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珲春敬信的水流峰山城

又叫连城山，顾名思义，就是山连

着城，城连着山。一千多年以前水

流峰发生了一个故事——《白马上

书的故事》。

唐朝渤海国第三代王文王大

钦茂居住在东京龙原府（今吉林省

珲春市八连城）。一日，文王大钦

茂由护卫陪同在后花园里散步，听

见前面有嬉笑声，文王抬头望去，

看到小女儿贞顺公主和侍女在那

里荡秋千。文王心中暗想：此时应

是公主习字绘画之时，怎么跑出荡

秋千来了？文王很生气，他扯住了

正在悠荡的秋千道：“你已是十七、

八岁的女儿家了，不好好读书绘

画，这么浪费大好时光在外面撒

野，成何体统？”小公主看看国王生

气的样子，便撒娇地说：“父王何必

如此生气，女儿实在是憋得慌，才

出来玩一玩，谁叫您不让我去看外

婆了？急得我这几天嘴都长泡

了。”说着小嘴又撅了起来。文王

看到小女儿还在为去看

外婆的事和他怄气呢，

便笑了起来，说：“不是

不让你去，而是因为山

高路险，还没有选好让

父王放心的护卫护送你

前去，过几天再说吧。”

小公主听文王要给她派

护卫便真的生气了：“父

王，凭我这般武艺还用

护卫吗？他们哪个护卫

能挡得住我，我看您老

这是多此一举。”其实文

王对自己小女儿的武功

确实了如指掌的。当小

公主六岁的时候，文王

就给她找了个渤海国第

一武士教官来教授武

艺。待到她十多岁时，

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

当时在渤海国已属一流

高手了。怎么能不相信

她呢？不是不相信她的

武功，只是仅让她带着

侍女，太显得渤海国没

面子了。但是小公主就

是不要一兵一卒陪同，

文王率不过她，也只好

同意了。

这天，小公主终于去看她的外

婆了。小公主策马扬鞭，近日暮时

分来到了海参崴外婆家。外婆看

到多年未见的小外孙女出落得如

此俊俏，胜似月宫嫦娥一般，非常

高兴。小公主兴奋地一头扎到外

婆怀里，外婆也十分激动，老少二

人抱成一团大哭了起来……

原来这渤海国王后是契丹人，

早在营州（今辽宁朝阳地区）时，渤

海国第二代王大武艺（文王大钦茂

的父亲）就把安氏定为儿媳，待到

大钦茂长大后才正式把她从营州

娶了过来，她为文王生了好几个公

主，这些公主都是混血儿，个个长

得如花似玉、赛过天仙。

小公主的舅舅从小跟随母亲

来到海参崴（今属俄罗斯），姓安，

名禄海。他游手好闲，吃喝嫖赌无

所不好，有时还与倭寇来往，经常

不回家。今天回来了。他看到小

公主如此美丽动人，如仙女下凡一

般，于是他便起了歹心，想把这小

公主扣留住，占为已有。于是，他

特意为小公主准备了一桌丰盛的

宴席，并在酒壶中下了迷魂药。小

公主不知是计，也不会喝酒，在舅

舅的苦劝下无奈喝了两口，不一会

儿便身子一软倒了下去。侍女也

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她按安禄海

的吩咐将公主扶到寝室。这时，安

禄海悄悄地跟在后面将门反锁了。

待到半夜，安禄海悄悄地把门

打开进了屋里。这时侍女听到开

门声音便喊一句：“谁？”安禄海不

答话，快步直奔侍女而来。侍女从

隐隐身影中知道此人就是安禄海，

她大喊道：“安大人你要干什么？”

这时安禄海已飞步来到跟前，一下

将她打倒。侍女喊道：“公主！公

主！你快醒醒！”公主听到侍女的

喊声，但浑身无力，怎么也起不

来。这时安禄海在她身上胡乱地

摸着，小公主气得用双手在他脸上

使劲地挠，挠得他脸上一道道血

丝。这时安禄海也不顾脸上的疼

痛，像一条发了疯的赖狗。侍女强

忍疼痛从炕上爬起来到安禄海跟

前，双手紧紧地抱着安禄海的腰往

后拽。公主在下面不断地打着安

禄海的脑袋，忽然又抓住安禄海的

大辫子，立即用牙咬住了耳朵，死

死地咬住不放，越咬越紧。终于将

他的耳朵咬下了一大块，鲜血直

流。安禄海痛得不顾一切往屋外

跑去……

安禄海走后，主仆两人抱在一

起大哭了起来，好不容易熬到了天

亮。这时候侍女才看到公主的衣

服都已被安禄海撕破，她把自己的

外衣给公主穿上了。侍女起身去

开门，结果发现门被反锁上了，外

边还有侍卫站岗。侍女使劲地敲

门，侍卫在门外问：“有什么事？”侍

女说：“公主要喝水，赶快把门打

开！”只听侍卫道：“要水可以，你们

等着，我给你端来。”公主在屋里听

得真切，“腾”地一下从炕上跳了下

来，来到门口喊道：“我是渤海国的

公主！赶快给我开门！”侍卫不紧

不慢地道：“公主格格，我们知道您

是渤海国的小公主，会好好地保护

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们一定

好好侍奉您，请您不要为难小的，

您要是出了这个门，我们的小命可

就难保了。”公主一听肺都气炸了，

知道这一切都是那可恶的舅舅安

排的。她立即冷静了下来，和侍女

一起回到炕上，认真地

商量对策。这时外边的

水递了过来，小侍女顺

着门缝把水端了过来，

交到公主手上。公主一

边喝着水一边小声说：

“不行，我们得想个法子

逃出去。”侍女点点头说

道：“公主您先慢慢喝

着，我到门口试探一下，

看能不能出去。”公主点

点头。侍女敲敲门说：

“我说小兵卒子，我想到

外面茅房方便方便，快

开门！”侍卫说：“侍女可

以出去，但公主不能出

去。这是我家主子的命

令。”他们边说边打开了

门。待女什么也没说，

趁此机会出去转了一

圈。转完后回来，公主

一看侍女真的可以出来

进去，眼神一亮，有了希

望。她附耳对待女说：

“我马上写封信给父王，

你待会儿再出去一趟，

想办法把它绑在白马尾

巴上，再把白马赶跑，让

它自己回东京，父王见到我的白马

就会明白了……”一天清晨，在阳

光的照耀下一匹白马飞快地从东

南方奔向渤海国东京都城。守城

将士们同时看到了这匹马，当他们

定神再看时，白马已来到了眼前。

“赶快放下吊桥！”守城将领高喊。

吊桥刚刚放下，白马便顺着吊桥跑

了过去，来到王宫南门口，停了下

来。这时人们都惊呆了，还是侍卫

长反应快，他飞速地跑去报告文王

大钦茂。文王睡得正香，忽听有人

报告，很不耐烦地问：“怎么回事？”

侍卫长报告说“启禀国王，小公主

的白马自己跑了回来，不知怎么回

事？”文王听到这儿，脑子“轰”地一

下蒙了，他和王后赶紧穿上衣服跑

了出来，直奔南门。

果真是小公主的白马站在那

里，只见白马汗如雨下，喘得上气

不接下气，浑身发抖。文王见状连

声问守城将领：“公主何在？”将领

答道：“只见白马，不见公主。”此时

白马前腿高高抬起，仰天长嘶。文

王命令道：“赶快给我搜马！”不一

会儿，一个侍卫在白马尾巴上找到

了一个白丝绢，立即交给文王。文

王一看就知道是贞顺公主的手帕，

上面是女儿用鲜血写成的书信。

文王看完信后，将手帕塞到王后手

中。王后看了信后，气得晕了过

去，左右侍卫急忙将王后抬回后

宫。

文王回到宫中坐卧不安，边走

边思索，他要亲自征讨安禄海。可

这安禄海早就有准备，他在水流峰

上修筑了一座城墙，依山而筑，防御

功能极强，他得意地称之为“连城

山”。山城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

势，他根本没把文王放在眼里。

文王大钦茂亲率精兵一万，分

两路前往连城山：一路由文王亲

率，从正面进攻连城山；另一路从

长岭子进兵，越过连城山南麓，在

背后插上一刀。这一招真厉害，安

禄海是万万没想到的。这两路大

军分进合击，文王大钦茂率领的都

是精兵强将，很快就将连城山拿

下。在激战中，安禄海被乱箭射

死。文王率领大军挥师海参崴，救

回贞顺公主，报了一箭之仇。

这就是千百年来白马上书的

故事，一直流传至今。而水流峰山

城也因此故事而闻名一方。

（摘编自《珲春传说故事》搜集
整理：郎佰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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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哥帖木儿（1370一1433），清

史中也称作孟特穆，爱新觉罗氏。

元末明初，出生于训春河（珲春河）

口的奚关城（今珲春市三家子满族

乡斐优城，现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建州女真斡朵里部首领，

明代建州左卫首任右都督（正一

品），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六世祖。

猛哥帖木儿是明朝戍守边疆

的卓越的守土官员，为国家的统一

和边疆的开发做出了贡献。他又

是建州女真杰出的民族英雄，为女

真人的复兴，重现历史舞台，开创

了道路。努尔哈赤开国称王，缅怀

列祖，认为自己的王业，实由其六

世祖开创而来，于是便尊其六世祖

猛哥帖木儿为肇基王迹之祖一—

肇祖。清顺治五年（1648），爱新觉

罗·福临下诏封尊猛哥帖木儿为肇

祖原皇帝。

自明洪武十七年（1384），猛哥

帖木儿任女真斡朵里军民万户府

万户长，后与同为万户府的女真胡

里改部首领阿哈出联合创立建州

卫，被明成祖永乐帝封为建州卫指

挥使，在东起海参威、西南至长白

山图们江源头、北至现汪清老爷岭

辖境内创立20余卫所，是明朝前期

珲春地区东海沿岸和图们江畔最

高军事行政长官。

猛哥帖木儿的父亲挥厚，是元

代斡朵里军民万户府万户长，在占

据东海沿岸蒙古街、细林河、水银、

盐出河、天鹅湾诸千户后，又移居

珲春干沟子山城和位于珲春河口

的斐优城。此时，其长子猛哥帖木

儿出生。

洪武十七年（1384），斡朵里万

户长挥厚由于操劳过度，因病去

世。猛哥帖木儿在家族众长辈支

持下，承袭了其父挥厚的斡朵里万

户长职务。猛哥帖木儿自幼饱读

诗书，年轻力壮，不到10岁就开始

跟随家人去辽东贩马，走南闯北，

见多识广。承袭斡朵里万户长职

务后，将部族诸事打理得井井有

条。这期间，猛哥帖木儿为了更好

地加强斡朵里万户与胡里改万户

的联盟关系，通过联姻，与其结成

联盟，胡里改万户阿哈出又通过将

女儿嫁给燕王，与明朝结成一家。

建文元年（1399），为支持燕王

朱棣的“靖难之役”，斡朵里万户长

猛哥帖木儿通过阿哈出向燕王朱

棣提供了大批珲春东海产的军马

和黄金。朱棣为感谢阿哈出相助

之恩，册封阿哈出为“建州卫指挥

使”，之后又册封其为“建州卫参政

同知”。朱棣请阿哈出回到东北

后，多招抚东北各地女真人。阿哈

出向永乐帝举荐猛哥帖木儿，说：

“猛哥帖木儿聪明，识达天道。”

（《李朝实录》太宗五年丙午）。

永乐三年（1405）正月，朱棣特

遣钦差开原千户高时罗带着救前

去招谕猛哥帖木儿。钦差高时罗

到吾都里（斡朵里）地面开读圣旨，

未提猛哥帖木儿之名与万户称谓，

猛哥帖木儿十分不快，拒之曰：“泛

称吾都里卫，不录万户之名，何以

迎命？不录吾名，何以屈身。”因猛

哥帖木儿是图们江流域女真族各

部大首领，他的行动会给这一带女

真人带来重大影响。永乐帝对招

抚猛哥帖木儿十分重视，重又下诏

招谕猛哥帖木儿曰：“猛哥帖木儿，

皇后之亲也。遣人招来者，皇后之

愿欲也。骨肉相见人之大伦也。”

（《李 朝 实 录》太 宗 五 年 九 月 己

酉）。永乐三年（1405）三月，朱棣

遣钦差千户王教化带着救谕和赏

资到斡朵里万户，猛哥帖木儿听到

敕谕记录他的名字和万户称谓，非

常高兴。九月，猛哥帖木儿决定跟

同明钦差王教化入朝京师。

翌年，猛哥帖木儿接受了永乐

帝的赐见。朱棣正式授予猛哥帖

木儿为建州卫指挥使，赐印信、锦

衣袍带、金银绮帛。猛哥帖木儿正

式成为明朝地方政权的官员。由

此，自猛哥帖木儿向下延续六辈，

直至其六世孙努尔哈赤，都一直沿

袭以建州卫名义担任首领。后来，

努尔哈赤在建州卫的基础上，创立

了后金国，其子皇太极登基改国号

为大清。

猛哥帖木儿被明帝赐封为建

州卫指挥使后，以斐优城为建州

卫指挥使司，其部族斡朵里万户

全部转为建州卫，斡朵里万户的

人也改称为“建州卫斡朵里人”。

由于猛哥帖木儿加入建州卫，不

仅所部斡朵里万户整体加入建州

卫，还带动了周边地区女真各部

纷纷加入建州卫。猛哥帖木儿在

辖境各处立卫设所。据《珲春史

志》和《珲春市志》记载，猛哥帖木

儿仅在永乐三年至永乐九年便在

珲春地区设卫所20余处。永乐十

年（1412），猛哥帖木儿奉诏组建

建州左卫，并任建州左卫首任指

挥使，独掌左卫事。

建州左卫的组建具有极其重

大深远的历史意义。猛哥帖木儿

从此独执旗帜，支撑一卫，成为一

卫的最高长官。不再寄建州卫之

篱下受其节制，脱离建州卫走上自

立的道路（但仍然保持密切的联

系）。猛哥帖木儿在建州女真中逐

渐成为最具声望的首领。它为建

州女真的发展，为女真人重现历史

舞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永乐

十 一 年（1413）到 永 乐 三 十 一 年

（1433），猛哥帖木儿先后 7 次去明

都南京、北京朝贡，并于永乐二十

年（1422），率领建州左卫人马参加

了朱棣第三次征讨靴粗战争。永

乐二十一年（1423），经奏请永乐帝

恩准，猛哥帖木儿率族众7400多人

迁到图们江右岸的阿木河（今朝鲜

会宁）居住。猛哥帖木儿迁到阿木

河后，忠于职守，报效朝廷。宜德

元年（1426）正月，猛哥帖木儿配合

明朝招抚叛军功绩草著，由建州左

卫指挥使晋升为建州左卫都督金

事。宣德八年（1433）二月，猛哥帖

木儿到明都北京朝见宣德帝，又晋

升至右都督（其弟凡察升为都指挥

使），成为明朝东睡女真人中官阶

最高的人。宣德帝同时救谕猛哥

帖木儿，要继续遣返原开原千户杨

木答兀于永乐二十年（1422），掳掠

到图们江流域的开原千余口汉人。

猛哥帖木儿返回阿木河后，积

极配合持救钦差和官军遣返被杨

木答兀掳掠人口，引起了杨木答兀

及兀狄哈野人女真的对抗和仇

恨。宣德八年(1433）十月十九日，

杨木答兀纠合探州（今敦化）、速平

江（今绥芬河）兀狄哈野人女真800

余人，突然包围猛哥帖木儿和其子

阿谷及明钦差裴俊驻地。由于寡

不敌众，兀狄哈野人女真烧毁大

门，冲入院内，杀死猛哥帖木儿和

阿谷，猛哥帖木儿弟凡察和钦差冲

出重围逃走。

猛哥帖木儿和其子阿谷被杀

后，建州女真部属将其安葬在今会

宁南20公里处叫“丰山面”地方，后

人称其为“猛哥洞古坟”。自永乐

九年（1411），猛哥帖木儿率部西迁

后，留在珲春的建州女真各卫所，

随着时间和社会形势的变化，逐渐

形成为一个独特的群体，人们称其

为“瓦尔喀人”，分布在珲春各地，

是建州女真的遗民。挥春的“瓦尔

喀人”在其后的年代里，以斐优城

为中心，多环居在斐优城居住，从

明万历年间至清朝初期，先后陆续

迁到辽宁新宾建州女真部，投附猛

哥帖木儿的后人，珲春女真“瓦尔

喀人”为反抗明朝统治、创建大清

朝做出了重大贡献。

（摘编自《珲春历史名人》搜集
整理：崔松海）

追封为大清肇祖原皇帝的猛哥帖木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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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今天的大荒沟头道岭，这

里的山林早已归于沉寂。但是上

个世纪 30 年代初期，这道山岭上

曾留下抗日战士的战斗足迹，在山

岭的密林深处诞生了一支威武之

师，它就是大荒沟头道岭别动队。

如果你登临头道岭山顶，在林海中

仔细寻觅，仍依稀可见当年头道岭

别动队建造的密营遗迹。

1930 年 10 月，中共珲春县委

成立以后，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群众

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教育和组织领

导工作，发动群众建立了反日会、

农民协会、妇女会等反日群众团

体。组织起来的群众，在党的领导

下，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日斗争。

但是，由于缺乏一支武装力

量，无法从军事上给敌人以沉重打

击。随着革命斗争形势风起云涌

地进行，县委决定成立军事筹备委

员会，着手组建一支党领导下的革

命武装。经过精挑细选，县委选出

15 名党、团员组成一支先遣队。

1932年1月，这15人秘密潜入到大

荒沟，着手组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

队。这支队伍由朝鲜族、汉族、满

族等多民族构成。每名成员都是

身怀绝技，有百步穿杨的身手。这

15个人经过几天的认真勘查，决定

在地势险峻、山高林密、敌人不易

发现的头道岭建造密营。

在队长姜锡焕的带领下，他们

用斧头砍倒大树，建造了马架式密

营，成立了珲春县第一支抗日武装

队伍——大荒沟别动队。这支队

伍成为当时党领导下的东满地区

建立较早的革命武装。

当时，对敌斗争条件十分艰

苦，缺衣少粮使他们随时都可能面

临着死神的威胁。特别是由于部

队刚刚组建，队员们手上几乎没有

一样像样的武器。初期，大家只能

借助几支旧手枪和土炮以及自制

的扎枪等简陋武器，与敌人进行周

旋，袭击零散敌人。队员们经常昼

伏夜出，趁敌不备时，进行突然袭

扰，从中不断缴获敌人武器。经过

数月战斗，别动队武器配备得到根

本改善，部队战斗力显著提升。

大荒沟别动队是党领导下的

东满地区最早的革命武装之一，后

来这支别动队成为岭北游击队的骨

干力量，到1932年8月，这支武装发

展到140多人，成为一支精干的抗

日斗争队伍，在后来的攻打珲春县

城、袭击大荒沟鬼子修路队等战斗

中表现神勇，为珲春抗日游击战争

做出了重要贡献。大荒沟别动队的

建立，标着珲春人民的反日斗争进

入比较正规的武装斗争阶段。

（摘编自《红色记忆——珲春
革命老区故事汇》）

骁勇善战的大荒沟头道岭别动队

本报综合讯 冷面，冷面是朝

鲜族的传统饮食之一，由于口感独

特，食用方便，千百年来深受朝鲜

族民众的喜爱。

其中，尤以荞麦面冷面为著

称。一般用牛肉汤或鸡汤，佐以辣

白菜、肉片、鸡蛋、黄瓜丝、梨条

等。食用时，先在碗内放少量凉汤

与适量面条，再放入佐料，最后再

次浇汤。其面条细质韧，汤汁凉

爽，酸辣适口。

追根溯源，冷面最早发源于

19 世纪中叶朝鲜王朝的平壤和咸

兴地区，后来冷面的口味渐渐发展

为平壤冷面和咸兴冷面。两者最

显著的区别，是平壤冷面为加汤食

用的“水冷面”，而咸兴冷面是用辣

椒酱做调料的“拌冷面”。从这一

点看，朝鲜族冷面更偏向于继承

了平壤冷面的做法。

关于朝鲜族冷面还有一段美

丽的传说，传说是玉皇大帝的女儿

下凡遇难，被一位秀才所救，为答

谢秀才而教授其冷面的做法。这

为朝鲜族冷面添加上一层传奇色

彩。朝鲜族有在农历正月初四中

午吃冷面的习俗，说是如果这一天

吃了冷面，就会像长长的面丝那样

长寿。因此，冷面又被称做“长寿

面”。 ⇑吊水壶位于珲春市东北40公里处的珲春林业有限公司马滴达林场辖区内。这里水流湍急，浪
花激越，周围山高林密，峡谷幽深。春天，青山吐绿，鸟语花香；夏天，绿影倒映，秀水奔腾；秋天，五彩
缤纷，色彩斑斓；冬天，银装素裹，晶莹剔透。

吊水壶因河水被大块岩石阻隔，形成天然瀑布和一千多平方米的湖面而得名，并拥有“北方小九寨”之
称。水击石壁，浪花飞渐，如飞虹流莹，似喷珠吐玉，可谓是姿态万千，给人以无限的遐想。（资料图）

朝 鲜 族 冷 面

本报综合讯 双飞舞跑是满族

传统游戏项目，又称“二人三足赛

跑”“三条腿走路”。游戏源于后金

花样滑冰，双飞舞跑冰上陆上皆

可。努尔哈赤带领女真人在长期

征战和生产过程中，为加强军事力

量，确定“八旗”制。八旗兵每月练

习弓马6次，春秋季则集中操练马

步骑射。

清宫廷每年农历十月，在北

海冰面上开展八旗兵滑冰比赛，

据《清朝文献通考》记载：每次参

加检阅人数 1600 名(每旗各 200

名)。检阅分作两队，一队穿红马

褂，黄背心；另一队穿黄马褂 、黄

背心，背后皆按其籍插上正白、正

黄、镶白、镶黄颜色小旗。士兵裹

皮护膝，脚上穿装有冰刀(铁条)皮

靴。冰场立有3座大门，各自成两

路纵队，分别从门洞里穿梭往来，

形成一个螺旋形大圈，场面非常

壮观。检阅项目有速度滑冰、花

样滑冰、冰上球赛、冰上杂技、滑

冰射箭等。花样滑冰有“探海”

“大蝎子”“金鸡独立”等名目。双

飞舞跑比赛由若干组参加，每组2

人，并排站立在起跑线上，两人靠

近腿从膝关节以上用带子绑好，

相互搂住同伴肩或腰。裁判员鸣

笛后，迅速向前奔跑，按到达终点

先后顺序确定名次。比赛距离可

根据参加者年龄、性别以及场地

环境而定。比赛还可分为单程、

往返、分队接力跑等多种形式，双

飞舞跑是防川村民比较喜爱的一

项游戏活动之一。

双飞舞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