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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物二部分，历史文物一章(第二章)基本上反映了镇赉县

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代的人类活动区域，文化面貌和特征，把

镇赉县的历史轮廓勾勒出来，近现代文物一章(第三章)把镇赉

、县在解放战争、土地改革时期英勇奋斗和为国捐躯的英雄们的光

辉业绩如实记述，反映了革命先辈为争取自由解放而忘我斗争的

革命精神。第四章，风景名胜部分，记述了莫莫格自然保护区的

地理位置，自然概况、，动植物种类以及保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意义

等。第五章是表。第六章是大事记。， ’

<<镇赉县文物志》是集体劳动的结晶，除编写小组的人员之

外，还有白城地区博物馆的孙利锋，扶余县的王国学，乾安县的

侯力君，前郭县的景富国，洮安县的刘英群，镇赉县的赵海波，

石孝剐，宫贵良、张宏旭、张波，姜湛等同志也参加了文物普查

工作。

本志力求文字洗练，版图和插图清晰，图文并茂。插图由刘

祜同志清绘，拓片由吴喜才同志制作，照片由赵长春，吴喜才，

郭王民、李景冰等同志拍摄。

由于水平有限，错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诚恳希望专家学者

指正。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镇赉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

协，地名办，县志办、文体局、公安局、民政局，财政局，图书

馆，文化馆，档案馆、莫莫格自然保护区，各乡二镇政府等单位

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一并致谢。 ·

《镇赉县文物志)》编写组

一九八四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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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为志书体，共六章，附录一，收录l 7 2个条目。

二、本志收录范围t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古遗址，

古墓葬、古城址，重要文物，重大历史事件，革命纪念建筑、革

命烈士牺牲地，风景名胜等。有些古代遗址中的遗物较少，又有

相同遗址可资参照的未做收录，仅列表参考。
‘

三、重要文物，有些在条目中巴详加描述，，不单立条目，。
在表中反映。

四、遗址，墓葬，城址的叙述内容包括地点、地理形势，环

境，范围，现状和出土文物的概述等，重点遗址则详加叙述，包

括遗址出土的重要文物，遗迹的科学价值等，一般遗址遗物只作
简要记录、描写。 ，

、五，寺庙均为名存实亡的建筑址，我们采用了叙述遗址的方

法，并根据当地耆老的回忆进行原貌追述，重要的庙宇，还绘了
复原示意图。 ．

六，本志力求文字简洁，通俗易懂，图文结合，以文字记述

为主，辅以照片、绘图和拓片。

矽?



第一章概述⋯⋯⋯⋯⋯⋯⋯⋯⋯⋯⋯⋯⋯1 ：

‘第二章历史文物‘⋯⋯⋯⋯⋯⋯⋯．．．⋯⋯⋯12

、第一节。古遗址⋯⋯⋯⋯⋯⋯⋯⋯⋯⋯⋯12
， 一，新石譬时代遗址⋯_⋯⋯，⋯⋯⋯⋯⋯·：⋯⋯⋯⋯·12
， l，二井子遗址⋯⋯⋯⋯⋯⋯⋯⋯⋯⋯⋯⋯⋯·”⋯⋯⋯12

2，坦途北岗遗址⋯⋯⋯⋯⋯⋯⋯⋯⋯⋯⋯”．．．⋯⋯⋯15
3，东啥吐气遗址⋯⋯⋯⋯⋯⋯⋯⋯t．．．⋯··j⋯⋯⋯⋯“17

·4、‘风水山遗址⋯⋯⋯⋯⋯⋯⋯⋯⋯⋯⋯⋯一⋯⋯⋯⋯·19

5，那汉召西北岗遗址⋯⋯⋯⋯⋯⋯⋯⋯⋯⋯⋯⋯⋯⋯20

6，前二龙南岗遗址⋯⋯⋯⋯⋯⋯⋯⋯⋯⋯⋯⋯⋯⋯⋯22

7，小黑帝庙东北岗遗址⋯⋯⋯⋯⋯⋯⋯⋯⋯⋯⋯⋯⋯23‘

8，一棵树村西北岗遗址⋯⋯⋯⋯⋯⋯⋯⋯⋯⋯⋯⋯⋯24

9，太平山遗址⋯⋯⋯⋯⋯⋯⋯⋯·：⋯⋯⋯⋯⋯⋯⋯⋯·25 3

0，好心太来西岗遗址⋯⋯⋯⋯⋯⋯⋯⋯⋯⋯⋯⋯⋯25

Il敷学好心太来北岗遗址⋯⋯⋯⋯⋯⋯⋯⋯⋯⋯⋯⋯⋯26

1盘·二井子西岗遗址⋯⋯⋯⋯⋯⋯⋯⋯⋯⋯⋯⋯⋯··屹7

王8。疙瘩楼山遗址⋯⋯⋯⋯⋯k⋯⋯⋯．．．⋯⋯·⋯̂⋯28l

4，双龙山北岗遗址⋯一⋯⋯⋯．．．．⋯⋯⋯-”⋯⋯⋯⋯28’l

5一后布台东北岗遗址⋯“⋯⋯⋯·⋯⋯一⋯⋯⋯⋯⋯·29 l6、套拉搞北岗遗址⋯⋯⋯⋯⋯⋯⋯j⋯⋯⋯．．．⋯⋯“30

l 7，苏克马遗址⋯⋯⋯．．．⋯⋯m⋯⋯⋯⋯⋯⋯⋯⋯⋯30

l 8，脑代窝堡北岗遗址⋯⋯⋯⋯⋯⋯⋯⋯⋯．．．”⋯⋯·3l，

’l 9，好什吐屯西山遗址⋯⋯⋯⋯⋯⋯⋯⋯⋯“⋯⋯⋯·32

l
，，中

／

>



2 0，英台遗址⋯⋯⋯⋯⋯⋯⋯⋯⋯⋯⋯⋯⋯⋯⋯⋯⋯3多

2 l，东方红农场西岗遗址⋯⋯⋯⋯⋯⋯⋯⋯⋯⋯⋯⋯34

2 2，东方红农场二分场遗址⋯⋯⋯⋯⋯⋯⋯⋯⋯⋯⋯34
2 3、老头山遗址⋯⋯⋯⋯⋯⋯⋯⋯⋯⋯⋯⋯⋯⋯⋯⋯35．

2 4，曹家屯北岗遗址⋯⋯⋯⋯．．．∽⋯⋯⋯⋯⋯⋯．．．⋯3量

2 5，乌兰吐屯北岗遗址⋯⋯⋯⋯⋯⋯⋯⋯⋯⋯⋯⋯⋯3r

2 6，老山头遗址⋯⋯⋯⋯⋯⋯．⋯⋯⋯⋯⋯⋯⋯⋯⋯⋯38．

2 7、二道岗子遗址⋯⋯⋯⋯⋯⋯⋯⋯⋯⋯⋯⋯⋯⋯⋯38

2 8，五家子屯东北岗遗址⋯⋯⋯⋯⋯⋯⋯：⋯⋯⋯⋯··39—

2 9，段家店后岗子遗址⋯⋯⋯⋯⋯⋯⋯⋯⋯⋯⋯一⋯·40，

3 0，甜菜站东岗遗址_⋯⋯⋯⋯o⋯⋯⋯⋯⋯⋯⋯⋯4l

3 1 i腰二力把北岗遗址．．⋯⋯．．．．．．⋯⋯⋯⋯⋯⋯⋯⋯·4L

3 2：兰阡岗子遗址·⋯⋯⋯⋯⋯⋯’⋯’⋯-⋯⋯⋯⋯⋯”42

3 3：大岗村南岗遗址⋯⋯⋯⋯⋯⋯一．．．．⋯⋯⋯⋯⋯⋯·43．

3 4、大官屯北岗遗址⋯⋯⋯⋯⋯⋯⋯⋯⋯⋯⋯?⋯⋯··4参

3 5：向阳屯南岗遗址⋯⋯⋯：⋯⋯⋯⋯⋯⋯⋯⋯⋯⋯··4垂

3 3、索古台遗址“．．．．．．．．．．⋯⋯⋯⋯⋯⋯⋯⋯⋯⋯⋯⋯·46

3 7，龙凤山遗址⋯⋯⋯⋯⋯⋯⋯⋯⋯⋯⋯⋯⋯⋯⋯⋯47

3 8，黄家围子北岗遗址⋯⋯⋯⋯⋯⋯⋯⋯⋯⋯⋯⋯⋯4&

3 9，大庆贺遗址⋯⋯⋯⋯⋯⋯⋯⋯⋯⋯⋯⋯⋯⋯⋯⋯49

·4 O、小庆贺遗址⋯⋯⋯⋯⋯⋯⋯⋯⋯⋯⋯⋯⋯⋯⋯⋯5伊

4 l，双宝岱北岗遗址⋯⋯⋯⋯⋯⋯⋯⋯⋯⋯⋯⋯⋯⋯5L

·4 2，东双宝岱西岗遗址⋯⋯⋯⋯⋯⋯⋯⋯⋯⋯⋯⋯⋯52．

，二，青铜时代遗址⋯⋯．．⋯⋯⋯⋯⋯⋯⋯⋯。⋯⋯⋯⋯·52

l，那其海北山遗址⋯⋯⋯⋯⋯，Y⋯⋯⋯⋯⋯⋯⋯⋯⋯5Z’

2，莫石海北岗遗址w⋯⋯⋯⋯⋯⋯⋯⋯⋯⋯⋯一⋯⋯5每

3，啥吐气南岗遗址⋯⋯⋯⋯⋯⋯⋯⋯⋯⋯⋯⋯⋯⋯”5每
4、张海村南岗遗址⋯⋯⋯⋯⋯⋯-⋯⋯⋯⋯⋯⋯57。
2

1_l●■■●■●1l，●_：



蓁戮驰型裂薹嚣塞望冀；匿蓁需耋格霎囊；珏鬈薹；蓉|型2型

鎏霸蚕i。萄嚣躲笛蹩羹季闻薹博；匠誊雾鬻戮耋i需装蘑妻塑翼

霪葡蒌需誊罱蓁囊前；蕊罐竖喜型；器嚣美缒；曼蓁霸耋曼稀菱霎

鍪磷。
‘

j：

。

强羹墓～星!爹羹号隧～理矧㈤塑蓁蠢惭托簖篓；粥澎羹墓

霪蓠j塞匪篓’匿囊髑篓薹雾警。藩稀藿|蓁二瞪曦璧蓁霉谛j竭三j

难嬲醴雾融雕燮薹i葡浮K蕊匪掣缓强墓i蓁熏渍潞疆吲薛鬣爨

鍪鬈惹j味精瞄强港戮翼霎霉圃星篙塑矍强东戮羹霎匝善璎涩

錾鞠睡戮搿篓氅i冢薹建旧=强臻骝嘲引疆窭薹季曼；葡沸；一

篱埔懋醛强萎V錾牾蟛臻翼囊葡委矧冀壁j霎零蠢型；囊薤噩戮

滋墼雾霍荣华名篱黛雠绺滋滋羹蓁莩篇奄；滴珏墨强戮鎏i “耄

菰摹引矧氰彬；戮强臻鐾薹雾。孽一墓一徉墼垂薹；酗嘲蓁霎矧

霎i割￡晕骣巍强矧薹雾垌l萋飞鞣媸；雕澄璧j羹至耨矧借刁鳝嘲
～⋯67l7、四方山遗

址⋯⋯一；；；⋯⋯⋯⋯⋯⋯⋯⋯⋯⋯⋯⋯671 8、．米太遗

址⋯；；；⋯⋯⋯⋯⋯⋯⋯⋯iii⋯⋯⋯⋯⋯⋯691 9、套什吐遗

址⋯⋯⋯⋯⋯⋯⋯⋯⋯⋯⋯⋯⋯⋯⋯⋯692‘O、都鲁巴

遗址⋯⋯⋯⋯⋯⋯⋯⋯⋯；；；⋯⋯⋯⋯⋯⋯712 1、．河宝吐

东南岗遗址⋯⋯⋯⋯⋯⋯⋯⋯⋯⋯⋯iii⋯712 2、．包力屯

西南岗遗址⋯⋯⋯⋯⋯⋯⋯⋯⋯⋯⋯⋯⋯72l霎3、包力屯北

岗遗址⋯⋯⋯⋯⋯⋯⋯：⋯⋯⋯⋯⋯⋯··732 4、．包力屯

东岗遗址⋯⋯⋯⋯⋯⋯⋯⋯⋯⋯⋯⋯⋯⋯74：2 5、．宰拉

；；遗址⋯⋯⋯⋯⋯⋯⋯⋯⋯⋯⋯⋯⋯⋯⋯⋯742 6、．后少力

西岗遗址⋯；；；⋯⋯⋯⋯⋯⋯⋯⋯⋯⋯⋯⋯752 7、莫什海遗

址⋯；；；一⋯⋯一一⋯⋯⋯⋯⋯⋯⋯⋯⋯762 8，国营渔场

遗址⋯⋯⋯⋯⋯⋯⋯⋯⋯⋯⋯⋯⋯⋯⋯77i萋9，．南莫遗

址；；；；i；⋯⋯⋯⋯⋯⋯⋯⋯⋯⋯⋯一⋯⋯⋯77．3 0，．代鲁

岗子遗址；；；⋯⋯⋯⋯⋯⋯一⋯⋯⋯⋯⋯⋯⋯78．3 l、．团山

子遗址⋯⋯⋯⋯⋯⋯⋯⋯⋯⋯⋯⋯⋯⋯⋯⋯79；蓁．2，喇嘛岗

子遗址⋯⋯⋯⋯⋯⋯⋯⋯⋯⋯⋯⋯⋯⋯⋯7争3

厂夕／／，∥

����x



3 3、大茨勒营子遗址⋯⋯⋯⋯⋯⋯⋯⋯⋯⋯⋯⋯⋯⋯89
3 4，。好斯吐西南岗遗址⋯⋯⋯⋯．．．⋯一⋯■⋯⋯¨⋯；80+

3 5，丹岱北岗子遗址⋯⋯⋯⋯⋯．⋯⋯⋯⋯⋯⋯⋯⋯⋯8l

3 6，跃进南岗子遗址⋯⋯⋯⋯⋯⋯⋯⋯⋯⋯⋯一⋯⋯82

3 7、玻璃营子西北岗遗址⋯⋯⋯⋯⋯⋯⋯⋯⋯．．．．．．．．．82

3 8、哈吐气西岗遗址⋯⋯⋯⋯、⋯⋯⋯⋯⋯⋯⋯⋯⋯．．83

3 9、呼兰北岗遗址一⋯⋯⋯⋯⋯⋯⋯⋯⋯⋯⋯⋯⋯⋯．85

4 O，二力葛吐东岗遗址⋯⋯⋯⋯⋯⋯⋯⋯⋯⋯⋯⋯⋯85

4 l、啥吐气乡敬老院遗址⋯⋯⋯⋯⋯⋯⋯⋯⋯⋯⋯⋯86

4 2、后包拉杆吐北岗遗址⋯⋯⋯⋯⋯⋯⋯⋯⋯⋯二⋯·86

14 3、西查干北岗遗址⋯⋯⋯⋯⋯⋯⋯⋯’⋯⋯⋯⋯⋯⋯8 7r

4 4，西明嘎南岗遗址⋯⋯⋯⋯⋯⋯山⋯⋯⋯⋯⋯⋯⋯88

4 5、好斯台遗址⋯⋯⋯⋯⋯⋯⋯⋯⋯⋯⋯⋯⋯⋯⋯⋯89

4 6、马家圈子北岗遗址⋯⋯⋯⋯⋯⋯⋯⋯⋯⋯⋯⋯⋯90

4 7、秦家山遗址⋯⋯⋯⋯⋯⋯⋯⋯⋯⋯⋯⋯⋯⋯⋯⋯9l

4 8、二龙山北岗遗址⋯⋯⋯⋯⋯⋯⋯⋯⋯⋯⋯⋯⋯·。一92

4 9、凤凰坨子遗址⋯⋯⋯⋯⋯⋯⋯⋯⋯⋯⋯⋯⋯⋯⋯92

5 O：前双庙南岗遗址⋯⋯⋯．．．⋯⋯⋯⋯⋯⋯⋯⋯⋯⋯93

三、辽金时期遗址⋯⋯⋯⋯⋯⋯”⋯⋯⋯⋯⋯⋯⋯⋯⋯·94

l、八间房西北岗遗址⋯⋯⋯⋯⋯⋯⋯⋯⋯⋯⋯⋯⋯⋯94

2、双龙村南岗遗址⋯⋯⋯⋯⋯⋯⋯⋯⋯⋯⋯⋯⋯⋯⋯95．

3、车力村东南岗遗址⋯⋯⋯⋯⋯⋯⋯⋯⋯⋯⋯⋯⋯⋯96

4、永利屯东岗遗址⋯⋯⋯⋯⋯⋯⋯⋯⋯⋯⋯⋯⋯⋯··96
’5，后棉山召南岗遗址⋯⋯⋯⋯⋯⋯⋯⋯⋯⋯⋯⋯⋯⋯97

-6，后六家子屯南遗址⋯⋯⋯⋯⋯⋯⋯⋯，．．⋯⋯⋯”⋯98

’7、后卧卜屯东岗遗址⋯⋯⋯，⋯⋯⋯⋯⋯⋯⋯⋯⋯⋯⋯98

8、小河宝吐遗址⋯⋯⋯⋯⋯⋯⋯⋯⋯⋯⋯：：⋯．．⋯⋯．．99

9，西二龙屯南岗遗址⋯⋯⋯⋯⋯⋯．一⋯～⋯””·”⋯·99

4

3 3、大茨勒营子遗址⋯⋯⋯⋯⋯⋯⋯⋯⋯⋯⋯⋯⋯⋯89
3 4，。好斯吐西南岗遗址⋯⋯⋯⋯．．．⋯一⋯■⋯⋯¨⋯；80+

3 5，丹岱北岗子遗址⋯⋯⋯⋯⋯．⋯⋯⋯⋯⋯⋯⋯⋯⋯8l

3 6，跃进南岗子遗址⋯⋯⋯⋯⋯⋯⋯⋯⋯⋯⋯一⋯⋯82

3 7、玻璃营子西北岗遗址⋯⋯⋯⋯⋯⋯⋯⋯⋯．．．．．．．．．82

3 8、哈吐气西岗遗址⋯⋯⋯⋯、⋯⋯⋯⋯⋯⋯⋯⋯⋯．．83

3 9、呼兰北岗遗址一⋯⋯⋯⋯⋯⋯⋯⋯⋯⋯⋯⋯⋯⋯．85

4 O，二力葛吐东岗遗址⋯⋯⋯⋯⋯⋯⋯⋯⋯⋯⋯⋯⋯85

4 l、啥吐气乡敬老院遗址⋯⋯⋯⋯⋯⋯⋯⋯⋯⋯⋯⋯86

4 2、后包拉杆吐北岗遗址⋯⋯⋯⋯⋯⋯⋯⋯⋯⋯二⋯·86

14 3、西查干北岗遗址⋯⋯⋯⋯⋯⋯⋯⋯’⋯⋯⋯⋯⋯⋯8 7r

4 4，西明嘎南岗遗址⋯⋯⋯⋯⋯⋯山⋯⋯⋯⋯⋯⋯⋯88

4 5、好斯台遗址⋯⋯⋯⋯⋯⋯⋯⋯⋯⋯⋯⋯⋯⋯⋯⋯89

4 6、马家圈子北岗遗址⋯⋯⋯⋯⋯⋯⋯⋯⋯⋯⋯⋯⋯90

4 7、秦家山遗址⋯⋯⋯⋯⋯⋯⋯⋯⋯⋯⋯⋯⋯⋯⋯⋯9l

4 8、二龙山北岗遗址⋯⋯⋯⋯⋯⋯⋯⋯⋯⋯⋯⋯⋯·。一92

4 9、凤凰坨子遗址⋯⋯⋯⋯⋯⋯⋯⋯⋯⋯⋯⋯⋯⋯⋯92

5 O：前双庙南岗遗址⋯⋯⋯．．．⋯⋯⋯⋯⋯⋯⋯⋯⋯⋯93

三、辽金时期遗址⋯⋯⋯⋯⋯⋯”⋯⋯⋯⋯⋯⋯⋯⋯⋯·94

l、八间房西北岗遗址⋯⋯⋯⋯⋯⋯⋯⋯⋯⋯⋯⋯⋯⋯94

2、双龙村南岗遗址⋯⋯⋯⋯⋯⋯⋯⋯⋯⋯⋯⋯⋯⋯⋯95．

3、车力村东南岗遗址⋯⋯⋯⋯⋯⋯⋯⋯⋯⋯⋯⋯⋯⋯96

4、永利屯东岗遗址⋯⋯⋯⋯⋯⋯⋯⋯⋯⋯⋯⋯⋯⋯··96
’5，后棉山召南岗遗址⋯⋯⋯⋯⋯⋯⋯⋯⋯⋯⋯⋯⋯⋯97

-6，后六家子屯南遗址⋯⋯⋯⋯⋯⋯⋯⋯，．．⋯⋯⋯”⋯98

’7、后卧卜屯东岗遗址⋯⋯⋯，⋯⋯⋯⋯⋯⋯⋯⋯⋯⋯⋯98

8、小河宝吐遗址⋯⋯⋯⋯⋯⋯⋯⋯⋯⋯⋯：：⋯．．⋯⋯．．99

9，西二龙屯南岗遗址⋯⋯⋯⋯⋯⋯．一⋯～⋯””·”⋯·99

4



，1 O、西二龙屯北岗遗址⋯⋯⋯⋯⋯⋯⋯⋯⋯⋯⋯⋯100

1 l、电线杆地遗址⋯一⋯⋯⋯⋯⋯⋯⋯⋯⋯⋯⋯⋯lOO

1‘2、五家子遗址⋯⋯⋯⋯⋯⋯⋯⋯⋯⋯⋯⋯⋯⋯⋯100

，1 3、后六家子西岗遗址⋯⋯⋯⋯⋯⋯⋯⋯一⋯⋯⋯lOl

1 4、小茨勒营子遗址⋯⋯⋯⋯⋯⋯⋯⋯⋯⋯⋯⋯⋯101

l 5、乌兰吐遗址⋯．．t⋯⋯⋯⋯⋯⋯⋯⋯⋯⋯⋯⋯⋯lOl

1 6、立新屯东岗子遗址⋯⋯⋯⋯⋯⋯⋯⋯⋯⋯⋯⋯、102

l 7、浩特勒岗子遗址⋯⋯⋯⋯⋯⋯⋯⋯⋯⋯⋯⋯⋯102

l 8，兰杆西北道遗址．．．⋯⋯⋯⋯⋯⋯一⋯⋯⋯⋯⋯103
1 9、后二力把东北岗遗址⋯⋯⋯⋯⋯⋯⋯⋯⋯⋯⋯104
2 0、保民西南岗遗址⋯⋯一⋯⋯⋯⋯¨⋯⋯⋯j⋯··104

四、明清时期遗址⋯⋯⋯⋯⋯⋯⋯⋯⋯⋯⋯⋯⋯⋯⋯105

1、张海屯北岗遗址⋯⋯⋯⋯⋯⋯⋯⋯⋯⋯⋯⋯⋯⋯105

2、大黑帝庙遗址⋯⋯⋯⋯⋯⋯⋯⋯⋯⋯⋯⋯⋯⋯⋯105

第二节古城址⋯⋯⋯⋯⋯⋯⋯⋯⋯⋯⋯106
1、好斯台古城⋯⋯⋯⋯⋯⋯⋯⋯⋯⋯⋯⋯⋯⋯⋯⋯106

‘

2、大乌兰吐古城⋯⋯⋯⋯⋯⋯⋯⋯⋯⋯⋯⋯⋯⋯⋯107

3、‘十家子古城址⋯⋯⋯⋯⋯⋯⋯⋯⋯⋯⋯⋯⋯⋯⋯108

4、后少力煨古城⋯⋯⋯⋯⋯⋯⋯⋯⋯⋯⋯⋯⋯⋯⋯109

第三节古墓葬⋯“⋯⋯⋯⋯⋯⋯⋯⋯⋯1¨
l、珠山墓葬⋯⋯⋯⋯⋯·：⋯⋯⋯⋯⋯⋯⋯⋯⋯⋯⋯·lll

2，黄家圈子墓群⋯⋯⋯⋯⋯⋯⋯⋯⋯⋯⋯⋯⋯⋯⋯112

3、西报马墓葬⋯⋯⋯⋯⋯⋯⋯⋯，⋯⋯⋯⋯⋯⋯⋯⋯112

第四节 寺庙址⋯⋯⋯⋯⋯⋯⋯⋯⋯⋯⋯11 3

1，拉干庙址．⋯⋯⋯⋯⋯⋯⋯⋯⋯⋯⋯⋯⋯⋯⋯⋯⋯113

2、讲堂庙址⋯⋯⋯⋯⋯⋯⋯⋯⋯⋯⋯⋯⋯⋯⋯⋯⋯115

3、谢台庙址⋯⋯⋯⋯⋯⋯⋯⋯⋯⋯⋯⋯⋯⋯⋯⋯⋯115

4、五棵树庙址⋯一⋯⋯⋯⋯i⋯⋯⋯⋯⋯⋯⋯⋯⋯··116

5

1，己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5、山心寺庙址⋯⋯⋯⋯⋯⋯⋯⋯⋯⋯⋯⋯⋯⋯⋯⋯1l 7r

6、黑帝庙址⋯⋯⋯⋯⋯⋯⋯⋯⋯⋯⋯⋯⋯⋯⋯⋯⋯11 7|

7、铁力喇嘛仓址⋯⋯⋯⋯⋯⋯⋯⋯⋯⋯⋯⋯⋯⋯⋯118

8、布特庙址⋯⋯⋯⋯⋯⋯⋯⋯⋯⋯⋯⋯⋯⋯⋯⋯⋯119

9、兴隆庙址⋯⋯⋯⋯⋯⋯⋯⋯⋯⋯⋯⋯⋯⋯⋯⋯⋯119

1 O，珲春庙址⋯⋯⋯⋯⋯⋯⋯⋯⋯⋯⋯⋯⋯⋯⋯⋯120

1 1，东佛堂址⋯⋯⋯⋯⋯⋯⋯⋯⋯⋯⋯⋯⋯⋯⋯⋯120

1 2、尼姑庵庙址⋯⋯⋯⋯⋯⋯⋯⋯⋯⋯⋯⋯⋯⋯⋯12l

第五节重要文物⋯⋯⋯⋯⋯⋯⋯⋯⋯⋯12l
一、化石⋯⋯⋯⋯⋯⋯⋯⋯⋯⋯⋯⋯·‘：⋯⋯⋯⋯⋯⋯12l

，1、古野牛头骨化石⋯⋯⋯⋯妒⋯⋯⋯⋯⋯⋯⋯⋯⋯12l

2、猛犸象臼齿化石⋯⋯⋯⋯⋯⋯⋯⋯⋯⋯⋯⋯⋯⋯122

二、石器⋯⋯⋯⋯一⋯⋯⋯⋯⋯⋯⋯⋯⋯⋯⋯⋯⋯⋯122

1、矛形石犁⋯⋯⋯⋯⋯⋯⋯⋯⋯⋯⋯⋯⋯⋯⋯⋯⋯122

2、舌形石犁⋯⋯⋯⋯⋯⋯⋯⋯⋯⋯⋯⋯⋯⋯⋯⋯⋯122

3、石磨盘、石磨棒⋯⋯⋯⋯⋯⋯⋯⋯⋯⋯⋯⋯⋯⋯123

4、石斧⋯⋯⋯⋯⋯⋯⋯⋯⋯⋯⋯⋯⋯⋯⋯一⋯⋯⋯123

5、敲砸器⋯⋯⋯⋯⋯⋯⋯⋯⋯⋯⋯⋯⋯⋯⋯⋯⋯⋯124

6、刀形舌峭0器⋯⋯⋯⋯⋯⋯⋯⋯⋯⋯⋯⋯⋯⋯⋯⋯124

三、陶器⋯⋯⋯⋯⋯⋯⋯⋯⋯⋯⋯⋯⋯⋯⋯⋯⋯⋯．⋯124

1、红衣陶罐⋯⋯⋯⋯⋯⋯⋯⋯⋯⋯⋯⋯⋯⋯⋯⋯⋯124

2、陶钵⋯⋯⋯⋯⋯⋯⋯⋯⋯⋯⋯⋯⋯⋯⋯⋯⋯⋯⋯125

3、陶支座⋯⋯⋯⋯⋯⋯⋯⋯⋯⋯⋯⋯⋯⋯⋯⋯⋯⋯125

4、黑釉陶罐⋯⋯⋯⋯⋯⋯⋯⋯⋯⋯⋯⋯⋯⋯⋯⋯⋯125

5、长颈陶壶⋯⋯⋯⋯⋯⋯⋯⋯⋯⋯⋯⋯⋯⋯⋯⋯⋯126

6、鼓腹陶罐⋯⋯⋯⋯⋯⋯⋯⋯⋯⋯⋯⋯⋯⋯⋯⋯⋯126

7、陶马头⋯⋯⋯⋯⋯⋯⋯⋯⋯⋯⋯⋯⋯⋯⋯⋯⋯⋯126

四’-粗瓷器⋯⋯⋯⋯⋯⋯⋯⋯⋯⋯⋯⋯⋯⋯⋯⋯⋯⋯12丁

6



1、鸡腿坛⋯⋯⋯⋯⋯⋯⋯⋯⋯⋯⋯⋯⋯⋯⋯⋯⋯⋯127

2、酱釉粗瓷罐⋯⋯⋯⋯⋯⋯⋯⋯⋯⋯⋯⋯⋯⋯⋯⋯128

3、黄白釉铁花瓷钵⋯⋯⋯⋯⋯⋯⋯⋯⋯⋯⋯⋯⋯⋯128

4、黄白釉铁花瓷坛⋯⋯⋯⋯⋯⋯⋯⋯⋯⋯⋯⋯⋯⋯128

五、瓷器⋯⋯⋯⋯⋯⋯·：··：⋯·“⋯⋯⋯⋯⋯⋯⋯⋯．．．·129

l、白抽带柄口杯⋯⋯⋯⋯⋯⋯⋯⋯⋯⋯⋯⋯⋯⋯⋯129

2，白釉瓷碗⋯⋯⋯⋯⋯⋯⋯⋯⋯⋯⋯⋯⋯⋯⋯⋯⋯129

3、自釉瓷罐⋯⋯⋯⋯⋯⋯⋯⋯⋯⋯⋯⋯⋯⋯⋯⋯⋯130

4，青白釉二龙戏珠瓷盘⋯⋯⋯⋯⋯⋯⋯⋯⋯⋯⋯⋯130

5、青绿釉瓷盘⋯⋯⋯⋯⋯⋯⋯⋯⋯⋯⋯⋯⋯⋯⋯⋯130

6、青袖大瓷碗⋯⋯⋯⋯⋯⋯⋯⋯⋯⋯⋯⋯⋯⋯⋯⋯13l

7、青花瓷碗⋯⋯⋯⋯⋯⋯⋯⋯⋯⋯⋯⋯⋯⋯⋯⋯⋯131

8、霁兰油瓷瓶⋯⋯⋯⋯⋯⋯⋯⋯⋯⋯⋯⋯⋯⋯⋯⋯131

9、白釉青花喜字罐⋯⋯⋯⋯⋯⋯⋯⋯⋯⋯⋯⋯⋯⋯132

1 O、‘青花瓷碗⋯⋯．．．⋯⋯⋯⋯⋯⋯⋯．．一．．．⋯⋯⋯··132

1 l，自釉青花喜字掸瓶⋯⋯⋯⋯⋯⋯⋯⋯⋯⋯⋯⋯133

l 2、胭脂红釉痰盂⋯⋯⋯⋯⋯⋯⋯⋯⋯⋯⋯⋯⋯⋯133

1 3、青花小瓷碗⋯⋯⋯⋯⋯⋯⋯⋯⋯⋯⋯⋯⋯⋯⋯134

六、铜铁强⋯⋯⋯⋯⋯⋯⋯⋯⋯⋯⋯⋯⋯⋯⋯⋯⋯⋯134

1，“融"字纹铜镜⋯⋯⋯⋯⋯⋯⋯⋯⋯⋯⋯⋯⋯⋯134

2、神兽镜⋯⋯⋯⋯⋯⋯⋯⋯⋯⋯⋯⋯⋯⋯⋯⋯⋯⋯135

3，铜箸⋯⋯⋯⋯⋯⋯⋯⋯⋯⋯⋯⋯⋯⋯⋯⋯⋯⋯⋯135

4，十字形龙纹铜饰件⋯⋯⋯⋯⋯⋯⋯⋯⋯⋯⋯⋯⋯135

5、鱼纹铁釜⋯⋯⋯⋯⋯⋯⋯⋯⋯⋯⋯⋯⋯⋯⋯⋯⋯135

七、玉器⋯⋯⋯⋯⋯⋯⋯⋯⋯⋯⋯⋯⋯⋯⋯⋯⋯⋯⋯136

l、网坠⋯⋯⋯⋯⋯⋯⋯⋯⋯⋯⋯⋯⋯⋯⋯⋯⋯⋯⋯136

2，扁坠⋯⋯⋯⋯⋯⋯⋯⋯⋯⋯⋯⋯⋯⋯⋯⋯⋯⋯“l 36

7





第一章概 述

镇赉县位于吉林省西北部、白城地区北部、科尔沁草原的东

缘，松辽平原的北端。东隔嫩江与黑龙江省的杜尔伯特旗、肇源

县相望，北与黑龙江省泰来县接壤，西北部与内蒙古自治区扎赉

特旗为邻，西部， 南部隔洮儿河与本地区的洮安、 大安两县相

对。东西长9 9．9公里，南北宽9 2．7公里，总面积为5 3

7 O平方公里。．

全县辖1个镇、l 6个乡和1 3个农、林、牧、渔场， 有

汉、蒙古、满、朝、．回、达斡尔等民族，总人口将近3 O万。汉

族占人口总数的9 5．3％，少数民族中以蒙古族人口最多，近

1．2万人，主要集中在莫英格，哈吐气、岔台三乡，其次是满

族，约有r 3 5 0人，分散居住子全县各地。镇赉县自古以来就

是多民族融汇聚居的地方。

镇赉县东部、南部为松嫩平原，北部、西部与大兴安岭外围

台地相连。地势西北高，东南『氐，西北部海拔在1 8 0～2 4 5

米之间。东有嫩江自北向南流，经由县境l 1 1．5公里；南有

洮儿河自西向东流，经由娶境l 1 7公里，经月亮泡注入嫩江，

两水与娶东南部汇合，形成了低洼肥沃的三角洲地带，东部、南

部沿江河畔是广阔的冲积平原。境内还有呼尔达河、二龙涛河分

别注入嫩江和洮儿河。北部和西部是草原、沙丘、沼泽地相间地

带。镇赉全县灼植被基本属于松嫩平原草原类型。

整个镇赉大地地势平坦，草原肥美，．江河纵横， 泡沼遍布，

尤其是撤江、洮儿河交正处形成的三角区一～沿江、·大屯、 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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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格、盒台几乡更是K草丰茂，四季分’1，景色宜人，是远近闻

名的鱼米之乡。这里有多砷珍禽异兽、名芘奇蓖，近年来，被戏

省划定为“莫莫洛自然保沪区’’。旷野之中有此一景，使镇努人

民引以自豪和矫敞。这处三角地区加上嫩江、洮儿河壳域以及北 ．，

部屎民、坦途、嘎什根、丹岱一线，为数千年蓰人类生存繁衍之
‘

】

地，保留有大量‘勺遗物遗迹。这里的草地和，K流世世代代地哺育

着古老中华民族的子孙。 j

新中国成立以策，文物考古工作者甘滇赉县曾进f亍过几次考‘ 。

古阋查，特别是l 9 8 4年春季勾编写本书而进厅拘文物普查工

作，基本上掌握了镇赉县文物分布情况勺历史进陧。共发r见古生

物化石出土地两处，钎石器时期凌址4 2处(!改入本书4 2处)，

青铜时期遗址6 5处(收入本协5 O处)，辽金巴期遗址2 3处

(收入本书2 O处)，古城垃4’士， 古墓葬3处(收入：#书3

处)，明代遗{1f=1处，清代遗址1处，历代宙址l 2处。采集征集

文物三千余件。这蝗遗址遗物不怛荩本上反映出镇赉县四千多年

来人类生活的大体轮廓，而且会筻人感到镇赉县的古代文化同中

原文化是一咏相承、密不可分的，并且还i可以看出我国冬族人民： J

在开发建设这块土地I二表现出阿等的聪弭才智和时出了多么艰

辛的劳动。 ．，

纵观镇赉县的古代文化面貌，大体可分为原始文化，辽金文

化和元明清文化三大阶段。 、

旧石器时期的遗迹遗物，除左嫩江中游丹岱乡白沙滩发现了

猛犸象臼齿化石和古野牛头骨化石外，尚无其它发现。这两件第

四纪更新世晚期高大动物化石的发现，为我们了解距今两万年前

后这里的自然气候和寻找古代人类活动均踪迹提供了一定的线

索。

新石器时期遗址几乎遍布全县各地，其中以洮儿河流域的垂

保乡，嫩江流域的嘎什限乡、坦途乡和丹岱乡较为集中，这些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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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可分成新石器中晚期和新石器晚期两种。 胜利乡的二井子遗

址，啥吐气乡东哈吐气北岗遗址、坦途乡向阳村南岗遗址、黄家

围子北岗遗址等可确定为新石器中晚期遗址，这类遗址中的陶器

．多为细泥夹粗沙和细泥夹蚌壳两种，质地较为粗糙，火候低，均

为手制。陶器的颜色多为黄褐色和灰黑色。纹饰以粗绳纹、细绳

纹，席纹，波浪状堆纹合施，堆纹的特点是突出较高，有的带有

豁口。从采集的陶片看平底器物较多。器耳有柱状、桥状和橄榄
状几种，有的器物无耳，而在口沿下部有直径为0．5厘米左右

的小圆孔，替代了器耳的作用。陶器口沿大体有敞口平唇、敞口

尖唇，敞口圆唇和敛口圆唇几种。可辨出器型的有敞口鼓腹罐，

小底直腹盆、平底钵，圆唇小敞口壶等，鼎和鬲较为少见。

这类遗址中的细石器非常丰富，而且种类较多样，有的压剥
． 得非常精细，斑痕均匀而清晰。石镞多为柳叶形和三角形，并且又

有平底和凹底之别，矛头形石镞也很常见，体较大，。加工稍粗略

一些，刮削器有弧刃形、拇指盖形、长条单脊、长条双脊多种，

石钻主要是圆锥形和三棱锥形，体细长，尖部都很锐利。

这些遗址中大都伴有大量的鱼骨、禽兽骨骼和蚌壳存在，说

明当时人们过着较为稳定的渔猎生活。其历史年代大约距今四千

年左右，其文化类霉!同黑龙江省的昂昂溪(齐齐哈尔南)文化类

型相近似。应是秽貊先世的生活遗物。

稍晚于上述遗址的是以坦途乡坦途北岗子遗址、丹岱乡乌兰

址北岗子遗址、莫莫格乡包力屯附近的三处遗址等为代表的新石

器晚期遗址。这类遗址中的陶器和细石器都较之中晚期遗址发生
了细微的变化。粗砂质陶、夹蚌壳粉陶渐少，细泥夹沙陶增多。

在器物形状上，鬲、鼎、支座增多，并出现了蒸煮食物的甑(鸟

兰吐北岗遗址采集到一件甑葬子)，陶器的纹饰除绳纹，席纹，

堆纹，坑点纹外，还增加了鼓丁纹、指甲纹，网格纹、弦纹和少

量的篦点几何纹，陶纺轮和石斧、石犁、石磨盘?石磨棒、鹤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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