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录
	总说 
	一 绪言
	二 牡丹江与地理上之关系
	三 牡丹江与历史上之关系
	四 牡丹江与人种上之关系
	五 牡丹江与东洋史之关系
	上篇 历史之部
	第一章 概说
	第一节 牡丹江之名称
	第二节 牡丹江之疆域
	第二章 古代满洲
	第一节 肃慎
	第一项 肃慎之立国
	第二项 肃慎之疆域
	第三项 肃慎之政治制度
	第四项 肃慎之社会概况
	第五项 满洲古代日满之关系
	第二节 渤海国
	第一项 渤海之兴亡
	第二项 疆域
	第三项 政治
	一 中央官制
	二 地方官制
	三 田制税法
	四 币制
	第四项 军事
	第五项 教育
	第六项 宗教
	第七项 交通
	渤海遣使到日本之往返表
	日渤国书
	第八项 物产
	第九项 贸易
	第十项 文化
	一 文学
	二 艺术
	（亻） 美术
	（口） 建筑
	（八） 音乐
	第三节 辽
	第一项 辽之兴起
	第二项 辽代渤海之情形
	第三项 辽后妃之文学武略
	第四项 辽亡之原因
	第四节 金
	第一项 阿骨打之兴起
	第二项 政治文化及社会情形
	第三项 金之风俗习惯
	第五节 元
	第一项 成吉思汗之崛起
	第二项 元之行政区划
	第三项 政治制度及社会情形
	第六节 明
	第一项 明之兴亡
	第二项 明代满洲行政之区划
	第三项 政治制度及社会情形
	第七节 清
	第一项 清之兴起
	第二项 政治制度与社会情形
	第三项 牡丹江之沿革
	中篇 省之概况
	第一章 总说
	第一节 绪言
	第二节 位置·地域
	第三节 省组织之沿革
	第二章 教育
	第一节 教育制度之沿革
	一 教育宗旨之演变
	二 中央教育行政机关组织之沿革
	三 省区教育行政机关组织之沿革
	四 市县教育行政机关组织之沿革
	五 学校系统之沿革
	第二节 满洲国教育之概况
	一 概说
	二 教育方针
	三 学校教育要纲
	四 学校教育之分类目标种类
	第三节 本省教育之概况
	一 方针
	二 要领
	三 乡土教育之振兴
	四 学校内容之充实
	第三章 礼俗
	第一节 萨满教
	第四章 文学
	第一节 地方文学
	第二节 文艺作品
	第五章 交通
	第一节 铁道
	第二节 自动车交通
	第三节 水运
	第四节 航空路
	第六章 社会事业
	第一节 帝室与社会事业
	第二节 民间社会事业
	下篇 市之全貌
	第一章 概说
	第一节 位置 面积
	第二节 户口
	第三节 市之行政区划
	第四节 区政之运营
	第五节 都市计划概要
	第二章 主要机关
	第一节 官公衙
	第二节 特殊机关·会社
	第三章 主要机关之实态
	第一节 协和会之使命及现况
	第二节 铁道局
	第三节 牡丹江电电管理局
	（一） 电电会社
	（二） 放送局
	第四节 牡丹江邮政管理局
	（一） 邮政管理局
	（二） 邮局
	第五节 牡丹江营林局
	（一） 营林局
	（二） 营林署
	第六节 商工公会
	第七节 开拓事业
	第四章 文化事业
	第一节 教育
	第五章 礼俗
	第一节 风习
	第二节 祭祀
	（一） 建国神庙祭
	（二） 建国忠灵庙
	（三） 祀孔
	（四） 祀关岳
	（五） 娘娘庙祭
	第三节 婚丧礼节
	（一） 婚礼
	（二） 丧礼
	（三） 寿日礼节
	附张理萱割股孝亲记事
	第六章 其他
	一 皇帝陛下御巡狩
	二 镜泊湖
	三 镜泊湖水力电气事业概况
	四 长白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