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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穆克登查边为基本内容，对穆克登查边中所涉及的诸多界务问题逐一加以辨析；通过对1885
、1887年中朝两次勘界与谈判的考察，就“土门”即今图们江予以论证；在上述基础上，进一步阐述
了中国与朝鲜自15世纪中叶起就以图们江为界河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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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二）墓葬1.朝东墓群该墓群在龙井县富裕乡朝东村1公里图们江北岸第二阶台地上。
已清理十三座古墓，均为土坑墓。
除第2、10、11、12、13号墓无葬具外，其余皆用槽式独木棺。
除2号墓做单人侧身曲肢葬外，其余均做单人仰身直肢葬。
墓中出土230余件随葬品，有瓷器、陶器、铜器、铁器、贝饰、串珠等。
其中铜牌饰、铁剪、铁镞、铜环等文物，与黑龙江省依兰县永和、德丰等清初墓葬出土的同类器物相
似。
明代，朝东一带是女真人活动的地区，距建州卫、建州左卫的住地朝鲜境内会宁只有20华里。
2.福洞墓葬该墓葬位于和龙县福洞镇东1华里的福洞河右岸平地上。
据当地农民讲，墓葬为土坑坚穴封土墓，封土包较大，东西约4米，南北约7米，高约1米。
墓内有装殓人骨的木棺，其他遗物均出自棺外。
出土文物有铜钥、铜镯、铜环、铜指环、银耳坠、铜锅等。
这些遗物与前述朝东墓葬所出同类物很相似。
3.大洞墓葬该墓葬位于崇善乡大洞村内，出土遗物有铜匙、铜镯、铜环、铜指环、铜牌饰、铜饰、玛
瑙珠、绿松石珠等。
这些器物的形制与前述福洞及下述的河南村墓葬出土的同类器物基本相似。
4.河南村墓葬该墓葬位于龙井县河南村西500米海兰江右岸台地上。
据当地群众反映，墓葬为土坑竖穴封土墓，内置有木棺，棺内有一具人骨和很多随葬品，出土文物有
铜器、瓷器、金器、串珠、鸣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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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克登碑问题研究:清代中朝图们江界务考证》是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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