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春市文物志



长．春市+文物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

-i"
J曲



审订：方起东

审定：贾士金

一

，

／／．．．。L L



序 言

根据文化部文物局关于编写文物志的指示精神，在省、市党政

部门领导之下，经过文物工作者的努力， 《长春市文物志》终于脱

稿了，。

长春的地方史志，以前曾有撰述，但因时代的局限，加之缺乏

先进的科学分析方法，立论多有臆断，史事也有遗漏和谬误，文物

考古方面的资料更是寥寥无几。“长春市文物志》在编写中坚持以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力避前弊，在真实性，准确性，科学

性基础上，熔诸家之说于一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将长春市的

文物古迹用志书的形式予以记载。这无疑有助子丰富祖国的历史文

化宝库，焕发子孙后代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鼓舞人民创建更加

光辉美好的未来。

《长春市文物志》是市区及郊区的合编本。长春市所辖的榆树，

农安，德惠、九台、双阳等五县，因各自有文物志出版，所以以上

诸县的文物古迹不在本志收录之列。

编志工作分两步进行。第一步是野外普查阶段。从一九八五年

四月八la开始至七月三十一日结束，共复查和新发现古代遗址四十

五处．古代城址一处，近现代庙宇十六处，古代墓葬两处，古代碑刻

两处，帝国主义侵华罪行遗迹二十七处，革命遗迹及烈士陵园十一

处，撰写人物传记四份，采集征集文物标本一百余件，获得了大量

的实物资料，基本掌握了长春市及郊区文物分布状况和文化面貌特

征。第二步是编写阶段。在查阅大量文字资料的同时，结合实物考

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力求科学性、思想

性、资料性的统一，将近十三万字的资料编辑整理成书。编写城市

文物志，目前仍处于尝试、摸索阶段，加上编纂者水平有限，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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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在资料取舍、内容安排上难免有疏漏之处，对此恳请各位同

行和读者批评指正。

参加《长春市文物志》编写工作的有下列同志。

赵德让(长春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为全书的修改提出了

许多宝贵意见，并亲自撰写了帝国主义侵略罪行遗迹一节中的部分

条目。

王业钧(长春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负责全书第一稿

审稿，执笔撰写近代遗迹、帝国主义侵略罪行遗迹等章节部分条目。

刘红宇(长春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负责全书总纂、

修改，执笔撰写文物分布、重要文物两节的全部条目，古代遗迹、

近代遗迹等章节部分条目及书中部分插图的绘制工作。

孙玉波(长春市郊区文化馆-)负责撰写序言、凡例、自然概况，

古代遗迹一章的部分条目和书中部分照片的摄制工作。

王秀峰(长春市朝阳区文教局)执笔撰写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革

命遗存、人物传略二节的全部条目及帝国主义侵略罪行遗迹、中共

党组织在长春地下活动遗迹、风景名胜等节部分条目。

郭学富(长春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撰写古代遗迹、帝国

主义侵略罪行遗迹两节部分条目。
’

韩晓东(长春市南关区文教局)撰写庙宇一节全部条目。

李淑兰(长春市宽城区文教局)撰写帝国主义侵略罪行遗迹、

革命烈士陵园、纪念碑、风景名胜等节部分条目及制表工作。

赵云龙(长春市图书馆)撰写参考文献资料目录汇编及部分条

目。

宋抵(吉林省地方志编写委员会)撰写历史沿革和风景名胜一

节部分条目。

徐晔(长春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撰写个别条目和制表。

王伟民(长春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书中部分插图绘

制和部分照片摄制工作。

参加文物普查者除上述同志外，还有长春市郊区三道镇文化站

站长李玉龙、郊区农林乡文化站站长尹景山、二道河子区文教局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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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编写过程中，得到省，市、区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吉

謦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省，，市、区地名办公室、市地方志编纂委员
拿、市图书馆、省、市档案馆、吉林市博物馆、旅顺博物馆、长春
市郊区统计局i档案局、农工部以及各乡(镇)政府都给予了热情
协助，在此谨致谢意。 ．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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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录范围 -．

1．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及具有科研、保护价值的古遗址。

2．古城址，古墓葬、古碑刻及保存较完好的古庙宇等古代建

3．革命遗迹、著名人物。

4．帝国主义侵略罪行遗迹。

定历史价值的重要文物。

景名胜。

体例

志书体例，分为前言、凡例、志、传、图表和附录几

十九节一百四十六条条目。

名存实亡的文物古迹，概不收录，谨列入附表，以备

主要依据一九八五年文物普查的实物资料以及前人一

值的研究成果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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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第一节 自然状况⋯⋯⋯⋯⋯⋯⋯⋯⋯⋯(1)

第二节 历史沿革⋯⋯⋯⋯⋯⋯⋯⋯⋯⋯(3)

第三节 文物分布eOO OOOOOg OOO⋯⋯⋯⋯⋯···(7)

第二章古代遗迹弟一早 白代趣迎

第一节 古生物化石出土地点 ’

贾家店猛犸象牙化石出土地点

第二节 青铜时代遗址
1．光明砖厂遗址⋯⋯⋯⋯⋯⋯⋯⋯⋯⋯⋯⋯⋯⋯⋯⋯(12)

2．市公安局交通大队培训科遗址⋯⋯⋯⋯⋯⋯⋯⋯⋯(13)

3．马家岭遗址⋯⋯⋯⋯⋯⋯⋯⋯⋯⋯⋯⋯⋯⋯⋯⋯⋯(13)

4肖家堡．子遗址⋯⋯⋯⋯⋯⋯⋯⋯⋯⋯⋯⋯⋯⋯⋯⋯(14)

5．后高家店遗址⋯⋯⋯⋯⋯⋯⋯⋯⋯⋯⋯⋯⋯⋯⋯⋯(15)

6．后山遗址⋯⋯⋯⋯⋯⋯⋯⋯⋯⋯⋯⋯⋯⋯⋯⋯⋯⋯(15)

7．南梁遗址⋯⋯⋯⋯⋯⋯⋯⋯⋯⋯⋯⋯⋯⋯⋯⋯⋯⋯(16)

8．刁家山遗址⋯⋯⋯⋯⋯⋯⋯⋯⋯⋯⋯⋯⋯⋯⋯⋯⋯‘16)

9．莲花泡遗址⋯⋯⋯⋯⋯⋯⋯⋯⋯⋯⋯⋯⋯⋯⋯⋯⋯(17)

10．黄家窝卜遗址⋯⋯⋯⋯⋯⋯⋯⋯⋯⋯⋯⋯⋯⋯⋯⋯‘17)

“．永春砖厂遗址⋯⋯⋯⋯⋯⋯⋯⋯⋯⋯⋯⋯⋯⋯⋯⋯(17)

12．南长垄子遗址⋯⋯⋯⋯⋯⋯⋯⋯⋯⋯⋯⋯⋯⋯⋯··(1【J)
1 3．老齐坟山遗址⋯⋯⋯⋯⋯⋯⋯⋯⋯⋯⋯⋯⋯⋯⋯⋯(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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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北山遗址⋯⋯”·⋯⋯⋯⋯⋯⋯“··””···⋯⋯⋯⋯⋯·

l 5．磨盘山遗址⋯⋯·⋯⋯⋯⋯⋯⋯⋯⋯⋯⋯⋯⋯⋯⋯·
1 6．东山遗址⋯⋯⋯⋯⋯⋯⋯⋯．．．⋯⋯⋯⋯⋯⋯⋯⋯⋯

17．小庙地遗址⋯⋯⋯⋯⋯⋯⋯⋯⋯⋯⋯⋯⋯⋯⋯⋯⋯

1 8．陶家屯遗址⋯⋯⋯⋯·⋯⋯⋯⋯⋯⋯⋯⋯⋯⋯⋯⋯··
1 9．东老烧锅遗址⋯⋯⋯⋯⋯⋯⋯⋯⋯⋯⋯⋯⋯⋯⋯⋯

20．东硷草遗址⋯⋯⋯⋯⋯⋯⋯⋯⋯⋯⋯⋯⋯⋯⋯⋯⋯

2 1．刘家炉遗址⋯⋯⋯⋯⋯⋯⋯⋯⋯⋯⋯⋯⋯⋯⋯⋯⋯

22．河东屯遗址⋯⋯⋯⋯⋯⋯⋯⋯⋯⋯⋯⋯⋯⋯⋯⋯⋯

23．大顶子山遗址⋯⋯⋯⋯⋯⋯⋯⋯⋯⋯⋯⋯⋯⋯⋯⋯

24．秃山遗址⋯⋯⋯⋯⋯⋯⋯⋯⋯⋯⋯⋯⋯⋯⋯⋯⋯⋯

25．东照地遗址⋯⋯⋯⋯⋯⋯⋯⋯⋯⋯⋯⋯⋯⋯⋯⋯⋯

26．团山子遗址⋯⋯⋯⋯⋯⋯⋯⋯⋯⋯⋯⋯⋯⋯⋯⋯⋯

2 7．太平山遗址⋯⋯⋯⋯⋯⋯⋯⋯⋯⋯⋯⋯⋯⋯⋯⋯⋯

28．陶家园子遗址⋯⋯⋯⋯⋯⋯⋯⋯⋯⋯⋯⋯⋯⋯⋯⋯

29．山西头遗址⋯⋯⋯⋯⋯⋯⋯⋯⋯⋯⋯⋯⋯⋯⋯⋯⋯

30．山上屯遗址⋯⋯⋯⋯⋯⋯⋯⋯⋯⋯⋯⋯⋯⋯⋯⋯⋯

第三节 汉代遗址

1．北红咀子遗址⋯⋯⋯⋯⋯⋯⋯⋯⋯⋯⋯⋯⋯⋯⋯⋯

2．=十里堡遗址⋯⋯⋯⋯⋯⋯⋯⋯⋯⋯⋯⋯⋯⋯⋯⋯

第四节 辽、金时代遗迹

1．幸福乡卫生院遗址⋯⋯⋯⋯⋯⋯⋯⋯⋯⋯⋯⋯⋯⋯

2．东洼地遗址⋯⋯⋯⋯⋯⋯⋯⋯⋯⋯⋯⋯⋯⋯⋯⋯⋯
‘

3．西刘家沟遗址⋯⋯⋯⋯⋯⋯⋯⋯⋯⋯⋯⋯⋯⋯⋯⋯

4．东刘沟遗址⋯⋯⋯⋯⋯⋯⋯⋯⋯⋯⋯⋯⋯⋯⋯⋯⋯

5．姚家烧锅遗址⋯⋯⋯⋯⋯⋯⋯⋯⋯··⋯⋯⋯⋯⋯⋯·
6．山弯子遗址⋯⋯⋯⋯⋯⋯⋯⋯⋯⋯⋯⋯⋯⋯⋯⋯⋯

7．腰兴隆泉遗址?⋯⋯⋯⋯⋯⋯⋯⋯⋯⋯⋯⋯⋯⋯⋯·

8．西兴隆泉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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