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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历史悠久．地上地下文物异常丰富。这些文物是各族人

民创造才智和辛勤劳动的结晶；是我们中华民族光辉历史的实物

见证．
。

，1

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将榆树县的历史文物和

革命文物科学地记述下来，编纂成书．这样，既有利于珍贵文物

的保存．流传，又可用以作为对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历史唯

物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这就是本书的编写目的。

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编写文物志的指示精神，在省．市．县

党政领导之下，我县于一九八三年三月初成立《榆树县文物志》

编写领导小组．开始筹备编撰文物志事宜．抽调二十名人员，参

加省文化厅举办的培训班，进行业务学习。之后，于四月十九El

开始，组成五队，分赴南卡岔河，北卡岔河．松花江，拉林河，

环城五个区域，开展普查工作． ，
． _．“

普查队员跋山涉水．访老问俗，足迹遍及三十九个乡(镇)，

三百二十七个村，八百六十八个自然屯，．历经八十余天．共复查

和新发现古遗址二百三十八处。其中古生物化石分布地点三十七

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一处，青铜时代遗址六处，汉代遗址五

处．辽金遗址一百一十七处，古城址十一处，古墓葬二十二处，

古窑址二处．冶炼址-一处．古建筑址二处，清代驿站二处，古庙

址二十二处，历代碑刻三处，采集和征集文物标本近千余件．·取

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同时，调查了榆树县的革命运动及重大

历史事件．查阅了有关近现代史料．文献。掌握了革命文物的分

布状况和遗迹情况。为编写《榆树县文物志》积累了十几万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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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资料。

在此基础上．又根据有关文字资料，经过科学分析和鉴别，

编纂成书．其内容包括本县自然概况．历史沿革．文物分布、古

代遗存，出土文物、传世文物．历史重大事件及革命人物传略

等．名存实亡面有价值者列表存之．体例仿志书体，力求作到科

学性．思想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

本书约十五万字，系集体劳动的结晶。参加文物普查的除编

写组全体同志，还有省文化厅邢颐同志(女)；市文管会王业

均．许彦文同志；县博物馆邢喜春，庄彦明．陈桂彦(女)、金

永才同志；县文化馆刘兰克以及本县双井．红星．大于文化站长

付跃华。秦志文．罗云学同志；双阳县文管所肖战国，王东红同

志；农安县文管所费晓军同志等也协助完成一部分普查任务。编

篡工作由伊松龄同志主持；全部书稿由张中澍同志审阅订正；由

省文化厅副厅长贾士金同志审查定稿。

本书附有一定数量的插图．拓片、照片，力求文图并茂。书

内拓片为阎桂珍同志拓制，插图由刘萱堂，伊松龄同志清绘，图

版照片由谷德平，张铭哲等同志摄制。

《榆树县文物志》在普查和编写过程中，得到了省，市，县

党政及有关部门领导的亲切关怀，并得到省文物工作队，省考古

研究室．市文管会办公室．省博物馆，省革命博物馆等单位大力 '

支持，谨在此一并致以深切谢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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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 简 例

一．本志辑录范围

1．各级政府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和有历史、科研，保

护．发掘价值的古遗址，古城址，古墓葬．古建筑等。

2．历次考查中发现的古代遗存和文物，以及本县传世和馆

藏的重要文物．

3．重大历史事件，革命人物、革命纪念建筑，纪念地．烈

士墓酌情收入． 、

二．本志所收文物古迹，原则上以现存为限．已经湮没废圮的一

般不收，但为本县历史关系重大，又具有一定历史和艺术价

值的遗迹，遗物均收入附录部分。名存实亡的古庙址，古建

筑等也列表收存．

三．本县出土的历史文物，革命文物，现藏国家．省，市、县博

物馆者，择其要者著录条目，其他也列表收存，以备参考。

四．本县文物保护管理工作情况．考古调查，发掘活动以及其他

有关事项，分列条目编入大事记． ，

五，本志主要以一九八三年文物普查资料为基础，并参考有关文

献和以往调查研究成果。参考书目附书后。

六，本书采用志书体，共6章1 6节．附录3，收录条目171条．约

15万字，附插图53幅，照片2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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