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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以 1898年-1988年90年的近现代历史为时间断

限，择选115处长春具代表性近现代史迹，以图文并茂

这种直观形式按现今行政区划为序，逐一介绍各近现

代史迹的地理位置、建筑年代 、 历史沿革等情况，力

困反映长春近现代史迹的历史与现状，展示长春百年

近现代历史的发展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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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

记录城市历史的拐点

人们常说，每个人的一生都有决定命卢关键几步，这几步怎么走，将使你的人生呈
现完全不同的面貌。 一个人是这样， 一座缄市也是如此，历史的长河虽然很长，但决定这

座城市走向和命运的也就是那么几步，即我们所说的历史步伐。它如何迈动决定着城市历

史的拐点，引导着城市的发展轨迹，预示着城市的兴衰运命，是研究城市史的关键点，值

得每个长春文史工作者认真探究。 我拿到新英同志新作《长春近现代史迹图志》 一书之后，

最深的感觉就是这一点。

长春这座城市建城的历史虽然不长，但二百多年来，它之所以能够由一座边外小镇发

展成为今天的现代化大城市，也是由关键的几步所决定的，如果没有这几步形成的历史拐

点，长春肯定将会循着另外的命运轨迹前行，呈现在今人面前的肯定会是另一番面貌景象。

建城二百多年来，哪几个事件是决定长春走向和地位的历史拐点，我认为应该有以下

几个。

1800 年是清政府在新立城设立民春厅的年份，是氏春的出生年份， 当然是长春的第

一个历史拐点。 为什么清政府选择在新立城一带设长春厅?既有其偶然因素，也有其必然

因素。长春地处东北松辽平原中心，实际上是处于东部山区和西部草原的过渡带上，境内

又有饮马河、伊通河、沐石河等河流通过，非常适合垦种，这是这一带的自然地理环境。

1670 年至 1687 年的康熙初年，清政府修筑了"新边"，即从老边威远堡边门起(今辽宁

省开原老城一带) ，到法特哈边门以东的亮子山止(今舒兰法特) ，全长约 345 公里。 这

条新边在长春境内的走向为:西南由王小店开始， 经永春新立城、邢家台、 靠边王、靠边孙，

到净月靠边吴、小河台、西边屯、后台屯，进入双阳、九台，氏度约40公里。伊通边门是"新边"

的四个边门之一，现在淹没在新立城水库之中，以柳条边为界，边墙以东是封禁之地，禁

止民人随意出入，边墙以东是蒙古王公的游牧之地。清设置长春厅以来，直至后来的长春

府、长春县到伪满设"新京"之前，其区域一直在柳条边以西蒙古王公的游牧之地内，从

来未变，所以说柳条边曾是长春行政区划的一条边界线。大约从清乾隆三十年前后，开始

有关内农民流入蒙地， 在柳条边附近垦种，到乾隆五十七年 ( 1792 年) ，直隶欠收，又

有大批河北灾民涌入此地，据统计，到了嘉庆四年 {1799 年) ，进入此地的流民达 2330 户，

垦荒土地 265648 亩。 如何对这片蒙地上的汉民"设官弹压"，己成为摆在清廷面前不能

不处理的实际问题，使在此地设治成为必然的要求。所以说长春城市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的

必然结果， 是由当地的地理环境、历史发展、政治需求所决定的 。 那么， 当初的长春厅为

什么设在今天新立城镇卫星村新立城屯这块地方?且为什么又以"长春"为名?我认为纯

是偶然因素所致， 是一种历史的巧合。新立域，顾名思义，新立之城，即之前并无此城，

《长春县志》说: 长春厅"筑城地名原无村落"，设治后"筑土城设治，因谓之新立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由于伊通边门是当时交通要冲 ， 是关内流民聚集较多之地，为了便于对其管理， 便在此门

附近"设官弹压"，实是一种较佳选择。至于长春一名的由来更是一种巧合，此地原属长

春堡地界，设治之后，便以此名作为治所之名 。 "长春" 一词，古己有之，象征吉祥、永

存，常作为宫观寺院之名或地名 。 按照清朝体制，地方政权有县、州、府、道等几级，厅

的长官是理事通判，为府、道街门助理官员的官衔，由此可以看出，清廷当时设长春厅带

有临时过渡之意，是一种权宜之计，但就是这一权宣之计开始了长春历史的新纪元，帮助

长春迈开了第一步，走上了第一个历史的拐点。

长春设治 25 年后，厅治治所由新立城迁至宽城子是第二个历史的拐点，我认为它对

本地历史的重要性不亚于一次迁都。 因为在地势低洼的新立城时有水患发生，加之地理位

置偏南，城市很难发展起来，尤其不便对所辖区域的有效管理。 到清同治三年 (1864 年) , 

长春厅下己辖大小集镇、村屯九百余处了，由于本地经济的不断发展，要求厅治应设在一

个交通更加便利，地势更加阔大、人烟更加l稠密的中心区域。 宽城子恰恰适应这种需要，

早在辽金时期这二千w已有城池存在， 而长春厅治迁来前，这里一直是附近最大的居民点 ，

同时也是一个中心集镇，是进行粮食、手工业品、生活日用品和牲畜交易的集散地，所以

商人们又称此地为宽庄。 这里不仅有农田和l宅地，而且各种作坊、店铺相互交错，个别地

段还有固定的集市和较为集中的商业店铺，其经济之繁荣、文化之积淀绝非如同白纸一张

的新立城可比。 所以，请道光五年(1825 年〉吉林将军富俊上奏朝廷，请求将~春厅泊

北移宽城子。 这绝对是一个英明正确的决策，说它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一点不过。 如果没

有这次迁址，长春哪有这么大的发展空间?又何来今日的现代化大都市?长春得天独厚的

地理优势一直为后人所肯定，不然日本人不可能将伪满洲国首都"新京"选在这里，更不

可能一度甚至想将日本天皇迁都至此。就连毛泽东也对长春情有独钟，解放战争之初，在

1946 年 4 月 25 日给彭真并东北局的电文中就明确提出"要准备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 。

在长春厅由新立城迁至宽城子之前，这里己是方圆近万平方公里土地的经济中心。当

地出产的农产品，来自东部山区的木材、山货，本地加工的农具、车具、马具、 豆油、 豆

饼、烧酒以及来自关内的杂货 ， 都在这里集散，哲里木盟各旗出产的马牛羊等也在此交易，

是东北最有名的牲畜市场之一。随着商业发展，兴起的还有钱庄、当铺和银炉，因为是交

通中心，又有了很多旅店、车马店和货枝、镖局等等。这座城镇没有宽阔的街道，也没有

城墙， 都是一些大小不等的农家院落和手工业作坊、旅店、 商业店铺、钱庄等 ， 为了适应

集市的发展， 打通了一些通道，形成了一批面对街道的"门面房间"，也就是后来所称的

门市房。 厅治迁此之后，请同治四年 (1865 年j 秋，为防止马傻子(马振隆)、王洛七、

许占一、乌痞李等农民军来袭，就把原有商民院墙连接起来，拼凑了由木板、土墙、砖墙

相间的城墙及大小几座城门。可惜的是，现今不仅迁治前的建筑己经荡然无存，迁治后的

城墙、城门也相继拆除，使这一时期的历史基本成为纸上的记忆，不能不说是件憾事。新

英的《民春近现代史迹图志》对此时期的遗迹有所涉及，但是限于遗存极少，所以内容还



不丰富，今后还应继续收集。不管怎样，长春这一历史拐点一定要认真记录、专题研究。

如果有人问长春城市历史的第三个拐点是什么?我的回答就是中东铁路的修筑。要想

富先修路，没有什么比修一条铁路对沿线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生诸方面影响

更大的了，现在回头去看氏春的历史，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上个世纪之初修成的这条大铁

路，从根本上改变了民春这座城市的命运，没有这条铁路，长春的地位不仅不如省内吉林、

通化、延边等地区级城市，可能与历史悠久的县级城市，如农安等县城相比都相形见生出。

没有中东铁路就没有今天的长春市绝非虚言。

19 世纪末，沙俄获得了中东铁路筑路权后即开始筑路施工， 1898 年 5 月 28 日，哈尔

滨至长春段开工， 7 月 6 日，长春至大连段开工。次年，在长春城西北约 5 公里的二道沟

修筑火车站，因为车站距离宽城子最近，便命名为宽城子车站。由于 1900 年发生义和团

运动，所以中东铁路修修停停， 直到 1903 年 7 月 14 日才正式通车，长春这座城市的命运

也由此开始了巨大的变化。

长春一带开垦伊始，即是油料作物的重要产区，其品种原为麻籽，后转为以大豆为主，

到 19 世纪末，长春附近的大豆种植面积己不低于全部耕地的 20%，个别地方达到 50%左右，

仅农安一县，年产大豆即达 90 万石，仅次于高粱，与小麦产量相等。在铁路修筑前，长

春远销和出口的农产品主要通过辽河运往营口，每年冬季结冰期，集中在长春的粮食或大

豆加工品，先用马车通过陆路运至辽河干流通江口(今辽宁省昌图县 "通江口" ) ，待春

季辽河解冻后开航南运营口。

由于铁路的通车，原先通过水路交替的运输逐步让位于铁路运输，进而进一步促使

油料外运，并剌激了油料种植的大发展，使产销量出现了巨大的飞跃。据资料显示， 1908 

年至 1909 年，由长春南运的大豆及其制品超过 20 万吨， 己占全东北南运外销总数的三分

之- ， 1916 年达到 25 万吨，以后逐年递增， 1917 年 30 万吨，到 1918 年已经突破 40 万吨，

1919 年更是创造了 68148 吨的空前记录，可见长春当时在大豆贸易中的重要地位。这是

铁路给长春带来的第一个直接变化，第二个变化就是本地最早的近代工业如雨后春笋般的

大量涌现并迅速成长。据《满洲油坊史》 一书统计， 1910 年 11 月时，长春人口为 4345 户，

3771 3 人 ， 有油坊 23 家，而经过 1913 年到 1920 年的 8 年时间，这些手工业作坊已发展

为使用当时先进机器火磨的粮油加工企业，如裕昌源、天兴福、双全枝、益发合等。与此

同时，国外工业资本也随着铁路进入长春， 1903 年俄国人开办了第一座制粉工厂一一亚

乔辛公司， 1908 年日本人开办了日清火柴公司，以后又相继出现了满洲制粉公司、中华

制粉公司、亚洲制粉公司、大东制粉公司等等。近代工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商业等第三

产业的繁荣，到 1910 年止， ~春商家己达 400 余家， 其中钱庄、当铺 50 余家，可谓盛极

一时，赌场、 妓院等行业也随之涌现。铁路给长春城市带来的第三个变化就是近代城市街

区的出现， 这是提升城市品位的开始， 是长春蜕去农村城镇的外壳， 走向近代城市迈出的

第一步。长春的第一块街区出现在沙俄宽城子火车站附近，占地 4 平方公里左右，包括车



站、兵营、俄国员工住宅、俱乐部等，两条街道分别叫秋林街和巴栅街。随着 1904 年日

俄战争后沙俄将长春至旅顺段铁路转让日本，日本又在今长春站一带修建了满铁附属地，

使长春出现了第二块近现代街区，经过逐步扩张，这块街区最后的面积为 6. 8 平方公里。

这里不仅有商埠、民居，而且有电厂、水塔、公园等，长春历史上最早的给水、电力、煤

气、电话、绿化、铺装路面等都是最早在这里出现的，可以说，我们这座城市真正近现代

化的城市基础设施都是在这块街区形成的。今天宽城区的核心区域就是在沙俄宽城子火车

站、满铁附属地这两块街区基础上，加上铁北的粮油加工业聚集区拼接而成的。

长春城市历史的第四个拐点出现在 1907 年，事件就是开埠通商。清光绪三 1-二年

十二月初一 (1907 年 1 月 14 日) ，长春奉命开埠，开始筹划和收购土地，成立开埠局，

雇佣英国工程师邓芝伟主持规划设计。 什么叫开埠通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划出一块区

域招商引资，对外开放做买卖，这块新划出的商埠地就相当于现在的经济开发区。长春商

埠地位于长春老城区与满铁附属地之间，北起七马路，南到长春城北门外(今长春大街北) , 

正好将老城区与日本人和俄国人后建的近代化街区连接起来，像一块拼板一样嵌进长春的

城市版图，使之连为-体，其历史作用不言而喻。

开埠初期修筑了一条大马路和一座道台衙门，大马路与老城区主路相连， 1911 年开

办电灯厂后，有了电光源的路灯。 同年，在二、 三马路、永春路一带修建了平康里、燕春

茶园，在今光复路建了吉黑榷运局， 1912 午在三、四马路开辟了"老市场"。日本和沙

俄也于 1911 年和 1914 年在商埠地内修筑了领事馆。 1918 年，又在西四马路、西五马路

中央地段建设了新市场，即今新民胡同。这一时期，长春己经成为世人瞩目之地，其地位

与宽城子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清廷最后两年甚至拟定将东三省总督衙门迁到长春，开始

挑选总督行台建筑用地。辛亥革命后的 1913 年， 奉天督军张锡盔向北洋政府建议合并东

三省，都治即拟选在"东省适中之要区"长春，张作霖执政后，也曾拟议由沈迁长。 然而

不幸的是， 1921 年商埠地老市场惨遭大火， 全部建筑付之一炬，重新修复开业后，其繁

荣状况也大不如前。但到了 1931 年九 · 一八事变前，商埠地己成为拥有 8500 余户、 5 . 4 

万人口的商业中心街区。

我们现在所见的商埠地建筑多建于九 · 一八事变之后，如 1932 年建的泰发合百货店

大楼(今第一百货商店) , 1933 年建的振兴百货商场(今大马路百货店) , 1937 年新建

的东北商场，以及源泰、同兴茂、源昌号、 天益成、中百洋行、国华、德永祥、孔雀公司 、

亨达利、天宝、北世一堂、义和谦、丹凤、鼎丰真等中小型商业、服务性行业 50 余处。

这一时期长春的行政机构也不断变化，反映了城市地位的不断提升。清道光五年 (1825

年)长春厅迁至宽城子后，光绪十五年 (1889 年)升厅为府。 1913 年，袁世凯发布第 24 号令:

各府、直隶厅、州、县一律改称县，县衙称县公署，长官改称县知事，长春府随之改为长

春县。 1920 年 8 月长春开始筹建市政，成立市政公所，开始由县向市过渡。 1929 年全国

各县主官一律改称县长 ， 县公署改称县政府，长春同之。 1932 年 1 月撤销长春市政筹备处，



成立长春市政府，实行市制。但由于此时伪满新京特别市已成立，因此是氏春市、伪新京

市并存。长春市隶属吉林省，除管辖原农村行政区域外，市内范围主要为商埠地、老城区、

东站三地。

长春城市历史的第五个拐点就是伪滞洲国首都 "新京"的建立，这也是从 1800 年清

政府设治长春厅到新中国建国前，这座城市的最大拐点，是长春最为重要的历史时期之一，

虽然不堪回首，但其影响已经大大超出地方历史范畴，是具有国际意义的历史事件。

上世纪 30 年代之初，东北大城市己有沈阳、 大连、哈尔滨，它们或历史悠久，或时

髦现代， 但日本偏偏选择长春这座仅有十几万人口的小城做为伪满首都，这是由长春的地

理位置和历史成因决定的。第一， 长春地处东北中部， 符合首都位于国之中心的条件。 第

二 ， 长春交通便利，是铁路、 公路的枢纽， 与东北各地之间四通八达，既可经由大连直达

日本，也可经由丹东、图们、通过朝鲜到达日本。第三， 长春是一座新兴的单纯商业城市，

与沈阳 、 哈尔滨相比，它所遗留的历史影响和外来的政治影响最少。第四， 长春市区周围

空旷，地价便直， 当时每平方米地价只核伪币 5 分 l 厘 ， 是沈阳、哈尔滨的几分之一。 这

些自然、 历史条件满足了日本新建一座殖民中心城市的基本要求，将此作为"首都" 实是

一个最佳选择。

对于伪满首都的城市规划，日本人也是煞费苦心，吸纳了欧美城市建设理论与实践，

采用田园城市理论规划全市绿化系统， 用平面环状交叉、圆形广场解决城市交通， 其理念

在当时是很时尚先进的。当然，这个规划设计主要用在新区的(今朝阳区城区部分) 的建

设上。经过 1932 年至 194 1 年前后两个"五年建设计划" ， 使这块街区初步成为一块设施

齐全，布局合理，环境清洁，生活方便的现代新城区。 不仅如此，大量现代建筑也在新城

区不断出现， 应该说， 长春批量建设的近现代建筑就是始于这一时期，新英同志的《长春

近现代史迹图志》对此有着大量的收集和记录。 以远藤新、 石井达郎、西村好时、相贺兼

介、牧野正巳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日本著名设计师， 将伪满 "新京"作为他们开展建筑理

念实践的试验场，提出了许多新的思维，留下一批可以载入建筑史册的精品， "帝冠式"、

"兴亚式"、 "草原式"建筑风行一时，给长春这座东北城市带来了巨大变化，并辐射影

响到周边。

但是这一时期长春的城市发展并不平衡，市政建设主要在新城区进行，对主要由中国

人居住的老城区和商埠地，只是拓宽了部分交通干道，并没有进行大规模建设和改动， 基

本还是继续保留着沦陷前的陈旧落后面貌。为了安置开辟新区时动迁的 40 余个村落农民

及外地劳动者，又在伊通河东设置了贫民区，即后来的二道河子区。在这片城区，除有电

力照明外，没有任何现代化的城市设施，房屋低矮窄小，道路是土路，排水为明沟，饮水

是井水或公用水栓， 居住环境十分恶劣。

顺着历史的长河，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一路走来，有波峰有低谷，有浅滩有激流，由

涓涓细流发展为浩瀚的大江大河，我认为以上五个拐点就是这条江河的十字路口，它们决



定了这座城市的走向和地位，要研究、记录长春地方历史和文物，首先就要重点研究、记

录这五个拐点。

新英同志是幸运的，研究生毕业来到工作岗位后即赶上了 2007 年开始的第三次全国

文物普查，五年时间，参加了长春日伪时期地下工事调查、 "一五"时期工业遗产调查、

伊通河沿岸(长春段)文化遗产调查、中东铁路调查等专题研究，使他能够较为全面地接

触到长春的近现代史迹，并将其归纳整理、编录成书。通过此书，我们可以更加系统的了

解长春设泊以来的文物史迹，梳理这座城市的发展脉络，找出这座城市的历史拐点，为今

后更加深入的研究积累更多的资料。希望新英同志将此书做为自己研究的一个新起点、新

拐点，以后不断的有新作、大作问世，也希望更多的同仁能够投身于此，去抢救、记录、

研究、整理，去保护、 宣传， 让更多的人去发现这座城市，了解这座城市，研究这座城市，

热爱这座城市，使美丽长春、 幸福长春、现代长春早日到来。

去IJ 仨穹
2012 年于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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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出生在母亲河一一伊通河畔的长春人。往昔，大街小巷里一栋栋或高或矮、风格

迥异、布满历史尘埃的"老楼"总是让儿时的我对它们的"身世"充满好奇。在外求学四

年，但对于家乡一一这座塞外春城的记忆却丝毫没有褪色，探究这些"老楼"背后所尘封
往事的念头一直萦绕在心头。作为长春人，我是幸运的，因为返回家乡读取硕士学位之后，

有幸从事长春的文物保护工作，可以为保存家乡的城市记忆贡献自己的力量，而且使自己

更加接近了开启这座城市厚重记忆的那扇大门。

|夭春 ， 原本是蒙古王公的放牧之地， 清嘉庆五年 ( 1800 年) "借地设治"之后，长

春开始有了 自己的城市历史。虽然短短 212 年建城史在历史的长河中犹如一簇浪花， 但是

近现代百余年的历史却每每留存着长春浓墨重彩的印迹。

历史建筑作为一种重要史迹，是一本用砖石土木书写的历史教科书，是城市宝贵的历

史文化遗产。用准确的文字、清晰的影像将它们真实的记录下来，不仅是一名文物工作者

分内之事，也是编者作为长春儿女向故乡表达真情的一种方式。

为增加本书的可读性，编者将视点集中在自 1898 年至 1988 年九十年间 ， 115 处具代

表性的长春近现代史迹上，按现今行政区划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进行介绍，同时给制分布图

以便于有心人可以"按图索骥" 实地探访， 去勾画自己心中的城市记忆。

限于本书的篇幅，尤法将长春近:f]Jt代史迹更多、更全面的展示，但编者希望通过这本

书所记开启一扇历史的大门，引导人们可以去缅怀历史、关注明天。如果真能如此，那就

说明编者为保留长春城市记忆贡献了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 。

作为一名土生土氏的长春人，怀着深厚的家乡情，谨将此书作为献给长春建城 212 年

的一份薄礼。

编者 王磊于其
2012 年春 ， 长春南苑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例

本书分为正文和附录两部分，共以图文并茂形式介绍 115 处长春近现代史迹。正文部

分为现存的近现代史迹: 附录部分为己经消失的近现代史迹。

正文和附录两部分，按现今行政区划逐一陈述区域内近现代史迹，页首置各区《长春

近现代史迹分布示意图》 。

"满洲国"、"新京"等当时特殊称谓，保留原称者加引号: 不保留原称者，加"伪"，

例如伪满洲国、伪新京。

"满洲"等当时特殊地理称谓，保留原称者加引号;城市名称，均改用现名，如奉天

称沈阳 。

满铁长春附属地、宽城子中东铁路专用地保留原称，不加引号。

日本或伪满政权成立的各种株式会社、公司，使用简称时加引号，例如"满铁"、"满

映"、 "满炭":使用全称时不加引号，保留原称，如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南满洲电气

株式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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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日本毛织会社旧址

2.东本愿寺"满洲"别院旧址

3.康德会馆旧址

4.伪满洲国赤十字社旧址

5.丰乐剧场旧址

6. "满洲" 中央银行总行旧址

7.苏军烈士纪念塔

8. "满洲" 电信电话株式会社本社旧址

9.伪满洲国首都警察厅旧址

10. "满洲" 中央银行俱乐部旧址

区

19.伪满总理大臣张景惠旧宅(西宅)

20.鸽子楼

21.伪满洲国国务院旧址

22.伪满洲国军事部旧址

23.伪满洲国司法部旧址

24.吉林省图书馆

25.伪满洲国经济部旧址

26.伪满洲国交通部旧址

27伪满洲国综合法衙旧址

28.长春解放纪念碑

29.伪满洲国开拓总局旧址

30.伪满洲国大陆科学院本院旧址

31.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主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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