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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政府主修、县志办编纂的‘安图县志》，现已出版发行，这是我县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建设的又一硕果，可喜可贺。

安图背负长白山，地处三江之源。约在两万六千年前，县境便有人类活动，向为满

族及其祖先世居之地。康熙十六年(1677年)清廷视长自山为龙兴圣地，后封禁200余

年。宣统元年(1909年)安图设治时，仅有居民300余户，大部散居于深山老林中。民

国期间．胡匪猖獗，贪吏如狼，民不聊生。1931年。九--／k”事变后。国土沦陷．日本

侵略者实行。三光”政策，民如累卵，生灵涂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族抗日儿女

云集长白林海，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45年。八一五”国土光复，1946

年建立县人民政权，从此人民当了国家主人。建国40年来，安图各族人民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安图旧貌换新颜。

地方志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具有“存史、资政、教化”的

作用。安图县尚存清宣统年间、民国时期、东北沦陷时期的旧志数种。首任设治委员刘

建封曾奉旨勘界，率众踏查三江之源，历尽艰辛，三上白山，二临天池，为长白十六峰

命名，事毕著《长白山江岗志略》，详载白山气势、名峰胜水、奇花异草、山珍特产、民

间传说。这些资料对我们考查长白山的资源，风土人情，民间文学等均有较高的价值，给

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新编《安图县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采用“兰新”观点，据实直书，详今略古。

主要记述安图设治以来，自然环境的变迁，社会制度的变革，人口民族的繁衍，经济的

起伏，文化的兴衰等。志书资料翔实，宣扬先人美德，探求各项事业发展的规律。《安图

县志》是了解安图，开发安图，振兴安图不可多得的资料书。
’

《安图县志》编纂工作始于1986年，县政府组织70多个部门，组成有200余人参加

的修志队伍，历时三载编出部门志60多部。在此基础上，县志办的同志们辛勤笔耕5载，

四易志稿，终著成书。因此，《安图县志》是群众智慧的结晶，今日抚卷在手．我们深深

感谢那些为此书做出奉献的人们I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城乡政治安定，经济繁荣，

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应运而生的《安图县志》．必将在实现四化大业中发挥作用．惠及后

人。

安图县人民政府县长 丁荣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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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说。“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

安图县的设治，时值危局。E1本帝国主义趁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胜利的气势，将

朝鲜国置于其“保护”下，继而吞并。同时觊觎图们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制造中韩国界

’问题，间岛问题和保护韩侨问题等等，企图用各种借El将今安图、和龙等地据入朝鲜版

图，以便随着吞并朝鲜而将这部分中国领土并入E1本。这时的清朝政府连续遭受中日甲

午战争，八国联军和日俄战争等的沉重打击，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边疆横遭各帝国主

义瓜分的险恶形势下。积极筹边，力图要保住东北边陲，安图的设治，是在反侵略的斗

争中实现的。

安图设治，经过艰辛的勘测和凋查，外交上的据理力争，厘订图们江江源，挫败日

本所谓的问岛论”，审形度势，斟酌奉吉两省省界趋向的损益，才实现了“设官分职”，保

住了国土。安图的设治，以及前此的延吉、和龙的设治，都是经过“辨方正位”，才达到

“体国经野”，非同一般设县之可比。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曲爱国主义的高吭之歌。

在这场“设官分职”，保全国土的斗争中，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积极筹边、规模全局，

长白府知府张凤台统筹内{台Jtl-交的诸长策，全力支持勘查；尤其是亲任勘查的安图首任

县令刘建封、经历许中书、署临江县令李廷玉以及吉林省参加勘查的刘寿彭等官员不虚

应故事、不敷衍塞责，以不畏险阻、认真负责的科学态度取得确凿无误的第一手资料，为

安图建治、保守斯土，作出了贡献，这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安图这块土地，在清朝处于东边外北端的长白山区。东边外，是柳条边东墙以东的

泛称，南北远在千里以外。南部有清太祖努尔哈赤崛起时的赫图阿拉城，清朝崇为“兴

京”，清建国前祖先的陵寝——永陵在其东侧，向称“龙兴”之地。北部图们江北今安图

县南端长白山为其传说中的始祖布库里雍顺的“发祥圣地。”况且，东边外，自清建国以

前就是“擅参珠之利”的所在，清入关后一直是皇室的贡品出产地，严禁任何人“染指。”

因此，清朝政府对东边外采取封禁政策，任其深山老林，榛荒草蔓，不准开发，竟致人

烟罕至的山川I沉睡二百有余年。 ‘

这种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封禁政策，毕竟不能永久的抵挡历史狂澜。

首先是直豫鲁晋被灾的难民，携妻背子，潜入这片洪荒，用汗水开山垦荒，从乾隆

时起，到道咸时已聚集成村落。其次是成同以来，朝鲜国农民不堪其国内重租苛赋的压

榨，偷渡界江越境私垦。清朝政府从清初到光绪初年弛禁，封禁谕旨不下百道，实在是

禁不住，驱不走，才不得不改弦更张，设治起科。

东边外的设治，是始自光绪初。安东一带起事的反抗清军的宋三好，高希珍等部队，

潜隐在东边外，威胁清廷对“龙兴”之地的统治。清廷在剿灭杀三好等部后，清理户籍，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于光绪二年(1876年)设安东(丹东)县，是奉天东边外设治的嚆矢。从此，随着形势

的发展，自南向北增置治所，安图是最爵的一个．其间历三十五年。

光绪三年二月，在安东北设怀仁(桓仁)和通化两县。七月，增设分巡奉天东边兵

备道。东边道为其简称，为奉天将军下辖的派出机构，兼管旗民，驻扎柳条边内的凤凰

城。辖兴京厅(怀仁、通北)，凤凰城厅(安东、宽甸)。至此，东边道的设治告一段落。

其地理范围仅限于老岭山脉以南。清廷还妄想在老岭山脉以北仍保持沉寂洪荒的封禁中．

通化县的幅员太大了，东北距今延吉地方的南荒围场，西北距海龙厅辖境约六、七

百里，当时马匹为最便利的交通工具，在治理上确实是鞭长莫及，况且东南面与朝鲜国

仅鸭绿江一江见隔，朝鲜农民越江入境，私垦于通化境内如星布林空，而俄国又趁八国

联军之后，在中国东北迅猛地扩张其势力，尤其是从其滨海省的海参崴对东北地区的东

陲进行各种渗透侵略。基于上述的形势，光绪二十八年，将通化县一分为四，通化县仍

治快大茂，其西北柳树河原驻县丞处设柳河县，连通化和海龙；在其东部沿鸭绿江右岸

的通沟设辑安(集安)县，与鸭绿江对岸朝鲜的满浦、渭原等地成对峙之势，以防朝民

越境，并办理越境等交涉。在其东北帽儿山添设临江县。帽儿山原为唐代渤海国的神州，

是渤海通唐朝国都长安(西安)的贡道，由渤海上京龙泉府(宁安县东京城镇附近)起

陆，经旧国(敦化敖东城)、中京显德府(和龙西古城子)到神州．登舟直下鸭绿江入黄

海到山东登莱上陆，西赴西安。这次设治和辑安设治的目的相同，一在东南，一在东北。

这是清朝政府在奉天东边道下设治的第二个阶段。清廷的设治不是“未雨绸缪”，而多是

跟在形势的后边临时抱佛脚。临江设治之后，临江县八道江以北，吉林省的桦甸，敦化

两县之南，潆江州(靖字)之东及东南，仍属空裆，这块地方是东边道治下山高林密的

深邃区域，暂时又置之不理了．

日俄战争之后，这里的形势陡变。日本政府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一月，宣

布朝鲜为他的保护国。接着便企望将图们江北的中国领土变为“第二朝鲜”，或“朝鲜的

延长”。为了达到这个扩张领土的目的，其主要手段是歪曲中韩界河的位置，将作为界河

从来没有异议的图们江，妄指为发源自哈尔巴岭南麓流入布尔哈通河的土门子河，提出

这条小溪是界河，进而将图们江北和这条小溪问的土地，诡称是朝鲜的“间岛”地方，再

进而将凡是朝鲜人越境垦耕之区，皆视为“间岛”，企图凡是朝鲜人越垦的区域皆应为其

领有，或要求对朝鲜人保护权。而“问岛”的范围，随其奢欲的膨胀，不仅有间岛(即

东间岛泛指今延吉、和龙和安图的东北部)，接着又捏造出来。西间岛”，指岗后汤河、漫

江地方，相当于今安图荒沟岭以南的松江河地区，进而更捏造出。北问岛”，指桦甸县的

夹皮沟，桦皮甸子等靠近安图西部的地方。为了达到侵略目的，日本政府除通过外交途

径纠缠中国政府外，还于光绪三十三年七月，竞非法在龙井强行设置朝鲜统监府间岛派

出所，所长斋藤季治郎中佐到处乱窜，煽动勾结越境朝鲜人，推行分割领土的活动。今

二道江娘娘库一带二百八十余户朝鲜人则是其活动对象的一部分，一时间，越垦的朝鲜

人是归化入籍为清朝之人民，还依然保持其朝鲜籍，竟成为保卫中国主权领土的大事。

这样一来，雄踞图们江源之北的长白山地方，原“皆为荒芜漫衍之区，今乃为边塞 。

重要之地”(徐世昌语)这里与朝鲜“一水相望。日人设厂置屯，筹备严密，丽我则道路 I／
不修，人民不聚”(徐世昌语)。来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有鉴于此，力求改变清廷的因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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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政策，主动筹措固边，认为在长白山地区只设一县治，“权望既轻、难言治理”，于光

绪三十四年南分临江县部分土地，北部勘分奉吉两省界线后，再分原属吉林部分土地，在

“无商无兵无村镇市落”之地，设置长白府。第二年即宣统元年(1909年)设临长海分巡

兵备道于临江，统一管辖长自、海龙两府和临江、辑安、通化三县，以便权势归一。原

来的分巡东边兵备道，改称分巡兴凤兵备道，驻安东，管治通化以南地界。

紧接着便是委派刘建封等人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勘奉吉两省界线，兼查长白

三江之源。”在勘查的基础上，在“距长白府东北四百余里为红旗河流域，控图们江上

游”，南抵图们江江源，同年十二月建置安图县，“以备韩民东渡偷垦之防”。原拟将县的

治所设在红旗河流入图们江的汇合的右侧。后来因为娘娘库是由朝鲜茂山，甲山等处至

夹皮沟的要道枢纽，因此，改设县治于此。同时在松花江上流的双甸子设置抚松县，均

隶属于长白府。这样一来，长白府、安图县、抚松县成三足鼎立的形势。当时，“安图地

广人稀，其设治较抚松稍难，而地界韩境，较抚松尤重。”这期间，吉林省在南荒围场先

后设置了延吉厅(后升府)、漾江州(靖宇县)、和龙县、并且在珲春设置吉林省分巡东

南兵备道。通过在奉天东边道和吉林省南荒围场的设治，在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澜中，保

住了东北东陲的国土。

东边道设治的历史是～曲反侵略保疆土的凯歌，这不是有关的个别县的县志建置篇

能记叙其全貌的。所以，我愿借新修《安图县志》的书端，记述这一段设治的历史，除

了抒发我眷爱这块祖国宝贵热土外，更主要是要凭借新修《安图县志》的传世，敬告生

长繁衍在这里的子孙后代，要永远记住当年设治时的“筚路褴褛，以启山林”(《左传·

宣公十二年)的伟大精神，保持发扬，来建设美好的未来。

安图县是在洪荒荆莽中设治的，为设治临时迁来二百户，宣统三年第一次修志时

“户仅七百，人仅三千”。现今已二十万人口，虽然仍属地广人稀，但比伊始，确实不可

同El而语。昔年这里的产业仅是狩猎、挖参和伐木，问有一点小片开荒的农作和秧参。八

十年后的今天，安图县的产业正蓬勃向上，第一产业“以山林为依托”，凭借品种繁多的

资源，农林牧副业并举，多种经营．形成许多一方特有的土特专业，而建国以来林牧副

业的产值，一直占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三十以上。今后在科学技术日益昌盛的推动下，林

牧特副业的生产向高精尖发展，自然要获得更广阔的国内的和国际的市场。安图的工业

真正是从零点开始，建治之初，连像点样的手工作坊都没有，现今采矿、电力、化工、森

工皆具规模，水力电站已建成八座，是全国电气试点百县之～。矿藏品种多，黄金、硅

石、浮石贮藏量皆属可观。森林工业的前途更是无限，现今工业总产值已占工农业总产

值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我以为交通通讯设施优化，教育发展，引进和培养大批的科技人

材，安图县的现代化是指日可待的。安图县的第三产业极有潜力，长白山的自然景观，不

仅是旅游业得天独厚的资源，也是地质、矿物、地貌、植物、动物等学科研究的宝贵对

象。而神奇的传说和古今英雄的业绩，自然要吸引诗人词客的响往。今日的安图如同一

棵长自山中的宝珠，已经璀璨夺目，将来要异彩缤纷于祖国的大地和国际经济文化的舞

台之上。

安图设治时间不早，而文化发展又比较迟缓，但修纂志书的成绩却蜚声在外，设治

之初成书的《长自汇征录》、《长自山江岗志略》、《长白设治兼勘分奉吉界线书》是极有



价值的史志著作，从来被学术界说为方志的别裁。

《长自汇征录》，初名《长白征存录》，为首任知府张凤台修纂，张凤台是一位有开拓

精神又恪勤职守的地方官员。书中洋洋十余万言，是其广征文献和实地勘查的结晶。对

疆域、山川、兵事、风俗、物产、药品皆有详细确切的记述，并有可信度颇高的考订。更

可贵的《文牍》一卷，秉承章实斋的“立三书”的文征之议，收长白设府的内治、外交

的文牍，有存史征档的价值。这部书强烈地表露出保卫边疆、开发山林、针砭时弊的爱

国思想。

《长白山江岗志略》十余万言，是安图首任县令刘建封撰写的。刘建封不仅是爱国者，

而且是民主主义的革命者，追随孙中山参加了辛亥革命运动。这部书是他奉命“勘奉吉

两省界线，兼查长白三江之源”的副产品。他在本书的“缘起”中写道s于《长白山三

江源流考》、《白山穆石辨》、《中韩国界说》、《间岛辨》等向官方提出的报告之余，“独于

白山之上，天池之傍，三岗之重峦叠嶂，三江之支派分流，以及草木鸟兽，沙石虫鱼之

类，略而不载”，觉得实在遗憾，才成《志略》一书。作者笔锋舒展有奇气，不拘格套，

内容十分丰富，举凡历史沿革，江山气势．名峰胜水的释名，特异的自然现象，奇人怪

物的传闻，花木、洞石、山珍、特产、古迹、民俗，莫不包罗在集。特别是对穆克登刻

石并非界碑之驳，朝鲜人毁我十字界碑的诡辩等文字有理有据，诚铁板不移。他还在书

中提出许多政见，如山林国有，以农为兵，添设江防．固守国界，倡议“先聚十年，训

练十年”，繁荣边区，重振国威。这些真知灼识．铿锵作声的文字，充分阐明了长白山地

区在政治、经济、国防上的重要战略地位。刘建封的{：东荒谭余》是《志略》的姊妹篇。

《长自设治兼勘分奉吉界线书》，李廷玉编。李廷玉当时署临江县令，参与长白设府

和安图建县的工作。刘建封的勘查是以临江为后方基地，李廷玉为其准备作了很多工作。

这部《界线书》是李廷玉和刘建封的报告书和时论的文集，是一部足咨征信的宝贵文献。

安图设县后不到二年，完成了第一部官修的一函六册约十六万字《安图县志》(刘建

封修、吴元瑞纂)。这部志书在旧县志中是难得的佳作。体例严谨，图、表、考、志，传、

记、略等安排分工甚为得体。内容十分丰富且有特点，如“会总表”、。垦务志”、“迁旗

志”、’“韩侨志”、“金匪记”、。归化记”、“会防记”、。匪乱记”、“设治记”等篇，都有宝

贵的史料价值。另外，这部志书还收存了许多历史文献。

民国十八年(1929)出版的第二部{：安图县志》虽出自众人之手，但内容翔实，将

设县以来二十年间政治经济的发展，分门别类皆有记叙，可以看作是安图县沦为日本殖

民统治前的一个总结。

上距前次志书六十年后，新修的以记载社会主义建设为主体的《安图县志》杀青，时

代的特点规定了这部县志的工程，超过历史上的两次志书。先是集全县各部门数百位职

其事者的心血，成部门志。在此基础上，专职的同志们又精琢细刻．5载寒暑，四易书稿．

终于完成安图。一方之通纪”，宏业钜篇，功在千秋。凡参与这部志书的编纂工作付出汗

水的同志们，将永远受到安图县子孙后代的尊敬。

薛虹谨识于东北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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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实事求是，详今略

古，突出社会主义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

二、本志上限始于设治时，个别条目追溯到事物的发端；下限

止于1985年。

三、本志分概述、专业志、附录3段。专业志以类系事、类为

一卷，共设1 9卷85章320节。

四、本志以文字记述为主，辅以图表、照片。

五、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间用记事本末体；人物传记坚持生

不立传的原则，分传略、简略，表3种形式。以卒年先后为序。

六、资料主要来自各部门志，部分来自县、州、省馆藏及口碑。

为节省篇幅，均不注明资料出处，一并开列参考资料要目于书后以

备参阅。建国后的数字，以统计局公布的为准，不足时采用有关部

门数字。 ．

七、1931年前纪年，年号后括注公元；1 931年后采用公元纪

年。1 946年3月安图解放，书中解放前、解放后均依此为准。

八、行政区划及地名使用历史称谓时，括注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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