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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伟大的祖国，历史悠久，地上地下文物异常丰富，这些

象征着各族人民智慧的宝贵文物，是我们中华民族光辉历史的实

物见证。 ．

位于松辽平原西部的乾安县，地居岗阜，境内无JII，而泡沼

较多，遍布全县各地，尤以西北部较为集中。幽静的广野，温和

的气候，丰美的水草，大量的动植物群，给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得

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历史上曾有许多民族在这里竞相栖息，争雄

角逐。他们勤劳勇敢，用辛勤的汗水开发浇灌着这块土地，创造

了丰富多彩而又独具特征的古代文化，为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

明史增添了光彩，成为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用志书的形式，把乾安县各个时代，各个民族所创造的文化

遗存科学地记录下来，使之留传下去，是编写本书的宗旨。本着

实事求是的精神，遵循历史原貌，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

料性的统一，是编写本书的指导思想。 ，

为编写好本书，在省，地有关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下，乾安县

组织了十二人的文物普查队，于一九八五年三月末开始，对全县

一十五个乡，镇，场的二百八十多个自然屯进行了文物普查和复7

查工作。共发现和复查了古遗址一百一十五处，古墓葬(群)十

四处，古城址五处，古代工程遗址两处，古窑址两处，古代建筑

址四处，寺庙址三处。征集和采集文物千余件，形成了近十五

万字的基础材料，为编写本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本书采用志书体，全书共七章十九节附录二。第一章是概

述，介绍了乾安县的自然概况、历史沿革和文物分布等情况，使

读者阅后，对乾安县的历史和现状，有个初步的认识。第二至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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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章是本书的重点部分。凡具有历史科研价值的古代遗存，重要

文物和近现代文物，均在此予以比较详细的介绍。阅读后，可以

使演者对乾安县境内的各时代遗存的文化面貌与特征，有个较为

详细的了解。五，六两章分别是风景名胜和图表。第七章是大事

记，记述了从土地改革亢至现在，乾安县有关文物工作中的较大

事件。

乾安县文物志是集体劳动的成果，除编写小组的成员外，参

加文物普查工作的还有白城地区博物馆的孙利锋同志，镇赉县文

管所的李景冰同志，前郭县图书馆的景甯叫同志，长岭县十家户

乡文化站站长邹晓忠同志，还有本县的侯利军、管力加、张松

林、鞠海深，林庆奕和各乡、镇的文化站站长同志。本书插图南

刘祜、马洪两位同志清绘，版图摄影赵长春。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省

博物馆，白城地区博物馆以及乾安县委，县政府、文化局、民政

局．档案局，水利局、公安局、地名办公室、图书馆和各乡，

镇、场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一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侠同志和助理研究员姜鹏同

志，白城地区博物馆副馆长唐秀琴同志，对本书的编写给予了指

导和帮助，在此，谨表谢意。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

读者不吝指教。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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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二捂为志书体，分为序言，凡例、志、表、附录五郭

分。志中分章，节，目等。

二、本志书共七章十九节，收录条

三、凡具有历史科研价值的古遗址

古建筑址，古窑址，古代工程遗址，寺

文物，均予以收录。

十五个。

古墓葬(群)，

要文物和近现代

四、历史遗存的条目内容包括地理位置，周围环境．面积、

文化特征等。介绍文物时，包括器物的形制，尺寸，年代、价值

等。

五，寺庙多按遗址进行介绍，个别的寺庙，根据了解的情

况，描写出了原建筑的形制。

六，有些遗址因遗物少，又有相同文化面貌的遗址可资参照

的．未作收录，列在表中，供参考。

七，本志编述力求文字简炼，通俗易懂，图文并茂．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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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第一节 自然概况

：J鼍；乾安县位于吉林省西北部，自城地区中部。地理位置在东经

1 2 3。2 4，一一l 2 4。2 3 7、北纬4 4。3 7 7一一

4 5。l 8，之间。东西最大长度7 6公里，南北最大宽度7 5．5

公里，总面积为S 5 2 9．1平方公里。东部、南部与前郭尔

’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接壤，西南部有l 0公里边界与长岭县相连，

西部与通榆县为邻，北部与大安县毗连。 ，

本县地处松辽平原中西部地区，地势较高、较为平坦，比周

围邻县高5一l 0米，故有“乾安台地"之称。地势西南部较

高(最高处海拔l 8 5．7米)，东北部较低(最低处海拔

1 2 0米)，自西南向东北缓慢倾斜。境内没有山脉和江河，仅

有大小碱泡7 O余处。其中较大的有大布苏淖尔(俗称大布苏

湖)、花淖尔(俗称花敖泡)和“三王泡”。清代晚期，因蒙古

族的三个王公相互争夺地盘，不可开交，最后三王协商勘界，以

此泡为分界线，东南面归高丽苏王公(今乾安一带)，北面归加

勒吐王公(今安广一带)，西面归扎萨克图王公(今开通一

带)。后来人们便把此泡称为“三王泡”，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三

。王堆，，(本书另有叙述)。位于西南部大布苏湖东岸的“狼牙

坝”，沟壑纵横、群峰壁立，颇为壮观，是东北少见的“泥株，，

景观。
一

本县属大陆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春季干旱多风，夏季潮湿

多雨，秋季晴朗凉爽，冬季漫长寒冷。年平均气温4．6℃，无
霜期l 4 0天左右，适于一年一度的农作物生长。主要农作物有



玉米、谷子、高梁、大豆和葵花、甜菜等。

全县有沼泽、碱地6 2万亩，苇塘2．4万亩，耕地面积
l O 4．8万亩。大量的碱泡为发展制碱工业及有关的轻化工业

提供了原料，地下埋藏莆丰富的石油资源，现已开采；大量被开

垦的轻碱地，栽种了葵花、甜菜，几年来的经济收入相当可观。

工业生产在建国后逐步发展起来，主要是轻工业和加工业，

重工业很少。1 9 8 2年底工业总产值已经是建围初期的3 0

倍。本县交通方便，有通(通辽)让(让湖路)线铁路从本县西

南东北向穿过，途经6个乡、镇，设置9个车站和乘降所(工

区)。公路以县城为中心，通向四面八方。

文教卫生事业发展较快，解放前全县仅有一所中学，学生

l 6 O余人，小学4 O余所，学生l 4 6 O余人。目前已有中学

2 0余所，在校生1 4 8 0 0余人，小学2 5 O余所，在校生

3 O O O O余人。医院、卫生所遍布城乡各地，过去缺医少药的

情况大有改变。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大为改善，县城建有影院剧

场，图书馆、文化馆、体育场，灯光球场等文化体育设施，农村

电影放映队，终年巡回放映。最近几年乡文化站都购置了大屏幕

的彩色电视机，每天为群众义务播放。

乾安是一个小县，仅有1 5个乡，镇。4万多户，2 2万余

人，其中汉族占9 9．5％，还有满，蒙，回、朝鲜、壮、布

依，锡伯．苗族等1千余人。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的解放战争

时期和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乾安县各族人民都做出了自己

的贡献，今天，乾安县人民为把家园建没得更美好、为祖国的现

代化建设做出新的贡献而努力奋斗着。

第二节历史沿革

乾安县建治较晚，公元l 9 2 7年6月开始修建衙署城池，

2



1 9 2 8年4月定名为乾安县。

“乾安"名称的由来。在清朝初年至中华民国初年的二百多

年时间里，乾安地方一直是哲里木盟治下的前郭尔罗斯前旗属

地。中华民国十五年(公元l 9 2 6年)四月，经吉林省省长张

作相和前郭尔罗斯蒙古王公、哲里木盟盟长齐默特色丕勒磋商勘

放郭尔罗斯前旗西部荒地，招人垦植，设官治理。同年十一月放

荒地段丈量完毕，共计整井2 7 4个(每井3 6方，每方4 5

垧)，破井3 5个(边界不整齐、不成方者)。从东北角起，由

西向东选《千字文》一书的用字命名井方。建在某一方中的村

屯，就称为“某字井" (原来划定的井方有一部分划归前郭县管

辖，所以前郭县西部一些村屯也称“某某井”)。l 9 2 7年修

建衙署城池时，因所在地位于缸氏’’字井和“伐”字井上，初拟

县名为“长伐”县，因“伐"字有干戈、争战之意，再加个“长"

字，就更有“经久不息地争战”之意，是火不吉利的。加上当

时这里匪患频繁，民不聊生，已是很不安宁，所以“长伐’’县名

未被采用。当时“长伐"地方正处于吉林省西北部(当时省会在

吉林市)，又是边远地区(再往北就归黑龙江省管辖)，接八卦

顺序，即乾，坎、艮、震、巽、离，坤、兑方位，西北为“乾"，

为使西北方安宁，又加一“安’’字，取“西北方安宁哆之意，因

此将县名定为“乾安”。

乾安建县时间虽然晚于白城地区其它各县，但它的历史却和

其它县分一样久远。 “狼牙坝”泥林地带发现的古代遗迹和出土

的历史文物便是乾安县历史久远的可靠见证。这里出土的猛犸象

牙齿化石分别收藏在吉林省博物馆和白城地区博物馆。这说明在

距今两万年前这里的动植物都是很繁盛的，并且有大布苏湖这个

充足的水源，是适于人类生活居住的，为我们追寻远古人类的足

迹提供了线索。

兰字乡传字井南岗遗址是距今七千年前后的新石器早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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