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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版 前 言

1986年2月，经吉林省政府批准，由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织编纂了《长

白山志》，并于1989年6月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以比较丰富的内容、

翔实的资料、完备的体例记述了长白山区的自然、社会、历史和现状，为研究长白山

区的特点及发展规律，确定保护与开发建设方针提供了宝贵的基础资料；对于宣传

吉林省，提升吉林省的知名度，向世人展示长白山区的风采，促进旅游事业发展，产

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o

《长白山志》问世十余年来，在全国改革开放形势影响下，吉林省的政治环境、

经济生活、文化蕴涵发生了巨大变化。吉林省社会稳定，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诸方

面取得长足进步。尤其是长白山区，在坚持保护先行的前提下，开发开放和各项事

业都展现出新的面貌，成为吉林省经济与社会发展潜力最大的区域。得天独厚的

自然地理优势，以及勤劳智慧的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形成了食品、医药、林产工

业、能源矿业、对外贸易、旅游六大特色产业。特别是颇具特色的长白山区旅游事

业发展势头强劲，正在成为长白山区经济的一个支柱产业。广大海内外投资者和

旅游者纷纷把目光投向长白山这个热点区域。他们迫切需要一本科学地、全面地

介绍长白山区的自然与社会最新情况的优秀读物。通过这本书作为一个窗口，了

解长白山，了解吉林省。因此，重新编写一本内容更丰富、体例更合理的《长白山

志》就显得十分迫切了。另外，原版《长白山志》在当时条件下，由于各种原因，在体

例与收录内容上都存在一定缺憾，装帧设计及印制水准已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编写

一本新的《长白山志》势在必行。

再版《长白山志》所记述的内容包括自然、经济、社会诸多方面，涉及延边朝鲜

族自治州、白山市、通化市及所辖县(市)，另外有吉林市所辖的桦甸市、蛟河市、磐

石市，辽源市所辖的东丰县等24个市、州、县(市)行政管辖范围。时间跨度从远古

至20世纪末。概言之，再版《长白山志》不是纯自然意义上的山水志，而是一部大

历史跨度的、大区域范围的、大信息含量的、综合多方面内容的资料性著述。编纂

该书是保护、开发建设长白山区的一项基础性文化建设工程。该书对规划21世纪

长白山区经济与社会发展蓝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再版《长白山志》对原版本的体例结构进行了必要的调整与修订。对一些分类

混乱，不符合逻辑或归属不当的内容，重新归类排列，以类相随，使体例结构更趋合

理，更加协调。对自然地理类内容尽量归并、浓缩，使体例结构更加紧凑、明晰。对

一些专业性比较强的，且数量较多的表格和插图，亦适当删减，使其更加通俗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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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的字数与篇数，再版本与原版本大体持平。书末增加了附录篇，收录了市、州、

县(市)概况和一些重要的有存史价值的资料。

再版《长白山志》突出记述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成就，增设了基础设施、产

业、外经外贸、环境保护专篇。对城乡建设、交通、邮电、特色工业(食品、医药、酿

酒、烟草)、经济开发开放区、出入境检验检疫、海关、口岸、专业护林部队等，用较大

篇幅进行了记述。同时，在社会篇中增加了汉族、回族、著名人物、抗日联军斗争业

绩及日本侵略者在长白山区制造的惨案地、万人坑等重要内容，使再版《长白山志》

记述的内容更加厚重，以充分发挥志书的“资治、教化、存史"功能。

编纂再版《长白山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原版本中存

在的一些失误进行了纠正。同时，吸收了近年来在地理学、地质学、地名学、历史

学、环境学、植物学、医药学、农学、气象学、矿产学领域中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大

大提高了该书的科学水准。该书还特别注意严格区别宗教信仰与封建迷信的界

限，对历史上的传说及自然界中的尚未解开之谜，均以科学的观点加以客观记述，

不随和盲从。注意记述人与大自然的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记述了人们对保护环

境和开发建设的辩证关系的认识演变过程；记述了违背自然规律，给人类社会带来

危害的经验和教训。目的是告诫子孙后代，绝不能为了眼前利益而牺牲我们赖以

生存的环境，以强化对大自然的保护意识。

编纂再版《长白山志》是一项艰巨而又浩繁的文化工程。参加该书编纂的单位

涉及近百个部门，有百余位专家学者参加撰稿。在征集有关资料及撰写稿件过程

中，得到了省直有关厅局及涉山24个市、州、县(市)政府和吉林省长白山文化研究

会的鼎力支持。经过2年的通力合作，顺利地完成了省政府下达给我们的编纂工

作任务。在此，我们向所有参与该书编纂工作的领导、作者，以及对该书编纂工作

给予大力支持的同志们致以深深的谢意。



再版《长白山志》序

1991年5月，我在总后勤部工作时，吉林延边的同志就把王季平同志主编的

《长白山志》送给我。我看了很高兴，我说编得很好，很有现实意义o 10年后，又看

到全哲洙同志主编的再版《长白山志》，感到内容很丰富。这是吉林省尤其是长白

山区精神文明建设的又一丰硕成果，是弘扬长白山文化的重要工程，可喜可贺。

长白山位于亚洲大陆东岸，中国吉林省东南部，濒临太平洋，是中国东北第一

高山，是举世闻名的名山，是吉林省乃至我们国家的骄傲。远在周秦以前，它的名

字叫不成山；南北朝称徙太山、太皇山；唐朝称太白山。长白山名称始见于辽圣宗

统和三十年(1012)o《辽史·百官志》有“长白山三十部女直”(女直即女真)的记载o

《金史》记载：“黑水棘褐居古肃慎地，有山日：白山，盖长白山⋯⋯"金代统治者认为

长白山在兴王之地。金大定十二年(1172)十二月，封长白山为“兴国灵应王"。明

昌四年(1193)十月，“复册为开天弘圣帝"。清代沿用辽金长白山名。清朝推崇长

白山为神山圣地，视为存瑞凝祥、列祖龙兴的象征，修祭台，建神祠，岁时望祭。史

料上记载长白山为“东方乔岳"，它“璀巍磅礴，斗绝东陲，蜿蜒于亚细亚东北海隅，

为一绝大名山”，“为奉天东部吉林南部第一祖峰”。还有“万山之祖"、“辽东第一名

山”等壮丽的描绘，确是“粗犷大荒甲天下，雄伟壮丽冠古今"o

长白山的特点，季平老概括为“天工、神奇、博大"六个字，我看两头还应当增加

“原始、富饶”四个字。所谓“原始"，是因为它至今仍保留着原始洪荒状态；所谓“富

饶”，是因为长白山区是欧亚大陆的绿色长廊，是世界同纬度原始状态保存最好、物

种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是东北亚现存比较完整的人与生物圈、著名的物种基因库以

及特有生物种源储存库。正因为如此，1960年吉林省政府将其划为长白山自然保

护区o 1980年1月，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网络国际生物圈保护区，

现已成为国际知名度较高的自然保护区。长白山区生存着众多野生植物，如人参、

瓶尔小草、草苁蓉、长白松等；栖息着多种野生动物，如东北虎、梅花鹿、紫貂等。，在

长白山高程2 600米和水平距离几十公里的垂直分布带中，基本上浓缩了从温带到

极地几千公里范围内的壮丽景观o·浩如烟海的长白山森林起着涵养水源、调节气

候的作用。对于维持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乃至东北亚地区的生态平衡起着极为

重要的作用，其演化趋势直接关系到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

长白山的崇山峻岭和莽莽林海，是当年东北抗日联军游击活动的屏障。抗联

将士依此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长白山区是东北

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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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联军的可靠根据地o“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战役有力地牵制了国民党主力部

队，为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抗美援朝战争时期，长白山区人民付

出了巨大的代价，仅延边地区就有6 981名优秀儿女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由此可

见，长白山区不仅具有独特而重要的自然价值，而且在政治、军事上也具有独特而

重要的历史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重视长白山区的开发与建设。从20世纪60年代

至今，有7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到长白山视察，对长白山的生态环境保护、资

源开发、旅游事业的发展作了重要指示o 1983年8月，我陪同邓小平同志上长白山

时，他挥毫题写了“长白山"、“天池"，并由衷赞叹：“不登长白山，终身遗憾"。以后，

彭真题写了“白云峰”o江泽民总书记为“长白山运动员村"题词。在中共中央和中

共吉林省委的关怀下，长白山区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艰苦奋斗，开拓前进，使长白山

区蓬勃发展，日新月异，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国的方志卷帙浩繁，源远流长，有两千

多年的悠久历史。其中山志是地方志重要支流，著述颇丰。诚如明代田汝成所言：

“海内名山，率皆有志o99(《西子湖游览志叙》)o清人袁枚说过：“江山也要伟人扶，

神化丹青即画图o”“五四”文化巨匠郁达夫在《咏西子湖》诗中也说：“江山也要文人

捧，柳堤而今尚姓苏o”说明编纂《长白山志》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该书吸收了当代

最新科研成果，全面系统地记述了长白山的自然状况与长白山区的社会状况，是认

识和研究长白山必备的工具书，有很强的“资治、教化、存史"作用。祝愿长白山区

的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把长白山区建设得更加美好。

赶书长
2002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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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再版《长白山志》是以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资料、新的体例编纂的山
志。

二、该书记述内容的区域范围，包括延边朝鲜族自骀州、白山市、通化市及所辖

的县(市)，另外有吉林市所辖的桦甸市、蛟河市、磐石市，辽源市所辖的东丰县等24

个市、州、县(市)o

三、该书记述内容紧紧围绕长白山区的自然、经济和社会特点展开，坚持详今

略古原则，把记述的重点放在近现代和当代，突出记述改革开放以后的新内容、新

事物、新变化和新成就。

四、该书记述内容的时间范围，因所记述内容的差异性，上限不作统一规定，下

限截至2000年底；个别章节由于资料所限，下限时间作了灵活处理。

五、该书采用篇、章、节、目结构形式，根据具体情况，有的章下不分节，节下各

层次或标顺序号码，或以黑体字区分；有的节下只列一级目，以下各层次以黑体字

区分；有的节下不分目，节下各层次以黑体字区分。

六、该书分地理概貌、自然资源、基础设施、产业、外经外贸、环境保护、社会、人

物、艺文、大事记等10篇40章132节，书后收有附录。

七、该书使用的所有统计数据，一律以统计部门数据为准；科研数据和专业数

据以有关部门普遍认可的权威数据为准。

八、该书引文注释，多采用页末注，少数采用文内夹注。

九、该书艺文篇收录的部分文章，根据行文简约和突出主题的原则进行了适当

删略。

十、该书历史纪年，1911年以前先标明朝代纪年，括注公元纪年；1911年以后，

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十一、该书收录的动植物名称，在首次出现时括注拉丁文学名，重复出现时不

再括注。

十二、该书记述山川河流及城市、乡村名称发生变化的，变化前用原称，首次出

现时，括注今称；变化后用现称。地质章中的地名和年代，按专业惯例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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