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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市区文物志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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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市市

总纂

王桂珠

王崇贤

孟东风

张羽

张万鑫

张立明

张志学

林茂春

金丽华

赵廷贵

常白山

审订

审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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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国历来有编修方志的传统，因此，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

的文化宝藏，在浩如烟海的古史典籍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各类

志书。然而，做为专门的文物志却所见不多。有鉴于此，国家文

物局一九八一年要求各地，．在广泛深入进行文物普查的基础上编

出各地的文物志。。这项工作，是建国以来我国文物事业中一项伟

大建树，是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千秋大业。它以志书的形

式，把各地历经沧桑的历史文化遗存，准确地记录下来，既垂留

后世，以飨子孙，也为当代人提供丰富翔实的研究素材。

吉林市，旧称吉林乌拉(满语，“沿江"之意)，是一个历史

悠久的城市。为了编写出有古城特色的《吉林市市区=之物志》，

我们进行了四个方面的准备工作：一是对市博物馆多年积累的档

案资料和调查资料进行了整理和提炼，二是组织了文物考古专业

人员，对吉林市船营，昌邑、龙潭三区的三十四个街道、～百九

十九个单位进行了普查，历时五十七天，共调查古建筑和古建筑

遗址七十六处，古遗址五处，桥梁八处，革命遗址二十六处，碑

刻十处，历史人物遗址八处，。名胜二十一处，城址四处，形成一

百九十六份基础材料。参加吉林市市区文物普查的同志有张羽、

孟东风，张万鑫、林茂春、王崇贤，·王桂珠、金丽华、常白山、

李德厚，赵伯阳、王洪烈；三是查阅了大量与吉林市历史古迹有

关的中外文献资料，从中摘录资料十五万字，使编志获得充分的

历史依据，同时，又吸收了较多的新的研究成果，四是对吉林市

博物馆馆藏文物进行了鉴选，为择其重要者入志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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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文物志目前仍处于尝试和摸索阶段，尤其是编写一部城

市的文物志，更是前无先例，旁无借鉴。我们参照一般志书的体

例，根据吉林市文物、古迹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这项工作。编写中

力求做到科学性、思想性、资料性的统一，在记述上力求准确明

了，简明扼要。但囿于编者水平，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

识者教正。

本志序言、凡例由赵廷贵执笔。第一章由张志学执笔。第二

章第一节由张立明、孟东风执笔，第二节由张志学、张立明执

笔，第三节由林茂春执笔，第四节由张羽执笔，第五节由张羽、

常白山执笔，第六节由林茂春执笔，第七节由王桂珠，金丽华

执笔，第八节由王桂珠、金丽华，张羽执笔。第三章第一、二、

六、七节由张万鑫执笔，第三、四，五节由王崇贤执笔I第八节

由王崇贤、张志学执笔。第四章第一、三节由孟东风执笔，第二

．节由林茂春执笔，第四节由孟东风、林茂春执笔。第五章第一、

四、五节由张羽执笔，第二、三、六节由常白山，张羽执笔。第

六章由赵廷贵、孟东风执笔。第八章由孟东风执笔。附图由张志

学绘制，图版照片由李听、张兆惠拍摄。 ‘

，

本志由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室主任王健群同志和吉林省文化
一 厅副厅长贾士金同志审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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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物志编写过程中，得到吉林省文化厅，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省博物馆、省革命博物馆以及吉林市档案馆，市图书馆，市

地名办、市内各区文体局、文化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谨在此一

并致谢。 ·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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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采用志书体，分为序、凡例、概述、志、表、传、

记，附录几部分，共八章三十四节，收条目近二百条，约二十四

万字。

二，本志收录范围t

，1、市级以上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律收入；

2、有一定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古遗址、古城址，古墓

葬、古建筑，桥梁，会馆、厂址、碑碣、革命纪念地相革命纪念

物以及出土和传世的重要文物均收入I

3，与文物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酌情收入，

4、风景名胜适当选录，

5、已经湮没度圮的文物古迹，凡史书中有记载的，力求查

清其起迄年代，交待其延续历史，收入本志。

三，本志依据文物遗迹的类别划分章节，篇目按名称、位

置、年代、沿革，现状、价值，结论的层序记述，力求简明准

确。‘

四、涉及学术问题，凡有定论者，按定论介绍， 尚无定论

者，则采取诸论并存，以一说为主。

五、引文一律于篇末注明出处，书后统附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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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第一节身，一。p

第二节．汞一’p
一 第三节

目 录

述

自然概况

历史沿革

文物分布

第二章历史遗存

第一节 遗址

1，泡子沿前山遗址⋯⋯⋯⋯⋯⋯⋯⋯⋯⋯⋯⋯⋯⋯13

2，土城子遗址⋯⋯⋯⋯⋯⋯⋯⋯⋯⋯⋯⋯⋯⋯⋯⋯15

3，吉林清炮台遗址⋯⋯⋯⋯⋯⋯⋯⋯⋯⋯⋯⋯⋯⋯16

第二节城 址

l，龙潭山山城⋯⋯⋯⋯⋯⋯⋯⋯⋯⋯⋯⋯⋯⋯⋯⋯18

2，土城子古城⋯⋯⋯⋯⋯⋯⋯⋯⋯⋯⋯⋯⋯⋯⋯⋯19

3，官地古城⋯⋯⋯⋯⋯⋯⋯⋯⋯⋯⋯⋯⋯⋯⋯⋯⋯19

4、吉林城⋯⋯⋯⋯⋯⋯⋯⋯⋯⋯⋯⋯⋯⋯⋯⋯⋯⋯20

第三节桥梁

1、松花江铁路桥⋯⋯⋯⋯⋯⋯⋯⋯⋯⋯⋯⋯⋯⋯⋯22．

2、德源石桥⋯⋯⋯⋯⋯⋯⋯⋯⋯⋯⋯⋯·：⋯⋯⋯⋯·22

3、揽辔桥⋯⋯⋯⋯⋯⋯⋯⋯⋯⋯⋯⋯⋯⋯⋯⋯⋯⋯24

4、松江大桥⋯⋯⋯⋯⋯⋯⋯⋯⋯⋯⋯⋯⋯⋯⋯⋯⋯24

5、江南大桥⋯⋯⋯⋯⋯⋯⋯⋯⋯⋯⋯⋯⋯⋯⋯⋯⋯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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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书 院

l、白山书院⋯⋯⋯．．L⋯⋯⋯⋯⋯⋯⋯⋯：⋯⋯⋯⋯’25 ·

2、崇文书院⋯⋯⋯⋯⋯⋯⋯⋯⋯⋯⋯⋯⋯⋯⋯⋯⋯25 j

第五节会 馆
’

1，山西会馆⋯⋯⋯⋯．．．⋯⋯⋯⋯⋯⋯⋯⋯⋯⋯?⋯”27
·

2、三江会馆⋯⋯⋯⋯⋯⋯⋯⋯⋯⋯⋯⋯⋯⋯⋯⋯⋯27

3、山东会馆⋯⋯⋯⋯⋯⋯⋯⋯⋯⋯⋯⋯．．⋯⋯⋯⋯‘28

4、五省同乡会馆⋯⋯⋯⋯⋯⋯⋯⋯⋯⋯⋯⋯⋯⋯⋯28

5、直隶会馆⋯⋯⋯⋯⋯⋯⋯⋯⋯⋯⋯⋯⋯⋯⋯⋯⋯28

， 6，湖广会馆⋯”_⋯⋯⋯⋯⋯⋯⋯⋯⋯⋯⋯⋯⋯⋯”29

7，奉天会馆⋯⋯⋯⋯⋯⋯⋯⋯⋯⋯⋯⋯⋯⋯⋯⋯⋯29

第六节厂 址

l、吉林机器局⋯⋯⋯⋯⋯⋯⋯⋯⋯⋯⋯⋯⋯⋯⋯⋯29

2、裕华织染工厂⋯⋯⋯⋯⋯⋯⋯⋯⋯⋯⋯⋯⋯：⋯-·33

3、吉林永衡官银钱号⋯⋯⋯⋯·⋯⋯⋯⋯⋯⋯⋯⋯··34

第七节碑 刻 ．

。‘‘

l、吉林县知事铁岭于君去思碑⋯⋯⋯⋯⋯⋯⋯⋯^3f：

2，代省长王公维宙德政碑⋯⋯⋯⋯⋯⋯⋯⋯⋯⋯⋯36
。

’

3、吉林省政府主席张公辅忱德政碑⋯⋯⋯⋯⋯⋯⋯37 囊

第八节 帝国主义侵略遗址 ． j
1、吉林日本总领事馆⋯⋯⋯⋯⋯⋯⋯⋯⋯⋯⋯⋯⋯39 “

2、吉林日本商埠地⋯⋯⋯⋯⋯⋯⋯⋯⋯⋯⋯⋯⋯⋯40

3，丰满万人坑⋯⋯⋯⋯⋯⋯⋯⋯⋯⋯⋯⋯⋯⋯⋯⋯42

第三章历史文物

第一节 石。器
．

1，石斧⋯⋯⋯⋯⋯⋯⋯⋯⋯⋯⋯⋯⋯⋯⋯⋯⋯⋯⋯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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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石锄⋯⋯⋯⋯。⋯⋯⋯⋯。^^矗·“_⋯⋯⋯⋯⋯·48

第二节陶 器

1、陶罐⋯⋯⋯⋯⋯⋯⋯⋯⋯⋯⋯⋯⋯⋯⋯⋯⋯⋯⋯49

2、陶壶⋯⋯⋯⋯⋯⋯⋯⋯⋯⋯⋯⋯⋯⋯⋯⋯⋯⋯⋯49

．3、陶罐⋯⋯⋯⋯⋯⋯⋯⋯⋯⋯⋯⋯⋯⋯⋯⋯⋯⋯⋯49

第三节玉 器

1、“山中隐士"玉山⋯⋯⋯⋯⋯⋯⋯⋯⋯⋯⋯⋯⋯50

2、珊瑚帽顶⋯⋯⋯⋯⋯⋯⋯⋯⋯⋯⋯⋯⋯⋯⋯⋯⋯50

第四节瓷 ，器 一

1、白釉双龙耳瓶⋯⋯⋯⋯⋯⋯⋯⋯⋯⋯⋯⋯⋯⋯⋯51

2，青釉印花碗⋯⋯⋯⋯⋯⋯⋯⋯⋯⋯⋯⋯⋯⋯⋯⋯5l

3、龙泉三足炉⋯⋯⋯⋯⋯⋯⋯⋯⋯⋯⋯⋯⋯⋯⋯⋯5l

4，茄皮紫暗龙盘⋯⋯⋯⋯⋯⋯⋯⋯⋯⋯⋯⋯⋯⋯⋯52

第五节金属器

l、珍禽瑞兽葡萄镜⋯⋯⋯⋯⋯⋯⋯⋯⋯⋯⋯⋯⋯⋯53

2、飞龙镜⋯⋯⋯⋯⋯⋯⋯⋯⋯⋯⋯⋯⋯⋯⋯⋯⋯⋯53

3、神鼓，腰铃⋯⋯⋯⋯⋯⋯⋯⋯⋯⋯⋯⋯⋯⋯⋯⋯54

第六节 书 画 、

l，董文敏临颜书宋广平神道碑侧记⋯⋯⋯⋯⋯⋯⋯55

2、文待诏真迹⋯⋯⋯⋯⋯⋯⋯⋯⋯⋯⋯⋯⋯⋯⋯⋯56

3，陈继儒书法册⋯⋯⋯⋯⋯⋯⋯⋯⋯⋯⋯⋯⋯⋯⋯57

4，毕焦麓卡无古山水册十二帧⋯⋯⋯⋯⋯⋯一⋯⋯⋯58

5、名贤手札⋯⋯⋯⋯··j⋯⋯⋯⋯⋯⋯⋯⋯⋯⋯⋯⋯59

6、闽中叶进山水册⋯⋯⋯⋯⋯⋯⋯⋯⋯⋯⋯⋯⋯⋯60

7，伊克唐阿草书中堂⋯⋯⋯⋯⋯⋯⋯⋯⋯⋯⋯⋯⋯61

8、铁保行书立轴⋯⋯⋯⋯⋯⋯⋯⋯⋯⋯⋯⋯⋯⋯⋯62

9、刘塞翁莲房水乌图⋯⋯⋯⋯⋯⋯⋯⋯⋯⋯⋯⋯⋯6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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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成多禄行书中堂⋯．．．一、一⋯一一⋯m⋯⋯⋯⋯⋯63

1l、史菡行书字对⋯⋯⋯⋯⋯⋯⋯⋯⋯⋯．．．⋯⋯⋯⋯64

12、松锍行书四条屏⋯⋯⋯“⋯⋯⋯⋯⋯⋯⋯⋯一⋯64

13、冯竹士草书对联⋯⋯⋯⋯⋯⋯⋯⋯⋯⋯⋯⋯⋯⋯65

第七节 印 章

1、右阿速亲军都指挥使司百户印⋯⋯⋯⋯⋯⋯⋯⋯66

2，句当公事之印⋯⋯⋯⋯⋯·_?⋯⋯⋯⋯⋯⋯⋯⋯··67

3，尧山印⋯⋯⋯⋯⋯⋯⋯⋯⋯⋯⋯⋯⋯⋯⋯⋯⋯⋯67

第八节其 它‘

1、松树蜘蛛端砚⋯．．⋯⋯⋯⋯⋯⋯“⋯⋯⋯⋯⋯⋯”68

。2、邮票⋯⋯⋯⋯⋯⋯⋯⋯⋯⋯·j⋯⋯⋯⋯⋯⋯⋯⋯·68

第四章革命遗址和革命文物 。

一

第一节重大事件发生地

l，吉林义和团反帝斗争址⋯⋯⋯⋯⋯⋯⋯⋯⋯⋯⋯70

2、吉林的“五四"运动址⋯⋯⋯⋯⋯⋯⋯⋯⋯⋯⋯74

3，吉林的“五卅"运动址⋯⋯⋯⋯⋯⋯⋯⋯⋯⋯⋯77

， 4、吉林的保路运动址⋯⋯⋯⋯⋯⋯⋯⋯⋯⋯⋯⋯⋯83

第二节革命烈士纪念地

1，北山革命烈士纪念塔⋯⋯⋯⋯⋯⋯⋯⋯⋯⋯⋯⋯86

2，北山革命烈士陵园⋯⋯⋯⋯⋯··：⋯⋯⋯⋯⋯⋯⋯86

。’第三节革命遗址

1、林伯渠在吉林的革命活动纪念址⋯⋯⋯⋯⋯⋯⋯87

2、廖仲恺在吉林的革命活动纪念址⋯⋯⋯⋯⋯⋯⋯90

3，宋教仁在吉林的革命活动纪念址⋯⋯⋯⋯⋯⋯⋯92

’4，金日成主席读书纪念室⋯⋯⋯⋯⋯⋯⋯⋯⋯⋯⋯94

5，北山药王庙地下室⋯⋯⋯⋯⋯⋯⋯⋯⋯⋯⋯⋯⋯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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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吉林监狱的“十字监芦⋯⋯⋯⋯⋯⋯⋯⋯⋯⋯⋯96

7、吉林锍文中学旧址_⋯⋯⋯⋯⋯⋯⋯⋯⋯”L⋯“96

8、吉林五中旧址⋯⋯⋯⋯⋯⋯⋯⋯⋯⋯．．．⋯⋯⋯⋯98

9、党的吉林通讯站旧址⋯⋯⋯⋯⋯⋯⋯⋯⋯⋯⋯100

10，吉林市第一个党支部旧址⋯⋯⋯⋯⋯⋯⋯⋯⋯10l

11、周思来同志参加党的。六大”途经吉林的居住址102

12、吉林党团混合的特别支部遗址⋯-⋯⋯⋯⋯⋯103

13、吉林特支所在地一李家菜园子⋯⋯⋯⋯⋯⋯104
14，吉林地下党交通站旧址⋯⋯⋯⋯⋯⋯⋯⋯⋯⋯105

15、冯仲云来吉传达“一二六"指示信纪念址⋯⋯106

16、一九四二年吉林党活动旧址⋯⋯⋯⋯⋯⋯⋯⋯107

17，一九四二年李维民重返吉林进行革命活动旧址108

18，一九四五年成立的吉林特支旧址⋯⋯⋯⋯⋯⋯109

19、吉林党创办的《人民日报》办公址⋯⋯⋯⋯⋯110

20、第一个吉林市委办公址．．⋯⋯⋯⋯⋯⋯⋯⋯⋯·儿1

第四节革命文物
1、林伯渠同志手迹⋯⋯⋯⋯⋯⋯⋯．“⋯⋯⋯⋯⋯儿2

2、一张反对“二十一条’’传单⋯⋯⋯⋯⋯⋯⋯⋯113

3、“五卅”传单⋯⋯⋯⋯⋯⋯⋯⋯⋯⋯⋯⋯⋯⋯119

4、毓文周刊、月刊⋯⋯⋯⋯⋯⋯⋯⋯⋯⋯一⋯⋯123

5、中共吉林县委传单⋯⋯⋯⋯⋯⋯⋯⋯⋯⋯⋯⋯123

6、吉林反帝大同盟传单⋯⋯⋯⋯⋯⋯⋯·⋯⋯⋯··125

7，一九四六年的吉林市政府公告⋯⋯⋯⋯⋯⋯⋯126

8、解放军入城纪律传单⋯⋯．．．⋯⋯⋯⋯⋯⋯⋯⋯128

9、苇莲头⋯⋯⋯⋯⋯⋯⋯⋯⋯⋯⋯⋯⋯⋯⋯⋯⋯128

10，孟洁民烈士的书箱⋯⋯⋯⋯⋯⋯⋯⋯⋯⋯⋯⋯129

11，邓晓春同志的书箱⋯”一⋯⋯⋯⋯⋯⋯⋯⋯⋯··130

12、抬杆子、腰别子⋯⋯_⋯⋯⋯⋯⋯⋯⋯⋯⋯⋯1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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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花瓶，砚台、笔筒⋯⋯⋯‰．．．⋯⋯⋯⋯⋯⋯⋯i32

14，枯树干⋯⋯：⋯⋯⋯⋯⋯⋯⋯⋯⋯⋯⋯⋯⋯⋯．．132

第五章寺庙名胜

第一节 庙 宇

1，城隍庙⋯⋯“⋯⋯⋯⋯··、⋯⋯⋯⋯⋯⋯⋯⋯⋯．134

2，西方寺⋯⋯⋯⋯⋯⋯⋯⋯⋯⋯⋯⋯⋯⋯⋯⋯⋯136

3、东关帝庙⋯⋯⋯⋯⋯⋯⋯⋯⋯⋯⋯⋯⋯⋯⋯⋯137

4、三皇庙⋯⋯⋯⋯⋯⋯⋯⋯⋯⋯．．⋯⋯⋯⋯⋯⋯．138

5、三官庙⋯⋯⋯⋯⋯⋯⋯⋯⋯⋯⋯⋯⋯⋯⋯⋯⋯139

6，八腊庙⋯⋯-·：⋯⋯⋯⋯⋯⋯⋯⋯⋯⋯⋯⋯⋯⋯139

7，瘟神庙⋯⋯⋯⋯⋯⋯⋯⋯⋯⋯⋯⋯⋯‘⋯⋯⋯⋯139

8，马神庙⋯⋯⋯⋯⋯．．．，⋯⋯⋯⋯⋯⋯⋯⋯⋯⋯⋯139

9、北山关帝庙⋯⋯⋯⋯⋯⋯⋯⋯⋯⋯⋯⋯⋯⋯⋯140

功、西山神庙⋯⋯⋯⋯⋯⋯⋯⋯⋯⋯⋯⋯7⋯⋯⋯⋯142

1l、天齐庙⋯⋯⋯⋯⋯⋯⋯⋯⋯⋯⋯⋯⋯⋯⋯⋯⋯142

12、功德院⋯⋯⋯⋯⋯⋯⋯⋯⋯⋯⋯⋯⋯⋯⋯⋯⋯143

13、赐麟堂⋯⋯⋯⋯⋯⋯⋯⋯⋯⋯⋯⋯．．．⋯⋯⋯⋯145

14、药王庙⋯“⋯⋯⋯⋯⋯⋯⋯⋯⋯⋯⋯⋯⋯⋯⋯．145

15、真武庙⋯⋯⋯⋯⋯⋯⋯⋯⋯⋯⋯⋯．．．⋯⋯⋯⋯147

16，魁星楼⋯⋯⋯⋯⋯⋯⋯⋯⋯⋯⋯⋯⋯⋯⋯⋯⋯147

17、文庙⋯⋯⋯⋯⋯⋯⋯⋯⋯⋯⋯⋯⋯⋯⋯⋯⋯⋯148．

18、北山神庙⋯⋯⋯⋯⋯⋯⋯⋯⋯⋯⋯⋯⋯⋯⋯⋯157

19、青莲寺⋯⋯⋯⋯⋯⋯⋯⋯⋯⋯⋯⋯⋯⋯⋯⋯⋯157

20，龙潭山龙王庙⋯⋯⋯⋯⋯⋯⋯⋯⋯⋯⋯⋯⋯⋯157

21、龙凤寺⋯⋯⋯⋯⋯⋯⋯⋯⋯⋯⋯⋯⋯⋯⋯⋯．．．157

22、三义庙⋯⋯⋯⋯⋯⋯⋯⋯⋯”⋯⋯⋯⋯⋯⋯⋯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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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冥阳寺⋯⋯⋯⋯⋯⋯⋯⋯⋯⋯⋯⋯⋯⋯．．_⋯·

24、观音古刹⋯⋯⋯⋯⋯V⋯⋯一⋯⋯⋯⋯⋯⋯⋯·

25，玉皇阁⋯⋯⋯⋯⋯⋯⋯⋯⋯⋯⋯⋯⋯⋯⋯⋯⋯

26、松花江神庙⋯⋯⋯⋯⋯⋯⋯⋯⋯⋯⋯⋯⋯⋯⋯

27、地藏寺⋯⋯⋯⋯⋯⋯⋯⋯⋯⋯⋯⋯⋯⋯⋯⋯⋯

28、坎卦图石⋯⋯⋯⋯⋯⋯⋯⋯⋯⋯⋯⋯⋯⋯⋯⋯

29，祖师庙⋯⋯⋯⋯⋯⋯⋯⋯⋯⋯“⋯⋯⋯⋯⋯⋯·

30、火神庙⋯⋯⋯⋯⋯⋯⋯⋯⋯⋯⋯⋯⋯⋯⋯⋯⋯

3l、西地藏寺⋯⋯⋯⋯⋯⋯⋯⋯⋯⋯⋯⋯⋯⋯⋯⋯

32、财神庙⋯一⋯⋯⋯⋯⋯⋯⋯⋯⋯⋯⋯⋯⋯⋯⋯·

33、江南龙王庙⋯⋯⋯⋯⋯⋯⋯⋯⋯⋯⋯⋯⋯⋯⋯

34、文昌宫⋯⋯⋯⋯⋯⋯⋯⋯⋯⋯⋯⋯⋯⋯⋯⋯⋯

35、凌云寺⋯⋯··l⋯⋯⋯⋯⋯⋯⋯··‘⋯⋯⋯⋯⋯⋯·

36，灵仙府⋯⋯⋯⋯⋯⋯⋯⋯⋯⋯：⋯⋯⋯⋯⋯⋯··

37，蟠桃宫⋯⋯⋯⋯⋯⋯⋯⋯⋯⋯⋯⋯⋯⋯⋯⋯⋯

38，胡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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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第一节 自然概况

吉林市位于吉林省中东部，东经1 2 6。2 9 7至l 2 6。。

3 7 7、北纬4 3
o

4 8 7至4 3
o

5 6 7，为长白山系吉林丘

陵区中列的老爷岭和哈达岭支脉所形成的一处海拔近二百公尺的

盆地。市区南北长约十三公里，东西宽约六公里。四周与郊区接

壤，丘陵起伏，群山环抱，东郊有东团山和龙潭山，北郊有泡子

沿前山，长蛇山和猴石山，西郊有炮台山，桃园山和北山，南部

有西团山、小白山和朱雀山。第二松花江自东南蜿蜒而来，在温

德河口入境，然后弯向东又折而向北，最后转向西北，弯弯曲

曲，恰似一个反S形，在市内绕行十八公里，直至哈达湾出境。

气候属温带大陆性季风型，春季干旱少雨多风，夏季温热多雨，

秋季凉爽多晴天，冬季寒冷而漫长。解放前原吉林大学气象月

刊资料载，一九二六～一九三一年间，吉林市的年平均气温为

5．1℃，年极端高温为3 8．1℃(1 9 3 1．7．3 O)，年极

端低温为一4 3℃(1 9 3 1．1．1 0)，年降水量为8 l 5毫

米。解放后吉林市气象局气候资料载，一九五一～一九八O年

间，市区年平均气温为4．4℃，一月平均气温为一1 8℃，七

月平均气温为2 2．9℃，年极端高温为3 6．6℃(1 9 5 2．

7．1 9)，年极端低温为一4 O．2℃(1 9 7 O．1．4)，无

霜期为1 3 8天左右，年降水量为6 7 4．2毫米。

。

一一l



吉林市在历史上曾经是东北少数民族渔猎农耕之所，到了清

代则成为满族聚居的地方。但由于清廷把东北尊为“龙兴圣地"

加以封禁，所以严重地阻碍了东北的开发。据《永吉县志》记

载，到光绪十七年(‘l 8 9 1年)吉林府的总人口才只有二十九

万六千一百三十四人，其中八旗、蒙古旗和鸟枪营水师营等共七

万一千六百人集中于市内，约占全府人口的四分之一。清末，随

着帝国主义对吉林的入侵，日本人在吉林设埠，市区范围不断扩

大，人口不断增加，民族成份也日益复杂。据一九四二年吉林市

统计年报记载，一九三四年吉林市分通天、德胜、船营、昌邑、

朝阳五区，面积为l 2，3 2 5平方公里，人口为十四。万一千零

二十二人，此外还有少量外国人。到一九四二年市区又增加白

山，江北、江南、龙潭、兴隆等外五区，面积扩大到2 7 8，

8 O 0平方公里，人口为二十六万五千八百人，其中朝鲜族为一

万四千二百四十三人，日本人为二万五千三百七十五人，其它国

籍为一百五十四人。建国以来，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迅速发展，

吉林市人口有了大幅度增长，民族成份也有了新的变化。据一九

八二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统计，吉林市市区人口为八十万四千

四百八十三人，其中汉族七十四万八千一百九十二人，占百分

之九十三I满族二万一千一百四十三人，一占百分之二点六，朝

鲜族一万七千四百六十七人，7占百分之二点二，蒙古族八百七

十三人，占百分之零点一， 回族一万六千五百六十六人，，占百

分之二点一，其它少数民族二百四十二人， 占百分之零点零
：：

一O ．

解放前，吉林市基本上是一座消费城市，工业基础非常薄

弱，主要是一些小型的制材、棉织、火柴、制油，酿造等轻工

业。日伪统治时期虽然建设了一些重工业，但多未形成生产能

力。解放后，吉林市的工业有了很大发展，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

期，国家在市内兴建了吉林染料厂、吉林化肥厂、吉林电石厂、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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