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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桦句县文物志》编就之时，恰为年终岁首，又适值桦句建

县七十八周年。将这部志稿做为新年和建县纪念E1的礼物，奉献

给桦甸人民，奉献给为桦甸历史和文物考古工作做出过贡献的

同志们，我们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欣慰l

编史修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以新的观点、新的材料和

新的方法，编写新的地方志，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是建设社会

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需要，是惠及子孙、利国利民的大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呈现出一派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

昌盛之势。全国上下，形成了“蛊世修志"的新局面。《桦句县文

物志》就是在盘世修志的和煦春风吹拂下，根据国家文物事业管

理局编写文物志的指示精神，在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统一布署和

领导下编写而成的。本志旨在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如

实地记录本县范围内的历史文化遗存和革命史迹，从而帮助人民

群众认识自己的历史及其创遣力，提高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

和自豪感，激励人民群众热爱祖国、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献身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革命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更好地发挥

出聪明才智，去开创光辉灿烂的未来。

桦甸地处第二松花江上游、辉发河下游。这里山川纵横，林

木繁茂，水源充沛，物产丰饶，是“关东三宝”的产地，又有“黄

金盛境"的美称。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富饶的物产，为人类提供了

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因此，这里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古老的文

明，而且还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我们的

一1～



祖先和先烈们留下了丰富的文物古迹，谱写了光辉的历史篇章。

它们既是桦句历史的见证，又是祖国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

珠，对此，有必要用文物志书的形式，把它们记录下来，流传下

去。有鉴于此，我们在一九八四年，先用两个多月的时问，在全

县进行了全面的文物普查，走遍了桦甸的山山水水，村村屯屯，

行程一千多公里，复查、调查并新发现了一批古遗址、古墓葬、古

城址、古窖藏和革命史迹。采集、征集了大量文物标本，从而摸清

了全县文物分布状况和历史面貌。嗣后，整理了文物档案和史料；

核查了吉林省历史博物馆、吉林市博物馆收藏的桦甸文物；查阅了

大量史志文献；吸收借鉴了在桦句的历次考古调查、发掘材料扣研

究成果，形成了初步的文字资料，为本志的编写奠定了基础。在

此基础上，由编写组的同志确定体例，拟出篇目，分头执笔，并

集中研究讨论，多方考察，凡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部志书的编

写工作。

《桦句县文物志》是在各级领导的关怀支持下，集体劳动取

得的成果。它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刘风翥、北京故宫

博物院罗随祖、辽宁省博物馆阎万章、吉林省历史博物馆武国勋、

罗显清等同志和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省历史博物馆、吉林

省革命博物馆、吉林市博物馆以及烨句县史志办公室、地名办公

室、档案馆、图书馆、文化馆、电影公司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协

助。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洪峰、张志立同志应约为本志撰写

了部分条目。吉林市博物馆史吉祥同志帮助审阅了部分条目并提

出修改意见；施新明同志协助描了部分附图；庞琦同志帮助临写

了两幅匾额大字。桦句县创作组初彦同志承担了本志外文资料的

翻译。参加本次文物普查的，除编写人员外，还有蛟河县文化馆

徐春阳、永吉县文管所张弘弛、桦句县文化馆(站)冯世祥、姜

铁凡、薄金山、孟庆华、王宝明等同志。在此，谨向上述单位和

个人一并致谢。

本志由李其泰、张立明统纂。张立明绘图。李昕，谷德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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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张兆惠制片。由于我们学识和矸完水平有限，加之成书仓

促，疏漏舛错在所难免，恳切希望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桦甸县文物志》编写组

一九八六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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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系文物专志，其收录范围t

1． 本县内各级人民政霄公布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I

2． 具有历史、科研、保护、发掘价值的古文化遗址、遗

物，

3． 近现代革命遗迹、遗物，

4． 与文物遗址有关的革命英烈。

二，本志为志书体，含志、表、记、图。共六章二十四节，

收录条目一百二十九条，插图三十九张，图版搠版四十八幅。依

类分章分节，按时代顺序编目，力求眉目清晰，纵横连贯，文图

韭茂。

三，本志主要依据一九八四年文物普查成果编写而成，同时

注意参考和吸收了历年调查、研究成果。

四、本县的文物保护管理工作、考古调查和发掘以及与文物

有关的重要事件，均以年系事，编入文物大事记。

五、本志引文均有注明。参考文献书目附录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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