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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历史文化名城吉林市在 2200 余年的漫漫时光中，在 27000 多平方公里

的关东沃土上，演绎了一幕幕铁马冰河、改天换地的动人故事。

今天，夫余国的炊烟已淡淡散尽，渤海盛世的旌旗亦渐行渐远，但明、

清前行的辙印和民国变幻的风云，则不时从考古成果和老者的记忆中流淌进

一卷卷文稿之中。人类无论流逝了多少记忆，总有轶事在民间残存；无论损

毁了多少殿宇，总有基石深埋于大地。本书便是借鉴考古、史料遗存和民间

传说汇集起来的城市记忆。

感谢时代让我们有祥和的光阴来梳理这份记忆，感谢尤蕴石、李桂华、

眭建平、翟立伟、王力等一批专家学者，使我们在编纂此书过程中受益匪

浅，尤其感谢市委赵静波书记、张焕秋市长、胡冬梅副书记在繁忙政务中给

予的多方指导和大力支持！

记住历史旨在继往开来。希望生活在美丽家园的每位公民，能以主人翁

的精神，为这座城市的文脉传承、繁荣发展倾心尽力；希望莅临北国江城的

四海宾朋以贤达聪灵的智慧，给这座城市的持续进取、再铸辉煌建言献策。

我们会殚精竭虑，用优异的工作成果，不负人民的夙愿，使古老神奇的吉林

市在属于明天的生命岁月里，倍加富强，越感温馨和幸福。

编 者

2015 年 08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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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古称天河，发源于长白山天池。远古洪荒岁月，天池之水飞流而

下，带着曼妙的传说，携百川千水，穿高山幽谷，过林海雪原，奔腾千里，

浩浩荡荡。吉林市就是镶嵌在松花江畔，由江而来、沿江而走、依江而展、

为江而美的一颗明珠。

古老神奇 美丽富饶

吉林市是全国唯一地级市与省同名城市，全国特大城市之一。幅员面积

27120 平方公里，市区面积 3636 平方公里。现辖 4 个城区、4 个县级市、1

个县、两个国家级开发区和 15 个省级开发区。总人口 450 万,其中市区人口

200 万。境内居住汉、满、朝、回、蒙等 35 个民族。

改革开放以来，吉林市先后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

市、中国魅力城市、全国绿化先进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创建文明城市

工作先进城市，被世界著名财经杂志《福布斯》评为中国内地最适宜开设工

厂的榜首城市，首批入选中央电视台“倾国倾城 -最值得向世界介绍的中国

名城”。2009 年以后，又再度被评为中国十大美丽城市、十大特色休闲城市、

最具投资潜力城市和书法城。

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早在八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便有人类在这片沃

土上渔猎耕耘，繁衍生息。周秦时期，聚居着满族的祖先肃慎人。从西汉初

年开始，先后出现夫余、高句丽、渤海等隶属中央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明

清年间，于吉林设厂造船，始称“船厂”。吉林市满语称“吉林乌拉”意思

为沿江的城池。清康熙十二年 （1673） 建城，成为当时中国东北政治、经

济、文化中心和水陆要衢、军事重镇。经过各个不同时期的曲折发展，地域

民族文化积淀厚重，历史文物古迹遗存众多，是史前文化发源地和满族重要

发祥地之一。

一、城市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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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华天宝，资源丰富。境内水系发达，水资源总量 162 亿立方米，人均

水资源量 1574 立方米；发电设备总装机容量 519.2 万千瓦，是我国北方少有

的水电丰沛城市。农业条件良好，耕地总资源面积 65.5 万公顷，粮食年产量

在 500 万吨以上，是东北水稻、玉米的主要产区和全国重点商品粮基地之

一。林业用地 160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 54.6％，动植物资源丰富，是长

白山天然绿特产品主要产区和集散地。境内已发现矿产资源 171 种，其中

镍、钼、橄榄石宝石等 9种矿产资源居全国前 10 位。

优势明显 充满活力

多年来，吉林市以科学发展、加快振兴、努力让城乡居民生活得更加美

好为主题，着力壮大城市实力，激发城市活力，营造城市魅力，城市的核心

优势明显增强，综合功能明显完备，特色形象明显提升，环境质量明显改

善，各行各业步入持续健康快速发展轨道。

产业基础雄厚。“一五”期间，国家重点投资建设的 156 个项目，在吉林

市建成投产的有 7个半，是国家重要的工业基地。目前，规模工业企业 1100

余户。围绕构建新型产业基地，以规划建设十大功能区为发展载体，积极推

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化工、汽车、冶金等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步伐加快，

产业链式化、精细化、终端化水平大幅提升；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基础

电子和电力电子、生物技术、医药健康、航空航天等一批极具成长潜力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壮大；互联网经济方兴未艾，以中油数据中心、江南

数据中心为代表的全省云计算中心产业园显现雏形，东北首家区域性电子商

务平台———统泰一网全城上线运营，淘宝特色吉林馆即将投入使用，电子商

务的发展热潮正在全市范围内快速掀起。

旅游特色鲜明。以山水林、冰雪凇为特色的自然、人文景观互相映衬，

构成得天独厚的观光、休闲、民俗风情和历史文化等旅游优势，春可踏青品

鱼，夏可避暑度假，秋可观枫赏桦，冬可戏凇弄雪，是名扬四海的“北国江

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一江秀水，三叠碧湖，四脉奇山。汇聚千里涓涓

的松花江穿越城区蜿蜒而过；丰满、红石、白山三大淡水湖梯式布局；龙潭

山、小白山、朱雀山、玄天岭等绿色山系造化钟秀。江水洄转，群山环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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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四面青山三面水，一城山色半城江”的天然风光。中国四大自然奇观

之一的吉林雾凇、世界石陨石之王—吉林陨石、国家级滑雪场北大湖和哥特

式建筑天主教堂、高句丽古城遗址、乌拉古城、吉林文庙、北山古庙群等独

具特色的自然人文景观魅力万千、驰名中外。百里“清水绿带”使城区沿江

两岸流青溢翠，是著名的城市生态走廊、景观簇园和魅力精品；人民广场、

世纪广场、文庙广场等大型休闲娱乐广场风景靓丽，园林式景观路、社区花

园、庭院等遍布城区。每年一度的中国吉林国际雾凇冰雪节、松花湖开江鱼

美食节、松花湖之夏旅游节、长白山金秋枫叶旅游节以及北山庙会等各具春

夏秋冬特色的节庆活动颇负盛名。

人居环境优良。坚持规划先行，高标准开展城市建设，城市功能日臻完

善，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拥有中心成网、周围成环、四面放射、内外顺畅的

城市道路网络体系。水、电、气、热等基础设施的供保能力不断增强，用水

普及率 98.5%，集中供热普及率 94%，城市燃气普及率 97.5％。建城区绿化

覆盖率 46.65%，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2.04 平方米。近年来，持续加大以松花

江水源地保护为核心的环境综合整治力度，水质量保持二类以上水体标准，

大气质量达到国家功能区标准，环境噪声控制在 55 分贝以内，是中国北方

最宜人居的城市之一。

潜力巨大 前景广阔

戮力同心创伟业，激流勇进展宏图。对文明和美好生活有着执著追求的

吉林市，正在一个更高水平上向着在全省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加速

迈进。2014 年实现生产总值 2730 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0415 美元，地

方级财政收入完成 131.2 亿元，预计到“十二五”末，可实现生产总值 2923

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1151 美元，地方级财政收入完成 140.4 亿元。

吉祥天佑，林碧水秀。吉林市是人居宝地、旅游胜地、发展热土。“十

三五”期间，是吉林市大开放、大发展、大变化的重要历史时期。在“一带

一路”、新一轮东北振兴、长吉图开发开放等一系列国家战略的引领下，吉

林市将以面向世界的全球胸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奋发有为的进取姿

态，全力推动经济增长中高速、产业发展中高端，全力提升市场化、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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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国际化水平，加快建设创新吉林、开放吉林、法治吉林、文明吉林、生

态吉林和幸福吉林。相信经过 450 万江城人民的携手共创，一座东北和东北

亚重要的新型产业基地、旅游度假名城和生态宜居城市，必将以焕然一新的

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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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风云

1.清帝东巡达吉林

在清王朝统领华夏 267 年间，经历了 12 位皇帝，其中只有康熙和乾隆

两位皇帝能够不顾山高水远，亲赴龙兴之地吉林。

康熙一生三次东巡，第一次是康熙十年 （1671），第二次是康熙二十一

年（1682），第三次是康熙三十七年（1698）。其中，第一次只到盛京谒祭太

祖、太宗陵墓，后两次东巡都来到了关东军事重镇吉林城。

让我们将目光回望到康熙二十一年（1682）的春节。当欢度节日的喜庆

鞭炮刚刚响过，29 岁的康熙便于 2月 15 日起銮东行。于 3月 25 日来到吉林

乌拉。当天，康熙便到松花江边望祭了长白山神，夜宿将军衙门。

康熙在吉林视察两天，3月 27 日冒雨登舟顺松花江达大乌喇虞村（今乌

拉街）。在大乌喇虞村 7 天间，批阅了各地奏折，听取了宁古塔将军巴海的

上奏，对巴海等人强调了加紧造船，操练水师，积极备战等重大事项。4 月

4日乘船回吉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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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7 日起驾南归，5 月 4 日返回北京，此次东巡 80 天，在吉林写下了

著名的《松花江放船歌》：

松花江，江水清，

夜来雨过春涛生，

浪花叠锦绣 明。

彩帆画 随风轻，

箫韶小奏中流鸣，

苍岩翠壁两岸横。

浮云耀日何晶晶，

乘流直下蛟龙惊，

连樯接舰屯江城。

貔貅健甲皆锐精，

旌旄映水翻朱缨，

我来问俗非观兵。

松花江，江水清，

浩浩瀚瀚冲波行，

云霞万里开澄泓。

第三次东巡是康熙三十七年 （1698），此时噶尔丹叛乱已平。这次康熙

亲奉皇太后，率皇长子、皇三子、皇五子、皇七子、皇九子、皇十三子等，

浩浩荡荡于 9 月 26 日到达吉林乌拉。康熙在吉林乌拉召见了黑龙江将军萨

布素，副都统喀特胡和宁古塔将军沙纳海。此次东巡康熙在吉林 4 天，于 9

月 29 日返京，11 月 13 日到达京师，历时 3个半月。

康熙这次东巡，因绕道蒙古，跨越了今天的河北、辽宁、内蒙古、黑龙

江、吉林等省。东巡的大队人马，往返数千里，几乎走遍了东北及蒙古地

区，影响之大可想而知。康熙此次东巡之后，北部边疆稳定很多年，蒙古各

部更是岁岁来朝，再无叛乱。

乾隆东巡是在乾隆十九年（1754），乾隆带一位太后及几位皇子、大臣

等众人于旧历五月六日由圆明园出发，沿康熙帝第二次东巡的路线 “巡幸”

东北。于当年八月初五到达吉林城西的伊拉齐（即永吉县一拉溪），初六到

达绥哈（今永吉县大绥河），于初七到达吉林城，住将军府内太和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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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纳兰性德咏故土

纳兰性德生于顺治十一年 （1654），原名成德，后改为性德，字容若，

号饮水、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是清代最为著名的词人之一。

纳兰性德不但在清代词坛上享有很高声誉，就是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

乾隆在吉林住了八天，这期间，登小白山望祭殿遥祭长白山神，在温得

亨河（温德河）举行了祭江神（也称河神）仪式，游历了北山、龙潭山。在

龙潭山“祭龙潭”、封“神树”，并在山城附近的山林间进行了一次行猎活

动。北山关帝庙的“灵著幽岐”及龙潭山观音堂的“福佑大东”等处匾额，

就是乾隆此次东巡留下的御笔。乾隆在吉林西南 40 公里北大壶南楼山一带

进行了几次行围，又于八月十三日度过了“万寿节”（皇帝生日）。

在吉林将军觉罗傅森（满洲镶黄旗人）、副都统额尔登额 （满洲正蓝旗

人）及乌拉总管巴格的陪同下，在吉林城近处的松花江江面上，观看了打牲

活动，并即兴写下了《松花江捕获鱼》、《采珠行》、《咏鳇鱼》等诗。此次

东巡，往返 153 天，其声势和规模都大大超过了康熙皇帝。

吉林市东团山处江面，现修有“打牲乌拉”实景公园，每逢夏季或重大

节庆日，便有真人秀实景表演皇帝东巡吉林的一些片断，使现代人观看到了

当年帝王临江抒怀的壮观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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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席之地。有红学家说他是《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原型，有诗评家说他是

清代最著名的满族诗人，是当时最仗义的文化名人。他为满族这个以烈马钢

刀为荣的民族，在中华诗坛争得了一席尊重。

谈到纳兰性德来吉林，我们还须把记忆拉回到 1682 年的早春。在康熙

东巡的浩荡队伍中，有位眉清目秀、儒雅翩翩的一等侍卫，他就是纳兰性

德。即将走入的这片土地，其实是他先祖的故乡。先祖本姓土默特，为蒙古

人，后灭纳兰部并占其领地，遂改姓纳兰。在努尔哈赤与九部联盟的战争

中，纳兰的曾祖父曾是努尔哈赤最强劲的敌手，后来九部联盟失败，归顺努

尔哈赤，编入正黄旗，并随其跃马中原，为大清朝的建立立下了赫赫战功。

纳兰性德回到祖先的故土，诗意一发不可收，在短短数天的时间里，他

便赋诗多首。在浣溪沙·小兀喇中，他深情地写道：

桦屋鱼衣柳作城，蛟龙鳞动浪花腥，飞扬应逐海东青。

犹记当年军垒迹，不知何处梵钟声，莫将兴废话分明。

在龙潭山上，望大江如龙，一片苍茫烟水，诗人顿生沧桑之叹：

山重叠，悬崖一线天疑裂。天疑裂，断碑题字，古苔横啮。风声雷动鸣

金铁。阴森潭底蛟龙窟。蛟龙窟，兴亡满眼，旧时明月。

当时，吉林城正是新城初建之即。城垣以木垒成，俨然一座军寨。城内

却一派市井气象。酒旗招摇，店铺林立，民居屋舍又多以木为墙。风景自与

京城有别，民风民俗更是相异甚远。在这片陌生的故土上，纳兰随侍皇帝望

祭长白，巡视水师，看差役兵丁在大江急流中撒网捕鱼，尤为让他动情的是

滚滚流逝的松花江。他以松花江为题，连赋诗两首，其一为：

宛宛经城下，泱泱接海东。烟光浮鸭渌，日气射鳞红。

胜擅佳名外，传讹旧志中。花时春涨暖，吾欲问渔翁。

面对乌拉古战场，他写下一首《满庭芳》：

堠雪翻鸦，河冰跃马，惊风吹动龙堆。阴磷夜泣，此景总堪悲。待向中

宵起舞，无人处，哪有村鸡。只应是，金笳暗拍，一样泪沾衣。须知古今

事，棋枰胜负，翻覆如斯。叹纷纷蛮触，回首成非。剩得几行青史，斜阳

下，断碣残碑。年华共，混同江（今松花江）水，流去几时回。

或许是天妒英才，随康熙东巡之后的第三年，纳兰性德便撒手人间，年

仅 31 岁。幸有诗 348 首诗词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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