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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橱窗

红色档案本期人物

边地风情

游在珲春

骆宾基（1917-1994)，珲春籍著

名作家。原名张璞君，1917年出生

于吉林省珲春县一个经营茶庄的

小商人家中。

骆宾基开始记事时，家里已经

破产，只能靠变卖存货勉强为生。

小时候，他常带上心爱的俄罗斯纯

种狗，在冰封的河谷或夏日的青纱

帐里奔跑。广袤、雄浑、苍凉又充

满生机的北国边陲大自然，陶冶丰

富了他的内心世界，给他后来的文

学创作奠定了独特的自然和人文

基调。

骆宾基 13 岁时到珲春县立高

小插班读书，正值学校聘来一批北

平香山慈幼院毕业的新教员，让骆

宾基知道了平等、“五四运动”“五

卅运动”和“中国共产党”……1931

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

发，班主任老师给同学们讲了都德

的《最后一课》。骆宾基抑制不住

内心愤怒：“从此真要做亡国奴了

吗？不，不能这样！”年幼的他开始

为祖国的命运而忧虑。1933年，骆

宾基去北平读高中，因错过了报名

时间，只好去北京大学旁听，到国

立图书馆读书。列夫·托尔斯泰和

高尔基的作品极大地吸引了他，并

激励他产生了为中国命运而写作

的使命感。

1935 年暑期，骆宾基回到珲

春，本想赴苏联东方大学就读，但

边境已被日本关东军严密封锁，便

转赴哈尔滨。在那里他幸运地结

识了金剑啸等一批左翼文艺青年，

得知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

的《生死场》在鲁迅扶持下出版，让

他备受鼓舞。他追寻“二萧”的足

迹奔赴上海，向以鲁迅为代表的左

翼文艺阵营“报到”。长篇小说《边

陲线上》刚写完前两章，他就迫不

及待地寄给鲁迅。当时鲁迅已重

病在身，又是长篇的开端，便回信

说一时恐难看稿。1936 年 10 月，

《边陲线上》即将收尾，却传来鲁迅

逝世噩耗。骆宾基在悲痛、失望中

鼓足勇气致信茅盾。经茅盾推荐，

巴人任主编的上海天马书店准备

出版《边陲线上》。不久，“八一三”

淞沪战争爆发，天马书店被炸，幸

运的是书稿被巴人保存了下来。

直到 1939 年 11 月，这部反映东北

抗日义勇军斗争的长篇小说《边陲

线上》，才由巴金任主编的文化生

活出版社出版。

“八一三”炮声一响，骆宾基立

刻到抗战组织请缨，先是在“青年

防护团”，不分昼夜地抢救、运送伤

员，后来又参加了一支准备开赴敌

后打游击的“别动队”。也是在这

个时期，他开始以骆宾基为笔名，

在《烽火》《呐喊》等报刊发表了大

量的反映抗战的报告文学，后来结

集成《大上海的一日》，这是他在文

学战线上的第一声呐喊。1937 年

12月，骆宾基赴浙东嵊县从事救亡

宣传活动，19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担在嵊县县委宣传部长。1940

年，骆宾基因故失去党组织关系。

整个40年代，他辗转于桂林、香港、

重庆、上海等地从事文学活动。这

期间的短篇小说《北望园的春天》，

以战时后方桂林为背景，写一群知

识分子的生活与憧憬，笔触细腻，

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自传体长

篇小说《姜步畏家史》第一部《混

沌》，以1918年至1921年间的社会

生活为背景，写地主商人家庭中的

少年姜步畏的生活，展现了北国边

界城市富有特色的自然风物、社会

习俗和人情世态。这期间还创作

了中篇小说《吴非有》《罪证》、短篇

小说《乡亲康天刚》、神话《蓝色的

图们江》、剧本《五月工香》及传记

《萧红小传》等。1947年3月，骆宾

基为动员地方武装接受我军的改

编，在前往哈尔滨途中于长春市郊

不幸被国民党军队逮捕，先后在沈

阳、南京被关押近两年才获释。

1949年7月，骆宾基参加了在北

平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文代会，之后

到人民日报社工作。后来到山东，

当选为省文联副主席。1953年，骆

宾基被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从事专

业创作，曾多次前往著名的吉林省

蛟河县韩恩互助组“体验生活”，陆续

写出几篇以东北农村生活为背景的

短篇小说。1955年他因胡风案受牵

连，后来被“下放”到黑龙江省尚志县

苇河镇挂职副镇长。1962年，骆宾

基调到北京市文联，不久担任市作

家协会副主席。这一时期创作有

《王妈妈》《父女俩》《交易》《年假》《山

区收购站》等短篇小说，出版了短篇

小说集《老魏俊与芳芳》。这些小说

善于选取不同角度，运用多种描写

手法反映现实生活，剪裁精致，笔调

细腻，人物形象生动，具有鲜明的地

方特色。

“文革”中，骆宾基最先受到冲

击，与老舍等一起被批斗，但他一

直没有丧失革命信念。1974 年他

被安置在北京市文史馆工作，对古

文字学产生兴趣，并克服半身不

遂、视力严重衰退等困难，开始从

事古文字学研究，出版了两卷本

《金文新考》。他运用许慎《说文解

字》的方法，对古金文的形义音特

点和变化进行分析，同时又联系历

史文献，考证文字具体的原始含

义，特别是提出“族标氏志”说，对

古代某些表示部族姓氏的汉字作

了解释，丰富了古文字学的内容，

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作了新的开

拓。

骆宾基的主要著作还有《骆宾基

短篇小说选》《诗经新解与古史新论》

及电影文学剧本《镜泊湖畔》等。

1994 年 6 月，骆宾基——这位

从珲春走出的赤子作家、一代文学

巨匠不幸逝世，享年77岁。

2017年是作家骆宾基诞辰100

周年。6月19日，中国作协在京举

行骆宾基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何鲁

丽出席座谈会。中国作协主席铁

凝出席座谈会并致辞。来自全国

各地的专家学者、骆宾基亲属及故

交好友等与会。11月15日，吉林省

珲春市委、市政府在市中心龙源公

园举行骆宾基雕像揭幕仪式，纪念

和缅怀骆宾基先生光辉的一生，表

达家乡人民对骆宾基先生的景仰

和敬佩之情。（摘编自《珲春历史名
人》搜集整理：佚名）

珲春籍一代文学巨匠骆宾基

在大荒沟回岩河北岸的西山，

分布着两处东北抗日战争时期的

革命遗址。一处是当年珲春县游

击队用于储备军需物品的洞穴，另

一处是用来抵御敌人进犯的游击

队炮台。

1932年秋，中共珲春县委领导

大荒沟人民创建了大荒沟抗日根

据地。根据地军民在党的领导下

积极开展了抗日游击斗争，不断击

溃敌人的讨伐，并主动进行外线作

战，沉重的打击了敌人。

当时，由于敌强我弱，加上敌人

三天两头对根据地和各村庄进行突

然性的讨伐，为避免与敌人大股部

队打阵地战，游击队只能在迂回战、

运动战中与敌人周旋，可是军队在

频繁的转移中，一些军需物资和粮

食却无法随军携带。为了把这些枪

械弹药、衣服鞋帽和粮食秘密隐藏

起来，不被敌人发现，县委动员抗日

军民把一些战时不能带走的粮食和

沉重的武器藏到山中去。县委借助

大荒沟山脉纵横、岭高林密的优越

条件，组织根据地军民挖凿了多处

军需品和生活物品储藏库。西山脚

下密林中面朝南向的山洞系当年根

据地军民开凿。该洞纵深有30多

米，洞高2米左右，可并排行走3个

人，洞穴距今已有八十多年历史，至

今保存比较完好。据当地知情的老

人反映，这个洞穴当年除了用来藏

匿军需品和游击队生活用品外，还

曾是游击队员用来疗伤治病和伤员

藏匿的处所。在残酷的斗争环境

下，它的存在为革命武装力量提供

了必不可少的生活给养，使游击队

在敌人的百般围剿下得以顽强生存

发展。

在这处洞穴西300米处，有一

座绿树丛林掩映的小山峰，沿着陡

峻的小毛道向上攀登200米左右登

临峰顶，触目便是当年的珲春县游

击队炮台遗址，当年游击队员挖掘

的炮台战壕沟痕和炮台座基仍清晰

可见。这处方圆20平方米左右炮

台，据说当年共摆放了两门土炮，土

炮由当时杨木桥子兵工厂制造。

1933 年 11 月 17 日，日伪讨伐

队对珲春县大荒沟进行疯狂大讨

伐。这两门架在西山炮台上的土

炮隆隆响起，给了进犯敌人以很大

杀伤，大炮发出的震天吼声惊得敌

人阵阵胆寒，不知游击队员从哪方

弄来的这等神器。

八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两门

架在西山顶上的土炮早已不见了踪

影，据说被日军就地销毁了。今天当

人们目睹眼前那留存下来的炮台遗

迹，让人有时恍若仍能嗅到一点儿弥

漫在空气中炮火硝烟的味道。

走进大荒沟革命洞和游击队

炮台，仿佛把人们带进昔日那个厮

杀的战场，伴着远去的鼓角争鸣

声，重新穿越回那个烽火连天的抗

战年代。

（摘编自《红色记忆——珲春
革命老区故事汇》）

来到珲春你会发现，石锅饭

与石锅拌饭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美

食。石锅饭其实就是用石锅蒸制

的米饭，往往会加上一些其他杂

粮或粗粮，石锅饭中的米饭粒粒

分明，带有特别的香气，而粘着锅

边的部分常常会形成一层锅巴，

更增添了米饭的口感。由于石锅

饭本身并没有其他味道，需要配

合其他汤菜一起食用。而石锅拌

饭与我们常见和熟悉的韩式石锅

拌饭基本相同，尤其值得一提的

是，珲春的大米品质优良，口感绝

佳；珲春市每一家的酱料都是独

家秘制，可谓家家不同，美味无

穷。

大盘岭位于珲春城西北 30
里，密江村东南30里处，是珲春至
密江之间公路的最高峰。峰顶端
有人工开凿的石门，公路因从沟口
至峰顶石门盘旋有十八道弯，故称

“十八盘”，俗称大盘岭。
1945年8月，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进入尾声，美国在日本的广岛、
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迫使日军在
太平洋战场上节节溃败。在中苏边
界，苏联红军集结百万大军，开始对
日本驻中国东北关东军的大决战。
8月11日至13日，苏联红军一部与
溃败至珲春西大盘岭的日军进行了
一场殊死的决战，史称大盘岭战役。

8 月 9 日，驻珲春日本关东军
第一一二师团奉命炸毁珲春铁路、
公路桥梁。在大盘岭公路两侧构
筑战斗工事，将盘岭沟口小河上的
公路桥炸毁，设下伏兵。

11 日上午 10 时 30 分许，苏联
红军远东第一方面军所属第35集
团军第 88 步兵军第 258 师追击日
军至甩湾子西北大盘岭沟口。据
守在沟内工事中的日军第一方面
军第3军第112师团首先开炮。苏
军坦克当即开炮还击，双方展开了
激烈的炮战。因盘岭沟上的公路
桥已被日军炸断，苏军坦克部队只

好离开公路，沿盘岭沟向上冲击，
由于日军防御工事隐蔽构筑在盘
岭沟山两侧，火炮阵地居高临下，
苏军坦克冲入沟内，便进入了日军
伏击圈，日军火炮居高临下，突射
苏军坦克。近午时，苏军坦克已被
日军火炮击毁9辆，在后面的两辆
坦克不得已退出了战场，苏军在撤
退途中，行至大盘岭东甩湾子西的
半截沟前，又遭到沟里日军小炮袭
击，苏军在大盘岭初战失利。

8月12日上午10时许，苏军步
兵在坦克的配合下，又向大盘岭发
起进攻，当苏军进攻部队经过大盘
岭沟东侧半截沟口时，埋伏在半截
沟内的日军突然向苏军进攻部队
发动攻击，日军的机枪、火炮向苏
军猛烈开火，使苏军损失惨重，苏
军立即组织炮火对半截沟日军埋
伏阵地进行轰炸，一阵猛烈的轰击
后，半截沟内的日军阵地工事大部
被毁。炮轰过后，苏军步兵立即发
起冲锋，战斗异常激烈。士气和装
备占优势的苏军很快就把日军在
大盘岭的前沿阵地击垮。日军残
部向大盘岭纵深阵地溃逃。苏军
接连发起进攻，向日军大盘岭沟口
阵地推进。

日军构筑在大盘岭的工事，分

布于沟内两山坡中的险要隐蔽之
处。沟中山岭既高又陡。日军的
前线指挥部就设在这座山的背后，
日军居高临下，易守难攻。苏军由
两辆坦克为向导，向认定的目标和
可疑之处进行炮击。日军也随即
还击。霎时间，双方的大小炮、轻
重机枪及步枪等响成一片。

盘岭沟口、图们江边的一支苏
军部队，利用柳丛蒿草为掩护向前
运动，企图沿图们江向西迂回到盘
岭西山背后，侧击山上的日军，但
未得成功。因日军在盘岭沟西南
端高地也构筑了工事。沟口、山麓
至江边地段也都在日军监视和火
力控制之下。企图西进的苏军部
队进入这段地域后，遭到日军的猛
烈射击，苏军伤亡很重，退回隐蔽
之处构筑工事，双方对峙待机。

13日，苏联红军派出大批轰炸
机对大盘岭日军阵地进行猛烈轰
炸，日军防御阵地被彻底摧毁。下
午，苏军在飞机和坦克的配合下，攻
下了大盘岭的山头阵地，迫使日军
举起白旗投降，大盘岭战役结束。

1945年8月14日，珲春全境解
放。

（摘编自《珲春地名故事》搜集
整理：崔松海）

地名史话

大 盘 岭 战 役

神 秘 的 大 荒 沟
革命洞和游击队炮台

石锅饭

非物质文化遗产——

珲春朝鲜族洞箫
高句丽史《乐志》记载，洞箫属

于中国唐代乐器，在唐朝世宗时

期，从西亚经中国传入朝鲜半岛。

是中国朝鲜族独有的、最具代表性

的一种传统乐器，迄今已有1500年

历史。据史料记载，在四世纪中叶

高句丽壁画中，已经有了吹奏“箫”

这种乐器的场面。从14世纪开始，

箫被改良成洞箫并使用于音乐实

践，逐渐成为朝鲜民族的传统乐

器。

洞箫传入珲春已有近80年的

历史。珲春市第一代洞箫领头人

韩信权来自密江乡密江村。每当

他吹起洞箫，村里的乡亲都被箫声

吸引，聚到院子里随箫声起舞。当

时的密江人都称韩信权为“韩洞

箫”。

后来，20多位洞箫爱好者在村

里自发地形成了一支洞箫队。每

逢村里有孩子过百日、老年人过花

甲、年轻人结婚的大喜日子，就少

不了洞箫表演。渐渐地，洞箫表演

成了密江的风俗。经过多年的“开

枝散叶“，学习朝鲜族洞箫的人越

来越多，传播范围越来越广，经过

几代人的传承与发展，2008年珲春

市朝鲜族洞箫被列入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

近年来，珲春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得到了稳步提升，尤其

是在朝鲜族洞箫的传承和保护方面

取得了一定成果。先后成立了洞箫

协会，设立了洞箫传习所和青少年

洞箫培训基地，出版了洞箫音乐作

品集《风传山曲》等。同时，通过组

织非遗展演、洞箫艺术节，举办洞箫

比赛、洞箫培训班等形式，使洞箫艺

术得到了有效传承和推广普及，洞

箫表演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传说故事

桃源洞古城的传说

⇑金沙滩欢乐谷 位于防川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内，是防川风景区的重要组成部

分，由环山湿地、湖泊和沙丘组成是一个

集沙海观光、亲子娱乐、沙地运动于一体

的风景区。

⇐河口沙洲 珲春市三家子满族乡河

口沙洲景区位于珲春河与图们江交汇处，

是河流冲积形成的天然沙洲景色。景区

设有综合服务区、沙洲观赏区、越野车沙

飘体验区等，是珲春市新晋网红打卡地。

相传，在东北有一个“海东盛

国”，国王为了建立一番伟业，请了

一大帮唐朝谋士出谋划策，选择东

京（今吉林省珲春市）这地方建立

了王都。按照谋士的说法，东京是

个“倒转小乾坤”的地方，要把五行

八卦原理反过来使用，即西青龙、

东白虎、南玄武、北朱雀设置建

制。别出心裁地在东面设了白虎

州，也叫贺州。贺州的州府就在桃

源洞，也叫白虎城。

那时候，北方有很多很多的野

人、老怪。他们多次犯边扰境，还

试图打到东京来，占有这个国家。

为守护京城，国王在贺州外围布设

了七七四十九道关卡，用来对付这

些野人、怪物。

在国王严密的防守面前，大多

数野人知难而退了。但还有耶律

老怪和黑水野人不甘心，他们两人

聚在一起密谋了一番，各自回去训

练兽兵，准备再度杀回来。

耶律老怪在自己的地盘上训

练了大量的恶狼。黑水野人训练

起了野猪兵。等两下里都训好了

兽兵以后，便同时向海东盛国发起

了进攻。

国王布下的那七七四十九道

关卡，虽然也都很坚固，但守关卡

的士兵从来没见过这么凶猛的兽

兵，没等交战，就被吓跑了一大半。

眼看就要逼近贺州老窝桃源

洞城了，君臣都没了主意，就在这

危急时刻，只听西南边葫芦鳖沟里

一声虎啸，接着就见一个白衣少

年，手举一面“虎”字白旗，跨下骑

一只斑斓猛虎，身后跟着无数只猛

虎，怒吼着朝野兽群冲了过来。

耶律老怪的野狼兵虽然凶猛，

但老虎是狼的克星，见了比自己凶

猛百倍的猛虎阵，不等交战，就夹

着尾巴四散逃走了。野猪本来就

是老虎口中的野味，只一个照面，

就倒下了很多猪兵，剩下的也都吓

跑了。白衣少年率猛虎奇兵随后

追杀，直到把耶律老怪和黑水野人

驱赶出境方回。

有了这次教训，耶律老怪和黑

水野人再也不敢来侵犯了。

国王闻讯大喜，立刻下旨招见

那个英雄少年。但找遍了整个贺

州地域，也找不到少年的影子。

后来，还是大唐谋士给他们

解破了这个玄机：因为东京这地

界就是个“倒转小乾坤”，这贺州

城本来就代表着白虎城，是上天

在这里屯下了一支白虎奇兵，专

门守护东京龙原府。那个白衣少

年就是白虎化身，在国家有难的

当口，上天派他率虎兵出战，这才

打败了敌人。从此以后，国王下

令封老虎为山神，在贺州山城边

上建起了山神庙，令全国上下年

年拜祭山神。

（摘编自《珲春传说故事》搜集
整理：公培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