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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素以文明智慧，一

勤劳勇敢著称于世，具有古老、悠久、光荣的历史。在历经沧桑的

祖国大地上和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

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至今还到处遗留着先人们劳动、生息的遗迹

和遗物。如何把这些珍贵、丰富的历史文物收藏起来，用志书的形

式进行科学地记载并流传下去，对丰富我国的文物宝库，对人们进

行爱国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焕发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

感，激励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中，用更大的聪明才智和无穷的力量

开刨光辉的未来，将会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地处松嫩平原的前郭尔罗斯，是水肥草茂的佳境，吸引众多以渔

猎为主要生活方式的少数民族竞相栖息，争雄角逐。古往今来，发

生了巨大的变迁。大约十三世纪初，以游牧狩猎为主的蒙古族逐渐

占领了本境。元朝以后，本境变为蒙古族游猎胜地。明、清时代，

本境一直是蒙古族聚居的地方。在前郭尔罗斯这块土地上，除保存

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遗址外，还大量地存在着契丹、女真族的遗

迹、遗物和蒙古族的民族民俗文物。把这些遗存收迸((文物志》，

记录下来，对研究北方少数民族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风

俗，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前郭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对这次编志工作十贫重视。为了编写出

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文物志》，根据国家文物局和吉林省文化厅

关子编写文物志的要求，组织了十名同志的文物普查队。在参加吉

林省文化厅在德惠举办的“吉林省第二期编写《文物志》培训班"

的基础上，于l 9 8 3年4月21日开始，对全县34个乡、镇、场的

338个自然屯进行了文物普查和复查工作。共调查和复查古城址11

处，古遗盔f=63处，古墓葬13处，古建筑4处，古窑址l处，、寺庙7



处，碑刻1处，近现代遗址1处。采集、征集文物标本900余件，

建立文物档案104份，形成了近20万字的调，查材料。这次普查历时

63天，行程2，000余公里。通过普查，基本搞清了全县文物分布情

况及历代文化面貌、特征，为编写本《文物志))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在编写《文物志》之前，编写组查阅了30多种近百册的中外文

献资料。在此基础上，本着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酶原则，务求

遵循历史的本来面貌，择其保存完好且有--7"定苈吏研究、考古侨值

的遗迹．遗物做为志书的主要内容。

本意为志书体例。全书共分九章二十节。第一章概逑，介络自

治县的t自然地理环境，入口，区划，重点叙述自治县的沿革，文

物努布情况，使读者开宗展卷、首睹其要，明嘹自治县的现状和历

史。第二章至第六章为志，是本书的主要部分。分历史考古，出土

文物。，现代文物、民族民俗、风景名胜等。第七章是历史人物。第

八章是表，有文物遗址一览表和重要文物一览表，起到索引作用。

第九章是文物工倍大事记，记载前郭县文物工作申的较大拳件。

本志附有一定数量韵插图和照片，力求文图并茂。插图由唐景

文、张静岩、李敏同‘志清绘，照片由赵长春、谷德平同志拍摄。

本志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侠同志、

姜鹏同志、何明同志和白城地区文管会办公室辞宪明同志韵指导，

得到了吉林省博物馆、吉林省革命博物馆、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吉林省图书馆和前郭县委宣传部，统战部，，前郭县文化局、民

政局、楮案屉，公安局、水利局、地名办公室，各乡，镇，甥等部

f1鹣大_力1支持。参加普查王作的除本志编写组成员夕}，还有密林省
4文物考古研究所包双山同志、白城地区博物馆郭敏同志，以及本县

芏天杰、贾洪喜同志，各公社文化站长也做了很多工作。在这里谨

对上述部门和个人一并致谢。

由于我们编志水平和经验所限，缺点纰漏之处在所难免，恳切

希望专家、读者给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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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一、本书为志书体。分为序、凡例、志、传、图表几部分。志

中分章、节、目等。

二、本志共九章二十节，收录条目121条，附插图82幅，照片

10版。

三、本志收录范围：

1、吉林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有历史、科研、保护、发掘

价值的古遗址、古墓葬均收录；

2、历代的古城址和重要的古建筑址收录；

3、历次考古调查中发现的具有一定历史和科研价值的馆藏出

土文物均收录； 、

4、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革命组织、革命纪念建筑和遗‘

址均收录；

5、民族民俗部分重点收录蒙古族生产、生活、宗教中有代表

性的器物；

6、地方风景名胜。

四、本志所收文物古迹，原则上以现存为限，无物的一般不

收。但与本县历史关系较大，又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为便于考查

而酌情收录或列表。 ．

孟、有关文物保护管理、田野普查和历次调查资料以年序编入

大事记。

六、本志主要依据一九八三年文物普查资料，并参考历次调查

和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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