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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东北三江流域文化丛书之一，介绍三江流域古代城址，时代自汉魏至辽、金、元、明、清
。
城址型制各异、大小不一，不同的文化内涵，反映了本区古代历史发展的阶段性。
本书较为翔实地录辑了东北三江流域经田野考古发现并确认的古代城址，文图并茂，不仅为古代历史
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对一般读者也具有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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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高波：佳木斯文物管理站站长。
主要从事赫哲族民族历史、三江地域古代史研究。
赫哲族民族历史研究方面，曾长期工作在赫哲族聚集地饶河，对乌苏里江沿岸赫哲族的生活、迁徙、
衍变了解颇深，主持编写了《饶河赫哲族》一书，对赫哲族历史中地缘史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三江
地域古代史方面，曾参加过“七星河——三江平原古代遗址调查与勘测工程”，参与《佳木斯地区历
史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书的编写，主要负责古代史和古代遗址部分。

　 此次参与丛书中《佳木斯地区汉魏时期城址》一书，主要做组织和总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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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建州女真原居住在今黑龙江省依兰县为中心的牡丹江下游。
明初迁居到长白山以北的绥芬河流域和图们江一带。
乌苏里江支流穆棱河地方的毛怜女真，也属于建州女真。
明中叶以后，建州女真内部又分为苏克苏护、浑河、完颜（一作王甲）、栋鄂、哲陈、鸭绿江、讷殷
、朱舍里等部，分布在今开原、抚顺以东，以浑河流域为中心，东达长白山东麓和北麓，南抵鸭绿江
。
　　海西女真海西为元代的旧称，指松花江中下游。
明初，主要分布在以忽拉温（今呼兰河）为中心的松花江下游一带。
当元朝在东北的统治崩溃后，这部分的女真人频繁南迁，先后定居于明开原边外至松花江上游之间，
形成哈达、辉发、乌拉、叶赫部，又称“扈伦四部”。
　　“野人”女真又称“东海女真”或“窝集诸部”，包括属于不同语族的众多氏族部落。
他们散居于建州、海西以东和极北的广阔地区。
大体从松花江下游，迄黑龙江流域，东达海岸。
随着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的南移，“野人”女真中的一部分逐渐占据了建州和海西的故地。
　　明代“女真人”，由于氏族、部落众多，分布地域辽阔，其社会发展是极不平衡的。
明嘉靖时魏焕对女真各部的经济状况，作过如下的描述：　　建州女真，“其人知耕种、缉纺，居处
饮食，颇有华风”；而海西女真，又称“山寨夷”或“江夷”，“俗尚耕稼”；至于野人女真，则“
不事耕稼，唯以捕猎为生”。
就经济发达程度而言，建州和海西这两部女真，在各部中居于先进或比较先进水平，“野人”女真最
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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