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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文物是历史的见证、革命斗争的记录，是对人民群众进行历

史唯物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文物是我们的先人

留给后人的珍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是创造社会主义和共产

主义文化的宝贵借鉴；文物又是文明的标志，旅游的资源。函而，．

保护文物，使之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中发挥积极

的作用，是我国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和神圣的职责，更是文物考

古工作者责无旁贷的本职工作。

根据中央文化部文物局的指示精神，在吉林省，吉林市和舒

兰县文物主管部门的直接领导下，从一九八田年四月下旬到六月

底，由市、县文物干部和文化部门专业人员组成的舒兰县文物普

查队，在各乡人民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对舒兰县

23个乡镇和400多个村屯进行了为期两个半月的文物普查和复查。

一共调查古遗址35处，古城5．处，古墓葬5处，古边壕2处，古

碑刻2处，名存实亡的古建筑13处，此外还调查了革命战迹地9

处，惨案地2处，烈士陵墓3处，形成了包括文字、绘图和照片

的完整记录资料。这不仅为编写文物志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

料，而且为今后有计划地进行文物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文物普查的基础上，根据省文物志编委会的具体指示，从

参加文物普查的十四名嗣志中抽出六名同志组成了文物志编写

组，先由个人分头执笔、集体讨论，最后交一人总纂。因此，应

该说它是大家共同劳动的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参加舒兰县文物普查的同志有。吉林市的董学增、董朝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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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立伟，唐音，舒兰县的郭占春、张乎、曲惠、张殿清、王继勇、

高立春、刘红伟，单德凯、李振军，蛟河县的陈永祥。

参加本志编写组的同志有(按姓氏笔划为序)。

曲 惠(舒兰县评剧团)

陈永祥(蛟河县文体局)

张平(舒兰县文体局)

董朝权(吉林市博物馆)

董学增(吉林市博物馆)

翟立伟(吉林市博物馆)

此外，舒兰县地名办公室石显清，王杰、李雨亭同志，吉林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相伟、庞治国、王洪峰，张志立同志，应邀

为本志撰写了部分条目。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景爱同

志和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穆鸿利同志，应邀为本志提供了自己的

科研成果。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健才同志热情地为本志提供

了调查信患。本书插图由曲惠同志清绘，图版照片由吉林省文物考

古研究所、吉林省博物馆、吉林市博物馆、舒兰县文体局提供。吉林

市文管办翟立伟同志对志书清样做了精心的校对。谨此一并致谢。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省

博物馆、吉林省革命博物馆、吉林市博物馆、吉林市图书馆、集安

县博物馆、舒兰县地名办公窒、舒兰县公安局，舒兰县党史办、舒兰

县档案局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谢意。

我们编写组绝大多数同志是第一次从事这项工作，加上时间

紧，任务重，仓促成书，因此i本志在各个方面都会存在着这样

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所有谬误之处，敬希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

教正，以便将来修订时改正。 、、
．

+本志总纂为董学增，审订为马建华，审定为贾士金．‘t

《舒兰县文物志》编写组
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书为志书体，分为序言，凡例，志，记、图表和附录

几部分，．志中又分章、节、目，共有八章二十一节。收录条目

123条，插图76幅，图版12张。 ．．

二、本志收录范围。

1．省、市，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具有历史、科学价值的古遗址、古城址，古墓葬和界

壕、边墙。

3．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出土文物，传世文物以及

碑碣墓志。

4．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迹地、烈士墓，以及反映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惨案地。

6．名存实亡的寺庙建筑作为附录收入。

6．本志所收文物时间下限到新中国成立之前。

三、条目内容编次；遗址、遗迹，包括名称，地点，地理形

势、现状、历次考察成果， 出土和采集遗物、 时代以及考古价

值’文物，包括名称、出土地点、形制、尺寸、时代以及历史、科

学，艺术价值等。

四、条目字数要求；重点条目2，000字至5，000字1次要条目

2，000字左右，一般条目1，000字以下。

五、遗址、遗迹一览表内容包括：序号，名称、年代，地

址、保存现状、备注；重要文物一览表内容包括序号，名称，来

源、形制与特点，年代，收藏时间，收藏单位、收藏编号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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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有关本县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田野调查、考古发掘、重

现、破坏文物事件以及有关会议、文件等，以年系事，编入

工作大事记。

七、本志力求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力求文

茂，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适当的插图、拓片和照片，行文

简洁，通俗易懂，既适于专业工作者利用，又便于各界读者

0

八、凡各条引文，一律注明出处。参考文献统附于书后，以

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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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概 述

第一节 自然概况

舒兰县位于吉林省东北部，为吉林市所辖的五县之一，距吉

林市直线距离77公里。东北部与黑龙江省五常县接壤，南与蛟

河、永吉两县交界，西隔第二松花江与九台县相望，西北与德惠

县毗连，北与榆树县为邻。处于。北纬43。57 7至44。387，东经

1260247至127。457。东西长105公里，南北宽77公里。总面积为

4，557．5平方公里。全县辖23个乡镇，319个村，1，168个自然

屯。人N636，053。其中汉族居多，此外还有朝鲜族、满族，回

族，蒙族、壮族和达斡尔等民族。
’

本县属于东部山地向松嫩平原的过渡地带，为半山区县份。

地势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倾斜，地势差异较大，平均海拔：，E400米

左右。榆树沟乡的大秃顶子山高达1，256米，为县内最高山峰。中

部低山丘陵，海拔在210～350米之间，地势起伏，有山有水，岗

丘连编。西部松花江沿岸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海拔为200米左

，，
右。

本县的气候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具有山地气候特色。

因地处中纬，受复杂的地形影响，气候变化较大。这里四季j分
． 明，春季温暖干燥，多西北风，气温不稳定，忽冷忽热i夏季短

而炎热，全年降水多集中在七、八月，秋季凉爽晴朗，每有寒潮

侵袭，气温骤然降低，冬季漫长而严寒。东部山区，l由于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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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气温较低，日照少，多暴雨。西部沿江平原，温暖多风。全

县气温由东南向西北递增，年平均气温摄氏2—5度左右。最高

气温摄氏34．9度，多出现在七月末八月初，最低气温零下摄氏

42．6度，多出现在一月份左右。气温高于摄氏1 0度以上的月数

为145天一160天。

本县土质构造较为复杂，地表主要为黄土层和沉积粘土层，

并含有少量的细沙。

全县河流较多，主要有松花江、呼兰河、珠奇河、拉林河、

细鳞河、卡岔河等。松花江是最大的河流，在西部边境由南向北

流，经本县约达5 0公里。呼兰河发源于影背山麓，向北流经新

安、开原，七里、平安等乡。细鳞河发源于秃头山，经上营、小

城、舒郊、水曲、平安乡与呼兰河汇合。发源于二道乡的卡岔

河，经朝阳，亮甲山、法特、莲花乡流入榆树县境注入拉林河。

这些大小河流纵横流贯境内，为两岸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充

足的水利资源。

东南部山区还有丰富的林业资源。全县有林面积246，110公

顷，木材蓄积量为19，823．415立方米。木材种类有松、胡桃秋、

水曲柳、榆、柞、色、杨、桦等。林区兽类有黑熊、野猪，香

獐、‘狍子，貂、貉、獾子、狐狸等。此外，还有蘑茹、松籽、核桃等。

本县的交通比较发达。铁路有拉滨线和吉舒线，成“人矽字

形，贯穿南北。公路有七条主干线，由县城通往各地，构成四通

八达的公路网。④

第二节 历史沿革

舒兰县位于吉林省中部偏北，设治较晚，清宣统二年(1910年)

才开始立县。不过早在二、三千年前，这里就有人类劳动生息，

①本节参考1959年舒兰县志编写小组编的《舒兰县志》(初稿)及新

编《舒兰县志》(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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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们过着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渔猎和采集的原始社会生

活。．
’

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证实，舒兰县在先秦时代，大概属于

秽貊族活动的地域，今大量存在的“西团山文化"即其文化遗

存。西汉时代属玄菟郡的境北。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

代，先后为扶余的东南境、勿古的西南境和高句丽的西北境。

隋唐时期为粟末棘羯部地和渤海王国涑州所辖之地。公元十世

纪初，契丹族兴起，建立辽国，今舒兰县境为东京道宁江州的旁

境。十二世纪初，女真族完颜部灭辽建金，为金上京路会宁府的

南境，海兰路的西北境。十三世纪，蒙古灭东夏和金及南宋建立

元朝，今舒兰县境属开元路的东境。明朝属阿林等卫所，后统属

岛拉部。清朝顺康年问以后，舒兰境地大部被列为封禁之地，在

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管辖下，由巴彦鄂佛罗防御旗员具体管理这一

带的采捕事宜。清嘉庆八年(1803年)开始弛禁，关内居民移来

此地者渐多。为便于统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等于宣统元年闺2

月19日，奏请设县治理，当时清政府已同意，但无正式批文。宣

统二年农历3月18日上谕袜批：“准设民官治理”。县治当初拟设于

舒兰驿站(站址在今溪河乡驻地北三华里处，本县名即由此驿站

而得名)。舒兰为满语“果实”之意，当时此地盛产小红梨等。后因

该地地处本县西南隅，经县内绅商恳请，改设于朝阳川(今朝阳

乡政府所在地)。

中华民国建立后，设舒兰县政府二属吉长道管辖。1931年日

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设立舒兰县公署，推行街封制。1940年舒

兰县治所由朝阳川迁至四家房(即今舒兰镇)。1945年“八·一五劳

东北光复，锦绣河山重归祖国怀抱。同年9月，国民党政府组织

起舒兰县“治安维持会"和“国民党县党部”，以图劫夺抗战胜

利果实。同年12月，东北民主联军二支队解放了舒兰县城，

又经多次战斗，彻底地摧毁了舒兰县境内的各种反共武装，并于

当年成立了舒兰县民主政府。1946年7月，全县设7个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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