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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编纂原则：新编铁岭县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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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详今略古、古为今

用的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真实地记载铁岭县

的自然、社会历史和经济发展的状况。对铁岭历代旧志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

纠其谬误，吸其精华，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体例结构：新编铁岭县志由概述、大事记、各类专志、人物和附录五

部分组成。各类专志按照以类系事，事以类从，横排门类的原则设编、章、节、

目等层次，以横排竖写为主要记述方法。

三、断限：上限于1664年(清康熙三年)铁岭建县时起，下限止于1985

年末。为朔本求源，有些内容的上限也有所突破。

四、体裁：采取述、记、志、传、图、表、录各种体裁并用，以志为主。

图、表与志体紧密配合，力求文图并茂。

五、行文：以白话语体文为主，即现代汉语书面用语。行文规范和简化汉

字，以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统一规定为标准。

六、纪年：各历史朝代沿用当时年号，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东北沦陷时

期用民国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用公元纪年。

七、称谓：行政区划、机构、地名均用当时标准全称，括号内注明今称，

或统用简称；人物一律直呼其名，第一次出现或职务变动时可加职衔．名后不

加同志等一类称谓。
‘

八、数字：除汉语成语和建国前的纪年之外。一律用阿拉伯数字。数据以

县统计局提供的为准，不足的数据由有关业务部门提供。小数点后只取两位。

计量用法定单位。

．九、注释：只对一些名词、用语加以注释，对资料来源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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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岭从1981年开始重编《铁岭县志》，历时十载，四易其稿，经省、市、

县领导机关和专家、学者评审，终编成志。抚卷在手，反复展读，深感《铁岭

县志》资料宏富，考据精详，应有尽有。

新编《铁岭县志》实事求是地记述了铁岭建县以来至1985年三百多年的

历史，展示了境内的建置沿革、自然环境、政治、军事、经济、社会、人文和

乡情民俗的全貌，填补了近60年铁岭没有县志记载的历史空白。是一部资料

翔实、文风端正、特点突出，融资料性、知识性、科学性和实用性于一体的百

科全书，具有很强的资治、存史和教化的功能。看了自然环境，则铁岭的天时、

地利可考；看了政绩和人物，则是非、成败可察；看了各业经济，则社会的起

伏、盛衰可循；看完《铁岭县志》，各种得失、借鉴之义可得。这里还应着重

指出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铁岭县的历史，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前铁岭县的经济，既有成功顺利的发展，也有不应出现而令人惋惜的失

误。究其根源，除了左的干扰，使我们在某些方面偏离了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

线之外，也有我们对县情缺乏历史地、全面地、科学地研究和分析，因而对全

县的特殊情况以及对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新事物缺乏妥善的解决办法，也

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新编《铁岭县志》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全面认识县情，

不断地研究本地和本部门的基本情况，从中找出事物的发展规律，做为我们今

后工作的指南，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借各方之力，兴铁岭之业，全面开创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新编《铁岭县志》虽经再三修改，但疏漏谬误之处仍属难免，恳请有识之

士阅后予以指正。借此机会谨向大力支持、热心指导我们修志的省、市有关领

导和各位专家、学者以及出版社的编辑致以深深的谢意。

铁岭县长王长新

1992年7月6日



序 二

铁岭县位于辽宁省北部，松辽平原南端，东逾滚马岭而邻清原，西越辽河

而亘法库与铁法，南跨万泉河而拱沈阳与抚顺，北接清河而连开原。内襟辽、

柴、凡三条较大河流，背枕龙首、鸡冠之秀山峻岭，地形东西长而南北窄，地

势仰北而俯南，古为兵家必争之重镇，今乃辽北交通之要冲。气候温和，地平

土沃，适宜作物生长；物产蕴藏丰饶，利于资源开发。幅员二千余平方公里，

低山、丘陵、草场、水域等多样地貌兼有，农、林、牧、副、渔并举。文化渊

源始于殷商，建县早在康熙三年，迄今已三百二十七载。

史述国家之兴替，志表地方之盛衰，各循其纲，互为补益。得此而有所考

据。镜其利弊，鉴往开来。《铁岭县志》久有成书，康熙民国已载为册，20世

纪70年代又编纂了《铁岭县简志》，虽三者皆可为鉴，但前二者系为旧世之文，

终因历史的局限及修志者的偏见，难免或有疏漏之讥、滥虚之虞。后者虽是当

代集帙成卷。亦因仓促撰修，难能致用。欣逢盛世。百业方兴未艾；适时补阙

纠谬，以存“一县之信史"，扬前人之美德，求振兴之道路，实乃承前启后，势

在必行之幸事。

．新修《铁岭县志》主述清初康熙以来的发展变化。三百多年．汉、满、蒙、

回、壮、羌、侗、苗、朝鲜、锡伯、达斡尔、维吾尔各族人民，杂居本土，繁

衍生息。封建时期，苛政如虎，贪吏如狼，哭声殷野．天地为哀。民国之时，

军阀混战，疮痍满目，天道无常，旱涝相煎，致使县无宁岁，民无宁日。其间

豪杰云起，抗暴御寇，可歌可泣。有多少共产党员、爱国志士，为劳苦大众，

赴汤蹈火。血溅轩辕。1948年铁岭县人民政府诞生，人民摆脱苦海，得到解

放，云开雾散，面貌一新。然而，。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政治混淆，经济

萎缩，损失甚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开拓进取，治

理整顿，推行改革，工业堀兴，农业蔚起，商业益臻隆盛，教育蓬勃发展，交

通轮轨纵横，各行各业欣欣向荣。新志所载三个时代，虽制度迥异，但修志者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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竭力博访，潜心探讨，著一方之宪典，为万世永赖之良规，以不悖于修志之宗

旨，无愧于风云变幻的三百余载。

新葺《铁岭县志》，博采旧闻，广收往籍，据事直书，详近略远，考证翔

实，不骛浮夸，体例精严，文笔雅洁，茹古涵今，存史详明，将全县之民情、

物态、政治、风俗，提纲挈领，荟萃于兹，供有识之士以史为鉴，铭古察今，

审时度势，为家乡建设集才聚智；为“四化一蓝图增辉添彩，使铁岭新府，显

人杰地灵之光荣，耀物华天宝之风情。

新纂《铁岭县志》，中共铁岭县委、县政府予以高度重视，县人大、县政

协亦鼎力支持。1981年设置县志办公室，翌年成立县志编委会，群编汇集，共

襄其事，十年如一日之心血化成志书百万字。抚卷在手，倍感“修史之难，无

出于志’’。修志中承蒙省市有关领导和专家指导，有关部门协助，行将付梓，诚

致谢意。虽几经删繁就简，订讹补缺，亦难以至臻至善，遗漏疏芜，实赖后贤，

祈望有识之士、专家、学者教正。

《铁岭县志》付印之际，正值“八五"宏图初展之时，借此寄意铁岭人民、

祖籍铁岭的海外同胞、各界贤达，敦请戮力同心，殚精竭智，化桑梓之情为开

创铁岭美好未来之动力，锐意奋发，建功立业，上慰祖先之辉光，下惠子孙之

荫萌。
。

今县志告成．感其斐然，谨缀数语，聊以为序。时公元一九九一年夏。

铁岭县常务副县长 田振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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