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I-▲

J曲 磐石县
文物



磐石县文物志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



《磐石县文物志》编写组成员

孟东风

张万鑫

林茂春

杨连庆

刘德敏

王长林

常 青

于云沣

总纂

审订

审 定

吉林市博物馆

吉林市博物馆

吉林市博物馆

吉林市博物馆

吉林市博物馆

磐石县文化局

磐石县文化局

磐石县文化馆

孟东风

马建华

贾士金



序 言

磐石是一个历史悠久和富有革命传统的县份，保存在地上地

下的历史文物和革命文物十分丰富。这些珍贵的文物是祖国光辉

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实物见证，是

向人民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爱国主义采革命传统教育的宝贵教

材。函此用《文物志》的形式。把它科学地记录下来，是一项具

有现实的和重要历史意义的工作。

遵照省、市《文物志》编写委员会的要求，磐石县文物普查

工作队，从一九八四年I鹭月中旬起到六月下旬止，对金县二十七

个乡镇的村、屯进行了全面的文物普查。历时两个多月的访问踏

查，共发现和复查西团山文化遗址14处，辽金时期遗址14处，古

城址10处，古墓葬6处，古窑址1处，庙宇、古建筑6处，．窖藏

铜钱9处。采集和征集文物标本300余件。同时，调查革命纪念地

和抗联遗址20余处，革命纪念建筑2处，。基本掌握了磐石中心县

委和抗联在磐石的活动情况。通过这次普查，初步查清了全县文

物分布及各种文化类型的特征，形成了近30万字的调查材料，为

编写《磐石县文物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普查的基础上，我们将保存较好，而且具有科学研究和保

护、发掘价值的遗址和遗物，做为磐石县文物志的基本内容。在

编写过程中，查阅了有关历史文献和考古调查资料，熟习和掌握

有关本县的各种考古文化及革命活动的论述，注意吸收前人的研

究成果，力求做到科学性，思想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磐石县文物志》是金体同志集体劳动的成果。参加这次县

文物普查的，除本志编写组八名同志外，还有磐石县文化系统的

张永平、赵英杰、于忠山、朱占军等同志。文物志的体例和大纲

确定后，分头执笔．其中第一章出孟东风、林茂春撰写，第二、



兰、四章是编写组成员分头执笔撰写的，其中孟东风、张万鑫、
王长林分担条目较多，第五章除第二节为常青撰写外，均为孟东

风执笔；第六章由孟东风撰写；第七章一览表由常青、孟东风编

列，第八章出王长林撰写。整个书稿最后由盂东风面志统一修改

并总纂成书。书中插图为市博物馆王东宁、马德谦绘制，省考古所

刘萱堂修订。图版照片除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谷德平提供外，均为

市博物馆李听、张兆惠同志摄制，刘德敏负责选用排版。
、

《磐石县文物志》在普查和编写过程中，得蓟了省博物馆、

省革命博物馆、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社会科学院、东北师大、吉

林大学、市博物馆、市图书馆、市档案馆、市史志办和磐石县

委宣传部、政府办公室、文化局、政协、史志办、地名办、民政

局、公安局、+图书馆、文化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援助，在此一一

并致以谢意。

《磐石县文物志》在省、市、县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和指导

下编写出来了，但限于我们的历史文物知识和学术水平，错误、

疏漏和不足之处一定会存在，诚恳地希望专家和同志们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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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为志书体，分为文物概述、历史考古、风景名胜、

出土文物、革命文物、人物传、一览表、大事记八章和附录部分，

共收录条目1．02条。

二、本志收录范围：

I．凡各级政府公布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历次考古调查中

发现的具有一定历史和科学价值的古遗址、古墓葬、古城址、古

窑址和古建筑以及重要出土和传世文物均收录。

2．凡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活动有关的纪念地和遗址、革

命纪念建筑及珍贵的革命文物一律收录。

3．在磐石从事抗日活动的著名领导人和烈士，择其有重大

影响的英雄人物予以收录。

4．风景名胜。

5．名存实亡但具有一定历史和艺术价值的文物古迹为便于

查考、酌情列表或编入附录。

三、有关文物保护管理、陈列展览、田野调查、考古发掘及

重要文物发现等以年系事编入大事记。

四、本志主要依据这次文物普查资料，并参考以往的调查、

研究成果和历史文献记载。

五、本志条目编述遗址按名称、地点、地理、形势、范围、

形制、现状、遗物以及历史、科学价值和结论的次序叙述，文物

则按名称、地点、形制、尺寸、历史、艺术价值叙述。编述力求

简明、通俗易懂，文图并茂。

六、凡引文一律子页下注明出处，参考书目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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