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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我国历史悠久，地上地下遗存异常丰

富．那些凝结着我国古代各族人民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的文物，

是我们祖先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对当今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 ．

用志书的形式，将一个县的历史遗迹和文物科学地记述下

来，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同时，也会起到对人民群众

进行爱国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作用。编史修志，表现了一个

国家的进步和文明，是惠及子孙的千秋大业。

扶余地处松嫩平原南端，三江环绕，地腴民勤，历史悠久．

得胜丰碑，举世瞩目；明清驿道，闻名遐迩。众多的辽金时期的古

城，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尤其是伯都古城及其周围的几座小城，

在辽末金初的民族大争斗中曾起过重大作用，引起了学术界的重

视。建国以来，在广大专业工作者和群众的努力下，扶余县历史

发展的脉络日渐清楚，大量的历史遗迹和文物表明，早在三千年

前，我们的祖先就在这块土地上创造了璀灿夺目的古代文化，其

后，鲜卑，扶余，勿吉，秣褐．契丹．女真．汉等众多民族又以

此为舞台，不断融合，争斗．交流，共同推动了我国多民族统一

国家的历史发展。

根据国家文物局的指示，在省文物志编写委员会的领导下，

省《文物志》编写试点培训班扶余分队的同志们自四月下旬起到

六月上旬，对扶余全境进行了全面地文物普查。同志们不辞辛

苦，迈开双脚，走遍了全县每一个角落，共调查古城址17处，古遗

址70处，古墓葬9处，行程4000余里，形成近20万字：的基础材

传¨

己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料。这些来自实践的科学资料，是编写文物志的可靠基础。

田野普查结束后，为了充实材料，完成初稿，一部分同志在

长春继续工作。同志们查阅近百万字的文字材料，使条目日臻完

善，基本达到了科学性、思想性、资料性的要求。

文物志是集体劳动的成果，众人智慧的结晶。没有建国以来

多次在扶余进行过文物普查和考古发掘的同志所做的艰苦细致的

工作；没有多年来那些兼职和专职的文物干部和广大群众对文物

的热爱和高度负责的精神，我们的编志工作将无法开展。本志初

稿由编写小组的同志分头执笔，集体讨论形成。除编写小组全体

同志以外，还有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呼国柱，千太龙，徐学锋，

李正凤，金永源、李果钧同志；通化地区的王光普，张殿甲．杨

立新同志；长春地区的邹士魁．刘建宁同志；白城地区的王国

学．郑新城，陈浩军．郭珉同志；省文物工作队的程健民同志。

插图为朴润武．张静岩二同志绘制，图版照片为李玉成，谷德

平，赵长春等同志拍摄。

在普查和编写过程中，我们的工作得到了省博物馆，省革命

博物馆．省考古研究室、省图书馆，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

自城地区文管会、白城地区博物馆．扶余县政府。县政协．县委

宣传部，县文化局．档案局、民政局，文化馆，图书馆等单位的

大力支持和无私地援助，在此表示感谢。

我们是第一次参加编写文物志工作，虽然有热情和信心，但

因缺乏经验，能力和水平都很有限，书中一定存在很多缺点和错

误。我们恳切希望专家、学者，专业工作者和广大读者，提出宝

贵意见，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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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扶余历史悠久，遗存丰富，本志择其具有历史，科学、．

艺术价值的重点，分为历史考古，革命文物，人物传，表，大事

记五章编述之，共八万余字。

二．第一章历史考古，共分六节：遗址、城址、墓葬、交通与

建筑．碑刻．珍贵文物。前五节按时代顺序分述，珍贵文物按质

地，时代分述．原始文化遗址和历代城址，是研究东北各民族历

史的宝贵资料，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全部收录。辽，金、元、

明．清遗址众多，选具代表性的录之。墓葬较少，科学清理的更

少．择其具有时代特点录之。清代寺庙，具有历史、艺术价值，建

筑学上别具一格。建国初，大部分被毁。所剩寥寥，于文化革命

中又几乎殆尽。本志将无存寺庙资料，以附录收之，以供研考。

三．第二章革命文物，分事件、文物，纪念地三节。发生在

扶余县有重大历史意义及影响的事件；标志一个时期重大社会内

容的文物；与重大社会变革有关的建筑和地址，则录之。

四，第三章为人物传，收录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献

身的著名战斗英雄。

五．本志依据历史文献、文物普查材料，考古资料结合现状

编述。因遗存甚多，工作中难免存在漏误之处，望予指正，以便

修订．
。

．

六．编述内容，遗址包括地点．地理形势．范围、形制．现

状，保护情形以及历史．科学，文化价值。文物包括地点．形

制、尺寸、历史、艺术价值。

七、编述力求文字简洁，通俗易懂，为描述准确的增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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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间以专业术语．

八，本志图文结合，文字记述为主，辅以照片。平面图和拓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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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佘县文物概述

扶余地处我省北部，是松嫩平原的一部分。县境三面环水，

形成近似菱形的冲积平原。东和榆树接壤；东北以拉林河为界与

黑龙江省双城县相连；西南以第二松花江为界与前郭．农安，德

惠为邻；北隔松花江和黑龙江省肇源县相望；西北隔松花江与大

安县相对。全县东西长约130公里，南北60公里，面积5540平方

公里。全县现辖5个镇(扶余，三岔河，长春岭，陶赖昭．五家

站)，32个公社．2个农场(华侨农场、伊家店农场)。

扶余地形受水流影响较大，自然形成坎上坎下，台地坎大多

沿江平行，形成独特的地貌。

扶余四季分明，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沿江一带水草丰茂，

是古代人类理想的生活环境．

扶余历史悠久，地下地上遗存十分丰富。建国以来，文物考

古事业得到不断发展，经多次普查，共发现古遗址7l处，古城址

17座．古墓葬9处、古碑刻l处，近代桥梁l处．采集．征集各

类珍贵文物千余件。这些宝贵的资料表明： “从很早的古代起，

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

上．”丰富的遗迹和遗物，代表了不同历电时期各民族的辛勤劳

动和聪明才智，证明了扶余的历史文化与中原历史文化有着源远

流长的血肉联系。

文物工作者经过努力，用已取得的资料，初步勾画了扶余历

史发展的脉络。

建国以来，扶余不时发现第四纪哺乳动物的化石。1959年五

家站发现了猛犸象化石，1982年．扶余镇郊小窑子屯出土了披毛

一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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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一

犀上颔骨．猛犸象和披毛犀是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2——4万

年)与人类共生的动物。这些化石为在扶余境内寻找旧石器时代

晚期的人类遗存，提供了线索。

六十年代初期，在五家站沿江台地上．人们曾“采集到打制

石片和细石器遗物。”①这是发现的扶余最早人类活动的孑遗。

人们见到了距今约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活动的端

倪。

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初(春秋至汉)，扶余的原始文化遗

址，多分布在水草丰茂，渔猎方便，近水源而又不易受水害的河

边台地，按考古文化内涵，可以分成两种类型，分属两个不同的

时期。

新民公社老方家地遗址时间最早，约在春秋至战国时期(公

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陶器多夹细砂，手制，火候较

低。器形有鬲，鼎，罐，钵，壶等。纹饰有篦点纹、绳纹，锥刺

纹和划纹。细密地篦点纹组成了各种不同的几何形图案。遗址范

围较大，遗物较多，表明人们已过着较稳定的生活。鬲多鼎少，

几何形纹饰趋于简化，没有红衣陶等特点，表明这种考古文化晚

于“汉书一期文化”⑦(西周至春秋)，而早于“汉书二期文

化”③(战国至汉)。

在县西北第二松花江畔的坎上坎下，集中了几处原始文化遗

址。伯都公社长岗子遗址是其代表，与之相同的还有杨家沟遗

址，新民公社的腰岗子遗址，熊家亮遗址、朝阳公社的老牛圈遗

址。这些遗址的年代相当于战国至汉(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初)，

属于“汉书二期文化．”在这个时期，铁器出现了，尽管数量很

少，但它是生产力水平出现飞跃的标志．生产工具有石器，蚌器

等．各种圆形陶纺轮和上有交叉凹槽的卵形大网坠．具有鲜明的

①张忠培：《白城地区考古调查述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63．第1期．

②③：见。老方家地遗址”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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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陶器多泥质红褐陶，手制、火候不高。红褐陶器形有鬲，

鼎，罐，钵，壶，杯．船形器．器盖，支座等。纹饰以绳纹和各

种压印纹为主，绳纹多饰在器身和器足。

泥质红衣陶数量较多，素面。器形有壶，缶奉，碗，杯，罐。

红衣陶具有独特的考古文化色彩，主要分布在嫩江下游、第二松

花江下游和第一松花江中游的巴彦，宾县一带。而与嫩江、7#I!_JL

河流域的昂昂溪文化和吉林地区的西团山文化迥然不同。

这类遗址中遗物所反映的经济面貌与老方家地遗址基本相

同，而村落居民生活的稳定性和生产力水平则大大前进了一

步。。、-
，

一

与长岗子遗址年代相同，但文化类型不同的，是社里，新

站，五家站一带第二松花江北岸的几处原始文化遗址。这种类型

的遗址有：社里公社鸡爪沟遗址，新站公社东井南城子遗址，西

井西南城遗址．五家站公社大李坨子遗址，五家站镇南园子林场

遗址(7--名杨家岗子遗址)，大三家子公社南坨子遗址。遗物中

虽有红衣陶，三足器有鼎，但不见绳纹陶和鬲，这一特征与农安

田家坨子遗址很相似。

7扶佘的原始文化遗址，尤其在。汉书文化”类型的遗址中，

鼎和鬲等三足器很普遍。鬲于新石器时代(距今约5——6千

年)就出现在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一大贡献。随着历

史的发展和进步，我国边远地区受中原影响越来越深，远至黑龙

工的额尔古纳河一带都有鬲出现。而在扶余，中原文化的影响更

为深刻和强烈．

扶余与大安一江相连，但大安，洮安盛行的细石器，在扶余

则极少见．这说明，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还

很弱的时代，自然环境对人类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和制约．

魏、晋，南北朝时期．，扶余所处的松嫩平原，成为不断兴起

的北方民族之间争逐，调动、迁徙，融合的大舞台．东胡语族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鲜卑人与涉貊语族的扶余人及肃慎语族的勿吉人等，频繁往来，

纷争不已，表现了这些民族由氏族社会迈入阶级社会时的剧烈变

革。历史的横断面和纵向脉络极为复杂，因为工作开展得不够，

还没有发现这一时期的文物，或者因为研究水平有限，已经见到

了实物，但还不能认识它的历史面目。

隋唐是我国历史上多民族空前统一的强盛时期。唐代，在东

北白山黑水间兴起的粟末棘韬贵族建立的渤海国，是隶属于唐朝

的地方封建政权(公元698——926)．渤海西部与契丹接壤，

疆域达到嫩江一带．1982年，文物普查队于伯都古城内，发现了

三块莲瓣纹瓦当残片和一些佛像、佛饰残块。伯都古城的莲瓣

瓦当，在风格、形制和构图上，更接近西安附近的唐代瓦当。佛

像．佛饰残块与渤海中心地区的寺庙遗物，风格一致。这是我省

唐代渤海文物最西的一个出土点，为了解渤海西部边界，提供了

实物资料。同时，也将扶余有确切行政区划和纪年的历史^；由辽

代提到唐代，提前二百余年．
、

扶余在唐初，属室韦达娠部．《新唐书一·东夷列传》： 。达

石，室韦种也，在那河阴，冻(?j|c)末河之东，西接黄头室韦，

东北距达末娄。。达炬部分布在嫩江及东流松花江之南，北流

松花江口，既今扶余一带。唐在节度使下设置官员，管理渤海事

务。扶余在渤海时期，属莫颉府。
‘

辽是契丹贵族联合其它民族统治者建立的多民族政权。大抵

辽圣宗时(983——1012)，每年春季皇帝到长春州(今前郭县

塔虎城)的渔儿泊(今大安县月亮泡)捕鹅，混同江(扶余县西

北三江汇合处)钩鱼，称之为春。捺钵” (游猎行帐)，扶余匹

部沿江一带，是辽的重要地区。

十世纪初，松花江中游阿什河畔的女真人，逐渐强大起来，，

那里是金朝肇兴之地．近于阿什河的来流水(拉林河)两岸布满

了女真村落。六十年代初，黑龙江省考古工作者在拉林河右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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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常，双城两县，共调查金代城址十一处，金代遗址主要有九

处．1这些城址“从形制、规模及出土遗物看⋯⋯它们近于金代早
， 期酌可能性很大。”①1982年，省文物普查队于扶余拉林河左

岸，自蔡家沟公社至伊家店公社，共发现金代遗址十七处．这些

遗址相距不超过10华里，出土遗物基本相同，它们是始于辽末的

女乒村落。《金史·谢里忽传》： 。及来流水乌萨札部⋯⋯”。扶

余者北部的拉林河畔，是金女真乌萨札部的家乡。

扶佘在辽代隶属于东京道宁江州。金代，得胜陀一带为上京

近畿之地，属会宁府(今阿城)，其余地方为隆州(今农安)辖

境。‘
’

／辽代，扶余是契丹人和女真人接壤交往的重要地区，辽统治
者艟立了很多城镇，这些城镇是当时行政，军事，经济的中心。

j绍凋查共有城址十七处：伯都城．杨家域，新安城．石头城子

剿，土城子城．小城子城，韭菜城子城，贾津沟子城，下岱吉

城．班德城．半拉城．四道门城．南城子城，西南城子城，朱家

城子城，隆科城，王家屯城。这些古城，大多始建于辽，金代沿

．用，金代和明代也建了一些城。

． 古城方正，整齐，有坚固高大的城垣，有瓮门，马面、角
、

。楼，护城河等防御设施。城内建筑众多，出土大量瓦当，鸥吻，

j’勾滴，布纹瓦，定窑瓷片，辽白瓷片，辽三彩瓷片，白釉黑花瓷

片，黑釉缸胎瓷片．兔毫釉瓷片，酱釉瓷器，轮制硬质灰陶片及

：唐宋铜钱，这些丰富的遗物表现了当时经济的繁荣。
’

风华公社出土的金代“上京隆安劝农付使印”， 。都弹压

印”，大洼公社出土的“卜鲁哥乌主谋克印”，新城局公社出土

， 的“利涉县印”，均九叠篆文阳刻，形制与宋代官印相同，反映

．， 了金代社会组织和军事组织的状况，说明了金政权的建制和分

f 布。

①孙秀仁，朱国忱。 《黑龙江拉林河右岸考古调查》，《考古》1￡6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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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表明，辽金城的规格，周长在四公里以上的属于府城节

度使州州城，刺使州州城一般不足三公里，比较小的则是当时的

县城。扶余辽金城址中，伯都城周长3212米，石头城子城J}j长

1900米，朱家城子城周长1438米，中外学术界对这三处古城议论

较多，主要是辽代著名的宁江州治所和出河店究于何处的问题。

有人认为石头城子城是宁江州，①有人认为在伯都城，②有人认

为出河店是朱家城子城。③ ，

辽．金遗址众多，多分布在三江沿岸的台地坎附近，县勾腹

地则较少。遗物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为认识辽代契丹人和戈真

人活动区域和判定遗址沿袭的年代提供了实物证据。

契丹人的经济以畜牧业为主。为了适应“逐水草而居”白游

牧生活，契丹人烧制了如鸡冠壶、鸡腿坛等生活器皿。扶余姐
代契丹人遗址，多集中在县西部，东南部，中部则逐渐稀少。E

义公社万发街遗址出土的绿釉鸡腿坛1：1沿，是扶余罕见的辽代典

型器物． I＼

农业是女真人社会经济的基础。金代铁农具的形制，与中原

地区的十分相似或一致，与元代王祯《农书》所绘农具图几乎相

同。④这些记载和考证得出的结论，在扶余东北部金代遗址中都

得到了印证。遗址出土了铁犁、铧、锄，铡刀、镰、镘，石臼．

石磨、六耳铁锅．六耳铜锅，铁刀、镞．白釉黑花瓷片，轮制硬

质灰陶片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武器，其形制与中原相同。大

批先进的铁制农具，表明了金代以农业为经济基础的特点。

根据契丹人和女真人不同的经济特点，将扶余的辽金遗址，可

分为三个区域．县西部和东南部是辽契丹人活动的范围．其东可

①《吉林通志》{凸革志．

②李健才t《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

⑧山上次男·《金代女真之研究》．

④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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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县中郡的三井子．二龙一带，以纵贯县境中部的贾津沟子河中

下游为界．县的东北部拉林河畔，自拉林河与松花江汇流处到蔡

家沟万家坨子，这一带遗址，以徐家店公社石碑崴子为中心，沿

江依坎分布，这里是辽代女真人的世居之地．女真反辽的根据

地。而县中部大林子、肖家，弓棚子等地的金代遗址，则是金代中

看期建立的．

拉林河与松花江汇合处，有一片广阔的冲积平原。通过考古

调查，可以得知这一冲积平原形成的时间下限．这一带土质肥

沃，素有粮仓之称，是古代人类生息的理想之地。但没发现任何

类似县西北部长岗子一带原始文化的遗物。十几处遗址全为辽末

女真人村落，说明在辽以前，这里洪水泛滥，河流改道，一片汪

洋，不宜人类居住。 ，

。大金得胜陀颂碑”座落在拉林河畔石碑崴子村东的河滩岗

阜上。碑址是1114年9月(辽天庆四年)阿骨打誓师之地。Il。85

年(金大定二十五年)，金世宗为纪念先祖的丰功伟绩而立碑，迄

今797年。碑阳为楷书汉字，八百余字；碑阴为女真大字，一千

五百余字，内容相同．此稗是世存女真文碑中文字最多，内容最

为重要的一块．

元代，扶余属开元路。元代的遗物，仅见19b4年于大三家子

半拉城出土的一方铜印，印文为。都提举使朱记”，和1957年于

伯都城出土的铜玉壶春瓶。

明代在东北设置三百八十一卫，在吉林境内设羁縻卫七十多

个。扶余属三岔河卫，址于县西北部。县内遗址，遗物较多，在

北部松花江沿岸，自西部的风华公社何廷窝堡向东经嘎尔奇，贾

津沟子，至上岱吉，有城址和墓葬。出土器物有青花．斗彩，龙

泉等瓷器，瓷质优良，图案优美，是中原产品．碗：盘，碟等器

皿，有的印有4大明年造”的款识。墓葬中出有镞、刀，剑等武

器．沿江的墓葬多与城址相邻，是守城驻军的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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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扶余，一种灰兰釉青花瓷碗，十分普遍。这种器物质地粗

糙．深腹侈口，坚实耐用，经专家鉴定，是明末清初的器物。

明朝建立以后，经略东北边陲，不遗余力。永乐七年(1490

年)，在松花江，黑龙江入海口特林地方，设立了奴尔千都司，

这是加强全国各民族统一的重要措施。扶佘南境的第二松花江和

北境的松花江是通往奴尔千都司的。海西东水路”的重要区段。

沿江的墓葬和城址，说明了明朝对这条水路的高度重视以及当时

航运的繁忙。

清代至民国初年，扶余的行政名称有较多变动。康熙三十一

年(1692)，在伯都讷设驻防兵，移吉林副都统镇守。康熙三十

二年(1693)，在今县城建县，名新城，有副都统驻城内。雍正四

年(1726)于伯都讷境内分设长宁县，属盛京奉天府。乾隆元年

(1736)罢县，二年改州同。乾隆十二年(1747)裁撤，以旧县

地属吉林理事同知。乾隆二十六年(176I)裁巡检，改蒙古理藩

院委署主事。嘉庆十五年(18lo)改伯都讷厅。光绪八年(1882)

改理事同知为抚民同知。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伯都讷厅升为

新城府。民国二年(191 3)改为新城县。三年，困与直隶新城同

名，改称扶余县，属吉林省滨江道。①

清代遗址甚多。随着土地的开发和经济发展，新兴的市镇和

村落遍及全县，行政设施，商业．文化教育、宗教等各业也兴旺

起来。县城内教派繁多，庙宇林立，这些富有时代特点和历史烙

印的建筑，凝结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心血。

十七世纪中叶，沙俄侵略势力扩展到了我国外兴安岭一带，

清朝政府为了加强防御，开辟了一条由奉天(沈阳)经船厂(吉

林)到黑龙江重镇瑗珲的陆路交通线．扶余第二松花江沿岸，是

这条交通线的重要区段．扶余境内的驿站有陶赖昭站，逊札堡

站，浩色站，社里站，伯都讷站。伯都讷站与黑龙江将军所辖的

①参见《扶余县志》历史沿革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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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兴站隔江相望，由此通往卜奎(齐齐哈尔)、墨尔根(嫩

江)。现于驿站旧址，还可以听到老人们的传说和见到一些遗

物，另外，文献记载也很明确和详细。

构筑在贾津沟子河下游的万善石桥，是民国初年著名的交通

设施，石桥美观实用，具有经济和历史价值。

辛亥革命以后，扶余人民为推翻三座大山展开了英勇斗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扶余大地上，

东北民众自卫军打响了抗击日寇的枪声。人民散发了传单，以唤

起民众抗日的热情。1932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派一批优秀同志在

陶赖昭、三岔河一带活动，并建立了支部，在中长铁路上与日本侵

略者展开了殊死斗争。解放战争时期，扶余人民踊跃参军参战，

为推翻蒋家王朝做出了巨大贡献。锦州战役特等功臣梁士英烈

士，就是扶余人民的光荣和骄傲。

人民创造了历史，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丰富的古代文化遗

存，较之文献，更具体．形象．生动地诉说着历史的发展，勾画

着历史的本来面目，它是研究历史科学的极其重要的内容，扶余

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物，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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