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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个民族的历史孕育了其特有的文化，一座城市的历史塑造着

其鲜明的个性。长春自1800年设治以来，几代长春人用勤劳和智

慧，建设了一座年轻而美丽的城市——中国的“汽车城”、“电影

城”、“森林城”和“科技文化城”。全面解读长春，首先要了解长

春的历史及其文化。以史为镜，启迪后人，会让我们更加珍惜今

天、热爱家乡。增强建设家乡的凝聚力。

《长春厅志》和《长春县志》这两部志书是记载长春自然、人

文、社会和经济发展脉络的方志，真实地再现了长春的历史轨迹，

是先辈留下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和史学研究资料。于泾先生作为长

春史研究专家，多年来倾注大量心血，在浩繁的史料中，去伪存

真、去芜取精、拾遗补缺，对《长春厅志》和《长春县志》进行了

潜心研究和校注。长春社会科学院以“地方文献丛书”的形式对两

部志书进行精心的编辑，这次是自成书以来第一次全面整理和重

刊。全书贯穿古今、见解独到，为我市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和依

据，可以说是长春市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部力作，具有较高的存史价

值、文化价值和经世致用的价值。

修志可以存史、资治、教化，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也。国家

有史，地方有志，方能借鉴得失，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为今天的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科学依据。愿更多的人徜徉于长春的历

史长河中，领略那厚重的历史文化，更多地关注长春、研究长春。

也使更多的朋友认识长春、了解长春。

是为序。

长春市市长：

200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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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卷首原有“肖像”一目，为伪县长及伪县公署大门照片，今

删。

②原“天度”或刊为“天候”，今按书内实际，仍用“天度”。

③原“天度”下有“星野图”，实为“天度”的一部分，故删

去。

④按原书实际， “天度”下的“节气”与“城镇”下的“市

镇”，均各附于“天度”、“城镇”之下。’

⑤书末的“余志”，在凡例中称“志余”，实际刊为“余志”．

故仍从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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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注说明

一、原书未断句，标点为校注者所加。

二、原书讹误脱衍处，均予订正并出注。

三、对历史纪年及稀见史地辞语酌加注释，但以首见

者为限。 ‘

四、原书间有双行夹注，今用小字单行排印，以示与

正文区别。

五、今注一律采用脚注，以便与原注区别。

六、校记、注释采用统一序号，不予划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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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厅 士
J匕、

建 置

长春厅境，蒙古郭尔罗斯前旗①游牧地也。乾隆时，

以垦荒民户安土重迁，遂有借地养民⑦之举。嘉庆五

年④，始奏准设立理事通判④于长春堡⑤，并设巡检⑥以

管狱事。道光五年⑦，移建厅署、监狱于宽城④，为厅属

①郭尔罗斯前旗：清代蒙古贵族的领地。元属开元路，明属奴儿干都司。明末投

清．获这个旗的封地，原封地包括现在长春地区西部的大部分地区。与现在前韩尔罗斯

蘩古族自治县的区划有很大差别。

⑦借地养民：清代在少数民族地区王公的领地上，设置由中央派遣官员组成的官

署。管理汉族居民，而又不改变原有的地权，叫做“借地养民”。或叫。借地设治。。一

般这种地方政权只管汉族居民的民政和司法。租税仍归当地王公。

④嘉庆五年：1800年。

④理事通判：清代官衔．原属知府的助理官员。清代在设立带有临时(或过渡)

性质的行政官署时，常以同知、通判为长官。一般为正五品或正六品。长春厅的设置就

是如此。

@长春堡：约三个世纪以前就已存在的居民点。是当时柳条边(新边)外的较大

村落。嘉庆五年设治时．长春厅即用此名。实际治所在长春堡黼伊通河对岸的新立城。

长春堡现属长春市南关区永春乡。

⑥巡检：地方行政长官的助理官员。职掌缉捕盗贼、管理狱事。首任长春堡巡检

潘玉振．是嘉庆五年任命的。从九品。

⑦道光五年：187．5年。

@宽城：即宽城子．亦名宽庄。即长春旧城区．大体是现在南关区的南半部．长

春大街以南、民康路以东、伊通河西岸的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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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中之地，商贾辐辏于此。同治四年①，置城隍、挖城壕。

十年②，设学官③，并修文庙。光绪七年④，通判改为抚

民⑤，仍加理事衔，并添设农安照磨⑥。十年⑦，创修考

棚、书院⑧，文教聿兴，规模粗备。

沿． 流

长春之名见于《辽史》⑨，“地理志”云：“长春县有韶

阳军，本鸭子河春猎之地。”⑩“营卫志”：“鸭子河泺，东

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长春州①东北三十里。”盖长

①1865年。

②即同治十年．1871年。

③学官：清代各级行政机关都设置管理教育和科举事务的官员。泛称学官。从省

到县、一般分为学政、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等。

④光绪七年：1881年。

⑤原任命的长春厅行政长官为理事通判，后改为抚民通判。

⑥照磨：本为掌管文书案卷的官员，但也有时是地方行政长官的助理和分驻治所

以外的差遣官员。

⑦光绪十年：1884年。

@考棚、书院：考棚是科举制时的考场；书院是科举制度下的学校，为士子讲学

的地方。长春养正书院建于1884至1885年。关于长春设立考棚的年代．光绪十四年四

月二十七日长春厅通判李金镛给吉林将军及吉林分巡道的报告中说。已于十年三月十三

日动工兴建。但是，光绪十四年七月初七日吉林将军希元的奏折所附清单中说：。现时

长春并无考捆。请援照奉天昌图府章程。送省城院考”。与本书所记大不相同。史实尚

待考证。

⑨‘辽史>。元脱脱等撰，一百十六卷。成书于元至正年问。

⑩《辽史·地理志)所载原文是：。长春州，韶阳军，下。节度。本鸭子河春猎之

地。兴宗重熙八年置。隶延庆宫。兵事隶东北统军司。统县一：长春县。本混同江地。

燕、蓟犯罪者流配于此。户二千。。

@原作“县”。今据‘辽史>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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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在辽为县，又为春州①，属上京道，兴宗重熙八年⑦

置。金为县，属北京路，逼近鸭子河。鸭子河，即松花江

也④。又近札哈苏台④之鱼儿泺，是以《辽史》言，如长

春而与如鱼儿泺、混同江⑥皆相连，其鸭子河泺所距只三

十五里，则长春堡似即古之县治⑤。缘蒙古于长春，农安

等名均仍旧称，尚可据也。

厅之全境，在上古为息慎氏；周为肃慎氏⑥；汉属扶

余国；晋隋仍扶余属；唐属渤海大氏⑦；辽属上京道；金

属北京路；元已名郭尔罗斯，内属；明仍称旧称，属之科

尔沁部⑦。郭尔罗斯，蒙古部落也。元太祖遣弟哈布图哈

萨尔征郭尔罗斯部，擒其酋纳琳汗⑨于克里业库卜克尔，

有其众。哈布图哈萨尔十六传，日乌巴什，遂以郭尔罗斯

①骞州：即长春娴的省称。

⑦重熙八年：1039年。

⑦⑧鸭子河、混同江。都是松花江的历史名称，但解释也不尽相同。如辽金时称

松花江为鸭子河，但也有专指松花江与嫩江台流的一段河道之说；混同江还有指愚龙

江、松花江合流人海一段．等种种的说法。

④札哈苏台：见本书最后的‘古迹>一章。

⑤指长春堡为辽长春县治的说法是不对的。经近年的考古发掘和调查．证实辽长

春州的治所在现在前郭县塔虎城。与长春堡无关。

⑥肃慎：殷周时代居住在我国东北北部的古民族，也称息慎或稷慎。

⑦挟余：通作夫余。汉代居住在松花江流域的古民族。五世纪末，灭亡于勿吉。

中心地区在今农安附近。

渤海：唐代我国东北秣辐族建立的政权。首领大祚荣被唐封为渤海郡王。因名

渤海。其上京龙泉府遗址，在今黑龙江省宁安县的东京城。926年亡于辽。

⑧原作“夫”．今改作“部”。

⑨原脱。汗”字．今据‘元史)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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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号。乌巴什孙布木巴①，于天命九年偕科尔沁台吉④奥

巴来归。顺治五年，叙从征功，封札萨克。辅国公③，至

今世袭罔替。“理藩院则例”④，厅属地租均归蒙古设柜自

行收取，分与蒙古诸旗公用焉。

星 野⑤

《周官》@星土，初因各国封建时岁星所在之次而分，

①原作“布木布木巴”，衍。布木”两字。今删。校注者按：。乌巴什孙布木巴。

于天命九年⋯⋯封札萨克辅国公，至今世袭”的一段记述．与史实不符。上述误记是因

为将郭尔罗斯前后两旗的投清史实相互颠倒所致，即误以后旗为前旗。郭尔罗斯前后两

旗的第一代札萨克虽同为乌巴什之孙，但后旗被封为镇国公．前旗为辅国公。

历史事实是：乌巴什长子奈奇的第三子固穆，于清崇德元年(1636年)。叙从征功”

被封为郭尔罗斯前旗札荸皇克辅国公。世袭罔替。为保存原书全貌．对原文未予改动。仅

在此注明。

这种误将前后两旗史实颠倒的文献甚多．‘东三省政略)和‘长春县志>都与本书

的误记大同小异。

②清代蒙古王公世袭担任诸旗的札萨克、台吉的职务。札萨克为世袭的虞长。台

青是札萨克的助理。

③辅国公：清代对蒙古贵族的封号共分亲王、郡王、贝勒、镇国公、辅国公等几

级。辅国公是其中较低级的封号。

④。理藩院则倒”：理藩院。清代中央机关中管理少效民族事务的衙门。相当于六

部。则例，相当于现代的规章或条例。

⑤星野：在这里是分星和分野的合称。我国古代的春秋时期(公元前八至五世

纪)。占星术盛行。有。上天变异，州国受殃”之说。以星象变化占卜各地人间的吉凶。

因此．将地上的州、国与星空的区域互相匹配对应。称为分野．也称作分星。即就天文

来说．称分星；就地理来说，称分野。天区有十二次和二十八宿(或二十八舍)等不同

的划分方法．所以分野也有不同的对应方式。此外．州、国又因时代不同而有变化．所

以不同时代的分野也不尽相同。‘史记)的“天官书”以二十八宿配十二，II；‘汉书>的

。地理志”则用以配战国时代的地域。

⑥‘周官>：也称‘周官经>。西汉末列为经。而属于礼。所以又有‘周礼>之名。

分天官、地官、春宫、夏宫、秋官、冬官等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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