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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言

人是历史的主体。在吉林市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迄今还没有一部比较

系统编纂的地方人物志问世。按照国家、省、市修志工作部署，吉林市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组织编纂的首部《吉林市志·人物志》，是《吉林市志》重要组成

部分，将填补吉林市人物志的历史文化空白，为两个文明建设做出新贡献。

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由各类人物的活动所构成。人民创造历史，不断推动

历史前进。本志收录的人物所处的地域环境一吉林市，位于吉林省中东部长白

山脉向松嫩平原过渡地带，富有悠久的历史和独具特色的文化，是一座中国历

史文化名城。吉林市原名吉林乌拉，满语意为“沿江之城池”。早在六万年前

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吉林地区就有人类活动。历史发展中，先民又创造了西

团山文化。周秦时期居住着满族祖先肃慎人，汉代改称挹娄，南北朝又称勿吉，

隋代称为棘辐。期间，涌现出众多历史重要人物。公元697年，棘鞠人建立震

国，首领大祚荣于唐开元元年(公元713年)被唐朝册封为左骁卫大将军、渤

海郡王，去震国名改称渤海：辖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公元926年，辽灭渤海

国，建立东丹国。公元1115年，女真人建立金国，吉林为其领地，出现了金

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女真文字的创造者完颜希尹等名人。明永乐十八年，

明朝派遣辽东都指挥使刘清率兵数千，到吉林设厂督军造船，始有“船厂”之

称。清朝视吉林为“龙兴之地”，努尔哈赤“以十三甲肇基王迹，用兵实始于

吉林”。沙尔虎达将军在吉林恢复船厂造船，操练八旗水师。康熙十二年(1673

年)，副都统安珠瑚始修吉林城。康熙十五年(1676年)，宁古塔将军移驻于

此。吉林以其“远迎长白，近绕松花，扼三省之要冲，为两京之屏障”的重要

地位，成为清朝统治松花江、黑龙江以东广大疆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中心。

吉林人民世代继承爱国主义精神，保家卫国，可歌可泣。吉林八旗军抵御

外敌入侵，素有“吉林劲旅，天下称最”的赞誉。康熙年问，3 000精兵参加

著名的雅克萨之战，重创俄军，始签中俄《尼布楚条约瓣金顺将军及众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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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共赴边疆抗俄，收复伊犁等5城。韩登举率部赴辽抗日，转战千里。爱国名

将凤翔血战边疆献躯。这些都表现出吉林人民金戈铁马驱外寇，保家卫国敢捐

躯的英雄气概。吉林人民勤恳建设家园，清代还出现了韩宪宗、牛子厚等卓有

成效，富甲一方的实业家，创建了“黄金王国”、“船厂牛家”等，其中牛家经

营遍及中国主要城市。享誉盛名的成多禄、宋小濂、徐鼐霖、等文化名人，为

吉林近代史留下辉煌篇章。在历史发展中，吉林人民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吉林

发展的真正动力。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封建清王朝后，吉林

人民谱写爱国史诗。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传播者马俊、华工领袖王希天等名

垂史册。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吉林爱国民众自发组织东北抗日义勇

军，展开了气壮山河的抗日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吉林人民和东北抗日联军，

同敌人展开了长期艰苦卓绝斗争。杨靖宇、魏拯民等一大批著名抗联将士，为

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贡献出宝贵生命。毛泽东主席指出：“东北抗联是整

个中华民族革命军队的一部分，它写下了一部光辉的史诗”。1945年，日本帝

国主义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吉林光复。1948年3月9日，吉林市解放。从

此，吉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改革开放

新时期，不断涌现出中国汽车工业奠基人饶斌、著名劳动模范傅万才、“黄继

光式民警”陈鸽等各条战线建功立业的代表人物，成为世人学习楷模。吉林人

民为祖国繁荣和家乡巨变，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吉林市历史人物灿若群星，交相辉映。《吉林市志·人物志》是在全市各

界推荐基础上，历经几度寒暑，多次征求意见，精心遴选编纂，2004年进行

第五次修改，市地方志编委会常务副主任王振夫等主审统编。为使本志所收录

的人物具有社会性和代表性，遵循国家修志编纂工作精神，按照人物所存历史

资料情况，采用传记、传略、表三种体裁，以生年为序，竭力将吉林市两千年

以来的各个领域的主要人物收录进来，由吉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定。本志

共收录吉林市历史人物传记190篇、人物传略110篇、人物表340条。本志采

用记述文体，如实并客观记述主籍人物生平、重要活动和事迹，客籍人物着重

记述在吉林市的主要活动和事迹，力求“资治、存史、教化”，为吉林市社会

进步、经济繁荣、人民富裕做出新贡献。

吉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04年9月6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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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按照国家规定的“生不立传”原则，根据人物所存历史

资料情况，设“人物传记”、“人物传略”、“人物表”，实事求是地记载吉林地

区已故重要人物。

二、收录人物上限时间从汉代时期开始，下限时间为公元2000年12月止。

对于现已收录进吉林名人馆的已故现代人物，不受下限时间所限。

三、在编纂收录人物中，按照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专辑，均按人物

生年为序排列。人物以常用姓名为传主用名。生、卒年不详者，按其活动时间

适当排列。未注“民族”者均为汉族。

四、收录革命烈士人物表按城区为序排列，由于各县(市)志已编纂革命

烈士名录、表，所以本志暂未收录各县(市)革命烈士名录、表。

五、收录人物以对吉林市历史发展、社会影响、人民生活等方面的作用、

影响及贡献为统一标准。人物以吉林本籍为主，同时收入对当地有重要影响或

较大贡献的在吉林地区工作过的客籍人物。

六、收录人物朝代和生、卒年及活动时间，清朝以前采用年号，括注公元

纪年。民国以后采用公元纪年。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时间界定为1966

年至1976年。

七、本志适当采用某些约定俗成的简称。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简称“全

国人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全国政协”等。某些专用名称，在

同一篇传或录中首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出现均采用简称。本志中的引文一般

不注明出处。

|『。∥
‘t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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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志对于历史中的地理、政府、官职等名称，一律采用当时的习惯名

称。主要古地名括注今地名。

九、本志中行文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关于出版物数字

用法的试行规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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