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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物是人类在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创造的物质文化遗存，是不可再生的人类财富，是现代文明通
向遥远的祖先唯一的桥梁。
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加强文化建设，对文物工作予以足够的重视。
　　大连地区作为祖国辽东半岛南端的滨海城市，历史悠久，文物古迹丰富。
依据现有的考古资料，大连地区的人类历史可以上溯至17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
截至2007年底，大连地区已发现历代遗址、城址、墓葬等各类文化遗存1300多处，其中被公布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9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39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118处。
1993年，辽宁省政府将大连市列为历史文化名城。
大连市现有博物馆31座，本书收录21座，其中，国有博物馆10座、非国有博物馆11座。
第三次文物普查期间，又确定历史文化建筑群9处、工业文化遗产20处，从而丰富了大连的历史文化内
涵。
　　遍布全市城乡各地的历史文化古迹、馆藏珍贵文物以及近现代重要史迹和工业文化遗产，是大连
文脉的载体，是历史的见证，是大连人民引以为自豪的珍贵财富。
加强全市的文物事业建设，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老工业基
地全面振兴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对于我们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全市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
化素质，促进大连的振兴和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市委、市政府重视文物事业建设，制定政策，采取措施，使文物保护工作、博物
馆事业蓬勃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纳入政府工作重要的议事日程。
近年来，现代博物馆改陈工作、汉墓博物馆建设连续两年列入市政府为民所办大事；公益性文物建设
和文物保护经费的投入有所增长；一些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向全社会开放，广大市民参与文物保护和博
物馆活动的热情空前高涨。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经过广大文物工作者多年艰苦工作所保留下来的大连地区各个历史时期丰富的
文物遗存，必将在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促进大连作为中国北方科学发展示范城市的建设，促进
全市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等方面，愈来愈明显地发挥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大连文物要览》的编写和出版，有助于我们深入学习与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等国家文物法律、政策法规，有助于全市人民进一步增强文物
保护意识，同时，其出版发行也为我市各有关部门在制定基本建设规划时提供可资参照的科学依据。
　　《大连文物要览》一书以图文结合的形式集中展示和宣传我市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作为出版物
，在我市尚属首次。
文化系统的同志们在短时间内编写出这样一本有用的书，我向参与这项工作的有关人员表示感谢，并
借此机会向全市辛勤劳碌在第一线的文博工作者致意，希望你们再接再厉，为我市的文物保护事业作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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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连文物要览》收录21座，其中，国有博物馆10座、非国有博物馆11座。
第三次文物普查期间，又确定历史文化建筑群9处、工业文化遗产20处，从而丰富了大连的历史文化内
涵。
遍布全市城乡各地的历史文化古迹、馆藏珍贵文物以及近现代重要史迹和工业文化遗产，是大连文脉
的载体，是历史的见证，是大连人民引以为自豪的珍贵财富。
　　加强全市的文物事业建设，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老工
业基地全面振兴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
对于我们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全市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
化素质，促进大连的振兴和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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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万忠墓达鲁尼市政厅旧址旅顺日俄监狱旧址东清轮船会
社旧址大连民政署旧址大和旅馆旧址朝鲜银行大连支行旧址关东厅博物馆旧址中苏友谊纪念塔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39处)小珠山遗址上马石贝丘遗址吴家村遗址双砣子遗址郭家村遗址北吴屯遗址大嘴子遗
址牧羊城城址张店城址卑沙城得利寺山城城山山城四平山积石墓石棚沟石棚台子屯石棚白店子石棚老
铁山——将军山积石墓地小关屯石棚岗上墓地营城子壁画墓永丰塔永安台石河烽火台金州副都统衙署
旧址清泉寺横山书院望海寺摩崖石刻造像龙引泉遗址旅顺船坞南子弹库老铁山灯塔东鸡冠山北堡垒望
台炮台关向应故居二○三高地电岩炮台苏军胜利塔中华工学会旧址苏军烈士陵园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118处)蛤皮地遗址朱家村城址及贝丘遗址东海砣子遗址庙山遗址北崴子遗址黄家亮子土城址陈屯城
址巍霸山城鸿胪井遗址哈斯罕关菜园子土城址复州城小黑山山城二十里堡烽火台羊官堡石城永宁监城
址东太山积石墓王山头积石墓土龙子积石墓大荒地石棚营城子汉墓一塔二塔报恩寺仙人洞庙长春庵永
兴寺三清观马祖庙挂符桥排石烽火台观音阁朝阳寺石鼓寺关帝庙松山寺金州天后宫阎福升故居响水寺
永清寺张氏节孝牌坊复州知州衙署旧址复州清真寺青堆子天后宫长隆德庄园鲁班祠东山文庙梦真窟千
佛洞和尚岛炮台石门子战场遗址曲氏井⋯⋯二、近代建筑群三、工业文化遗产四、博物馆附录编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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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连海港　　沙俄侵占大连后，着手在大连湾沿岸开辟新港，建设一座新的港口城市。
1899年9月28日，大连商港一期工程正式动工兴建，1903年底一期工程基本完成，建有防波堤、码头、
仓库、港区铁路与道路、护岸、船坞等。
日俄战争后，日本占领大连，于1908年3月对港口进行扩建、新建。
主要工程有：大连码头4座突堤码头（一、二、三、四码头）、突堤码头间的3座顺岸码头（甲、乙、
丙码头）及长门町码头，还有环绕大连码头的东、北、西、西北4座防波堤等，使大连码头形成了一
个完整的港区，港内铁路、仓库一应俱全。
其他设施如客运站、办公大楼等先后兴建。
1945年至1950年大连港由苏联代管。
1951年1月1日，中国政府接管大连港，开创了大连港历史的新纪元，从此大连港有了蓬勃的发展。
　　现有遗存：4座突堤码头（一码头、二码头、三码头、四码头）、3座顺岸码头（甲码头、乙码头
、丙码头）和长门町码头、防波堤、15号库、22号库、20号库、物资仓库、办公大楼、客运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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