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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午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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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有北国江壤之称的吉林市， 1673 年(康熙十二年〉建域，她以

悠久的历史、烛烂的文化，丰富的资摞、秀美的山河与独特的北雷风情

闻名量远，是中国东北四大古城之一。 1994 年 1 月 4 日被批准为中国

历史文化名城。编写此书的自的，就是要由国内外宣传吉林市，让国内

外宾客以此书为向导，游览吉林市的名胜古迹，知晓吉林市的悠久历史

与灿烂的文化，内心深处定会由衷地发出这样的感叹:吉林市真是一个

人杰跑灵、物华天宝的好地方，是一颗镶嵌在松花江畔的璀藤费珠。

吉林市，位于吉林省中东部长白山脉离栓嫩平原过撞撞带，富有悠

久的历史和独具特色的文化，是一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域。吉林市原名吉

林乌拉，满语意为"沿江之城池"。旱在六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中晚

期，今吉林地区就有人类活动。历史发展中，先民又创造了西囡山文

化。周秦时期居住着满族祖先肃镇人，汉代改称握粪，南北朝又称匆

吉，隋代称为草草畴。期间，濡辑出众多历史重要人物。公元697 年，幸在

辑人建立震国，首领大样荣于唐开元元年〈公元 713 年〉被唐朝册封

为左挠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去震国名政称渤海，辖五京十五府六十二

州。公元 926 年，辽灭渤海嚣，建立东丹屋。公元 1115 年，女真人建

立金圈，吉林为其领地，出现了金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女真文字

的创造者完颜希尹等名人。晓永乐十八年，明朝派遣辽东都指挥使划清

率兵数千， J1j吉林设厂督军造船，始有"船厂"之称。清朝裸吉林为

"龙兴之地

虎达将军在吉林模复船厂造船，操练八旗京师。康熙十二年( 1673 

年)，副督统安珠期始修吉林域。康黯十五年 (1676 年) .宁古塔将军

移驻于此。吉林以其"远迎长白，近绕松花，扼三省之要冲，为两京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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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屏障"的重要地住，成为清朝统治松花江、黑龙江i江东广大疆域的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本书包括吉林市历史沿革、吉林市名胜古迹、遗址、人物、传说

等。同时，这部书将作为大学教材，其宗旨在于适应教学发展的需要，

充实社会科学等各专业学生对家乡历史的了解与掌握，激发学生热爱家

乡、服务家乡、宏扬乡邦文化的熬惰，使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

2∞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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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吉林市古代历史文化概述

吉林市位于祖匿东北吉林省中部偏东地区，外辖永吉、磐石、桦

甸、鼓河、舒兰五个县(市) .总面积约 27120 平方公里，人口 451. 4

万，有汉、满、朝、图、蒙等 33 个民族，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也是中国二十个魅力城市之一。

吉林市的历史文化，一直受着中原文化的影稿，与中京文化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但由于吉林市地娃桓自东北边捶，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

又造成了本地在独有的文化内涵。 f否史上不同的时期，吉林市居住着不

同民族，又使吉林市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存在着差异性和阶段佳，也正

是这种差异姓和歌段性，才构成了吉林市历史文化的特色。

第一节 汉以前的吉林市

一、吉林市的旧石器时代

考古工作者在蚊河市拉法乡新乡砖场内发现了一处原始人类的持猎

点遗址，出土了哺乳动物化石一百多件，手斧、砍砸器等打制石器十多

件，其中最大的一枚石核重达五公斤。经铀系法年代割定，该遗址距今

为 6.2 土 0.6 万年，也就是说最迟在六万多年以前，今吉林撞区就有了

人类的活动。蚊拇拉法薪乡砖场遗址，是我们吕前已经发现的吉林市最

旱的人类活动遗迹，也是吉林省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大石器文化遗

存。距今二万多年前，在摔甸市榆木桥子镇附近的寿出他人洞又生活着



重吉葡葡萄史支ft醺蔓
002 喜

一支原始人类。考古工作者在寿山始人溺内发掘出了十多种动物的化石

和四十多件打割的石器，其中包括石核、石锤、事j剖器、砍磕器等多种

工具，还有苟制和蘑制的骨器十多件。寿山他人润遗址是吉林省首次发

现的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类洞穴遗址。

凡万年前的吉林这一带气候比较温和，水量较大，坷流密布，鱼虾

成群，地上覆盖着以摔属树木为主的原始森林，猛鸦象、披毛墨、原始

牛、斑蠢狗、水牛、马鹿、靡、熊、狼、田鼠、鸭、雄等众多的动物生

活其中，为原始人类的生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从考古发握来撞断，当时的原始人类的生产应主要以采集果实和猝

猎为主，过着原始的群居生活，他们已经脱离了茹毛晚血的时代，具备

了和现代人相近的支体，已经由 1日石器时代开始向中石器时代迈进了。

二、吉林市的新石器时代

人类经过漫长的岁月，社会生产和生活有了很大的发展与进步。在

距今约六千多年前，今吉林地区的原始人类已经步人了新石器时代，其

典型文化遗址有虎头硅子遗址、张家沟遗址、七家子西出遗址等。

虎头硅子遗址位于吉林市丰满区阿什村的东西两条漫岗上，东虎头

碰子〈即东边漫岗〉是由东南西走向的漫岗，西虎头碰子〈即西边漫

窍)则是由西向东走向的漫岗，二者之间相距约二百米，小两什河自

离向北从中流过注入松花江，漫岗东部较为平坦。考古工作者在此处进

行过多次发掘，出土了敲砸器、面前器、石片等多种磨割的石器，另外

还有石楼、筐纹掏片出土等。

张家沟遗址位于永吉县岔路河镇张家沟屯东山上，整个遗址面寂达

二万五千平方米，是吉林地区已发现的面积最大、出土绍石器和纹饰黯

片最多的一处新石器文化遗址。

考古工作者在张家沟遗址发掘出石核、石凿、石叶、石片等多种大

量的结石器，还出土了一些用天然砾石路经加工或未经加工商直接使肆

的石器工具，按锚做工艺和器物用途可以把这些石器分为敲砸器、砍磕

器、锤形器、斧形器、凿形器、部黯j器、雕刻器、石核、石叶、石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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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矛等类型。张家沟遗址出土的掏片都是红褐色细砂陶，上面有经过

划、压、印而形成的"之"字纹、"人"字纹、粗划纹、细划纹、指甲

纹、矢状纹、大连点纹、小连点纹、细绳纹等纹饰，其中以"之"字

纹陶片最具特色，数量也最多。

七家子西山遗址位于吉林市昌邑区七家子(18称二道蛤子) .遗址

文化层分为两层，其上层属于青铜文化〈距今约二、三千年)，下层属

新石器文化〈距今约五、六千年) .在下层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磨

制石器和陶器。

从考古发提及东北地区其它雨时代的文化遗址情况来分析，新石器

时代今吉林地区的人类使用的工具虽然仍以石器为主，但已经经过了细

致的加工，商更便于使用，生产力有了相应的提高，社会生产以渔猪为

主E 他的已经进人现代人阶段，掌握了一定的农业技术、畜牧业技术，

还有了越掏、纺织等早期的家庭手工业。这时的原始人类还学会了建造

房屋，开始了定居的生活。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有了增加，社会

组织有了变化，人的开始聚族商居，已进人民族公社阶段。丽我们已经

发现的吉林市几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反映出当时母系民族公社的

状况。

三、吉林市的青铜器时代

七家子西山遗址上是距今约二、三千年，当时吉林地区的原始先民

E步入了青铜器时代。

吉林市的青铜器时代文化遗址众多，从市内到周边，以至外五县

〈市) .已经发现的大小遗址有几十令，以西韶山遗址命名的西西山文

化是吉林市青铜器时代文化的典型代表，它基本上反映了吉林市青铜器

时代的历史文化内容及特缸。

下面我的以西困山遗址为倒，对西西山文化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西山文化是出位于吉林市否甫的西昆山遗址为代表的吉林市及其周

围地区青铜时代一支吉代部族的文化，它上起西属下至西汉，活动时阎

长达一千多年。西居出文化时期的先民平在三千年前就生活在江河岸边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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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山撞上，并多把出援铲或不等的凡级台阶，在上面建房君住。西西

山文化时期的先民根据东北地区冬季漫长商寒冷的特点，修建了强特的

地穴式和半地穴式的房屋b 旱期的房屋都是地穴式的，凿地为穴，以穴

壁为墙。晚期的房屋是半边穴式的，这种窍屋一半在撞上，一半在地

下，更利于通虱、采光。西困山文化遗址的房屋多为噩影和椭圆形，少

数为噩角长方形，窍顶扉木柱支起，覆之以草，以保温，防商雪，门有

的开在墙身靠山麓一髓，外有斜坡石阶以便出人，有的开在面临高坡屋

耍的一侧，以梯出人。室内罩住面修理平整，往往都垫上一层黄土，有

的还经过烙烧。屋中央有用石块垒起来的火塘，这里长期保留火种，既

可保暖，又可为放，房屋多为单室，个剔的为两室，里外招通，在住室

一倒一般都隔出一个狭长的小间，作为存放物品的地方，在房屋中大多

都有一些文物出土。

西困山是一座国形小山丘，相对高度约四十米，出的南西距松花江

支流温德河约一公里， 20 世纪 30 年代考古工作者就在此进行过考古工

作，吉林市解放后又进行过三次大提模发握，发现了基葬、罩住址几十

处，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骨器。以下我的对发掘出土情况作一个

简要介绍。

西困山遗址的墓葬是石棺葬，其中又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长

方形石棺，其特点是四壁用石块垒磁市成或由立置石摄组成，上面均用

石板覆盖E 第二种是长方形有雷j棺的石棺，其特点是有双重石棺，副棺

又可分为二种形式，一种是副棺与棺罔窍，砌在蓓的末处，另一种是国

宿与撞或垂直相交方向砌在稽末-1J!~;第三种是方形石槽，特点是石擂

近于正方形，在这种墓中撞出的人体骨器都很细小，因此考古工作者推

断，方型墓是未成年人的专爵墓葬影式。

茜困山出土的石器有石刀、石斧、石镜、石攘，以及石镰、石矛的

残片。石刀为弧刀，多为半月影，有直背、凸背、凹背三种，刀柄钻有

二至三个孔，估计是用来穿绳子的。其中最大的一件石刀长达42 厘米，

宽 6.2 厘米。石斧呈梯形扁平状，斜刃，刃角不对称，横面有的是长方

形，有的是短方形。石铸均为一面刃狭肩式，横蛮也分长方形和短方形

爵待。石辗分叶状有翼式、柳叶形扁链式、锥状式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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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昆山出土的陶器大多为褐色，少数为灰色或黑褐色，上面没有纹

饰与彩绘，称单色素面陶，其种类有网坠、纺轮等生产用具，有碗、

钵、壶、罐、瓶、杯、黑等生活器血。网坠大小不一，一般呈椭圆形，

商边磨有沟，以使于栓网。陶毒草轮分为菌摄形、算子型、截锥体形三

种，大小不一，可纺租组不同的线。碗多为撤口，直震，曲壁深腹、平

底，少数口外面有两个对称的捷状把手。钵为敛口，曲壁，平底，器体

高丽深，有的在口缘有两个长班状的把手，有的在口缘有四个短捷状的

把手，有的在理部有两个对称的小把手。壶呈唇口，斜直撇，宽肩，鼓

踵，平底形，颈长短不一，有的是盟部两德有对称桥状横耳，有的是在

肩部作三角形贴饰的。罐呈敛口、斜直唇或直唇，鼓腹，平底形。与壶

相似而无颈，器体短小商j草稿宽，其又可分为双横环耳式、板耳式、四

乳状耳式三种罐形。黯有长颈瓶、~横环耳瓶、豆豆横环耳和双横板耳长

颈瓶等。是呈圆形，窟足，腹部在双横环耳。此外还发现了酶、高等残

损的陶片。

几十年来，人们在吉林市及外五县〈市) .甚至吉林地区以外的许

多地方不黯发现和西困山遗址相同或相似的文化遗址，我ffJ把它总称为

西困山文化，在这些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文物非常丰富。例如，位于吉林

市龙潭区孤家子村的猴石出遗址考古工作者先后发提出各种文物二千多

件，其中有斧、刀、镜、蝶、矛、剑、磨盘、磨棒、黯石、磁石、研磨

器、敲砸器、刮削器、有孔石器、南坠、结轮等石锚的生产、生活用

具，有鼎、壶、碗、罐、杯、钵、蛊、网坠、纺轮等陶器，并出主了大

量的青铜器，包括斧、剑、矛、刀、镜、勾形饰物、楼孔心形饰物、泡

形饰物、程扣等，还出土了一些膏、玉、玛瑶等质地的器物。特别值得

一提的是在猿石山遗址中还出土了麻布的残片，可知西困山文化时期的

人们已经掌握了在较高的纺织技术。在西犀山文化中，除西困山遗址

外，其它各大型遗址萄有青铜器出土，吉林市的西团出文化上起西局，

下至秦汉，大致经历了一千多年，时间跨度较大，有的遗址仅反映一个

较短斡段的情况，有的遗址则反映了很长一个时期的社会状况。徨各个

遗址都有一定的共同特点，而呈时间上可以衔接，说明茵茵山文化是持

续发展的，西固自文化早期遗址较少，商越往后越多，并且后期的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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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出的经济、文化水平也更高，说明茵茵山文化的地域是不断扩大

的，经济、文化是不断提高的。

考古发掘出的文物说明，西囡山文化时期的社会各个方富较前代E

经有了极大的发展。在许多遗址中都出土了大量的砍砸器、刀、斧、

镜、锡、镰等石制工具，说明当时农业生产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在大海

猛遗址中还出土了碳化的粟和黄豆，这充分说萌西困山文化时期农业生

产在当时占握着重要地位，粟、豆，还有寐是西困山文化时期主要的农

作物。在西困山文化的晚期遗址中还出土了铲、相等石制农业生产工

具，表明这时的农业生产已经脱离了原始状态，比较成熟了。在猿石出

遗址中还出土了炭化的核桃壳、棒子壳，说明当时仍然存在着采集鱼，

但其在生产中应该不占主要地位了。

西困山文化时期还有了家庭饲养业，凡乎在所有的西固自文化遗址

中都出土了猪骨，在一些平原地区的遗址中出土得更多，如，在土壤子

遗址中出土了一整具猪骨，在大海猛遗址中出土了四个猪头骨，在猴石

出遗址中还出土了掏猪，这都说明猪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家畜饲养品种

了，如果没有一定的饲养量，人们不会大量的捏它用来随葬，更不会做

出掏猪表现人们对猪的喜爱。在西困山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牛骨、马

骨、狗齿、各类禽骨等，说明这些动物也在人们饲养之内了。

撞猎生产在西西山时期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各遗址出土的情况

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有石骸就有了箭，能主要是眉来持猎的，矛、

刀、部也应如此，有孔的石球是绑在棍棒上系绳作飞石来打野兽的，持

猪的工具可谓不少。丽在遗址中出土的野猪牙、抱角、鹿角、鸟骨、嗜

齿类动物骨髓说费他们赞猎的收获也是很丰富的。很多遗址中都有石罔

坠和陪同塾的出土，使人们看到这一时期捕鱼业的发展。在西团出一个

墓葬中出土了 90个网坠，在另一些墓葬中出土了大而重的两坠，这是

他的已经学会用大同在深水捕鱼的标志。在长蛇出遗址出土了一个青铜

鱼钩，在泡子沿前出遗址出土了一件骨剌鱼镖，使人们知道茵茵山文化

时期的先民不1)(会捕鱼，而且还学会了钓鱼。大海猛遗址出土了很多鱼

脊椎骨和蚌亮，说明捕鱼业在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生产部门。

随着经济的发晨，生产经验的丰富，西困山时期的人们还建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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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些家庭手工业，手工业的部门主要有制石业、制陶业、纺织业、造

船业和青铜业。西困山文化时黯有了专门的制石业，在窟家葳子遗址考

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巨大石块，推断它是做石黯用的，在石在占周围有一层

打?如j石器时遗留下来的碎石片，还出土了一些成品和半成品，可见大石

站及其前近应是一处制石业工场。西困山文化时期，人们使用的生产工

具主要是石制的，在各遗址中都有大量的石器出土，如果没有一定能石

业支持，是很难满足社会生产需要的。在制造石器中，人们已经掌握了

打、压、琢、锯、钻、磨等技术，有了较高的制石工艺水平。西困山文

化时期的制陶业是当时又一大手工业部门。在西韶山各文化遗址中都有

大量的陶制品出土，人们日营生活用的红褐色或灰褐色的素富陶制器

血，都是自己错烧的，当时人们还会制造商装饰品，如在猴石山遗址中

出土的舟形器、商猪等，表明当时制商业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西图出

文化时期的陶器都是就地取材，用含组砂的黄土露天烧制而成，因而火

候较低，色泽不一，易碎。西困山文化时期的纺织业也比较发达，纺织

又可分为麻纺织和毛纺织两类，前面我们说过在猿石山遗址中出土了一

块麻布残片，表明这里的先民已经掌握了较高的麻纺织技术。星星哨遗

址出土的毛织品残片黯表明这里的先民掌握的是毛纺织技术。出土的毛

纺织残片经鉴定是黯简单的织机织成的，而不是编织的，这块毛织品残

片是全国仅发现的最早的三块毛织品之一，可以肯定西困山文化时期的

人们较早地掌握了纺织技术。西困山文化遗址大都距水很近，有些遗址

的先民从事捕鱼业，为了生产和生活的方便，他们逐渐学会了造船，我

们吕前虽然没有直接发现当时造船的遗迹，但猴石山遗址出士的舟形

器，足以说明当时人们己经会造船、用船了。青铜制造业是当时最重要

的一个手工业部门，西臣也文化各遗址中出土了许多青铜物品，大到

刀、矛，小至鱼铺、钮扣，既有生产工具，也有生活居品，这些青铜器

不可能全是通过交换而得来的，可以肯定地说西困山文化时期的人们已

经掌握了一定的青铜冶炼技术。西窜出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大都具

有自己的特色，与中原地区和东北其它地区的青铜器有明显的区别，这

也能充分地证明这一点。当然，由于本地不出产铜，原料的获得是有躁

的，因而青铜器显得较少，较珍贵，到吕前为止，还没有较大的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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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出土。

西困山文化时期摇着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发展，男子在生产劳动

中逐步占据了主要地位"社会组织也由母系民族公社发展到了父系民族

公社。西器出文化时期由于主要的生产工具仍然是石器，因而，生产力

还比较筒，人们只能弦靠集体的力量进行生产，才能满足生活需要，因

此集体捧作劳动，共同生产，共同分配劳动成果在当时占居主要地位，

民族成员之间是按父亲的血缘关系组成的比较固定的社会集团。

西图出文化各遗址的基葬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民族公社内部按挂

到从事不国的生产劳动，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基础上的，在

西团山文化各遗址中，男性基一般都随葬有石辙，丽女性墓中一般都有

纺轮，把死者生前使用和喜爱的物品陪葬墓中，是人们共同的，也是一

种可以理解的做法，随葬品的不同明显地反映出，男女从事社会生产的

不同，由于农业生产和渔猎生产需要较强的体力，它自然落到了男子的

肩上，面采集、饲养、纺织等工作对体力的要求不很强，也就由女性来

承担了。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新的创造发明用于生产，生产力有了极

大提高，农业、渔猎业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从事这些工作的男子

在经济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雨，他们在政治上也逐步占据

了主要地位，民族公社也随之自母系民族公社发展到父系民族公社

阶段。

西困山文化晚期遗址的墓葬情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在大海

猛遗址一个墓葬中有四个完整的猪头骨，其它随葬品也很多，丽在其它

墓葬中出土的髓葬品则较少，表明他们在生爵所占有的物质财富多少是

有很大差距的。另外在猴石山遗址中有一座墓出土了 87 件随葬品，其

中有青铜矛、青铜镜、青铜刀、青铜斧等当时十分珍贵的物品，部在同

期的另一些墓中只有较少的随葬品，有些基葬甚至根本没有随葬品，表

明他们之间的身份和地位是不罔的。可以说，西团出文化晚期民族公社

内部己产生了私有制，出现了贫富分化，古老的民族公社快要走到尽

头了。

西团出文化的族属有两种说法，一种意见认为，他属于肃慎族系，

另一转意见认为，他属于秽箱族系，笔者认为"秽箱说"理由较为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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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也更符合历史实际情况。

第二节 夫余时期的吉林市

东北地区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与肃慎同时期的民族还

有东胡系的夫余族、乌桓族、鲜卑族，秽籍系的秽族、组族、沃沮族

等，夫余是继西自由文化的先民之后居住在今吉林地区的秽组族的

一支。

夫余之名最早见于《史记)， "夫燕亦勃喝之间一都会也，北邻乌

握、夫余。"有学者考证认为，夫余之名应当出现在汉武帝元持四年

〈公元前 119 年)之后，双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 108 年〉之前，也就

是说夫余的名称传到中原是汉武帝时期的事。此后，在《汉书》、《后

汉书上《三国志》等史籍中，夫余一名屡见不鲜，表明夫余和中原王

朝的关系逐步密切。东明建立夫余国，这是东北第一个少数民族地方政

权，其都城许多学者认为在今吉林市东困山南城子。据考古发据南城子

遗址规模较大，在其周围发现有夫余贵族墓，城中也出土有许多金、

银、铜等贵重物品，离城子应是夫余时期的一座重镇，雨离城子与史书

上所记的"以员栅为域"相同，史书中所记的夫余族习俗和考古发摇

也十分吻合，因此，我们支持南城子是夫余政权早期的都域的说法。在

离城子还出土有:板瓦残片，灰色混质，火候较高，多为绳纹，瓦里为

布纹和平纹，也有 C 型连续划纹瓦里为平纹者，有带‘长'字头的瓦

当残片。学者们认为这是汉‘长乐未央'或‘长生未央'瓦当。与辽

醋、抚腰出土的汉瓦当相同，出土的此当是高级官衙或宫殿建筑用物。

绝不是居住半地穴式的当地居民所有，也不是一般汉民费用之物。遗址

中出士的锅镰微损，折亩是不等边三角形，与中原箭骸相同。出土的有

汲五镰钱，字胡斯，制做精良，从钱币的制作工艺、锅质及文字来看，

确为前汉所铸，此为商品交换媒介，市易所窍。此外，还有自锅镜、玉

饰、耳馆等物品出土，其中镜子从铜庚、花纹看，也是双物。有学者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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