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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城市地处祖国的北部边陲，、虽然建立城市时间不长，逐步

走向发达繁荣也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但是，在这块土地上，早

在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人类生活了。

几千年来，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用勤劳的双手开发着这

块土地，他们在广阔的草原沃野上放牧牲畜，在密布的江河沼泽

中捕捉鱼蚌，维持着最艰辛的生活。尽管这里冬季冰雪覆盖，简

陋|t|勺半地穴房屋以抵御严冬酷寒，但是他们没有离开这里，一代

接一代的，终于迎来了祖国的春天，迎来了劳动人民的解放。在

漫长的历史长’可中，在同大自然的顽强搏斗中，居住在这里的各

族人民一直和中原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不断把中原的文化引向自

己的家乡。他们也发挥着自己的才智，根据自然地理条件，广泛

地应用了石器各种生产、生活工具，形成了具有地方特点的历史
文化遗存。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在这块土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伟大革命斗争胜利了l在这

历史性的巨变时期，中国共产党辽吉省委员会、’辽北省政府在这

里指挥和领导了辽北解放区的伟大斗争，并且有力地支援了东北

和全中国的解放事业。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曾经在这里工作和战斗

过，．不少革命先烈的热血洒在了这块土地上。他们的功绩，将永

远铭刻在自城人民的心里。

追溯白城的人类生活史，寻找先民在这块土地上所留下的遗

迹，研究他们是如何生产，生活的?是如何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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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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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的?在近现代史中， 那些优秀的中华

儿女是怎样为了祖国的解放，人民的翻身而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的7．这不但对研究历史是有益的，而且对今天的“四有"教育和

四化建设也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因为她能够对人民进行爱国

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焕发民族自信心，自

尊心和自豪感，爱家乡、爱边疆、继承和发扬前人勇于开拓的优

良传统，踏着先人的足迹，奋勇前进，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

繁荣昌盛，是自城市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

上述这些是我们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根据国务院(1981)

9号文件精神和吉林省文化厅(1984)4 4号文件指示，在白城

地区文体处的直接指导下，我市于l 9 8 4年春季开始了《白城

市文物志》的编写工作。 经过一年来的努力工作， 编写小组的

同志在有关单位的支持下， 较圆满地完成了本志的编写任

务。

市委，市政府对本志编写非常重视，责成文化局会同有关部

门一定要编写出具有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的文物志o

《白城市文物志》编写委员会与l 9 8 4年3月组成，文物

普查队从4月l o日至6月2 5日进行了7 5天的普查工作。走

遍了市区9个街道办事处和郊区平安、青山、大岭、保平，侯家，

东风6个乡(共6 0个行政村，l 6 8个自然屯)。发现古遗址
3 5处，古墓葬6处，古窑址4处， 古寺庙址1 3处， 古井3

眼，古道2条，古窖藏2处，征集、采集各种文物标本7 O O余

件。搜集近现代资料6万多字，征集近现代文物8件。这些珍贵

的实物和资料，为编写本志奠定了基础。普查工作结束后，编写

组的同志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进行了认真的编写和修改，至l o

月末，写出了《白城市文物志》的初稿。

参加白城市文物普查的工作人员，除编写组成员外，还有王

宗祥、费永昌、王恒、高忠诚、孙茂华、赵景田、王世奎、郑德发、许键
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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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志。初稿形成后，白城地区文管会办公室的吴喜才同志进行

了部分修改工作。本志在编写过程中，特别是得到了吉林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王侠同志多次指导和修改审订，吉林省文化厅贾士金

同志审定。

本书插图由刘祜、李际新同志清绘，照片由赵长春，李际新

同志拍摄。 ．

编写文物志工作涉及而广，是一项繁重而细致的工作。令人

欣慰的是本书编写过程中，由始至终都得到了社会上有关方面和

广大群众的帮助和支持，因此， 《自城市文物志》是集体智慧的

结晶，是大家共同劳动的成果。在此，我们向吉林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白城地区文体处、哲里木盟文化处、哲里木盟博物馆、锦

州日报社、兴安盟地方志办公室、白城地区公安处、自城地区文

管会办公室、白城地区博物馆，自城市档案局、自城市地名办公

室、白城市文化局，自城市民政局、白城市文化馆(站)及图书

馆等单位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我们业务水平低、工作经验少，书中一定会存在着缺点

和错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白城市文物志》编写组

一九八五年t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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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书采用我国传统的志书体。分序言、凡例、志，传、

表、记、附录等部分。

二、全书共七章，十六节，八十三个条目，插图3 l幅，图

版1 2幅。书后列有附录，收录名存实无的庙宇和参考书目。图

版列本书最后。

三、本书收录范围。

I，具有重要历史、科研、保护、纪念价值的地上地下遗

存，

2，重要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物，

3、近现代历史上的重要组织、文献资料、革命运动、重大

事件，部分革命烈士、英雄人物传略及事迹，

4，革命纪念地，纪念物，革命纪念建筑物酌情收录，

5、中国共产党辽吉省委员会、辽北省政府驻白城期间，组

织和领导了当年辽吉广大地区的土地改革和解放战争事业，并有

力地支援了东北和全中国的解放战争，本志作为重点记述，

6，本志以l 9 8 4年文物普查和历年来文物工作成果为基

础。条目内容的时间上限为新石器时代，下限为公元l 9 4 9年

l 0月1日。

四，大事记记载本市文物政策法令实施情况和文物工作的活

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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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章概 述

第一节自然概况

， 白城市位于吉林省西北部， 松辽平原西端， 东经l 2 2度
5 5分，北纬4 5度3 8分。东与镇赉县接壤，南、西与洮安县

毗邻，北与内蒙古自治区的科尔沁右罢前旗接界。是白城地区的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吉林省西北部的主要城市。

全市面积7 7 l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6 3平方公里，郊

区面积7 0 8平方公里。 人口近2 7万(市区l 9万，．郊区8

刀。)。汉族占9 7％，其余为蒙、满，朝、苗、白，锡伯、达斡

尔、壮、拉祜，纳西、鄂伦春等十几个民族。全市辖9个街遭委

员会，六个乡，6 0个行攻村，l 6 8个自然屯。宗教占佛教、

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

本市交通发达，是平齐(四平一一齐齐哈尔)、长白(长春

一一白城)，白阿(白城一一阿尔山)三条铁路线的交汇点’公

路可通往长春、镇赉，洮安、大安、长岭、突泉、 乌兰浩持等

地，可以说是四通八达。

全境地势平坦辽阔，是一望无垠的良田和草原，西北略高，

东南略低，市区海拔l 5 2．6米。地表均为第四纪77I§JL河沉积

层，大部表层为砂壤土，有些地块3 O厘米以下便是卵石层，土

壤渗透性强。地下水层距地表4米左右，水量丰富，蓄水层深达

4 O米，是本市工农业生产与人民生活的重要水源。

气候属于干旱大陆性气候。冬夏气温变化较大，主要爵点是

风多雨少。由于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年平均气温为5．1度，

结冻日期从十月下司琶来年五月初，雨量多集中在七、八两月，

l
，。j

，



所以只适于栽种一年一熟|向农作物。风沙千旱多年来一直是白城

市农!交业生产的主耍威协，如果能够斤发刊用，这里的风力资源

到是一种限好的能啄，

白城市勺自然贷源，矿藏资源有河流石、砂、白枯土等，是

建筑上的重要原料，还有一定蕴藏量的石『由，草原盛产芦苇和小

叶樟草，是造纸的上等原}斗，还．出产黄芪、贝母、知母、甘草等

几十种中草药}才．。全市绿化弓休业用地l 5，2 4 2亩，森休覆

盖率为l 0％，耕地面积4 1 5千亩，草原i『ff积l l 1，8 2 6

亩。洮儿河沿平安镇乡西界通过，境内没有江河湖沼。

解放前，白城市经济基础薄弱，解放，舌，白城市人民在党的

领导下，艰占奋斗，筇断．也改变着自然环境阳自■的主活。工农

、I匕生产有了很大发展， 城市面貌发生了巨大变f匕。 目前除有纺

织、造纸、机减、发电，水泥，电子，酿酒、化工、 陶瓷、 食

品、铸造等圆营工业外，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电迅速发展起来，

1 9 8 4年底， 全市工业总产值2亿8千万元， 为建国初期的

2 0 O倍。人们的物质主活田倩神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文化、

教育、科技、体育，广播、卫生等事业也远非昔比。仅以教育为

例，建国初期白城市(当时，趵：洮安县)城内只有普通中学一所，

小学五所，在校学生仅有2 3 O O人， 教职员工l 3 O人。 到

1 9 8 4年底，全市有大、中、小学及各类学校近百所，在校生

4 5 8 6 O人，接近建国初期的2 O倍。城市建没有了很大的发

展，商业呈现丑一派繁荣．i勺景象。

白城市这座新兴的祖国北疆城市，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的

人民解放战争巾做出了-R己的贡献， 今天在祖国的“四个现代

化’’建设中一定会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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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历史沿革

．自城市座落在松辽大平原的西端，是吉林省西北部科尔沁草

原上的新兴城市。

自城名称起源说法不一，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因早

年出现过白色麻雀栖于此地，因而得名。另一种说法是因此地旧

有城基，其城墙均以白士墁之， 当地蒙古人称为“查干浩特”

(即白色的城)。自设县治以后，汉蒙人民仍称白城子。虽经屡

改县名，迄今仍称自城子，即现在的白城市。

．据出土文物证明，在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们的先人就

一在这里劳动生息，建立了家园。1 9 8 4年文物普查时，在市西

郊纯阳靶山南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墓群，并出土大量

的石器，骨器和陶片。这是目前白城市发现的最早的人类生活遗

存。

从公元前七世纪至公元五世纪左右，即春秋战国至南北朝一

千多年在这块莽莽的大草原上，曾是东胡、鲜卑、契丹、女真等各

族的主要活动区域。在这一时期里也曾有室韦、汉族等兄弟民族

．来此地活动，居住。

唐朝统一中国后，于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 4 8年)在营州

(今辽宁省朝阳市)设置“松漠都督府秒管辖今东北西部，内蒙

东部的广大地区。当时生活在白城一带的主要是契丹族人和室韦

族人。 ．～

，

，

公元十世纪初，契丹部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建立起

契丹族的地方政权；公元9 4 7年契丹人建立了“辽国"。辽代

北方重镇泰州城就设置在今白城市南25公里处洮儿河北孛的城四

家子(至今古城遗址犹存)，即为《辽史·地理志》中的“上京

临潢府泰州"。当时这里属于泰州治下的乐康县境。通过文物普

查，在市郊和市内都发现了许多辽代遗址、墓葬和文物。当年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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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人烟较为稠密，从遗址中所见砖瓦遍布，基址整齐情况看，当

时生产、经济、文化都有了空前的发展。

公元十二世纪初，居住在松花江流域的女真人强大起来。完

颜部首领阿骨打率军起义眨辽，于公元1 1 l 5年建立金政权。

辽代的泰州二直被金沿用到章宗承安三年(公元l 1 9 8年)，

后降为金安县。 当时今白城地方归属泰州及改制后的金安县所

辖。

值得提及的是在自城市所见辽金时期遗址中，出土很多唐、

宋铜钱、铜镜、瓷器等遗物，说明当时这照与中原的经济交往和

文化交流是密切的。

公元l 2 3 4年，金政权被崛起的蒙古族推铡。蒙古族首领

成吉思汗率部从鄂嫩河流域进入呼伦贝尔草原后，旋即挥师东进

托吾尔河(今iL,JL河)流域。由于成吉思汗南侵西征，至使大片

土地荒芜，因此对“辽金故城多弃置不用”，后来封归辽王“乃

颜"管辖。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国后，将辽金两代敞城泰州改为

辽阳行省泰州。及至元E宗时，据《元翅·仁宗纪冷载： “延佑

二年(公元l 3 l 5年)二月八El庚子改辽阳行省泰州为秦宁

府。" “延佑四年二月癸亥， 升泰宁府为泰宁路， 仍置泰宁

县"，今白城一带当年隶属元泰宁路泰宁县管辖，县的治所设于

今洮安县城四家子古城。

明代初年(公元l 3 6 8至l 3&7年)，东北大部分地区

尚由从大都(今北京)亡命的以元太尉纳啥出为首的元残余势力

所控制。辽金段城长春州(今前郭县塔虎城)、蔡州(今洮安城

四家子古城)为其1三要盘踞地。公元l 3 8 7年朱元璋为统一IlI

国， 命大将冯胜、 傅友德、兰玉率军平定纳啥出势力， 设立

3 8 O余处卫所统治管理东北地区。今白城市一带属泰宁卫台州

所管辖。
。

．

公元十七世纪初，清政权建立不久，这里便归属哲里木盟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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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图旗郡壬管辖，直至清耒。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l 9 0 3

年)，盛京将军增祺奏清洮儿河北岸(今自城、镇赉一带)放荒

设治、招来垦户，使沉睡了几百年的牧地，又一次被开辟为良田。

清光绪三十年(公元l 9 O 4年)， 这里正式设立“靖安

县”，隶属奉天省洮南府所辖。后因与江西省靖安县同名，往来

文书信件易错投，于I 9 l 4年改称洮安县，取洮儿河安宁无患

之意。

1 9 2 9年夏兴安区屯垦公署没于洮安县，曾经向原东北政

务委员会申请将洮安县丁卜为兴安市，并获批准，当即成立了市政

筹备处。后因“九·一八"事变，日军入侵而告终。

．’ 1 9 3 4年3月， 伪满洲国时， 洮安县划归龙江省管辖；

l 9 3 8年洮安县改称“白城县"，仍属龙江省。

l 9 4 5年l 2月，自城县改为洮安县。

l 9 4 6年1月，洮安县隶属中共辽吉省委辽吉行署区管

辖。

l 9 4 7年春至1 9 4 8年秋，白城市一度为中国共产党辽

吉省委员会，辽北省政府，辽吉军区所在地。

1 9 4 8年7月，辽北省撤淌后洮安县划归嫩江省管辖，并

将洮北县全部划归洮安县。⋯

1 9 5 0年1 O月，又将洮安县改称白城县，隶属黑龙江省

管辖。

l g 5 4年将白城县划归吉林省管辖。中国共产党白城地区

委员会、自城地区行政公署均驻白城市。
1 9 5 8年1 O月，白城县、洮南县合并，成立白城市舯洮

安县，

白城市人民政府的名称随着行政机构的变革也多有变化。

1 9 5 8年l O月称市人民委员会，“文化大革命"期间称市革

命委员会l 1 9 8 0年9月称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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