2万

)k以l-，是东北地区最早设县建制的地区之一。晋朝在乌山即凤凰山上建乌城．设乌城州．凤

凰山发展成为旅游之地。辽朝设龙原府I市地级建制}、龙原县，建龙原城，后改称开州I、开远

县，龙原府和开州辖3州2县，凤城成为辽东地区首府，辽圣宗曾到开州视察，是到过凤城地

区的第一位皇帝。明朝在开州城遗址建凤凰城，并设定辽右卫(市地级建制)于凤凰城。清朝

设凤凰城城守尉、凤凰直隶厅、东边兵备道等旗民军政机构，设立启凤书院等文化机构和对

朝贸易等经济管理机构凤城成为辽东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13年改设凤凰县．1914年

改称凤城县。1931年9月至1945年9月凤城人民坚持抗日战争14年，涌现出黄显声、邓铁

梅、苗可秀、李春润、阎生堂等一批抗日名将，终于建立人民政权为解放战争做出应有的贡

献。1949年新中国成立被列为甲级县。1985年1月设立凤城满族自治县．拥有省重点Cp学1

所、省重点小学1所．省属科研机构1个、中学1所．市属科研机构1个、中专2所、市级医院2

所。1994年3月设立凤城市，设县2 100多年的古城终于跨入现代城市的行列。

凡威一中

t：冉 ■

凤幅一中

凤城满腰自治县成立大会

．舌垂



悠久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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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凤凰头上闪闪发光的明珠。凤凰山集雄险幽奇秀于一山，吸引成千上万的中外游■-
客登临，1994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跻身于中国名山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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