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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安县文物志》全部杀青之际，正是八三、八四年更替的

时候。将这部书稿作为新年礼物，奉献给集安县人民，奉献给为

集安文物考古工作做出卓越贡献的考古学界、历史学界的师友

们，我们感到无比欣慰。

"盛世修志"。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国内政治稳定，经济繁

荣，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一派大好形势，为我们编写文物志吹

来了和熙的春风。集安是祖国东北的一个边陆小县，有山有水多

森林，土质肥美，资源丰富，具有江南水乡的某些气候特点和自

然风貌，素称"塞外小江南"。这里有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

明，曾是我国东北高句丽王朝的部域，地上、地下分布着大量文

化遗迹和遗物。作为北方小县，这一切足可以大书而特书了\.然

而，就我们的水平而言，真正写好一部《集安县文物志》并非容

易，撰写中时时感到力不从心.. . . .• 

吉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考古研究室的同志们，多年来

在集安作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颇多建树;国内一些知名学者、

专家、书画家、艺术家曾来集安考察指导，获益匪埠。诸多研究

成果、著述可资借鉴。我们把这些卓越的贡献连同成果一并写入

本书，以彰其功。同时，我们用了整整四个月时间，跑遍全县山山

水水，行程千余公里，对境内文物古迹进行了-次全面的普查和

复查，新发现了一批古代遗址、城址、关隘、墓群，采集和征集

到一批文物.嗣后，又对集安县博物馆收藏文物、档案及资料进

行整理登记，并对吉林省博物馆.吉林省革命博物馆、辽宁省博

物馆藏集安出土文物进行登记摘录.形成了大且初步文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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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为文物志的编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编写组的同志，有年过半百，从事文物工作近三十年的老

同志，也有刚刚进入文物考古领域的青年同志。为把集安悠久的

历史、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科学地记录下来，流传下去，成为立

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材料。

同志们团结一致，努力正作，反复进行讨论、研究，往往从清晨

一直到深夜，重要的问题多方考察，切磋再四方能蔼笔，无关宏

旨的细微未节亦几经推敲。许多条目数易其稿，力求达到科学

性、思想性和资料性的统一，文字上努力作到通俗流畅.

望着案头厚厚的书稿，同志们感慨颇多 o 这是在各级领导的

关怀支持下，同志们辛勤劳动的结果，是集体力量和智慧的结

晶。除开编写组的同志，参加文物普查和复查工作的，还有通化

地区文管会办公室徐元江同志，集安县博物馆张中国、莹长富、

迟勇，以及周荣顺、林世香、尚异同志。书中插图主要为张中

国、董长富同志清绘，其中采用了刘宣堂等同志过去绘制的部分

底稿.图版照片由林至德同志负责摄制，亦选用了莫东作同志摄

制的部分照片。集安县博物馆的全体同志都为太书的编写作了、去
量的工作，这些是不应忘记的.

《集安县文物志》初稿完成后，曾送交到ß :!?~文物志领导小

组及有关同志征求意见，集体讨论修改，由耿铁华、付佳欣同志

进行统一编寨。本志业务指导，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殿福同

志从讨论体例拟定条目到编写，提出许多建议，亲自撰写部分条

目，又对全书进行审订。最后经吉林省文化厅贾士金同志审定付

即.限于编写人员的学识和研究水平，书中难免存在诸多i&it漏或

炸错，尚希万家教正，

一儿八三年十二月甘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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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为志书体，全书共八章二十二节，附录二，收录条

目二四四条，三十万字。

二、收录范围

1 、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有重要价值的古遗址、

古墓葬、古城址:

2 、国家、省、地、县馆藏及传世重要文物:

3 、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纪念建筑及遗物;

4 、风景名胜。

三、本志所收文物古迹，原则上以现存为限，潭没废记者一

般不收。鉴于本县文物甚丰.择其要按质料分节著述，灌金器、

印鉴、货币、建筑材料独立成节，

四.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基群、重要古墓，吉林省博

物馆、辽宁省博物馆、集安县博物馆藏集安县出土重要文物均列

表.

五.东北抗日联军在集安县内集结、战斗情况以年月编成大

事记:集安县文物保护管理、田野调查、考古发掘及重大发现以

年系事编入文物考古大事记.

六.引文于本页下注明出处。参考书目及研究书目统附录

于后.

七、本志地图中有关中朝边界线依据吉林省测绘局出版《吉

林省地图>> (一九七八年印刷)绘制。其它地理位置图均为示意

图，仅供参考.

八.本书共附插幅五十五幅，彩色图版一版，黑白图版三十

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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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太王陵· (165 ) 

2 、将军坟…... • • • •• (1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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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西大墓…· (1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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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冈山基区第3319号墓…. • • • • • . • .…... •• • •• • (171 ) 

7 、 山城下基区折天井墓…….................. (1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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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出土文物

玉石器

自王耳怀…. •• • •• • • • • •• ••• 

王璧…. . . ••• ••• • .• • . • 

玛瑶珠…·….................

玛璐带饰版-H·H·-H·H·-··.

石斧……. . . • •• . .• •• • 

环状石斧….................

石铺…….

石博·

穿孔右刀..........--…·

石纺轮. .• • . . • . . . •• ••• ••• ••• . 

石网坠…........…. ••• .•• . •• • 

石慌.................

石矛…... • •• . •• . • 

圆形石器... •. . ..…. . 
石样臼…….. . ••• .…· 

萌石， ••• ••• ••• ...…... 
磨棒……...... •••••• 

石砚... ••• •• .… 

金银器

(176) , 

(177) 

(178) 

(178) 

(178) 

(179) 

(180) 

(181) 

(182) 

(182) 

(182) 

(182) 

(183) 

(183) 

(184) 

(185) 

(185) 

(1 85) 

1 、金坠饰....... .…. .•.... ... ... ...•..•.. .•. ... ... (187) 

2 、金指环...............................…........ (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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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率金器

翠金带环… .. (190) 

2 、 翠金楼在鞍桥………… (190) 

3 、 翠金衔镶…...... • (191) 

4 、 翠金马键…... ••• (191) 

4‘ 5 、 翠金素面鞍桥...... • (192) 

6 、 翠金挑形马饰…… (192) 

7 、翠金楼空桃形饰件…· (193 ) 

8 、 翠金梅花马饰…· (193) 

9 、 辈金卡针………….......... • (193 ) 

10 、 翠金泡饰…· (193) 

1 1 、 翠金铜铃…… (194) 

翠金铜盯鞋底….... (194) -12 、 ‘ ... 
13 、 2基金铜箭头......... (195 ) 

14 、 理金头钗…... (195) 

15 、 鱼尾形翠金铜饰…… (195 ) 

16 、 翠金圆形铜饰…· (196) 

第四节 铜 器

1 、赵国青铜短剑…... ••• ••• ••• '" ••• ••• •••••• ••• (196) 

2 .人形车辖…·川.......，.川…m….. .........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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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铜镜……....... .…. • •• • •• ••• •• .….....…... • (198 ) 

4 、 青铜短剑….. (199) 

5 、 铜矛….....………. ............…... ....….. (199 ) 

6 、 铜斧...... • (200) 

7 、 饿形斧...... .…….... (200) 

8 、 b旦tl 牵t胃z可.....................………………… (201 ) 

9 、 铜洗... • •• • (201 ) 

10 、 铜宜由E……............ .... •••.••••• ••• ••• •••••• ••• (202) 

1 1 、 铜镀……....................………..... ..… (202) 

12 、 铜釜……· (203) 

13. 罕~μ耳a屿a 主『、r.................. ............ ... ...... ...... (203) 

14 、 铜釜……·…….............…·…......... ••• (204) 

15 铜111................….. • (204) 

16 、 铜鼎……........... .….....…·….....….... (204) 

17 、 铜盒........气· (205) 

18 、 铜盖碗………........，...............….. ..…..川 .. (205) 

19 、 楼空铜牌饰…… (206) 

20 、 瑞兽秦王镜… .. (206) 

21. 瑞兽镜……· (207) 

22 、 海兽葡萄镜....... .… (207) 

23 、 神仙故事镜...... ••• ••• • (207 ) 

24 、 荷花鸳鸯镜……… (208) 

25 、 八瓣菱花镜... ••• ••• (208) 

第五节 铁 器

1 、铁犁铮... ••• • •• • •• • ..…......... .川川...….. (209) 

2 、铁苗…...... ..…........川..... ••• ••• ••• ..….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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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铁铲· (210) 

4 铁镰……....................................... (211 ) 

5 、 软f)ç、 f4ζ「 ........................……-….. •• • . • • •• • (212 ) 
1'-

6 、 铁锤…. . (212 ) 

7 、 铁严'f'r………...…. • • ••• • •• • •• • . • • •• • • • • (212 ) 

8 、 -爪器… (213 ) 

9 、 马锤... (213 ) 

10代 马鞍桥… .. (213 ) 

11 f…J 白…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4 ) 

12 、 铁矛……. •• .•• • . (214 ) 

13 、 铁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4) 

14 铁f族…. • • . • • . . • (215 ) 4电

15 、 铁挺铜嫉…… (217) 

16 四齿器…… (217) 

17 、 铁锅……. (217) 

18 、 铁镜……. (218 ) 

19 、 铁剪刀… .. (218 ) 

20 、 铁链….. (218 ) 

21 、 铁钉履……. •• • •. . (219 ) ，咱
v 

22 、 铁拌……. ". ••• • • • •• • ••• • .…. • • • ...…...…... (219 ) 

23 、 铁钝…… (219 ) 

24 、 铁训刀 .. (220) 

25 、 熔勺. •• . • • • . • • •• ••• . (220 ) 

26 、 马锤…………. •• • •• ••• •• • • •• • • • ••• • •• •• • ••• ••• (221 ) 

27 、 马衔……... • •• . ..….................…. ••• ••• (221 ) 

28 、 六耳铁锅…· (221 ) 

29 、 二足锅... '" .. • • •• • • • • " • •• • •• •• • ..……. . •• • 'J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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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陶 器
~ 

1 陶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2 ) 

2 、 陶纺轮……... (223 ) 

3 深腹罐…… (223) 

4 、 夹砂褐陶壶… (225 ) 

5 、 四耳陶壶…... (225 ) 

6 、 陶盖碗……. (226) 

7 陶仓…· (227) 

, 8 陶柑… (227) 

9 、 陶虎子……... (228) 

10 陶砚……· (228) 

1 1 、 陶拍……. (229 ) 

12 、 四耳轴陶字…. (229 ) 

13 、 黄绿袖陶盆.. . • .……... (231 ) 

14、黄绿袖陶钵…… (232) 

15 、 黄绿轴陶仕…. (232) .. 
16 、 黄绿轴陶釜…… (233) 

17 、 黄绿轴耳环……. •• . • (233) 

18 、褐轴陶瓶…. . • • .…· (234) 
, 

19 、广腹壶… (234) 

20 、 双耳罐. . • • . • •• • ••• • (235 ) 

21 、 鼓腹罐… .. (235 ) 

~ 
第七节 瓷 器

1 、盘口青瓷壶…... •• • • . • • • • . •• • • • ...…......... (236)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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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青瓷盏托…… (237 ) 

3 白瓷碗…….. (23 7) 

4 、 白瓷盘.. . . • . (238) 
得

5 、 白瓷大碗…... •.• .…. (238) 

6. 酱轴瓷罐…. .• ... . .. (238) 

7 、 青花瓷罐…. . (239 ) 

8 、 青花瓷香炉……· (240 ) 

第八节
HNHVUF 

鉴

1 .军司马印.. . .." ... . .. • ..…...... 1" ••• •• 1" ••• (241) 

2 、 "晋高句丽率善邑长"印. . . . •. . .• •. • • . .… (242) 

: "晋高句丽率善侣长"印... ... ..•... ... •.• (243) 

4 、 "槽天如郎"印.. • . " ..…............. ••. ••• (244) 

5 、都统所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4) 

6 、两边界社长章.. . . .• . .~. . . . . .. ••• . .. . .. .. . .….. (245) 

7 、

4‘ 

第九节 货 币
' , 

1 、战国货币…. .• •• . •.• .•. . . • .•• •. . ••• ••• . . • . .…. (247) 

2 .汉代货币…... . •• .….. ••• •. • ••• ••. ••• . • • ..…. (249) 

3 .唐五代时期货币…. . • •.• .. . ••. • •• ••• •• • ...… (250 ) 

4 、宋辽金时期货币…... ••• ••• •.• ... .••••• ••• ••• (251) 

5 、常平通宝. •. .•• •.• • . . • . .…... ... . .….. ••• . .…. (253) 

第十节 建筑材料
" 

1 、 "太宁四年"瓦当.. • .•. ..…. ... ... ... •.. 1" (2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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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产己"瓦当. •• . •• • . . . •• .•• . .• ..• . .• ••• ...… (255 ) 

'!' 

3 、

4 

5 

6 、

7 、

8 

9 、

10 

卫队

11 、

12 、

13 、

... v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第五章

第一节

当瓦字泰

当瓦吐
凰

民谷十

莲纹瓦当………. . . . .. • •. . • • • 

忍冬纹瓦当…. .• . .• . .. . .• . 

兽面纹瓦当…… .. 

莲纹瓦当…" . . .……………. . . . ... 

人面纹瓦当…………. . . . •• .. 

兽面纹瓦当.. . . .…. 

太王陵铭文砖……. . • . .. . • 

"千秋万岁永固"铭文砖……. .• •.• ••• .•• 

"保固"铭文砖…. . . . . . .•. 

菱纹砖. . . . I …. . .. ... .. . . . . 
蟠虫L纹砖. I • ••• • ..…. 
板瓦…… .. 

筒瓦…. . . . . . . I • • •• • •• • • • • •• ••• (, 

斜方格纹筒瓦. . • . . . . . . . . . . • . . . . ..• 

鸥尾……. . • • . . • •• .•• • • 

石柱础.. • . •. •. . . 

近现代文物

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

(256) 

(256) 

(257) 

(258) 

(259 ) 

(259 ) 

(259 ) 

(260) 

(260) 

(561 ) 

(262) 

(262) 

(263) 

(263) 

(264) 

(265) 

(265) 

(265 ) 

1 东岔抗日根据地…. .. .. . •• (267) 

2 、 老岭隧道战斗遗址… (272) 

k 
3 、 老岭会议址…... ..• • (275 ) 

4 、 {家什房子过址……·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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