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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编委会的具体领导下，经过整整一年的艰辛努

志》终于脱稿了．它是在全面普查的基础上，对

物和革命史迹和革命文物的如实记录．
’

久的历史，早自三，四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劳动

人民用勤劳的双手，聪明的智慧开发了这富饶的

灿烂的文化．在县境西部，有分布众多的古代遗

在东部和东北部，是当年大刀会的发祥地和东北

地区，如今在深山密林中，还保留着抗联战士居

敌的战迹．我们为此感到自豪，感到骄傲!

见证。为了充分发挥文物的作用，继承祖国优秀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广大人民爱祖国、爱

根据文化部文物局和吉林省文化厅的指示精神，

县文化局的直接领导下，从1985年4月，我们有

县文物普查和文物志的编写工作．

志，县里抽调了4名同志担任这项工作。他们

有从事文史工作多年的老同志，也有具有一定文物考古专业知识的

年轻同志。在普查阶段，全体同志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在当

地政府的领导下，耙山涉水，不畏艰苦，历时45天，普查了全县22个

乡镇，普查和复查了古代遗址3l处，城址9处，墓葬26处，采集和

征集文物标本l 100件，为文物志的编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室内资料整理和文物志编写过程中，编写组成员怀着历史的

责任感，实事求是，努力工作。学习和借鉴国内外历史与考古的研

究成果，查阅了有关的历史文献资料．对有些普查资料不够准确的遗

址、城址，多次到现场调查，核对．对重大问题，反复讨论研究。

在志书中，尽量多附一些插图和图版，做到文图并茂，把通化县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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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的历史，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真实地记录下来，流传后世。

通化县文物志·，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普查时，本志的业务捐

‘导老师吉林省考古研究所李殿福同志曾到通化县进行现场指导，并

亲自到现场踏查遗址．对在编写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提出指导性

意见。吉林省考古研究所的马洪、王新胜两位同志，在工作环境比

较艰苦的条件下，为志书精心绘制了1 31份器物图．器物照片由满

承志和谷德平拍摄，本志书初稿完成后，曾送交县文化局及有关方面

征求意见，多次修改，斟酌文字，方才定稿．本志书由满承志同志进

行总纂，由李殿福同志通篇进行修改审订，最后由省文化厅贾士金

同志审定．

在编写过程中，承蒙中央军事博物馆，吉林省考古研究所，吉

林省博物馆、吉林省革命博物馆、集安县博物馆，通化县人民政府

办公室、县武装部，县政协，县财政局、县志办，县档案局、县图

书馆、通化市印刷厂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参加这次文物普查工作的，除本志编写组的3名同志外，还有

干沟乡文化站长刘振亚、通化县文化局长张文发、副局长刘铁军等

同志。各乡、镇的文化站长也参加了普查工作．

县委、县政府几年来对文物工作特别重视，这次又先后拨款近

万元，以解决文物志普查，志书印刷经费不足的问题，在此也特加

以记述．

由于我们学识水平和编写经验不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我

们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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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部分．全

保护．发掘

研究价值的

纪念建筑物

和遗物．

三、本书所收文物古迹，原则上以现存为限，潭没或文物分布

稀少的一般不收。但与本县历史关系较大．为使今后便于考查和研 ·

究酌情收录或列表．

四．东北抗日联军在通化县境内的集结，战斗情况，按先后发生

年序编成大事记；建国以来通化县文物工作的重要活动也按编年写

入大事记中．

五、在图表中除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遗址、古城址、古

墓葬分别列表外，对其重要的出土文物也作表附后．

六、本书于1986年5月末定稿，在此以后所发现的文物、遗迹

漫有收入．

七，本书共附插图16幅，彩色图版1版，黑白图版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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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第一节自然概况

通化县位于吉林省南部，浑江中游一带．地处东经125。177—

126。257；北纬41。197—42。077．其区域被通化市分隔成东，西两

部．东与浑江市、集安县毗邻；西与辽宁省新宾、桓仁两县相接；

南与集安县相连；北与柳河县接壤。东西最宽处95公里，南北最长

处88公里．总面积为3，728．5平方公里．

全县有5个镇(快大茂、马当，七道沟、果松、二密)，17个

乡，5个镇属街道办事处，l 56个村，645个自然屯．有53，131户，

249，850人．有汉、满，朝鲜，回、蒙古、苗、壮7个民族，其中

汉族人口为221，499． ’

通化县与通化市几经分合。县政府驻地两次搬迁，最后于1969

年11月22El，由通化市迁到快大茂。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县城快大

茂已初具规模，成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 。．

全县地处山区，峰峦起伏，沟壑纵横。境内的老岭、龙岗两条

山脉均属长自山系，呈东北——西南走向，巍峨绵亘于本县的北部

和东南边境，形成本县与浑江市、集安县的界山，也是鸭绿江与

浑江的分水岭．龙岗山脉自东北至西南横贯全县，主峰在大川乡

西北部，海拔l，347米，也是龙岗山脉在本县境内最高的山峰。本

县群山均处于龙岗山脉南麓。全县地势：东南和东北部较高，西部

和西南部较低，最高处老岭主峰老土顶子，海拔1，589米；最低处

为西南边界江El回水水面，海拔288米；中部快大茂镇，海拔372．5

米(气象站高程点)．． ．

．全县水利资源丰富，有5000米以上河流28条，均为我国边境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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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江

高句

军沸

又称

龙岗

长43

大都

支流

人民

源，

布水

摄氏

年日照量2，514．2小时，无霜期110天--150天，终霜期为5月6日，

年降水量约900毫米。雨水较均衡充沛，多集中于7、8月份．由于

春、冬雨雪充沛，形成了良好的保墒条件．但境内地势比较复杂，

因而气侯也不尽一致。

本县林业资源丰富．森林主要分布在东南部老岭山脉一带的

石湖、果松．七道沟和东北部龙岗山脉的兴林、光华等乡镇。其树种

有柞，松，桦、椴，楸，杨，柳等十多种。在崇山峻岭之中还生长

着人参、党参、细辛、木通．五味子等上百种野生名贵药材．其它

可供利用的野生经济资源也很丰富，如蕨菜、薇菜，核桃、木耳，

山葡萄、山里红，山梨等；在山林中还有野猪、黑熊、野鸡，野

兔、狍子、狐狸，獾子等禽兽．本县矿产资源比较丰富，有铁、

铜、煤、石棉、云母、锌、油岩、磷、镍等．

农业的主要产粮区在西南部几个乡，这里多为江河南岸或山谷

之间形成的许多小平地，多为冲积土，土质肥沃．全县耕地共

631，552亩，其中水田68，129亩．主要农作物为玉米、水稻．大豆、

高梁、谷子、蔬菜等．经济作物有线麻、花生、向日葵、园参、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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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等。全县的畜牧业主要有：鹿，羊、猪等．

本县交通发达。梅(河口)集(安)铁路纵贯南北5个乡镇：

通过县境的铁路线达66公里。公路以设在通化市的通化县运输公司

客运站为中心，构成全县运输网，四通八达。客运汽车除葫芦套乡

和东南部铁路沿线3个乡、镇外，可通达各乡，镇．鹤(岗)旅

(顺)公路横穿县境东西50余公里，从通化市至县城快大茂镇已铺

设了渣洫路面。县内主要公路交通线有：通化通往桓仁．新宾、柳

河、集安，大荒沟、四方山等干线，还有八条支线．公路线全长

628．2公里。横跨江河的公路，大都架起了桥梁，全县建有30米以

上的公路桥梁44座．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El益发展，全县的土地、水利，水产，林

业等各方面的资源，都得到了充分的开发利用。在党的领导下，全

县人民以自己勤劳的双手和聪明的才智，改变着全县的面貌．解放

前，全县有铁工、酿酒等几个小厂．解放后，陆续建起了采矿．机

械，农机、化工，电器，水泥、五金、电力、木材加工，制药、印

制、造纸、皮革，食品等工矿企业。文教卫生事业也有了重要发

展。解放前全县没有一所中学，现在已有中学26所，小学1 66所，

教师进修学校、卫生学校、技工学校、业余体校各l所．县城设有

县医院、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各l处，各乡，镇均有卫生院。全县

有县级图书馆、文化馆、文管所、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广播电台、

电视台等文化设施。全县各个乡镇都有文化站，并设有电影院．

这些文化设施的建立，大大活跃了群众的文化生活．人民群众对本

县的未来充满着无限美好的希望．

第二节历史沿革

通化县虽设治未久，又几经变迁，但与本地区其它市县一样，

曾是历代人们经常活动的地方，建置沿革大致清晰可循。
。

据目前的考古资料推测，至迟在2500多年前，这里已有人类居住。

县内发现的众多原始社会遗址，说明当时这里的人口已十分密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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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籍记载，周武王克商，商王朝贵族箕子率众出走朝鲜．在辽
东地区建古朝鲜侯国，通化县亦包括在内．

。战国时期，燕昭王遣秦开东击朝鲜，直至鸭绿江边，通化县一
度隶属燕国统辖． ，

’

秦国统一中国时，燕人卫满亡命长自山迤西，广收中原流民建
卫氏朝鲜政权，通化县在其辖境之内．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王朝出兵灭卫氏朝鲜，

在其地设乐浪、真蕃、临屯、玄菟四郡，通化县属玄菟郡。

，史载玄菟郡统上殷台，西盖马、高句丽三县，今快大茂乡赤柏松

古城或为其中某一县的治所，有的史家认为这里可能是上殷台故址。

．汉孝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夫余人朱蒙(又称邹牟．

东明)率众南下j在浑江中下游一带联合当地居民建立高句丽王

国，臣服于中原各王朝。从此以后，这一带的居民逐渐形成高旬

丽族．

汉元始三年(公元3年)，高句丽第二代王琉璃明王迁都国内

(今集安县城)。在此以后400余年中，通化县一直是靠近高句丽京

畿的重要地方。公元427年高句丽再迁都平壤后，这里仍属高句丽

的辖境。

．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高句丽灭国。唐王朝在辽东

故地及高句丽旧壤设安东都护府，通化县隶安东都护府下辖的哥勿

都州都督府。 ．

唐武周圣历元年(公元698年)，东北另一支少数民族——棘

鞫族兴起，建渤海国。渤海国极盛兴时，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

通化县属西京鸭绿府的正州。 ．

后唐天成元年(辽耶律亿天显元年暨公元926年)，辽灭渤

海，通化县隶东京道辽阳府统辖，

金代，在东北设路、府、州、县制，并行猛安、谋克之法．通

化县属东京路辽阳府婆速府路所辖．

六代隶辽阳行省辽阳路。

明代，这里是建州女真人居住的地方，属奴儿千都司建州卫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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