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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米凤君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也是毛泽

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生前所倡导的一项重要的文化

建设事业。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地方志的编

纂工作又重新提到日程，市委、市政府对此十分重视，加强

领导，并给予多方面的支持。

长春，地处松辽平原的腹地。从远古起，就有先民在

这里从事狩猎和耕作，但作为城市的规模，其形成的时间

并不很长。如果从公元1800年设立长春厅算起，距今大约

190多年的历史。长春从其历史的端点一直延伸到今天，

城市结构与城市功能经历了长期的历史演变，而演变的基

本走向是由单一向多元的发展。现在，长春不仅是吉林省

的政治中心、贸易中心、交通中心、信息中心、科学和文化，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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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中心，而且也是国内工业生产基地之一。同其他大城

市一样，结构是复杂的，功能是多方面的。长春作为省会

所在地的城市，设有市、区两级行政管理机构。这两级行

政管理机构，通过行政的、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管理着城

市，组织和指导城市的各种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制约和

影响着其他功能的发挥。长春市又直接领导其周边的五

县(市)o这不仅是管辖范围的扩大，而且更重要的是标志

着城市辐射能力的提高和城市中心作用的突出。

长春随着历史的发展，已明显地形成了自己的优势。

首先，它是全国重点商品粮基地之一。长春地处黑土

带，盛产粮食，同全国其他大城市相比，是属于拥有耕地

多、提供商品粮多的一个城市。粮食产量及其商品化程

度，是影响长春发展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即使在工业化

的今天，粮食在长春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仍然具有不可忽视

的重大意义o
’

其次，它是全国汽车生产基地之一。长春以汽车生产

规模的不断扩大而显示自己的特征。汽车工业的兴起以

及客车、机车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出现，对长春由消

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对形成以机械制造工业为主的经济

发展格局，具有决定性意义。长春工业化的历史表明，汽

车工业将成为长春经济发展的长远优势。

第三，它是全国科研基地之一。长春的高等院校比较

集中，科研院所比较多。科技队伍不仅数量大，而且素质

较高。这是建设长春、发展长春在科技力量方面所表现出

来的一大优势o“科技立市，振兴长春”的方针，就是建立

在这一优势之上的。

长春市的修志工作特别强调对市情的研究：既有历史

考察，又有现状分析；既有专项解剖，又有综合论证；既有

规模不一的会议研讨，又有深入实地的走访调查。多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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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研究活动，使我们对市情的认识与把握不断深入。修

志的历史一再表明，研究市情并力图取得对它的科学认

识，是不能一次完成的，它不仅要贯穿于修志过程的始终，

而且也必然要贯穿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实践之

中。

《长春市志》作为市情的载体，我们采取了两级结构的

志书体例，即由总志加分志组成。总志是宏观统揽，集中

记述全貌；分志是微观展现，分别记述行业。总志与分志

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它们对市情的观照，宏微相济，互

为补益。从我们的主观愿望和奋斗目标来说，《长春市志》

应当成为一个涵盖长春城乡全貌，囊括市情全部资料的科

学著述。
’

《长春市志》是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在编纂过程中，

我们力求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的完整统一。广大修志

人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广搜博采，去伪存

真，实事求是，努力体现时代风貌与地方特点o

《长春市志》是一个浩繁的文化系统工程：是一部包容

全部市情在内的科学文献。它从自然到社会、从历史到现

状，比较系统地记载了长春市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教育、科技等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以及建置、环境、人口、城

市设施j人民生活、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的珍贵资料，对于

我们总结经验，探索振兴长春的客观规律，必将提供具有

历史性与现实性的依据，对于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进行爱国

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也将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一项牵涉到方方面面的，相当

复杂的庞大的系统工程。感谢各部门、各单位为修志工作

提供资料以及给予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持，感谢全体修志

人员辛勤笔耕、殚精竭虑的无私奉献精神，感谢各级领导

和各位专家学者的热心指导与鼎力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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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志》各卷的相继问世是长春人民政治、文化生

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凝聚着长春人民的智慧与血汗，也体

现着各方各界通力合作的精神与品格。由于编纂的水平

有限，且又仓促成书，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祈广大读者及

各界有识之士指点谬误，不吝赐教。

历史发展和真理发展的客观规律启示我们：今人的过

失往往要后人来纠正。后人将站在今人的肩膀上观察世

界，观察人类社会，必然高于今人的眼力，比今人看得更

准、更深、更远。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后来者居上"。对《长

春市志》记述内容匡正与补订，将要由后人完成o

1992年4月



凡例

《长春市志》
凡 例

一、本志的编纂，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

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

策，坚持实事求是和科学分析的态度，务求思想性、科学性与资料性

相统一。

二、本志的断限：上限因事而异，下限止于1988年底。

三、本志的记述范围，以《长春市志》下限时间的长春市行政区划

为准。个别历史资料按这一规定难以处理的，仍按历史行政区划记

述，并作必要的说明或注释。

四、《长春市志》采用两级结构，即由总志和若干分志组成，记述

层次为章、节、目。内容比较复杂的分志，在章前设篇。

五、总志与大部分分志都设《人物》一章(不标数序)。关于立传

人物，坚持在世人和外国人不立传的原则；坚持以当代人物为主兼及

各个历史时期人物的原则；坚持以正面人物为重点兼及反面人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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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对于不够立传标准但需入志的人物，主要采取以事系人的方

法，同时也采用表、录的形式加以记载。

六、总志与大部分分志都设《大事记》一章(不标数序)，原则上采

取历史编年体，记录足以反映历史进程和各历史阶段基本特征的大

事。

七、总志与部分分志必要时设《附录》。

八、入志人物均直书其名，必要时酌加职务，但不加尊称。

九、本志的境内地名，除历史地名外，今名以《长春市地名录》为

准。国内境外的今地名，以198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

册》为准。使用历史地名均加注今名。

十、本志涉及的外国人名的译名以新华社的《外国人名译名手

册》为准。

十一、本志内容记述中的历史年代沿用通称。但自1931年“九·

--A”事变起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为止，这一时期

统称为沦陷期间。

十二、本志涉及的历史纪年，辛亥革命前，以中国传统纪年为主，

加注公元纪年；辛亥革命后，以公元纪年为主，一般不加注民国纪年。

除引文与特殊情况外，原则上不用伪满纪年与日本纪年。

十三、本志的用字一律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1986年公布

的《简化字总表》、文化部和文字改革委员会1955年发布的《第一批

异体字整理表》为准。历史人名、地名为防混淆酌用繁体字。

十四、本志的标点符号一律以1996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号符号用法》中的规定为准。

十五、本志的数字书写一律以1996年6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为准。

十六、本志涉及的计量单位的名称、符号，以1994年7月1日开

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国际单位制及其应用》中规定

为准。

十七、本志的引文统一使用页末注(脚注)，注码标在引文之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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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长春市位于北半球中纬地带、中国东北大平原的中部、松花江

的三级支流——伊通河畔，远依山、近傍水，平原、丘陵、台地、

沟谷、洼地相间，温带森林、草甸、草原带俱全。良好的地质、地

貌条件不仅适于人类生存与发展，也宜于建造各类建筑，因此长春

建筑活动源远流长。

据考古发掘研究和有关文献资料记载，早在远古时代中华民族

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并经历了人类文明史各发展阶段。上古至扶余

时代，伊通河沿岸就有居民点存在，营造了长12～14米、深0．5

米的木构架的地穴居住建筑(也称半地穴居住建筑)，屋顶及壁体

分铺草泥，火炕搭于屋北部，以石板为材搭烟道，出入I：1设于顶

部。同时建造了军事防御性的城池。其中农安古城的历史可追溯到

1 000年以前，它为扶余国后期(公元346年)的王城，渤海后唐

同光三年(公元925年)改称黄龙府，是辽、金的军事重镇，也是

各族聚居之地。城垣呈方形，周长3 840米，夯土结构，四垣城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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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设有角楼。城内筑一高44米、中实、砖砌密檐式8角13层辽代

佛教塔楼。该塔距今约有900多年，长年经风雨侵蚀，塔基遭到破

坏，但至今仍未倒塌。证明辽代建筑技术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自元到明代，满族势力在东北兴起，蒙古郭尔罗斯的一支于

1633年归附，并参加了对明朝的战争。1636年，长春地界被封为

郭尔罗期前旗札萨克辅国公的游牧地，建筑活动曾一度处于停滞阶

段。

清军人关后至乾隆朝，被押到此地的战俘、罪犯及其近亲以及

后来数以万计不断冲破“封禁”到长春地界的流民，在长期修筑柳

条边和垦种的过程中，以亲友、邻里、匠人互助形式，逐渐创造出

一种与北方寒冷气候特点相适应的木构架、土坯墙(或叉草垛)、

草屋盖、木格窗、内以火炕取暖的住宅建筑。这种住宅建筑虽仍以

天然草木石头为主要建筑材料，构筑方法相当简易、粗陋，但却体

现出关内外居住建筑文化相融汇的特征，较半地穴居住建筑前进了

一大步。 ·

嘉庆五年(1800年)，清政府“旨准”在郭尔罗斯前旗地界

“借地设治”，设置长春厅。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移民蜂拥而至，山

西省且有资本的流入。道光五年(1825年)，长春厅由新立城迁入

宽城子。行政中心的确立，游牧经济向农业商品经济的转化，农贸

交换和居民点的日益扩大，为关内建筑文化的传播，建筑作坊的产

生和长春建筑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继厅衙署及配套建筑的建成，

传统形式的商业、住宅等建筑工程也纷纷“租地”开建，尤其是同

治四年(1865年)城垣筑成后，商贸活动的发展更日趋迅速，横

贯南、北大街与东西走向的几条街和城外艾家店一带，逐渐形成牲

畜、柴草、铁器、百货、银钱、瓜果市街，先后又有养正书院、清

真寺、文庙、教育、宗教建筑，吉林世一堂分号——长春世一堂、

玉茗魁杂货店、玉茗北杂货店、益发合大车店、钱庄等青砖瓦房，

以及四合院式住宅竣工。这些栉比鳞次、空间轮廓生动的建筑，形

成长春早期北方传统(也颇具满族建筑特点)建筑风貌。

正当长春的建筑业雏形刚刚形成，建筑形式沿着民族传统道路

发展之际，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各种不平等条约的出笼，尤其是

甲午战争以后，长春遭到俄日两个帝国主义入侵和瓜分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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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沙俄“以防护铁路所必须之地”为借口，占据了距

城10公里二道沟处的近4平方公里土地，按东省铁路公司既定规

划的四等站规模，招募民工(多数为力工)敷设铁路和营建了俄式

砖木结构或石造(最高为二三层、瓦垄铁或铁平盖)的站房、办公

楼、兵营、警务段、机车库、稽查处、警察署、教堂、俱乐部、邮’

政局、秋林公司、亚乔辛制粉公司和庭院式住宅等建筑。沙俄武装

占领的二道沟站区，是长春近代建筑史的开端。

1904年～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窃取了“长春以

南之一切权利”，同时鲸吞了孟家屯和头道沟3．96平方公里的土地

(后不断蚕食扩为6．76平方公里)，名谓“满铁长春附属地”。这里

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在长春的殖民地，是日俄势力断续角逐的桥头堡

和发动侵华战争的基地之一。1907年，设置南满铁道株式会社长

春出张所(1916年改称长春地方事务所)，掌管“附属地”行政事

务，并在满铁本部主持下编制设计和制定了市街规划与建筑业管理

法。“附属地”的基础设施和各类建筑的建设，吸引了日本国内东

洋拓植株式会社、饭冢工程局等12家建筑商来长承揽工程。先后

修建了火车站、事务所、大和旅馆、满铁医院、警务署、邮局、兵

营、交易所、学校、公会堂、银行、消防队、洋行、妓院、饭馆以

及各种形式的住宅及电厂、粮油加工、制材、粮栈等建筑。在铁路

沿线“附属地”内各式建筑数量很多。其中住宅、公共建筑和服务

性建筑，多为仿西方古典结构形式，个别为仿维也纳分离派风格建

筑和日本和派建筑，具有异国情调。

沙俄、日本的建筑活动，不单限于二道沟站区和“满铁长春附

属地”界内，同时还扩张至城内与其他地域，分别在今长通路、上

海路、民康路和西三道街修建了领事馆、道胜银行、正金银行支店

／等建筑工程。从而呈现出传统建筑文化、俄罗斯建筑文化、西方建

筑文化、日本和派建筑文化并存、相互碰撞的局面。碰撞中，城市

封闭的局面被打破，外来建筑设计、施工技术、新建筑材料的运用

和推广，对城内、商埠地的建筑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1909年前后，选址于城内兴建的吉林永衡官银号、交通银行、

东三省官银号、中国银行、黑龙江省官银号等长春分号建筑工程及

选址于商埠地的吉黑榷运局办公楼建筑工程的设计结构、材料、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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