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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在编纂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和经世致用的原则，运用科学的

方法和翔实的资料记载地方自然、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旨在“资治，教育、

存史”，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二、本志是在广泛搜集资料的基础上去粗取精而创编的新志，非旧志

的续编。吸取过去几部旧志中具有科学意义和资料价值的内容．‘、

三，本志由序，概述、大事记，专志，人物，附录等部类组成。以“序"

开篇，开宗明义；以“述”接续，展观全貌；“记"为全书之经，综记大事；

“志"为全书之纬，分事详述；‘∥传’’记人物，以近代为主；“录”为殿后，

收存资料。照片，图、表散在有关章节之中。

四、全志结构按类分篇，事近相聚，事同相并。除设概述、大事记外，．

设25篇。篇下分章，章下分节，少数节下列目。

五，记事章法用语体文，记述体。横分竖写，详今略古，志现状为主，

1．． 追溯发端、演变。
”

六，为避免重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次政治运动，散见于《大事

l 记》和有关章节。

I 七、大事记采取编年体，辅以记事本末体。

I 八，人物志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以本籍的正面人物为主，适当选

l 录外籍在本地有影响的人物。
。

九，断限，上限一般始于1912年1月1日，有的因事而异溯至事物发端；

下限至1984年末，个别章节至1985年1月17日岫岩满族自治县成立。

} 十，断限内的历史分期和称谓，1912年(民国元年)1月1日至1949年

(民国38年)9月30日为中华民国时期。其中1912年1月1日至1931年(民

国20年)9月17日为民国前期；1931年9月】8日至1945年(民国34年)9月

2日为东北沦陷期间；1945年9月3日至1949年9月30日为解放战争期间。

1949年10月1日以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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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纪年在括号

数字。序数，代号，番号数字

的用“万”，“亿"做计算单

84年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括号内注明地名普查的标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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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岫岩，地处辽东半岛北部，背枕辽(阳)海(城)，脉接千山，南邻东

(沟)庄(河)，面向黄海。这里虽山多地僻而资源不乏。矿产如菱镁石，

滑石、大理石，铅锌⋯⋯，巴探明者四十余种，尤有“岫岩玉一著名中外，堪为国

宝I农牧如烟草，山楂，黄牛，绒山羊⋯⋯，均列名优，更以柞蚕萤产量居

全国之首，而得“蚕乡竹美誉。以“物华天宝竹称之，不算为过。这里虽算

不上“人杰地灵竹之乡，但清凉(山)锺灵，洋河毓秀，从古至今却也孕育

无数优秀儿女，．虽地处偏徼，但满族聚居，民风淳朴，人民勤劳，崇义尚勇。

近百年来，抗暴反帝，前仆后继，尤以东北沦陷期间举大旗结义勇，抗击日

伪，喋血辽南而震惊中外，彪炳青史。

岫岩设治迄今，已有一千余年。辽设“大宁竹，冀望安定，平宁I金称

“秀岩"，以其山岭“状如翠屏、秀色可掬"而由l明改“岫岩竹，仍表其

自然地理特征，沿用至今。千百年来，各族同胞齐心戮力，以血肉之躯开发，

建设、捍卫兹士，始有今日岫岩之规模。抚今追昔，沧海桑田，其间有多少

英雄业绩当以讴歌颂之，有多少经验教训当以汲取之，又有多少事业必衰当
以志之! ，

岫岩有志，非自今日始。清成丰七年(1857)，岫岩凤凰城海防通判台
7

隆阿首修《岫岩志略》，实为岫、凤两地合志I宣统元年(1909)，代理知

州贺竹事曾修《岫岩州乡土志》，惜未付梓，篇帙尽失I民国十七年(1928)，

县知事高乃济，彭世祺诸人又修《岫岩县志》，虽体例稍备，然失之简略，

间有糟粕，况时过境迁，去今巳远；难敷资用。新中图成立后，各项事业突

飞猛进，岫岩地方日渐发达，而修志一事，久叹厥如，诚为一件憾事。今日 ．

世界，巳进入科技飞速发展信患时代，今日中国，正出现汹涌澎湃改革大潮。

当此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新机，欲谋一个地方振兴，冀求一项事业改革，而

对该地．该事历史现状，势要利害又知之甚少或全然不知，则将无以为据，，

科学正确的决策也势难作出。所以编纂社会主义新志，备以“资政，教育，

《≮



存史"，造福'-3今，惠及后世，实在是'-3务之急的一件大事。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出现盛世修志

良机。一九八二年八月，县委，县政府顺天时、承民意，决策发文，创修新

志。继之组成编委会，设立办公室，膺此重任。修志之举，自此上马。古人

云： “修史之难，无出于志，非博群书、烂熟掌故者，弗敢秉笔"。承修县

志诸同志．多系半路出家，无精此道者。然其不畏难，不言苦，足踏实地，

注重调研，广征博采，搜罗靡遗，积第一手资料逾五千万言；既而分门别类，

制纲立目，上参史册，下考群言，去粗而取精，去伪而求真，严冬呵笔，酷

暑挥汗，惮心竭虑，编次详慎。自着手至报竣，阅时六载，四易其稿，始得

志成。其文字工程浩繁，显而易见。古人有言：不朽有三，谓立德，立功，

立言。修志，当属立言，堪称一件不朽之举。
． 新编《岫岩县志》，非旧志续编与修补，而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指导，坚持“三新" (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 “三性” (思想性、

资料性、科学性)原则，按着实事求是、据事直书，详今略古、重在当今的

要求，采用分类立日，横排竖写，记而不论、述而不作体例而创修的新志。

非示观美，求其实用，”旨在提供一方之情，服务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非

旧志可比。
一

综观是志，部类有六：序，述，记、志、传、录。 “序"以开篇，“述”

而接续， “记”以为经， “志’’而做纬， “传’’记人物， “录’’为殿后。编

次二十七：概述．大事记、行政建置、民族·人口、自然地理、农业、林业、

蚕业、工业，岫岩玉，交通-·邮电，城乡建设、电力·燃料、商业，财政·

金融、工商管理，政党社团、政权、民政·劳动，军事、司法、教育、科学

技术，文化艺术、卫生·体育，人物、附录。共一百零一章三百五十五节，

洋洋八十万言，确是一部恢宏巨制!

新编《岫岩县志》，体例完备，内容宏富，上溯千年，统合古今，纵横

百里，事涉百科，足可以称“一方之全书一；义理分明，立论精当，因果昭彰，

得失可镜，足可以鉴往而开来；不立异，不溢美，据事直书，资料翔实，足

可以信今而传后。尤其是时代特点、地方特点，民族特点鲜明而突出，传统

既承，不无创新，称之‘?社会主义新志’’，当为无愧。展卷研读，沿革可考，

区划可正，险要可辨，风土可察，政教可论，典章可详。据以帷幄全局，通

权达交，鉴古知今，扬长避短，不无裨益。其功用大小，自不待言。况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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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人，观家乡事，亲而且近，感而易入，其爱国爱乡之情，自会油然而生。

由此， 《岫岩县志》编纂成功，实是岫岩文明建设的幸事，可喜可贺!

金无足赤，文无至善。创修社会主义新志，是亘古未有的盛举，既无旧

规可循，亦无蓝图可参，更因年湮代远，文献厥略，知情廖廖，诸多故实，

真伪难考；何况以有限的人力、时日，毕功于一役，讹谬舛漏在所难免。愿

学识宏通之专家，学者及诸读者不吝赐教，更希冀后起者补厥纠谬于异日，

作织锦续貂之美。

《岫岩县志》的完成，亦赖于全县党、政、军、民、学、农、工、商各

界一体协作；尤其得助于国家．省，市诸多部门大力支持，及诸多专家、学

者指教，又蒙爱新觉罗·溥杰先生题写书名。于此，谨致不胜感谢之意!
． 新志杀青，待以付梓，编者求序，义不当辞，故略作数语，以记志典之

隆。是为序。

～J，

艺雾冬需今荡
—严八■丸冈7L『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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