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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文物悬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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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L，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具有悠久的历史。永

吉县境内的历代各民族，与全国各兄弟民族一样，也曾以自己勤． 、

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开发了永吉大地，为共同创造祖国灿烂的
” ^

文化，为形成和发展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o．t ．

÷ 永吉县境内近百处古遗址、数十座古城址、古建筑址以及大。

批的珍贵文物等，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把这些

丰富的文化遗存以文物志的形式，科学地记录下来，流传下去，，．

使人们了解自己家乡的历史，这对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自
‘

信心，提高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爱护祖国文物的自觉性，。

整理，收藏文物史料以及科学研究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历史意 ，

义和现实意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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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编写出具有时代特点的文物志，是文物工作者的光荣 ．1

任务。为了编写《永吉县文物志》，在省、市文物志编写委员会

的领导下，c永吉县成立了文物普查编志领导小组。在普查编志领

导小组的具体领导下，永吉县首先组成了十八人的文物普查队， j

对县内33个公社(乡)，镇的341个自然屯， 进行了全面的文物普 、’

查和重点遗址的复查工作。历时48天的田野普查，共发现古文化 ’，

遗存144处， 其中古遗址33处，古城址16处，古墓葬22处，古建

筑址34处‘古碑碣6处。此外，还调查了革命纪念地、战迹地8

处，重大历史事件12起，并采集、，征集文物标本538件，形成了， i

十余万宇的文物普查档案。通过文物普查，不仅摸清了县内的文． ‘，

物分布状况，弄清了历史文化的面貌特征，．而且还为编写《永吉

县文物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准备了翔实的资料。 、、 ，t

《永吉县文物志》编写组，在县文物普查编志领导小组的具 t；

，￡：●

：L^Jr；口hll，：一0㈠。·^Ur|；、

0；■，，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_

‘，

“

于八月初歼始了编写工作，志书体测确定后，先由陈．．

山二同志拟定出编写方案，经研究定案后，编写组成

，分头撰写，最后再由陈家槐，尹郁山二同志进行节．

订正，予以通纂。初稿形成后，先送交县普查编志领 。

编志办公室，省编志办公室审查，最后由吉林省文物 。

所长王健群同志审订、吉林省文化厅副厅长贾士金同

县文物志》的体例，则采用我国传统的志书体例。本

、凡例，目录、概述，志，传．图表，大事记，附录

共七章。其中第一章概述部分，总领全志，对永吉县

、历史沿革，’文物分布做了概括性的叙述；·_通过本

、 章可使读者对永吉县的现状和历史有个总括的了解；第二章至第
’

、 五章志，传部分，’是本志的核心，对永吉县的历史遗存，革命遗 ‘．，

“：存，革命烈士、重要文物标本，文献资料等，逐条叙述，第六章

图表部分，是以图，表的形式，反映出永吉县内的文物分布，遗

存，遗物等，便于索检和查阅；第七章大事记部分，以年系事，
， 记述了有关文物工作方面的大事、要事等。，书后并附录着与永吉

县历史，考古有关的古典文献和文物考古资料目录等。t‘÷·‘
。

《永吉县文物志》是永吉县编志普查队全体队员共同劳动的’

成果。参加永吉县普查工作的，除了编写组成员以外，还有吉林

市博物谊仇起、翟立伟，桦甸县鲍青海，磐石县朱发，蛟河县徐
”

．- 春阳，壬中忱，舒兰县刘宏伟、。王绍彬， 永吉县于海民，朱传

海、薛丽平、姜红英等。永吉县文物管理所刘俊英同志除参加普查
‘工作以外，还参与了编志过程中的资料搜集工作。部分资料由张

光，刘文成同志搜集。 i ，j

～ ·’本志以力求做到文图并茂，并酌情附有一定数量的搐图和照
片。其中插图部分均由尹郁山同志统一清煽照片部分除普查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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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外，均由吉林市博物馆李听，张兆惠二同志及永吉县文物管’

理所负责摄制。 -

本志书希求做到：体铡新，内容达到思想性，科学性，资料

。性的统一。但囿于编者水平和时间有限i错误疏漏之处在所准

免，敬请读者不吝指正。 一’

) 本志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黑龙江省东北烈士纪念馆，吉

，林省历史博物馆、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市文化局：吉林

市博物馆，‘吉林市图书馆，以及永吉县人民政府、县委宣传部，．t

县文化局，县志办公室、县地名办公室， 县民政局、 县档案局
一 (馆)，县吉剧团、县文化馆(站)、县图书馆：县文物管理所等单 ；

位的大力支持和协助，。谨在此一并忱谢。
。

．

， ，

，

《永吉县文物志》编写组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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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文物志为志书体例，分序言，，凡例，概述，志，传，．

．

’

图，表，’大事记，附录等。全志共七章，十七节、附录七、收录

条目一百九十一条，另附插图三百二十幅，照片_百一十五版。．

．，二，本志收录范围。。 ， 、+。

：．．‘
。

1，列入省、市，县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全部收录，

，

， 2，’具有历史，科研，保护、发掘价值的历史遗存均收录，

． 3，现存的历代古城址，较有影响的古建筑物和碑刻，均收

录J“ ，．

’

’：
， 4，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革命纪念建筑物，重要革命烈士

． ‘+及烈士墓，均收录， ； ．’

’

、 ‘一，+5、重要文物标本(包括出土文物、传世文物，革命文物)，

现收藏在国家j省、市、县文博单位的，选其典型的著录条目，’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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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石器时代遗址 ‘．’

l、老山头遗址⋯⋯⋯⋯⋯⋯⋯⋯⋯⋯⋯⋯⋯⋯13

2、星星哨山头遗址⋯⋯⋯⋯⋯⋯⋯⋯⋯⋯⋯⋯15

3、张家湾遗址⋯⋯⋯⋯⋯⋯⋯⋯．j⋯⋯⋯⋯⋯．20
●

●

=，青铜时代遗址
’ ，

_．

1、杨屯大海猛第一期文化(西团山文化)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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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官地南山遗址⋯⋯⋯⋯⋯⋯⋯⋯⋯⋯⋯⋯⋯29

3、前阿拉南山遗址⋯⋯⋯⋯⋯⋯⋯⋯⋯⋯⋯⋯30

4，南窑地遗址⋯⋯⋯⋯⋯⋯⋯⋯⋯⋯⋯⋯⋯⋯3l

5，黄家楼遗址⋯⋯⋯⋯⋯⋯⋯．．．⋯⋯⋯⋯⋯⋯33

6，老山头遗址西团山文化遗存⋯⋯⋯⋯⋯⋯⋯35

7、西官山遗址⋯⋯⋯⋯⋯⋯⋯⋯⋯⋯⋯⋯⋯⋯36

8，狼头山遗址⋯⋯⋯⋯⋯⋯⋯⋯⋯⋯⋯⋯⋯⋯37

9，东硒子遗址⋯⋯⋯⋯⋯．．．⋯⋯⋯⋯⋯⋯⋯⋯38

lO、白马夫北山遗址⋯⋯⋯⋯⋯⋯⋯⋯⋯⋯⋯^38

11、南大坡遗址⋯⋯⋯⋯⋯⋯⋯⋯⋯⋯⋯⋯⋯⋯39

12、西山湾西山遗址．．．⋯⋯⋯⋯⋯⋯⋯⋯．．：⋯⋯40

13、江密峰北山遗址⋯⋯⋯⋯⋯⋯⋯⋯⋯⋯⋯⋯4l

14，韩家屯西山头遗址⋯⋯⋯⋯⋯⋯_⋯⋯．．．⋯42

三，汉代遗址

0 j
‘，

。i 。，

1，杨屯大海猛第二期文化(汉文化)遗存⋯⋯⋯44

2、学古东山汉代遗址．⋯⋯!”：⋯⋯⋯⋯⋯⋯⋯··46

3、大郑砖厂遗址⋯⋯．．．⋯⋯．．．⋯⋯⋯⋯⋯⋯⋯49

4，老山头遗址汉代文化遗存⋯⋯⋯⋯⋯⋯⋯⋯53

四、。辽、金时代遗址

l、张老瓦块地遗址：⋯⋯⋯⋯⋯⋯⋯_．．⋯⋯⋯54

2、土城子瓦块地遗址⋯⋯⋯⋯⋯⋯⋯⋯⋯⋯⋯55

3，太平南城子地遗址⋯⋯⋯⋯⋯⋯⋯⋯⋯⋯⋯56

4，三道埠子遗址⋯⋯⋯⋯⋯⋯⋯⋯⋯⋯⋯⋯⋯37

5，桦皮厂乔屯遗址⋯⋯．．．⋯一⋯⋯⋯⋯⋯⋯⋯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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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二节古墓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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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一，青铜时代墓葬 ．．，。
、

一

。

。1，星星哨石棺墓群⋯⋯⋯一：⋯一j⋯⋯h⋯⋯·60’。“

， 2，西官山石棺墓群⋯⋯⋯⋯⋯⋯一⋯⋯⋯⋯：··66

3、红旗东梁岗墓地⋯⋯⋯⋯⋯⋯⋯⋯⋯⋯⋯⋯68
。

4，兰旗小团山石棺墓群⋯⋯⋯⋯⋯⋯⋯⋯。⋯69
—

5，小城子后山石棺墓地⋯⋯·：⋯⋯⋯⋯⋯⋯⋯·71．
． 6，何家北山石棺墓地⋯⋯⋯⋯⋯⋯⋯⋯⋯⋯⋯72

。

‘7，鹰咀瑁子石棺墓地⋯⋯⋯⋯⋯⋯⋯⋯⋯⋯⋯72

8，春登西山遗址及石棺墓群⋯⋯⋯⋯⋯⋯⋯⋯73’

附。江密峰中沙河石棺墓⋯⋯一⋯⋯⋯⋯⋯⋯⋯丁4
一j·，-··

、 ． ．
．．‘ t1 一

二，渤海墓葬

1，杨屯大海猛第三期文化(渤海时期)
‘

。

墓葬⋯⋯⋯⋯⋯⋯⋯⋯⋯⋯⋯⋯⋯．^⋯⋯⋯74 ：

三．辽，金墓葬
‘

．

I 。

． +1‘苇子沟瓮棺墓地⋯⋯⋯⋯⋯⋯⋯⋯⋯⋯⋯⋯79
j‘

●

． 一，

四，清代墓葬 ‘，

·

·1，尼氏家族墓⋯m⋯⋯⋯⋯⋯⋯。⋯⋯⋯⋯⋯．76

2、成氏家族墓⋯⋯⋯⋯⋯⋯⋯⋯⋯⋯⋯⋯⋯⋯8l
～ l ·f ，

附l付将军墓⋯⋯⋯⋯⋯⋯⋯⋯⋯⋯⋯⋯⋯⋯⋯8】
●’

第三节古建筑
。

一，辽，’金时代建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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