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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在21万珲春各族人民满怀豪情，为把珲春建设成

为东北亚地区人流、物流、金融、贸易和信息中心而大展宏图的今天，由市政府

主修、市志办编纂的《珲春市志》问世了。这是继1931年朱约之监修《珲春县

志》后的第二部珲春志，有较高的存史、资政、教化价值。

珲春市位于祖国东北边陲图们江下游中、朝、俄三国交界地带，向有“鸡鸣

闻三国，犬吠惊三疆”之称，具有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和重要的战略地位。珲春

负山面海，山环水绕，地势奇险，风光锦绣，“金、木、水、火、土”五行俱全，自然

资源十分丰富。早在新时器时代．这里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千百年来，勤劳

勇敢的珲春人民以自己的聪明r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谱写了一篇

篇壮美动人的开发史、可歌可泣的革命史和艰苦卓绝的创业史。

新编《珲春市志》是一部科学的、综合的资料性著述。它坚持历史唯物主

义，以严谨科学的态度，详尽地记述了自清朝康熙五十三年(1714)至1987年

的珲春自然风光、历史沿革、社会面貌、风土人情；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

的兴衰起伏；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同国内外敌人英勇

斗争的光辉业绩和新中国成立以后建设自己家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通过大

量翔实的历史资料，揭示珲春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再一次告诉我们：“没有共

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就没有今日之珲春”，“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振兴

珲春"。

新编《珲春市志》的出版，是我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硕果，给我

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充满着

珲春人民对这块土地的浓厚感情，对于我们鉴古知今，垂教于后世，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特别是教育青少年，提供了生动的乡土教材。它将激励我们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开发和弘扬乡土文化，同心同德，继往开来，积极推进珲春开放

开发大业，促进经济发展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为开创珲春更加美好的

未来而努力奋斗。 ‘

借《珲春市志》出版之机，谨向参加编纂市志工作的所有同志和支持市志

编纂工作的各方人士深表敬意!

珲春市人民政府市长金硕仁

2000年4月20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二、本志力求“存真求实，立足当代，通合古今”，反映珲春的历

史面目和发展规律，突出时代特点、地方特点、民族特点。

三、本志记事，上限自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建珲春协领衙门

时起，下限至1987年。大事记、照片等适当上溯和下延，有的至搁笔

时止。、

四、全志除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附录、修志始末外，设建置

等28篇、165章、50l节，共132万字。

五、各专志结构采用篇、章、节、目形式。

六、体裁：本志述、记、志、传、图(照片)、表、录并用，以志为主

体，图(照片)、表随志插入各章、节。专志采用记叙体，大事记采用编

年体，结合记事本末体。．

七、人物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有传，有表，以传为主，按照时间

顺序排列。入传人物以本县人在本县活动为主，外县人在本县活动

时间较长，贡献较大的也予立传。

八、纪年，1911年(含1911)以前采用朝代年号纪年，括注公元

年号，从1 912年开始采用公元纪年。文中的“光复”指1945年8月

15日，“新中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
．． 九、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字采用珲春市统计局历年统计的数字。

重要的历史数字，力求准确。

十、本志资料来源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北京、辽宁、吉林、

黑龙江等省市图书馆、档案馆以及延边州及珲春市的图书馆、档案

馆，也有经考证鉴别的口碑资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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