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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书体例仿照旧志书体，参照洮安，大安、扶余三县文

物志，分作序、例、志、记、图表、附录几部分。

二、本志收录范围：
。

l、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律收入。

2、历次调查的城址、遗址、墓葬和建筑中具有一定保

护、发掘价值者，均予收入。

3、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革命斗争纪念地酌情

收入。

4、现藏于国家、省、地、县各级馆藏的出土文物、择

要著录条目，余则列表参考。

三、全书共分六章十八节，编排上以鸦片战争和中国共产党

成立断限，分作历史考古、近现代遗迹和革命文物三大段。全书

共十万余字，附图25幅，照片十一版。

四、本书收录的历史遗迹，原则上以现存为限，已经湮没的

酌情列表，以便查阅。

五、本书主要依据一九八三年文物普查资料，参考以往的调

查和研究成果。凡引文一律于文中注明出处，参考书目统附于书

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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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打开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展现出我们勇‘敢、勤劳、智慧的

祖先所创造的灿烂文明，无处不在熠熠生辉，祖国大地上，到处

留有他们生息}、开拓的印迹。海龙县地处我省西南部，有着悠久

的历史和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根据一九／k--年《文物志》编写

试点经验，在全县大普查的基础上，我们编出了这本《海龙县文

物志》，试图用文字形式把历史上生息、居处在这里的古代民族

的遗迹、遗物和大量的革命斗争遗址纪念地准确地记录下来，以

充实和丰富我们伟大祖国的文化宝库。

《海龙县文物志》的编写工作，是遵照省文化厅的统一部署，在

海龙县《文物志》编写领导小组和县文化局具体领导下进行的，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出李殿福、王洪峰二位同志担任业务指导．

工作自四月中旬开始，经过了普查、复查和编写几个阶段，于十

月中旬完成初稿。参加本次普查的，除编写组五名同志之外，还

有长白县文化局丁贵民、浑江市文化局张殿甲、辉南县文化局王

兰春、通化市文化馆杨立新、通化县文化馆满承志、抚松县文化

馆徐平，以及海龙县文化系统的申易、许长福同志。

为时两个多月的普查，在全县二十八个乡镇，共发现古代遗

址、城址、墓葬、窖藏、碑刻、建筑等七十余处，采集和征集文

物标本1359件，同时还就历史上义和团、忠义军、大刀会、抗日

联军以及解放战争期间的一些遗迹和战绩，进行了广泛的调查、

搜集。在此基础上，整理出十余万字的档案资料。为编写工作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编写工作自一九八三年八月开始。为了达到科学性、思想性



和资料性的统一，我们先后查阅了大量的文献图书资料，并参阅

了《历史研究》和《考古》发掘的一些新的成果，去粗取精，编

辑了这本《海龙县文物志》。

《海龙县文物志》是一个集体劳动成果。全书共分六章十八

节，第一章和第二章的第二节、五节及六章的附录一、二由朴润陆

同志执笔，第二、三章由王洪峰同志撰写，第四章经王志敏，第

五章经马洪涛同志分剐草就，第六章由李辉同志编撰。各章初稿

草就完毕，壬洪峰同志进行初步通篡，然后交李殿福同志对全志

文字作通篇润色和审订，并请贾士金同志定稿。书中附图和拓片

为王志敏清绘，图版照片由谷德平、李玉成二同志拍摄。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吉林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省博物馆、省革命博物馆、吉林大学、吉林师范大

学、省图书馆，以及通化地区文化局、文管会、海龙县政协、县

志办、地名办、民政局、档案局和磐石县县志办，公安局等单位

的热情帮助，在文物普查、采集、征集过程中，各乡镇党委、政

府有关领导同志和全县广大人民群众，给予了热情支持和积极协

助。特于此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r

海龙县人口密度较大，近年由于水库的不断兴修、水田的不

断扩大，以及村屯住宅建设等原因，许多遗址已被湮没，文化发展

序列上显示出许多薄弱环节，有待于今后逐渐加以补充。此外。

限于编写组的历史知识和学术水平，书中错误和疏漏之处在所难

免，恳请专家和同志们教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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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第一节自然概况

海龙县位于吉林省南部辉发河上游，属大柳河流域，是一个

美丽富饶的半平原、半山地地区。其东以亮子河、～统河与盘

石．辉南两县为邻，北以大沙河及旧“边壕”与东丰县搭界，西

以自银河西的革市东与辽宁清原县相接，南面则由新开岭、盘道

岭、鸡冠砬子等一列大山形成与柳河县的天然界线。全县地势狭

长，东西长三百余里，南北宽仅约六十华里，县城梅河口镇座落

在全县中心腹地，地处交通要道。

海龙县正式设置子清末光结年间，据《海龙县志》记载。本

境昔对水獭颇多，满语水獭读作海龙，县名既源于此。

海龙县地处松辽平原之南，除西南部半山区有海拔较高的山

峰之外，其余大多丘陵、平川，海拔梯度不大，地形较为平缓。

以山岗连绵、河道贯穿、长川短谷，大小平原形成的海龙地形特

点，素称“六山一水兰分田"，自然条件好，适宜农、林、牧，

剐，渔业全面发展。县境内西南和东北两处属山区和半山区，海

拔多在五、六百米以上，最高的“鸡冠砬子弦海拔969米，、这里

林多草密，物产丰富，宜于畜牧和养殖，为发展参、茸提供了良

好的自然条件。横贯腹地的大柳河，一统河沿岸，餍平原和丘陵

地带，平原主要是黑士，河淤土、油沙士和黑鳅±，丘陵则多黄

土和砂质土，部分洼塘属草炭±。总观全县±地肥沃，童予稼

穑，是我省主要产粮区之一。

县内水利资源相当丰富，大柳河，大沙河和一豌河是本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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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主要水系，此外杨树河、横道河、亮子河，野猪河、鸭绿河、

碱水河等大小三十二条河流皆入于此。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

勤劳智慧的海龙人民在全县范围内兴建了大小水库、塘坝和各种

水利工程二千余处，用以灌溉和养殖，成为全省闻名的水利、渔

业基地。最大的海龙水库，截大柳河上游之水而成，库区面积约二

十平方公里，湖光山影、碧波荡漾，是远近知名的风景区。宽阔

的水面使得淡水鱼的养殖发展很快，现在每年可捕捞鲤、鲢、草

根、警鳇等近三十万吨。横贯县境东西的南、北两条大干渠，为

水稻栽培和农业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j

海龙县是通化地区入口最密，面积最小的县分，据一九八二

年统计，全县总面积2014平方公里，现有耕地101万亩，其中水田

约占35％。全县入口516．127人，有汉、满、回、蒙、朝鲜、锡伯、

白、苗，瑶等民族。全县分为梅河口、山城镇、海龙、红梅镇等四

镇和二十四乡、辖303个行政村。一九五六年，县人民政府由海龙

镇迁至梅河口，成为全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海龙，昔日被清朝作为“围场矽封禁了二百余年，而今开放

仅逾百年。解放前经济基础薄弱，农民过着糠莱半年稂的生活，

城镇仅有烧锅、油坊、制米、铧炉、造纸、石印等手工业私人作

坊，商铺也集中在山城镇、梅河口、海龙三镇。解放以后，全县

的工、农业生产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农业作物以水稻、玉米，’大

豆为主，由于土质肥沃，水源充足等优越条件，每年平均向国家

提供商品粮一亿斤以上。成为我省的商品粮基地之一。工业目前

已拥有化工(电石、化肥)、机械(砂轮，机械制造)、+蝶炭、
建材、棉织，造纸、印刷、．酿酒、粮油等大小厂矿企业几百个。

文教卫生事业也远非昔比，学校由解放前的六十余所变成三百余

所。各种文化、医疗设施遍及城乡，极大地丰富了农村文化生

活，提高了人民健康水平。
。

。海龙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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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苍翠，浓荫蔽日，平原则良田碧池，群山环绕，素称鱼米之

乡。早在三、四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生息，繁衍于这里，创

造下灿烂的历史文化，为我们留下了无比宝贵的物质和精神文化

财富。自民国以后，随着沈梅、吉梅、四梅、集梅四条铁路干线的通

车，海龙，作为连贯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迅速地得到进

一步开发。解放以后，以山城镇、梅河口、海龙镇为中心，修筑

了纵横绵贯的公路网，通达各个乡村，成为城乡交流的桥梁和纽

带。今天，在党的阳光照耀下，海九县各族人民正以自已勤劳的

双手和智慧，在四化的征途上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锦绣山河一

片生机、欣欣向荣。

第二节历史沿革

海龙县的正式设置，虽始于清末光绪末年间；然征史籍和考

古资料，其历史却相当久远。

早在三、四千年以前的西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劳动、生

息、繁衍在这块富饶、美丽的土地上。解放以来多次的考古调查

中，在县境西南和中部沿河地带，先后发现了十余处原始社会时

期磬住址、墓地，并采集到先人们的大量遗物。这些古老的居

民，充分利用这些物产丰富、水源充足的长川短谷，在河流沿岸

居住下来，使用一些打制和磨制的石器，向着大自然搏击、索

取。遗物较为丰富的靳家沟、永安、吉祥、同意等遗址，都出±

了各乖}i斧、刀，镰等石器及石臼，陶纺轮等生产工具，遗址堆积

中大量的罐、碗，盘、豆等日用陶器残片，以及残存的灰坑痕

邀表明当时的人们已进入定居或半定居阶段，从事着农业、渔
猎帮简单的手工业生产活动。根据邻近地区同类文化已知的绝对

年代推测，本县这些遗址中较早的约当西周前后，较晚的可能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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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

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平定了卫氏朝鲜，在东北设置了乐

浪、临屯、真番、玄菟四郡。其中玄菟郡治据《东北历代疆域

考》，最初设于沃沮城，后迁高句骊县(今集安、桓仁一带)，

最后又徙于抚顺，则今海龙县始终在其所辖范围之内。普查中在

永安、东花园等地发现的汉陶、铁镬、弩箭等战国至汉代遗物，

成为汉之疆域势力达到此地的有力佐证。

公元前三十七年，北夫余王子朱蒙南逃至今桓仁、集安一带，

进而用武力统一了长白山以西、鸭绿江、浑江流域诸部落，建立

了高句丽国。起初高旬丽受制于玄菟，汉王朝通过玄菟辖控高句

丽，朝贡、赐使者往来不断。后来，高句丽强盛起来，每常攻

略玄菟，大约在东汉时侯，其势力已达抚顺一带，海龙县地为其

北境。《三国志·高句丽传》和《三国史记》等书都以此地为绝

奴部。直到公元七世纪唐灭其国，这里一直为高句丽所统辖。

公元七世纪中叶，唐在征服了突厥、契丹之后，开始对高句

丽用兵。668年，唐将李勋、庞同善等攻拔平壤，结束了高句丽

长达七百余年的统治，置安东都护府统辖其地。唐初，海龙属安

东都护府所辖。

公元698年，粟末棘鞫人大祚荣乘营州李尽忠起兵反唐之机，

率其部族东遁，走保东牟山，在今敦化县城子山建立“震国黟．

713年得到唐王朝正式承认和册封，改国号为“渤海”，辖有北

至黑龙江，南抵朝鲜半岛，西起松辽平原，东滨日本海的广袤地

域，设五京十五府，臣附于唐朝。是时，海龙为渤海长岭府辖

境。长岭府治即今桦甸苏密城，①海龙地当通往内地的搿长岭营

州道’’上，经济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

十世纪初，西拉木伦河一带的契丹族强大起来，由此登上了

历史舞台。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率大军攻破渤海西部重

镇一一扶余府(今农安)，继以万余骑进围渤海上京(今罴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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