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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A , 光明遗址 〔南关区幸福乡光明村砖厂东南角

· 宵-铜时代、辽、金〕 面积约 6 000 平方米 ，采集有夹砂

索面红褐陶片、残石器和布纹瓦、灰砖等。保存较好 。

2- A, 胜利遗址 〔市区南长乐公路与黑嘴子公路交

叉路口商 300 米 · 青铜时代〕 面积约 5 万平方米，采集

有夹砂素而红色及灰色陶片、扳耳、乳丁耳及口沿残部 。

发现有灰坑遗迹.保存较好.

3- A入A " 马家岭遗址 〔商关区击寺幸萨在-福乡黑呼嘴E子村小商沟

屯东 . 青铜 H

约 1 0∞0 米 、东茵 7刊0 米'采集遗物多为夹砂红褐陶片 ，器形

有六棱i仰rlJ形在鼎足、器耳 、圈足、镀孔豆残片等。保存较好。

(见《厦门大学学报 · 文史版>>1954 年第 1 2 期)

4-A , 肖家堡子遗址 〔南关区幸福乡 肖家堡子屯西

· 青铜时代、辽、 金 ·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95 1 年发

现， 1985 年文物普查 n.j仅剩约 400 平方米，地表多夹砂

红褐色陶片 .也有泥质灰陶片和布纹瓦残片 ，采集有夹砂

掏空心豆柄、桥状耳和石刀、石犁等.已受较大破坏。(见

《厦门大学学:报·文史版 )) 1954 年第 1 2 期〉

5-As 后高家店遗址 〈南关区幸福乡红嘴子村后高

家店也东大排地 · 青铜时代〕 面积约 12 000 平方米 ，

采集有夹砂索面揭陶桥状耳、扳耳及罐、豆、碗残片等。保

存较好。

6- A6 后山遗址 〔南关区幸福乡红嘴村北红嘴子屯

两北 · 青铜时代〕 丽积约 7 000 平方米 ， 1953 年发现

以来曾多次调查 ， 采集有夹砂素而红褐陶片 、方锥状鼎

足、桥状耳等。保存较好。{见《厦门大学学报 · 文史版》

1954 年第 12 期 )

7- A, 四门李屯遗址 〔南关区字，商乡黑嘴子村囚门

李屯商 · 青铜时代〕 而积约 45 000 平方米，采集有夹

砂索面红褐陶浅腹豆盘、桥状耳、扳耳等 . 保存较好。

8- A, 刁家山遗址 〔南关区幸福乡东风村刁家山屯

两 · 育'制时代〕 面积约 7 000 平方米，五十年代发现，

遗址内有一座小形陶窑 ， 曾采集到石斧和大量夹砂红褐

色陶片 ，器类有方锥形鼎足、桥状耳等 。 破坏较重 o (见

《厦门大学学报 · 文史版 >>195 4 年第 J2 期)

9- A9 莲花泡遗址 〔市郊永春乡柳家村莲花泡屯北
· 青铜时代〕 面积约 3 万平方米 ，文化层厚 50 厘米 ， 曾

采集到夹砂素面红褐陶耳、桥状耳、壶口沿和陶纺轮等 。

保存较好。

10- A ,o 黄家窝堡遗址 〔市郊永春乡柳家村黄家窝

堡屯 · 青铜时代〕 面积约 6 万平方米，文化层厚 30-

60 厘米，采集有夹砂索面褐陶鼎、罐、碗、杯等残片和纺

轮等 。 保存较好.

I l - A " 永春遗址 〈市郊永春乡砖厂北 · 青铜时代

·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面积约 5 万平方米，文化 层厚

50 厘米，采集有夹砂褐陶鼎、高、罐、豆、杯、碗等残片和

石斧。保存较好。

12- A" 商长拢遗址 〔市郊乐 山镇长胜村后岭屯 ·

青铜时代〕 面积约 5 万平方米 ，发现有石斧 、铲、刮削器

和夹砂褐陶豆、罐等，还采集到桥状耳、扳耳 、乳丁耳残

部。保存较好。

13- A'3 老齐坟山遗址 〔市郊乐山镇二道村丸间房

屯 · 青铜时代〕 面积约 8 000 平方米 ， 曾采集到石斧、

铲、椒、刀等石器，亦有夹砂褐陶片 。 保存较好 。

14- A" 乐山遗址 【市郊乐山镇西山 · 青铜时代 ·

郊区文物保护单位〕 面积约 1 0 万平方米，地表散布有

石斧 、铲、锈、刀等石器 ，还有夹砂素面褐陶杯、罐、豆残

片 。 保存较好翩

15- A15 磨盘山遗址 〔市郊新立城水库东岸 2 千米

· 青铜时代 · 郊区文物保护单位〕 面积约 3 万平方米 ，

地表有夹砂红褐色陶片，其中有圆锥形高足、方锥形鼎

足、陶纺轮等 e 保存较好 。

16- A J6 东山遗址 〔市郊新立城水库东南山道间 ·

青铜时代〕 丽积约 l 万平方米，采集有夹砂褐陶桥状

耳、罐底等残片 ，均素面，手制 。 保存较好。

17- A I1 小庙地遗址 〔市郊新立城镇新立城村一社

水库北岸岭上 · 青铜时代〕 面积约 45 000 平方米 ， 采

集到夹砂褐陶桥状耳、高足、瓮底、乳丁耳等。 保存较好 。

18- A '8 陶家屯遗址 〔市郊农林乡建国村陶家屯北

· 青铜时代〕 面积约 12 万平方米，采集有斧、铲等石器

和夹砂褐陶鼎、高、豆、罐、碗等残部及鸡冠耳、扳耳、圈足

器残片 。 保存较好。

19- A' 9 东老烧锅遗址 〔市郊农林乡建国村东老烧

锅屯 · 青铜时代〕 面积约 6 万平方米 ，地表散布有夹砂

素面褐陶片，发现有罐、豆座及扳耳 。 保存较好。
20- A20 东碱革遗址 〔市郊农林乡建国村东碱革屯

· 青铜时代7 面积约 3 万平方米，采集的陶片均为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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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高、碗等残部，系索面夹砂黑心红(灰〉陶。石器有斧、

刀等。 保存较好。

21-A" 文IJ家炉遗址 〔市郊三道镇丰产村刘家炉屯

东岭南坡 · 青铜时代〕 面积约 2 ~OO 平方米，采集有夹

砂褐陶罐、钵等残片，保存较好。

22- A'2 河东屯遗址 〔市郊三道镇丰产村河东屯东

· 青铜时代 ·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面积约 3 万平方米.

采集到大量夹砂褐(黑)陶南、罐等残部。保存较好，

23- A23 大顶子山遗址 〔市郊三道镇丰产村大顶子

山 南披 · 青铜时代 · 郊区文物保护单位〕 面积约

3 500 平方米，采集有夹砂褐陶罐、钵等残片。保存较

好.

24- A,. 秃山遗址 〔市郊大南乡西湖村新化屯水库

东北 200 米 · 青铜时代〕 面积约 7500 平方米，采集有

夹砂褐陶钵、商、罐、瓮等残部，还有桥状耳、扳耳等。保存

较好。

25- A'5 东照地遗址 〔市郊大南乡西湖村新化屯东

北岸边岭地·青铜时代 ·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面积约

25 万平方米，采集有夹砂褐陶空心豆柄、喇叭形杯残片

等 。 遗址现为耕地 。

26- A26 团山子遗址 〔郊区大南乡常山村水库东北

岸团山子南坡 · 青铜时代 · 郊区文物保护单位〕 面积

约 7500 平方米，采集有夹砂褐陶罐口治、长囚锥体高足

等 。 保存较好。

27- A" 太平山遗址 〔郊区兴隆山镇兴华村果园南

100 米 · 青铜时代〕 面积约 1 500 平方米，地表采集有

夹砂索面褐陶片等。 保存较好。

28- A'8 陶家园子遗址 〔郊区兴隆山镇兴华村陶家

园子屯北 200 米 · 青铜时代、辽、金〕 面积约 6 000 平

方米，采集有石刀、石斧、夹砂褐陶片和细泥灰陶片、灰布

纹瓦等 。 保存较好。

29-A29 山西头遗址 〔郊区兴隆山镇龙泉村山西头

屯东山坡上 · 青铜时代、辽、 金〕 面积约 75 000 平方

米，采集有夹砂红褐陶片和灰色泥质陶瓮、罐残片，黄臼

轴经片及布纹瓦等。 保存较好。

30- A30 山上屯遗址 〔郊区大屯镇前程村富丰山东

北坡 · 青铜时代 · 郊区文物保护单位〕 面积约 l 万平
方米，地表有夹砂红揭陶片、灰色泥质陶片和l石锄等。已
受较重破坏 。

31 - A3I 北红嘴子遗址 〔南关区幸福乡红嘴子村北

32-A" 二十里堡遗址 〔郊区永春乡永春村二十里

堡屯商台地上 · 青铜时代、汉 · 郊区文物保护单位〕 面

积约 2 万平方米，文化层厚 50一 70 厘米，地表有较多红

褐色及灰色夹砂陶片 。 现为耕地 。

33-A" 小城子遗址 〔小商火车站北 2. 5 千米砖 j

内 · 青铜时代、辽、金〕 面积约 6 000 平方米.发现多处

灰坑，采集到少量夹砂褐陶片和较多泥质灰陶片、布纹

瓦、青砖残块。保存较差。

34- A,. 红石毡子遗址 〔南关区幸福乡光明村 · 青

铜时代 ·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面积约 7 500 平方米 .

1956 年发现，经多次复查。遗址断崖上发现有灰坑数处，

文化层厚约 50 厘米，采集有斧、镜、刀、镰、锄、磨盘、纺轮

等石器和细石器多件，陶器有夹砂褐陶豆、鼎、高、颐、壶

等残片和陶纺轮 。 破坏严重。(见《考古通讯 >>1957 年第 1

期)

35-A"5 柴禾张遗址 〔南关区幸福乡光明村水库北

· 青铜时代、辽、金 ·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 面积约

5 000 平方米，采集到夹砂褐陶片、石器和黄白利害E片、

砖瓦残片等 。

36-A36 山湾子遗址 〔南关区净月乡山湾子屯北 100

米 · 青铜时代、 辽、金 ·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面积约 4

万平方米，采集到石斧和夹砂褐陶片等，地表有大茧的布

纹瓦、缸片、青砖残块。 保存较好。

37- A37 姚家烧锅遗址 〈郊区三道乡姚家烧锅屯北

300 米 · 青铜时代、辽、金〕 面职约 5 万平方米，采集到

打和j石器和少量夹砂褐陶片，地表多布纹瓦、青砖残块、

泥质灰陶片 。 保存较好。

38- A3• 腰兴隆泉遗址 〔郊区兴隆山镇龙泉村腰兴

隆泉屯西部 · 辽、金〕 面积约 1 万平方米，地表有灰褐

色布纹瓦、泥质灰陶口沿等 。 现为耕地 。

39- A39 西兴隆泉遗址 〔郊区兴隆山镇龙泉村西兴
隆泉屯两 · 辽、金〕 面积约 8 万平方米 .可见灰坑痕迹，

地表有较多的布纹瓦及泥质灰陶片 。 现为耕地。

40- A ，。 郭家遗址 (郊区兰家乡郭家村张文约也西

J50 米 · 辽 、金〕 丽积约 6 000 平方米，地表有布纹板

瓦、灰色和红褐色泥质陶片及资片 。 现为耕地 。

41 -A., 土别岭遗址 〔郊区大南乡红田村土别岭屯

东北 300 米 · 辽、金〕 面积约 l 万平方米，地表可见大

量灰褐色布纹瓦、大卷沿的瓮、罐残片.还发现少量青砖

残块。 现为耕地 .

42-A., 后分水遗址 〔郊区长德(惠)、长丸(台)公路

交点之西北 2 千米 · 辽、金〕 面积约 8 000 平方米.采

集有青砖、布纹瓦残片和泥质灰陶片 。 现为耕地。

红嘴子屯西北 50 米 · 青铜时代、汉〕 面积约 1 000 平

方米，文化层厚 50一 70 厘米，五十年代初发现 . 经多次

调查。采集到石铺、石铲及夹砂红褐陶鼎足、扳耳、桥状耳

和1 细泥灰陶绳纹陶片 。 现已大部被破坏。 (见《考古通 43- A" 西三间遗址 〔郊区合心乡三间村西二 |同 1且

水库北岸.i.[、金〕 面积约 5 万平方米 ，采集有白甏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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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质灰陶瓮、罐等大型苦苦物的口沿及建筑构件 。 现为耕

地 。

44 - A" 东洼地遗址 〔南·关区幸福乡光明村张家粉

房屯东 200 米 · 辽、金〕 面积约 1 6 00 平方米，采集有

布纹瓦、青砖初泥质灰陶片等 。 现为耕地。

45- A,s 西刘家沟遗址 〔南关区幸福乡红嘴子村北

. il 、金〕 面积约 l 万平方米，地表有布纹瓦、青砖及灰

色细泥陶片等。 现为耕地 。

46-A 16 东刘家沟遗址 〔南关区幸福乡红嘴子村东

刘家沟屯西 200 米 · 辽、金〕 面积约 2 万平方米，地表

有泥质灰陶器口沿、布纹瓦及青砖残块等。现为耕地 -

47- A" 老茂生遗址 〔老茂生食品厂厂内 · 辽、金〕

面积约 3 万平方米，地表散布较多的布纹瓦残片和泥

质灰陶片，已受较重破坏 。

48- A ,ø 小城子城址 〔宽城区奋进乡东北 7 千米 ·

辽、金〕 斗L而呈K:方形 ，土筑 。 东西~约 500 米，南北宽

约 250 米，墙基厚 10 米，墙外 10 米有护城河一周，城内

外散布有青砖、布纹瓦和1罐、盆等陶器残片 。 破坏严重 ，

49- A" 柳条边遗址 〔 自郊区三道镇四合村入境至

乐山镇二道村出境 · 清〕 为清代康熙年间修建的"新

ìJ1 ，.之一段，在本市长 40 余千米 .大致为南北向，其一部

分已被水库淹没 。 保存较好的地段尚存沟、壤 。 沟深 I 一

1.5 米 .墩宽 2.5 - 6 米 。 破坏较重 。

50-3 , 完颜婪室墓 〔市郊二道乡丰产村 ~J家炉I:I! • 

金 ·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完颜姿室( 1 077 - 门 30 年) , 

金代开国J}J臣 。 曾任黄龙府万户 .卒后迫赠莘王、金源郡

王。 墓地范用不详。现仅存石龟肤两尊，南向，东西间距

1 2 米。原有石人、石羊等 、均在乾隆年间亡候。 其西边的

一座龟跃尚有碑亭遗迹。 1912 年以来，日本人多次调查、

资掘.出土有金花饰、法金饰、宝石金饰、玉柄铁刀、银饰、

玉饰、带具、石器、骨器等.现墓地有石棺数座，边长 1 - 2

米，青石凿成，散;嗖土中 。 破坏严重 . (见《柳边纪略 >>(清

代 〉、 日本《考古学杂志、》第 28 卷第 4 号)

51 - 3., 净月潭古墓 〔南关区净月河水库南 100 米 ·

金 ·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山坡现存石人 2 、石羊 2、石虎

1. 相距 15 -20 米，两两相对 .大多已非原位， 1980 年以

来经多次调查 。 附近散布有布纹瓦、灰砖等遗物。墓地范

围不详 。 破坏较盘 。

52-C, 长春市清真寺 〔长春市长通路清真寺胡同内

· 清 ·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清道光四年 0824 年)始

修，同治元年 ( 1 862 年)迁址于此，经 1 864 、 1919 年两次

扩建，规模渐增，寺院占地 5000 余平方米 ，周有围墙。 系

不对称式建筑群.望月楼、礼拜殿由三个勾连搭式屋顶和

六角亭构成，为清式建筑。 殿内彩画装饰有伊斯兰教风

恪 . 院内有花园、对殿、教 t是室、休洛室和清真女寺等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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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分布有序。 1 979 年重新修缮，并有增建。

53- C2 长春市文庙 (南关区东头道街小学、市第丸

十九中学址 · 消 ·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始建子 1872

年 . 清光绪年闭和 192 4 年增修 ， 占地 l 万平方米左右 ，为

四合院式的三进院落。主体殿堂为对称式 ， 由南向北依次

为洋桥、核星门、大成门、大成殿及东西配殿 。 两侧有孟

庙、文昌阁、孔氏家庙、更衣房、碑楼等建筑 。 大成殿面阔

门 .50 米、进深 8. 4 米、高 8 米，供奉孔子塑像 。 有彩画、

石刻，木作精细。现大部尚存。

54 -C3 丛林寺 〔重庆路北一胡同 J3 号 . 1 928 年〕

1928 年始建 .1937 年竣工，占地 1 000 平方米余，建筑面

积 520 平方米，四合院格局 ，均砖瓦结构 ，有山门殿、大雄

宝殿和东四厢房，正面开二旁门 ，周有砖墙 。 大殿为硬山

顶古典风格，有台基 。 "文化大革命"中被占用 ，现已归还

宗教部门 。

55-C, 护国般若寺 〔西长春大街西端 . 1 93 1 年 · 市

级文物保护单位〕 初建时在西四马路， 193 1 年迁此。寺

院占地 ， 14 000 平方米 ， 建筑面积 2700 平方米，为砖木

结构仿宫殿建筑群，周有高墙，内植松柏 . 寺院为对称式

三进殿堂，山门内有钟 、鼓二楼，轴线正中为天王殿，硬山

顶高脊建筑，面阔三间 $ 次为大雄宝殿 ，亦硬山顶，两侧有

卷棚抱厘合为方院，正脊有一座七层宝塔 ;后为西方三圣

殿，歇山顶两层楼阁 ，上为藏经楼 .下奉西方三圣像.院内

左右有陪殿数十间，并有桦堂、斋堂、居室等。整个建筑有

浓厚的清代营造风格，雕梁画栋，斗拱飞檐 ，廊殿厢庞，映

以朱门高墙。 为省内佛教界进行宗教活动的中心。 1956 、

1980 年曾两次维修 ，现由宗教界管理 .

56-C5 净土庵 〔近埠街净月胡同 • 1 936 年) 1936 

年迁此，占地约 800 平方米，四合院格局，有前殿(又称山

门殿)、后殿 、左右厢计 1 4 间 .均砖瓦结构硬山顶建筑，古

典风格 ，院内植花卉树木，清雅洁净。 "文化大革命"中被

占用并遭严重破坏 .1 979 年归还宗教部门 。

57-C6 地藏寺 〔长春大街北胡同 l 号:. • 1 937 年〕

初建于电台街， 1 937 年迁此重建。 占地 1 300 平方米 .建

筑面积 680 平方米，中轴线对称式格局 ，三进式殿堂建

筑 . 四周有高大的围墙 。 前佛殿、大佛殿，均硬山砖木结

构，有龙脊鸥 l吻，明柱彩画 。 大殿两侧有禅房、斋房、功德

堂、大仙堂及居所、厨房等 。为东北较有影响的寺院之

"文化大革命"中被占用，近年政府拨款维修 。现归宗教部

门管理 。

58-C7 前观音寺 〔安乐路北、东盛路五条东侧·

1 937 年〕 为木板围绕的一殿两厢式建筑 ，周有菜地、树

木 . 建筑面积 200 平方米，硬山砖瓦结构 .供奉释迦佛、

干手千眼观音菩萨等文化大革命"中被占用，现已维

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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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Cs 兴隆寺 〔宽城区宋家菜市南街北胡同 • 1941 

年〕 占地 720 平方米. 1 9 ~ 1 年竣工。有佛搬三间、西厢

房三问及正面小房两间 ，半商阁i筒 ，硬 山砖瓦结构 ， 营造

稍粗。 "文化大革命"中被占用 ，现已归还宗教部门 。

60-0 , 夹荒甲纳租报竣章程碑 (市塑料丸厂院内 ·

1 858 年(清咸丰八年) J 1 982 年发现 ，碑身由汉白玉制

成，高1. 8 米、宽 O. 7 米、厚 O. 22 米。楷书，共 18 行 .663

字，背面有与立碑相关的各级官吏、乡老 140 人名单。碑

名为"夹荒十一、十二 、十四、十五甲纳租报竣章程碑记"。

记载了咸丰六年对这一带垦地进行丈量之后，决定按此

纳租，"永不加增"并由官方与蒙古王公、户科承办人、甲

长、户约等共立此"永不丈结之碑\以图"永久4写信"。 此

碑保存完好 ，

61 -E, 沙俄宽城子火车站旧址 〔宽城区二道沟现长

春机车厂内 . 1 897 年(清光绪二十三年)) 1897 年兴

建，系"情俄旅大租地条约 "的产物，是帝国主义侵华罪

证。车姑占地约 4 平方公里，主楼面积 300 平方米 ， 附近

又建货物处 、教堂、学校、住宅等 。 均俄式砖瓦1昆凝土结

构 ，铁皮屋顶。 1905 年《朴夜茅斯和约》签订后 ， 此为日、

俄划分在长势力的分界点。 1921 年车站废弃后建筑物渐

被拆除 . 现存沙俄俱乐部址，为二层楼房，而积约 2 000 

平方米，已改为厂职工医院 ; 其余建筑已多改民宅。

62- E2 沙俄兵营旧址 〔宽城区二道沟一匡街、三辅

街、长辛街一19: . 情 ·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 90 0 年沙

俄军队侵占长春后兴修 。 共分三个区，俗称南大营、北大

营、将校营 ， 原有兵舍 6 栋、官邸 6 栋 ，占地约 15 万平方

米，均砖瓦结构的平房，俄式风格 . 现存兵舍 3 栋、官邸 6

栋，面积约 3 800 平方米，大部改为民宅，一部由长盛小

学使用。

63 巳 吉长道尹公署旧址 〔东七马路 2 号妖春电话

设备厂元件分厂址 · 清 ·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9 09 年

始建，初为吉林西路兵备道址 .1 9 10 年改为西南道观察

使 . 1914 年称吉长道尹公署. 占地 25000 平方米，西洋

风格的砖瓦混凝土建筑群，中间为高 12 米的门楼 ，后有

大堂、配房、后堂 、官邸等，建筑面积约 4 000 平方米，耗

银 9 万余两。 伪满时先后为伪国务院 、参议府、外交部等

占用 ，溥仪任满洲国"执政"时曾在此行"就职典礼"。建国
后由邮电部 5 1 3 厂使用，现大部建筑保存较好。

64-E, 二道沟中共长春地下党活动旧址 〔宽城区二

道沟一心街 4 号 . 1 925 年〕 此址为当时的二道沟邮

局 ， 为一栋砖木结构的灰色二层小楼 .1 925 年东北特

支"成立不久 ，北满地委书记吴丽石来长，在这里建立了

长春第一个中共党支部 ，并以此为秘密活动场所和联络

站，代号"龚氏之.. 1 929 年 ，刘少奇任满洲省委书记后又

组建了长春特支干事会。 现此楼保存尚好 。

65- E5 长春县公署旧址 〔南关区大经路 63 、 町 、 67

号 . 192 6 年 J 1825 年(清道光五年) I天在厅治迁此 !Irì

E量。 1889 年改称长存j衍 。 1913 年又更为民眷县 。 初为三

进式砖瓦结构建筑群 。 1926 年重修 ，增为四层院落的西

式建筑 .计有正、厢房 54 间，周有围墙 。 伪满时仍为t走在

县公署，部分房舍改为拘留所 . 19~5 年为国民党长春县

政府 。 建国后，大经路小学、车辆改装修配「\市第 103

中学相继迁入，原建筑多被拆毁，现存房舍 7 栋计 20 间 。

66-E6 原长春第二师范学校中共地下党活动旧址

〔朝阳区解放大路 7 1 号，现树勋小学批 . 1927 年〕 长

春道立第二师范学校创办于 1912 年，有房舍 6000 平方

米.是当时省内最高学府。 "五四"运动时期.学校中的 ·

些教员、学生就参加了反帝、反封建斗争 。 1923 年 ， 马克

思主义理论开始在校内传播. 1927 年成立中共党支部并

开展活动，肖丹峰任支部书记。现存原学生宿舍一栋放西

侧房两栋 。

67-E, ..还我河山"爱国宣传壁画 〔宽城区长盛小学

教室北扇上 . 1929 年〕 正方形 ，边 t是 3 . 33 米.红框 。 其

内彩绘中国政区全图 。 周边用黑色标明帝国主义列强瓜

分中国领土的不平等条约十一条 。 图上节"还我i河山"四

个大字，右侧下方书"东省特别区第十二小学校一九二九

年绘" 。 今长盛小学以系省十二小，校长宋兑民是中共党

员 . 1 929 年因宦传爱国在哈尔滨被军阀杀害 。 美术教员

苏少权义愤填膺奋笔绘下了这幅宣传壁画 .因年久褪色，

1985 年长盛小学重新描绘 。

68- Es 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旧址 〔新发路 l 号现

省政府址 . 1931 守. .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占地约 30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2 116 平方米，主体建筑为一座钢

筋混凝土的四层大楼。该机构是日伪曾宪首脑机关，战犯

东条英机曾任司令官，下统 16 个宪兵队 2 000 余人，其

主要职能是控制在东北的日本军人 。 旧址保存完好。

69-E. 创满洲国帝宫旧址(伪皇宫) (宽城区光复北
路 3 号省博物馆，伪皇宫陈列馆址 . 1932 年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 原为吉黑格运局办公处。 1932 年 4 月伪满

洲国"执政"溥仪迁此 .1934 年始称"帝宫飞初仅有"辑熙

楼飞后陆续增建了"同德殿飞"中和门"、"勤民楼"、"怀远

楼"、"必乐殿"等建筑，又修假山、花园 、 防空洞、卫兵房

等 。 占地 1 2 万平方米 ， 建筑面积约 3 万平方米 .E兵房

均砖瓦结构平房，周有高大的围楠 ， 间修炮楼 。"文化大革

命"中被占用 . 1 983 年起，逐年维修，现主要建筑群已辟

为伪皇宫陈列馆.

70- E,o 伪满洲国协和会中央本部旧址 C斯大林大

街 76 号省军区第二招待所 . 1 932 年) 1 932 年 7 月建。

占地 8 7~9 平方米，建筑面积 7955 平方米，为砖木结构

与海凝土组合二层楼房，平面呈凹形，四阿式屋顶 。 楼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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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会议室多处及地下舞厅等设施。该部推行奴化教育，对

1 6一 1 9 岁背少年进行殖民训练 ，是实施文化奴役的特务

机构 。 建国后曾一度为市工人俱乐部、朝鲜电影制片厂、

文教俱乐部等单位占用。现保存较好，

71- EII 伪满新京神社旧址 C斯大林大街 32 号，龙

江路 l 号现市府、省委机关幼儿园址 . 1932 年 · 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 为供奉日本"天照大神"之处，是侵略者愚

弄人民 ，维护统治的罪证地 。 分正、偏两殿，总占地 2 万

平方米，建筑面积约 1 280 平方米，砖木结构 。 原为紫铜

瓦，建国后改为灰瓦和铁皮顶.原附设的骨灰鑫、石碑、神

位等均被毁，建筑格局未改动 。

72-E12 伪满洲国综合法衙旧址 〔自 由大路 22 号现

空军 461 医院址 . 1932 年 ·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932 

年始建 ， 1936 年竣工，占地 103 850 平方米 。 钢筋混凝土

结构的六层楼房，正中为塔式楼顶， 王军紫红色琉璃瓦，外

埔咖啡色薄砖贴面，转角均圆形。楼内有伪最高检查厅、

最高法衙、新京特别市高等检查厅、高等法衙等机构，是

伪满最高司法机关所在地，故名 ，还设有刑讯用的绞人机

等几十种刑具，曾有无数革命者和无辜百姓在此被害。建

筑物保存完好。

73- EJ3 伪满洲国外交部旧址 〔建设街普庆胡同 1

号现省社会科学院址 • 1 932 年 ·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均水和混凝+.结构.地下一层 ，地上二层 ，建筑丽积

9700 平方米，为西式宫堡建筑，中街大拱门 。 内部修饰

华丽 。 该部下设四个司 。 旧址现保存完好 e

74-E1.1 伪满洲国文教部旧址 (自 由大路 18 号现东

北师范大学附小址 . 1932 年 ·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面

积|万余平方米，为凹字形泪凝土二层楼房。 该部下设

三个司，初由大汉奸郑孝督任文教大臣 。其主要职能是实

行文化专制统治，奴化教育，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 ，

该建筑先后被国立大学、东北师大、师大附小占用， 1986

年曾遭火灾，现已修复。

75-E15 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馆旧址 〔上海路 30 号

现省政协大院 . 1932 年 ·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932 年

1 2 月建，占地约 2 万平方米，周有围墙，院内有花坛.主

楼为?昆凝土二层楼，四阿式顶，面积 1 200 平方米，附属

建筑多座。该使馆下设 5 个总领事馆、8 个领事馆，首任

大使武藤信义，以后大使改由关东军司令兼任。该机构伙

同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实行"威力压迫'·，推行殖民主义政

策 .抗战胜利后此建筑群先后由国民党"督察处"、苏联专
家招待所、省政协使用 。 现保存完好。

76- EI6 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旧址 〔斯大林大街 47 号

现中共吉林省委址 . 1 933 年 ·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始

建于 1933 年，占地 3422 1 2 平方米，建筑面积 15267 平

方米，主体建筑为钢筋框架结构，地上四层 、地下一层 ，顶

长春市

铺铜瓦，院内还有官邸、车库等附属建筑多处。该机构是

日本在东北的最高权力机关，是镇压东北人民的大本营 。

抗战胜利后该建筑群由国民党第一军司令郁占用 . 建国

后由空军丸航校使用， 1955 年至今由中共吉林省委、松

苑宾馆使用 。 现保存完好。

77- E I7 伪满洲国首都广播电台旧址 〔斯大林大街

65 号人民广场西侧现长春市电讯局 . 1933 年〕 又称

"满洲国电信电话株式会社飞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控制

东北通信广播网络的机关，由日本、伪满政府、满铁、日本

放送协会、朝鲜银行出资"合办"，实际是日本政府、关东

军控制的反动喉舌J 始建于 1933 年 8 月，下设七个管理

局 。 该建筑共两栋，钢筋水泥五层楼房，外敷黄色和浅青

色瓷砖。 建筑面积 29754 平方米.主楼正丽有石雕隙麟

两尊 ， 现保存完好。

78-E18 伪满洲国首都警察厅旧址 . c斯大林大街 62

号现长春市公安局 . 1 934 年 ·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934 年竣工，为 4 400 平方米的钢筋棍凝土二层楼房，

地下一层 ，有攒尖顶门楼 5 个 。 院内有拘留所、车库等附

属建筑多座。 该机构下设 9 科 25 股，精 8 个警察署、 1 个

消防署、 l 所警校和一支 200 多人的停察队，各科均由日

本人任正职. 是控制、镇压长春市民的主要特务机关，曾

有无数爱国志士和无辜百姓在此受酷刑甚至遭杀害。 建

国后由市公安局使用，现保存完好 。

79-E19 伪满洲国康德会馆旧址 〔斯大林大街 57 号

市政府大楼 . 1935 年 ·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始建于

1935 年，石基泪凝土四层楼房，地下一层，面积 6 925.6 

平方米，正面有攒尖顶塔楼一座。该机构主要是为各日本

财团来华人员提供交通、食宿、邮电、游乐的场所，兼营房

地产出租业 .是掠夺我国资源的一个罪思巢穴.抗战胜利

后，该址被国民党市政府占用 ，后由长春市人民政府使用

至今， 1 985 年增建两层 。 现保存较好 。

80- E20 伪满洲国司法部旧址 〔新民大街 6 号现白
求恩医科大学校部 • 1935 年 ·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建

于 1935 年，长方形钢筋混凝土三层楼房，正面加修塔式

尖顶，上被绿色琉璃瓦 。 建筑面积 16328 平方米，伪司法

部成立于 1932 年，下辖三个司，是实施卖国勾当 ，制订镇

压人民法律的地方。 建国后由军医大学占用，现保存完

好。

81-E21 伪满洲国军事部旧址 〔新民大街 l 号现白
求恩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学院 • J 935 年·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 为一座三翼形混凝土四层楼房，占地 53850 平

方米，正面和转角处均有歇山翘檐式楼阁，楼外有车库、

锅炉房等附属建筑。 伪军事部成立于 1932 年， 1937 年与

民政部合为治安部， 1943 年再单独分出，是军、警、宪、特

的黑窝 。 抗战胜利后遭破坏，建国后由军医大学接收 。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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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

保存尚好.

82- E22 伪满洲国国务院旧址 〔新民大街 2 号现臼

求恩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部 • 1935 年 · 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 占地 50 6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20 500 平方米，混

凝土框架结构 .平面呈"山"字形 ，地上五层，地下一层 ，塔

式屋顶 ，植酱色琉璃瓦.外墙贴瓷砖 . 伪国务院是伪满洲

国统治中枢，下曾设 8 个部、多个直属局及大学和科学

院，统隶伪国务总理大臣管辖，实际则为日本人担任的总

务厅长控制 。该建筑在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ffi!J志社占用，

建国后军医大学接管 ，经局部维修，现保存完好.

83- Ez3 日本关东军"第一00部队"遗址 〔市区西

部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散热器分厂址 • 1935 年 · 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 始建于 1935 年 ， 1939 年竣工 ， 占地

约 1 0 万平方米 ， 为一组钢筋混凝土建筑群 ， 当时对外称

"关东军马匹防疫部"，下设 7 个据点，主要是研制细菌武

器，曾有无数中国人成为其实验的牺牲品 ，该建筑群日本

投降前大部被炸毁。现存司令部、动物饲养室、冷水f菁、解

剖室、火化场等残基 。

84-E,. 伪满洲国经济部旧址 〔新民大街 5 号白求

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学院 . 1935 年 · 市级文物保护单

位 1935 年竣工，占地 4 3 200 平方米，主体建筑为长

方形ì[t凝土楼房。经济部于 1937 年 7 月 l 日成立 ，其前

身为伪财政部，下设财政 、工务矿山两司 。 主要职能是加

强经济统治，加速经济掠夺计划实施 。抗战胜利后该建筑

经维修，现保存较好。

85-E25 伪满洲国大陆科学院旧址 〔斯大林大街 109

号现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 1935 年〕 占地 25 万平方

米，主体建筑为砖瓦结构的三层楼房，塔式屋顶 ，上留绿

色琉璃瓦。 自 1936 年至 1 94J 年，先后修建房舍 18 栋，

名为科研机构，实为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我东北资源，实现

"以战养战"的工具 ，至 194 5 年该院研究室达 23 个 ，下辖

哈尔滨分院等 4 处机构 。 抗战胜利后内部仪器、资料遭

较重破坏 。 建国后该旧址由中科院长春应化所使用 。 保

存完好。

86-E26 伪满建国忠灵庙旧址 〔原斯大林大街 121

号现空军预校仓库 . 1 936 年 ·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36 年设计施工 ， 19 38 年建成 。 占地 456 000 平方米 ，有

参道、 " .~<<忠桥" 、 中门、祭殿、 灵殿、配殿、角楼、回廊等建

筑多处，日式与巾国宫殿式风格相杂，工程浩大 。 主要用

以供奉为伪满洲国殉职的文武官员灵牌，每年祭祀活动

有 20 次，并有临时性的祭祀 。 现大部建筑已毁，仅存灵

殿、配殿等建筑 .

87- Ez7 日本神武殿旧址 (朝阳区立新街 6 号现吉
林大学礼堂 • 1 936 年 ·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J 1 936 年竣

工.建筑面积 32869 平方米，地上两层，地下一层，门前

有盆式香炉两个。 白墙黑瓦，歇山式大屋顶， 1昆凝土建筑。

这里是日本人为祭祀神武天皇修建的宫殿，内有神殿、拜

殿和祀务所，也是在满日人"武士道"精神的训练场所，建

国后由吉林大学占用， 1956 年改为礼堂，现保存较好。

88-E28 伪满洲国兴农部旧址 〔自由大路 20 号现东

北师范大学附中址 . 1937 年 ·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937 年始建 ，其前身为伪实业部 ，后改产业部， 1940 年 6

月称兴农部 。 该建筑平面呈工字形，面积 987 1 平方米 ，

钢筋温凝土结构的二层楼房. 伪兴农部下设一官房、四

司、四个直属局 。 建国后由东北师大使用 ，现保存完好 。

阴 阳 伪满洲国民生部旧址 〔斯大林大街 77 号省

化工设 n'院址 • 1 937 年 ·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J 1937 年

7 月建，长方形二层混凝土楼房，建筑面积约 7000 平方

米，正面有六根明桩，上加一层四阿顶亭式门楼 。 该部是

在"大东亚战争"吃紧的情况下新设的，主要是制造奴化

舆论，强征劳力服役的机构 。 现保存完好 。

90-E30 伪满洲国映画株式会社旧址 〔红旗街 18 号

现长春电影制片厂址 . J 937 年 ·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937 年筹建 ， 19 39 年落成 . 占地 28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约 6 万平方米 ，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建立的一座综合

性电影制片厂，曾拍摄过许多宣扬侵略、奴化人民、毒害

人民的影片。 1948 年被东北电影制片厂接收， 1955 年改

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 。 现有增建和扩建。

9J -E31 伪满洲国建国大学旧址 〔斯大林大街 J21

号现空军预校址 . 1938 年 1938 年创建，隶伪国务院

直属，占地 6 0 万平方米 ，有一组庞大的建筑群"多砖石框

架结构的楼房. 该校学生以日本人为主，设"神建及皇

建"、军事训练及人事、地理、法学等课程，学制 6 年 。 同

时设研究院 ，下统 5 个研究部，至 19位年，该校学生已

达 758 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侵略战争和法西斯教育服

务的场所。 建国后由空军某部使用，建筑物基本完好 。

92-E32 伪满洲国中央银行旧址 〔斯大林大街 63 号

现中国人民银行吉林省分行址 . 1938 年 · 省级文物保

护单位J 1938 年 8 月建成，占地 3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26 000 平方米，主楼为凹字形，地下 2 层 ，地上 4 层 ，钢

筋混凝土结构，正面外墙以花岗岩砌筑，总高 27 ， 5 米，正

面有门柱 10 根，环周有链墩式围墙 300 米 。 伪中央银行

是满洲国经济中枢机关 。 抗战胜利后先后由国民党中央

银行长春银行、东北银行长春银行、中国人民银行长春分

行、吉林省分行使用 ，保存完好.

93 - E33 伪满洲国交通部旧址 〔朝阳区新民大街 7
号现白求恩医科大学地方病研究所 · 伪满时期 · 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 占地约 4 万平方米，为一栋混凝土结构的
四层楼房，正门面东 ，1Yï、程琉璃瓦，现保存完好 。

94- E3• 原大和旅馆中共地下党活动旧址 〔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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