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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序 言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中，编纂地方志承担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传承文明的使命，也是世界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根据国务院关于各省、市、县三级

修志的统一部署，吉林市人民政府先后组织开展20世纪80年代第一轮修志工作和21

世纪初第二轮修志工作，编纂出版了多卷版的《吉林市志》和各县(市)、区志近百

部(卷)，约2 600万字以上，还编纂出版《吉林市地情》丛书等地情书，极大地丰

富了吉林地区历史文库，在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吉

林市历史上迄今尚缺少一部纵览古今史实和横贯百业兴袁的地方简志。随着改革开放

新时期文化事业大繁荣的历史进程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吉林市修志用志工作不断深入

发展，更使编纂首部简志工作成为两个文明建设的迫切需要，编修出版《吉林市简志》

基础条件臻于成熟o

综观吉林市历史，既有今古历史名城所体现出来的传统姿韵，也有着中外现代城

市所体现出的开放品格。天时、地利、人和，构筑了创遣历史文化发展中盛世修志的

巨大平台，促使吉林市近万人修志队伍展现出腾蛟舞凤的风采。同时，传承文明的史

学重托，科学发展的时代理念，时代创建的伟大业绩，也在召唤着新一代修志人挥洒

豪情，赤诚奉献，共同承载着修纂佳志至善至美的历史厚重。吉林市在公元2 200多年

前的西汉时期，创建了中国东北地区奴隶制第一个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夫余国都城，

隶属于中原王朝。唐朝在吉林地区建有“东海盛国”——渤海国古城遗址。明朝在吉

林市松花江畔建厂造船，始称船厂。清朝新建吉林城，康熙皇帝东巡吉林赋诗《松花

江放船歌》赐赠别名“江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吉林市人口仅有28万人，

吉林地区有163万人。至今已发展为吉林地区450万人，其中吉林市城区200万人，

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甲级开放城市、现代工业城、著名旅游城的中国魅力城市，

具有投资、创业、休闲、居住的名城环境，闻名遐迩。从历史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中

国东北地区与中原王朝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联系并隶属清晰，吉林市成为祖国不可分

割的组成部分；中国古今各民族的融合是推动中国历史和吉林地区社会发展的前进动

力；松花江流域经济始终促进吉林市经济发展并确立吉林市作为中国工业基地及对外

开放城市的地位。由此可见，吉林市历史发展内容浩繁，择选精华融入《吉林市简

志》，致力于钩玄撮要，注重采用新观点新史料，注重各行各业脉络入志，强调要项补

遗追根溯源。尤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进步、经济发

展和文化繁荣求实记述，着力表现地方与时代特点和寓含褒贬于记述之中，明鉴规律
兴衰之由，努力于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文风朴实，使《吉林市简志》成

为当代资料丰富并具有权威性的一部大型市情信史和综合性著述。

编纂《吉林市简志》不仅是为了珍藏历史，更重要的是汲取力量，传承和弘扬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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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林历史文化名城的精神命脉，传承“激流勇进，自强不息”的吉林城市精神o“激流

勇进”，凝聚了吉林人民的性格特征，体现了这座城市的独特风格；“自强不息”，饱

含着吉林市2 200多年建城历史的厚重积淀，是引领吉林未来发展的强大动力，永远

激励着吉林人民为建设繁荣、和谐、开放、美丽的吉林市而不懈奋斗。特别是当新的

历史画卷波澜壮阔地铺展并扑面而来时，吉林市地方志工作者为盛世华诞献上了《吉

林市简志》，这是时代的深情厚意，是历史性的纵深介绍吉林市，以史为镜关注吉林

市，以志系事记述吉林市；这是新时期一次修志首创实践，也填补了吉林市历史文化

一项空白，其中许多珍贵的资料是首次面世，成为具有历史厚重感和富于时代先进性

的精品典籍。中国有“莅官读志”的历史传统，不了解昨天，就把握不了今天，更难

以开创明天，无论今古官吏，不知地方历史，不辨地方现状，很难造福一方百姓。无

数事实证明，地方志是各级领导决策的科学依据，是地方人民爱国主义的乡土教材，

是展示地方历史的“窗口”和服务现代化的“桥梁”o同时，也在验证着地方从古至

今的历史轨迹，无处不在辉煌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印记o《吉林市简志》作为文化与文明

的重要载体，成为吉林地区的百科全书，是“一方之全史”，是历史文化宝库中的瑰

宝。因此，希望在新时期的进程中，深入开展读志用志活动，持久开发利用地情，促

使《：吉林市简志》发挥更大作用，以更好更快地进行经济建设和推动社会进步。

吉林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吉林市地方志办公室

2010年12月



凡 例

凡 例

一、《吉林市简志》按照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地

方志书质量规定》要求，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

绳，坚持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的立场、现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吉林市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突出时代特

色、地方特色，力求达到思想性、资料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二、本志上限起于吉林市事物发端，下限至公元2003年，选取重点史料，以简洁

凝练的笔触记述吉林市的自然状况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生、发展以及在各个时期兴衰

起伏的历史概貌。

三、本志体例，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横排竖写，运用章节

条目体，正文计7篇30章94节。内设目录(中英文)、序言、凡例、概述、大事记、

编纂始末及索引。

四、本志文体，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体，语言文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法》执行，力求做到文风严谨、朴实、简洁。

五、本志记载的空间范围，以吉林市内自然状况和社会各项事业为主，适当兼顾

吉林市所辖的永吉县、磐石市、舒兰市、桦甸市、蛟河市。

六、本志纪年，辛亥革命前使用我国传统的年号纪年(括注公元纪年)，辛亥革命

后使用公元纪年。文中称“解放前(后)”指1948年3月9日吉林市解放前(后)o志

书中“‘文化大革命’期间”指1966～1976年。



凡 例

七、本志中使用数字，除引用原文外，均按照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出

版署、中宣部颁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统一使用阿拉伯数

字。

八、本志中计量单位，新中国成立前均采用各历史时期通用的计量单位，新中国

成立后则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采用国际单位制。

九、本志中使用的主要数据，以地方统计部门提供或认定的内容为准，部分取材

于相关部门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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