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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饶美丽的大安，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

如何以《文物志》的形式，把它科学地记录下来。流传下去，继

承、发扬和丰富祖国文化宝藏，是文物工作者的光荣义务，是时

代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

为了编写出具有一定水平和地方特色的《大安县文物志》，

我们首先组织了文物考古的专业人员，对大安全境二十五个社镇

的三百七十一个自然屯，进行了全面的文物普查和复查工作。历

时五十天的田野调查，共发现古代文化遗址1 0 4处，其中原始文

化遗址18处，辽．金遗址41处，。明，清遗址2处，古墓葬25处，

古建筑址4处，古城址4处，古窑址2处，寺庙亭阁建筑8处。采

集文物标本1461件，征集历史文物47件。此外还调查革命纪念地

8处，重大历史事件5起，重要革命文物手迹1份。形成近10万字

的文物志的调查基础材料。

通过这次调查，基本搞清了大安县文物分布情况以及历代文

化面貌、特征。为编写《大安县文物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安县文物志》在未编写之前，我们查阅了三十余种近百

册的中外文献资料。在掌握大量的资料基础上开始编写的。

本志的体例，是采用已往的志书体例。即分序言，凡例、概

述．志，表：传，大事记等。全书共分七章：第一章概述，本章

主要叙述大安县的自然概况、历史沿革和文物分布情况。其目的是

使读者查阅本志之前，对大安县的现状和历史有个总的了解。第二

章至第五章，是本志的重要组成部分，即称作志的部分。分历史

考古．出土文物．革命文物，风景名胜等章节。第六章表，是把

大安县的古代遗迹、遗物、大安县的设置沿革等用表的形式反映出

来，起到索引作用，便于查阅。第七章为文物大事记，是记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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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大安县的文物大事。书后设有附录，对一些名存实亡的遗迹，

遗物和有关本县的古代文献j考古资料，以附录的形式记述于书

后。对有志于这方面研究的同志提供方便。我们觉得采用志书的

体例，既能反映大安县的实际情况，又能达到全书眉目清晰，便

于查阅。

《大安县文物志》是吉林省文物志编写试点培训班大安分队

全体同志共同劳动的结晶。参加本次文物普查的除了编写组全体

同志外，还有白城地区刘志、盖殿舂、孙树林，通化地区王兰

春，吉林地区王忠忱．王绍斌，长春地区吴万波，李新萌以及省

文物工作队的张志立等同志。

《大安县文物志》体例和大纲确定之后，分头执笔，集体讨

论。条目分重点、次要、～般三种。凡属保护单位和有历史价值

的遗迹、遗物列为重点条目，重点条目的字数在2 0 0 0字至5000

字；次要的条目在2000字左右，一般的条目在1000字以下。每个

条目都要求保证科学性、思想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本志附有一定数量的插图和照片，力求文图并茂，文字洗

练。插图由刘宣堂同志清绘，照片由莫东作，刘俊山，李玉成、

谷德平，赵长春等同志拍摄。

本志编写过程中，得到吉林大学、东北师大、吉林省文物

工作队、吉林省考古研究室、吉林省图书馆、吉林省妇联，自城

地区文管会以及大安县文化局、民政局、公安局：挡案馆．地名

办以及省、地、县各级党政的大力支持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大安县是吉林省文物志编写的试点县， 《大安县文物志》是

试点成果之一。限于水平和缺少经验，错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

诚恳希望专家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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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为志书体，共七章十一节，附录二，收录条目86条，约

九万一千余字。

二，本志收录范围：

1．省级重点保护单位和有历史、科研，保护，发掘价值的

古遗址，古墓葬均收录；

2，历代的古城址和重要的古建筑址收录；

3．重大历史事件，革命纪念建筑，遗址纪念物．文献手

迹，重要烈士墓收录；

4．风景名胜．

三、本志所收文物古迹，原则上以现存为限。已经湮没废圮的一

般不收，但与本县历史关系较大，又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为便于查考，酌情列表或编入附录。

四、本县出土的历史文物，现藏国家、省、地博物馆的，择其重

要者著录条目，其他列表参考。

五，有关文物保护管理，田野调查、考古发掘及重大发现以年系

事编入大事记。

六．本志共附插图十八幅．照片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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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节

概 述

自然概况

大安县位于吉林省白城地区中部，地处美丽的科尔沁草原，

东西长94．6公里，南北宽89．7公里．总面积约为4850平方公里。

其东北与黑龙江省肇源县隔嫩江翘首相望；西北隔洮儿河与镇赉

县为邻；东、南、西三面分别与前郭尔罗斯，乾安，通榆，洮安

四县接壤。偏北部有长(春)自(城)铁路东西径直通过。

大安县是一九五八年由大赉，安广两县合并而成。现辖两城

镇(大赉．安广)，二十一个公社二百三十一个生产大队，人El

约三十七万七千人，有汉，蒙，回，满、朝鲜等民族．大赉镇是

县人民政府所在地，是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大安北部．东部临近两条主要河流，一是洮儿河，一是嫩

江。洮儿河发源予大兴安岭山脉南麓索岳济山，全长六百余公

里，流经科尔沁右翼前旗、洮安，白城入大安后，注入月亮泡后

入嫩江．嫩江是松花江的支流。发源于大，小兴安岭之间的伊勒

乎里山南麓，由此向南流经大安东北界，于前郭尔罗斯蒙古自治

县入松花江．

大安居于嫩江西岸，属于嫩江平原的一部分。这里地势平

坦，海拔约在一百二十至一百六十米上下，最高点在月亮泡公社

东部，海拔1 6 l米。全县地势由西向东倾斜。大体分三个地形

区：北部沿河地势低平，高出江面约20米，沿江有带状的泛滥平

原和河阶地，多漫川．湖沼．湿地，耕地土质肥沃，入口集中，

是全县主要产粮区。中部多为低地沼泽沙丘漫岗。这种沙丘与漫

一1一



岗大小不等，多数是互不连接的孤丘，漫岗，断续地分布在江套

地及河迹沼泽之中，高约2——15米不等。在沙丘与漫岗之间分

布大片的低洼地，也是耕作区。南部平原多洼地，低洼处有许多

蓄水的泡子，大小水泡星罗棋布，到处可见。这里是草原广阔，

耕地较少．。人口分散的农牧区。

大安县境分布着许多泡泽，较大的有小西米泡，牛心套宝泡

子、于家洼子等。其中最著名的要属月亮泡。月亮泡是由嫩江、

IIJL河江流而成。面积为15乘10平方公里左右。水最深时有五、

六十米深，碧波浩荡。据历史记载，月亮泡辽时称作渔儿泺，是

辽代帝王“春捺钵”之地。这里风景秀丽，鱼产丰富，自古以来

就有“闸住月亮泡，银子没了腰”的民望。现在月亮泡已建成水

库，是全省闻名的渔业基地。

在大赉镇西北八里处有著名的老坎子码头，现已辟为风景游

览区。一老坎子乃是临江几十米高的断壁。在斑驳的断面上，清楚

可见新生代第四纪后半期所形成的黄土层。古老的嫩江从断层前

缓缓流过。江面自帆点点，两岸绿树葱葱，风景十分秀美。这里

也是重要的水运码头，每天都有客，货轮往来于齐齐哈尔与哈尔

滨之间。

总之，大安的土地是辽阔的，富饶的。早在四，五千年以

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渔猎、生息、繁衍⋯⋯创造了灿烂的历

史文化，给后人留下了无比宝贵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财富。今

天，在党的阳光照耀下，大安人民正以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智慧装

点着锦秀山河，使先人靠双手开创的土地更加壮美。

第二节 历史沿革

大安县的历史，虽然最早只见于《后汉书》记载，7但根据考

古材料和文献印证，可上溯至五千年．

一2一

篇

嗡●r



在本县的西部和中部发现的新石器遗址、遗物(见本书第二

章)，说明在这块土地上至少有五千年的人类生活史了。

大安县东北部月亮泡南岸的汉书青铜文化遗存以及东山头墓

葬、月亮泡渔场墓葬，说明}岁貊族、夫余族已经在这里长期定居。

这段历史在文献中多有叙述。《三国志·魏志·东夷传》夫余条记载，

夫余“国之耆老自说古之亡人，⋯⋯其印文言：‘貊王之印’。国

有故城名貊城，盖本秽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同书又记

载，“夫余，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

与鲜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户八万。”今大安的地理位，

置，其东部恰是秽貊和夫余的西部边缘。这就说明，在上起西

周，下至南北朝中期，即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公元4 9 3年)夫

余国灭亡前的一千五百年时间里，大安东部属涉貊，夫余故地。

其西部为东胡，鲜卑故地。夫余，鲜卑两族在两汉时期均属于

汉，夫余隶属于玄菟郡管辖，其鲜卑在后汉隶属于辽东属国。

三国两晋时期，中原连年战争，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庶民向

北流徙，鲜卑统治者召贤纳士，很快强大起来。至公元五世纪末

六世纪初，东驱勿吉，南逐高丽，占有夫余故地之大部。因此，

在南北朝后期．今大安全境均为鲜卑所占有，为北魏属地。

隋唐五代十国时期，这里属契丹地。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

契丹篇记载， “契丹居地，黄水之南，黄龙之北，得鲜卑之故

地⋯⋯当唐之世，其地北接室韦，东临高丽，西界奚国，而南至

营州。”唐在营州(今朝阳)置松漠都督府，并下设洛瑰州，太

鲁州管理契丹．奚和室韦等民族事宜。当时，今大安归属于洮儿

河流域的太鲁州管辖。

宋代，大安先后为辽，金两国的属地。
’

辽初，在其统治区内设州置县，今大安西部属泰州(今洮安

县城四家子古城)管辖，东部为长春州(今前郭县塔虎城)管

辖。以上两州均属辽上京临潢府．当时，曾在今安广镇地方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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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军事机构——安广军。月亮泡那时叫“鱼儿泺”，是几代辽

帝游猎设宴，商议大事的地方，当时把这种活动称为“舂撩

钵”。

金灭辽以后，辽时所建城镇多为沿用，故在金初，大安仍分

属泰州和长春州。同时，金朝统治者在各地沿用或建立一批中小

城堡，作为“猛安谋克”军政合一组织的屯驻之地。这种情况可

以从尚存遗迹的四座古城得到证实。后来，金降泰州为金山县，

改长春州为新泰州，大安则归新泰州管辖。金初，太祖阿骨打曾

命都统婆户火率其部下万余户迁徙泰州一带垦植定居，使iL'JL河

流域又得到进一步开发。现在大安县境内诸多辽金遗址、墓葬、

城址足以说明，在辽金时期大安得到了空前的开发。

元代，今大安先后属中书省泰宁府，泰宁路(治所均在城四

家子古城)管辖。

明代初期，大安仍在元丞相纳哈出势力占据之下。公元1387

年(洪武二十年)，朱元璋派兵打败纳哈出统一东北后，大安先

后属奴尔干都司制下的豢宁卫和塔儿河卫管辖。

清代初期，在今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吉林两省西部设置科

尔沁十旗，大安属科尔沁右翼后旗制下的扎赉特旗郡王管辖。当

时人烟稀少，多为蒙满游牧之民。清代中期以后，大批华北流民

进入东北，使大片荒地得以开发，人口聚增。在广大流民冲击

下，清政府不得不取消禁止开荒的法令，实行“移民实边”的政

策，广置府厅州县，设将军王公府加强统治管理。

1905年在今大安西部解家窝堡地方置县，设知县巡检。因辽

代曾在此地设安广军，故名为“安广县”．1906年在东部莫勒红

岗子设。大赉厅”，之后又在塔子城，景星镇设分防衙门，隶属

大赉厅。当时安广县，大赉厅统归黑龙江将军管辖。

1913年，安广县改属奉天省。改大赉厅为大赉县，仍属黑龙

江将军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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