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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橱窗 红色档案

本期人物

边地风情

传说故事

清朝末年，国势衰微，沙皇俄

国趁机侵占我国大片领土，并在光

绪年间迫使清政府勘界，以便使侵

占的土地“合法”化。清政府派都

察院左副都御史吴大澂和珲春副

都统依克唐阿会勘中俄边界。

当时胡适的父亲胡传正在东北

做吴大澂的幕僚。胡传24岁进学中

秀才，28岁进上海龙门书院，学习理

学、经学、史学及天文、地理等知识，

学会了山川地图的绘制技术。在东

北期间，他还考察过东北地理，对中

俄边境特别是军事要地作过实地考

察，了解中俄边境的地理形势。

清光绪十年（1884），胡传被派

往珲春，会同沙皇俄国的官吏廓米

萨尔，勘定黑顶子（今珲春市敬信

镇）等地边界。由于胡传了解边境

的地理形势，他在会晤沙皇俄国代

表时据理力争，并亲自参加与俄方

人员共同实地勘定珲春黑顶子等

地边界的工作，有力地遏制了当时

沙皇俄国的侵略野心。

在黑顶子边界，历史上曾经出

现过沙皇俄国趁黑夜偷偷将界碑刨

出用马向中国境内驮的移碑现象，

当地百姓称之为“马驮碑”。鉴于以

往出现过“马驮碑”的教训，吴大澂决

定将界碑铸成“定海神针”式的巨型

铜柱界碑，柱上铭文强调:疆域有封

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以表誓死

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决心。

为了纪念这一大事，吴大澂命

胡传回家乡请胡开文墨店，依照柱

碑的原型缩小制成一批“铜柱墨”，

传布世间。此墨赤金皮，凹铸小篆

四行，小篆文字俱石绿色。文字内

容是“光绪十二年四月，都院左副

都御史吴大澂、珲春副都统依克唐

阿奉命会勘中俄边界，既竣事，立

此铜柱。铭曰“疆域有封国有维，

此柱可立不可移。”皆吴大澂的手

笔。著名画家李苦禅之子李燕在

《苦禅老人的收藏和收藏观》一文

中，曾提到李苦禅所珍爱的藏品中

就有一件“铜柱墨”，并说“他十分

珍视之，并不时地取出来给我们子

女看，说：‘别忘国耻啊！’”

关于“铜柱墨”，民间流传着这

样一个故事。一个早春的黄昏，沙

皇俄国的马队冲向中俄边境的高

地。挡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根顶天立

地的铜柱，上面刻着“疆域有封国有

维，此柱可立不可移”。但是，丧心

病狂的侵略者却熟视无睹，顷刻之

间，铜柱被毁，边界上血流成河。

对于沙皇俄国的暴行，清政府

提出严正抗议，但在谈判桌上，俄国

人却说那是他们的领土，根本没见

到什么铜柱、铁柱。就在这时，屏风

后传来一声怒吼：“中国人还没死绝

呢！”只见几个清朝官员指着一个大

木箱走了上来，打开一看，里面装着

上千根墨锭，每根墨锭都是按照铜

柱的式样做的，上面都刻着“疆域有

封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等字

样。这显然是在立柱的同时制造的

墨锭，沙皇俄国的谈判代表见了目

蹬口呆，无话可说。

当时铜柱虽毁，但“铜柱墨”依

在，用墨作证，揭示了侵略者的行

径，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现在，

“铜柱墨”成了清末沙俄侵略和中

俄边界划定的重要历史见证。

（摘编自《珲春历史名人》）

青泥洼沟是珲春河的众多河

源之一。它沟底多青泥，河水却

清澈秀美。河两岸坡陡崖险，山

顶却多平缓台地。茂盛的松杉林

间杂生着椴、桦、杨、曲柳等高大

的阔叶树。是一块远离尘嚣、极

深邃幽静的风水宝地。

相传，有位放山的老把式，常

年“靠”在青泥洼沟里。巴掌子、

三花子、二甲子、灯台子（不同生

长阶段的人参的俗称），老把式从

来都不碰。四匹叶、五匹叶、六匹

叶隔三差五就能采回几苗。但是

老把式在这儿一“靠”十几年，就

是不下山。俗话说：七两为参、八

两为宝。老把式发狠要在这块风

水宝地请出一苗戴红肚兜兜的参

娃姓，或者是红衣绿裙的参姑娘。

这天一早，老把式又转悠到

美人石脚下，拢起一堆碎石，插草

为香，度诚地下跪叩头：“山神爷

老把头，求你老人家为放山人指

引方向。”但是在美人石下，老把

式从来也没有得到过山神爷明确

指示。双手扬起来的灰土东南西

北飘忽不定。老把式只好继续凭

感觉在林间草从里一遍又一遍地

仔细寻觅。累了，见草丛中有一

段青魆魆的、像小水桶那么粗的

“倒木”，便坐上去体息。摘下椴

树皮小背筐，从里摸出玉石嘴的

小烟袋吧嗒起旱烟来。望着空空

的小背筐和筐沿上鲜艳的红绒

绳，老把式的心情就像吐出的烟

圈一样迷离恍惚。长叹一声，唉!

又白跑了一天，回去，睡觉!锃亮

的铜烟锅里半下红红的烟火炭倒

扣在“倒木”上，却听嗖的一声，

“倒木”不见了，老把式人仰筐翻

愣在草地上。望着“倒木”消失的

方向，定了半天神儿，老把式终于

明白过来:这哪里是什么“倒木”，

分明是护宝的青龙啊!老把式翻

出为请参宝专门准备的特大号的

鹿骨扦子，一撅两段，永远地离开

了青泥洼沟。

据传说，后来又有人见到过

青龙，说是碗大的蛇头抬起来足

有一人来高，红红的蛇冠在阳光

下格外耀眼。人们确信，青泥洼

沟里有两条大蟒蛇，一公、一母，

忠诚地守护着一棵千年人参王。

因此，这里又有了一个特别大气

的名字——青龙台。

（摘编自《珲春传说故事》搜
集整理：李志兴）

“孟岭富硒苹果”产自珲春市

板石镇孟岭村富硒苹果基地。苹

果个大、果圆、天然含硒，具有提高

免疫力、防癌抗衰老的食用功效，

拥有“绿色证书”“有机转换认证证

书”。作为富硒苹果发源地，孟岭

村每年都举行盛大的“苹果采摘

节”，吸引四海宾朋、八方来客。如

今，板石镇已成为东三省最大的富

硒苹果基地，孟岭村以生产外观美

观、口味独特的富硒寒富苹果而闻

名。

孟岭村地处于中、俄、朝边境

的中国珲春市西南部，位于长白山

脉、图们江与珲春河交汇处，隔图

们江与朝鲜相望，是中国最北部的

苹果之乡。孟岭村自有县志记载

以来，癌症发病率全国最低，享有

“无癌村”之美誉。

孟岭村特殊的冷暖交汇小气

候带，山地富含矿物质及微量元素

之特点，优质的腐质土，昼夜温差

大，这里得天独厚的原生态环境孕

育了孟岭村寒富苹果独特的口感

和风味。这里盛产的苹果“个大、

味甜、天然含硒”，“天然有机硒”含

量是一般苹果的30～60倍。“硒”是

人体生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微量

元素，它在预防癌症、提高人体免

疫力方面，起重要作用。

烟筒砬子位于珲春县东南部

约70华里，东接官道沟，南至中苏

边境线，西联大马鞍山，因有一处

石头砬子形似一座大烟筒故此得

名。

烟筒砬子一带方圆1000平方

公里范围内，峰峦叠嶂、荆棘遍野、

河流纵横，这里沟岔众多、丛林蔽

日，十分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

从 19 世纪 20 年代后期开始，

烟筒砬子人民群众在反日志士影

响下，组织了反帝同盟等反日群众

组织。1930年夏，中共延和中心县

委派人到烟筒砬子组建了党支

部。1932年1月，中共珲春县委在

烟筒砬子建立了中共烟区区委。

党领导各族群众开展了“秋收”“春

荒”斗争。1932 年 4 月，在西沟组

织了以党团员为骨干的抗日武装

队伍，同年 9 月，这支武装被编入

岭南抗日游击队。

1932 年 10 月，中共珲春县委

在此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同年 11

月，这里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内设

土地、军事、经济、教育、政法等办

事机构，以及共青团、妇女会、儿童

团等群团组织，领导这一地区群众

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1933年，中

共珲春县委机关迁到烟筒砬子，使

这里一度成为珲春县的政治文化

和军事中心。

为有效地打击敌人，在珲春县

委领导下，葫芦鳖、南沟等地建立

了医院、游击队密营。为了打破敌

人的封锁，保证抗日军民的供应，

游击队多次外出袭击敌人，缴获了

大量的粮食、牲畜等物品。县委还

多次派人越过图们江到朝鲜境内

购买布匹、鞋袜等物品，送到“金

区”（敬信），然后由青壮年翻山越

岭送到根据地。为了保证游击队

及时更换服装，烟区政府还组织妇

女日夜缝制服装。为了应对敌人

的经济封锁，县委还组织群众发展

农业生产，今天，在东沟、西沟山路

两侧，仍然可以看到当年抗日群众

用于加工粮食的碾盘。

1933年下半年，日军开始对烟

筒砬子进行疯狂讨伐，根据地内许

多房屋被焚毁，群众财产被掠夺，

百姓流离失所，有的群众被迫转移

到黑龙江省老黑山一带，一部分人

越境到了苏联境内避难。

烟筒砬子抗日游击根据地存

在的两年时间里，抵御了无数次敌

人的疯狂扫荡，涌现出了跳崖女壮

士黄贞信、安瑞芝、缝纫队长安顺

花、孤胆英雄黄贞海等一批可歌可

泣的抗日英烈，他们为珲春的抗日

斗争付出的牺牲感天动地，今天耸

立在烟筒砬子村山脚下的遗址碑

和烈士碑就是历史的见证。

（摘编自《红色记忆——珲春
革命老区故事汇》）

朝鲜打糕是朝鲜族的传统小

吃，因为它是将蒸熟的糯米放到槽

子里用木槌捶打制成，故名“打

糕”。食用时切成块，蘸上豆面，吃

起来筋道，味香。

打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用糯

米制作的白打糕，一种是用黄米制

作而成的黄打糕。朝鲜族人民喜

食打糕的历史悠久，每逢年节、老

人寿诞、小孩生日、结婚庆典等重

大喜庆的日子，打糕是餐桌上必不

可少的食品。因此，一旦见到哪家

的妇女喜气洋洋地忙着做打糕，就

知道这家肯定有大喜的事。打糕

不仅用来自己食用或招待客人，更

是亲朋好友间相互馈赠的礼品。

同时，打糕还有保健的作用，朝鲜

族的一句俗语“夏天吃打糕，像吃

小人参”，就说明了这一点。

打糕的历史比较长，早在 18

世纪朝鲜族的有关文献中已有记

载，当时称打糕为“引绝饼”，在今

天的韩国博物馆和韩国传统饮食

研究所里，就陈列着数百年前贵

族吃米糕用的精美瓷器和民间遗

留下来的制作米糕的专用器具。

在朝鲜半岛出土的壁画里，就有

了打糕的场面。到朝鲜王朝时

期，朝鲜半岛的米糕文化达到鼎

盛时期。

温特赫部城位于珲春市三家

子满族乡古城村，与朝鲜庆源郡

隔图们江相望。在温特赫部城内

有一个传说：从前温特赫部城内

北部，即斐优城城墙南瓮城外部

有个天然大池塘，方圆九十九丈，

水深不见底，清澈晶莹，四周垂柳

成荫，池内长满了荷花，犹如龙潭

仙境一般。据传在远古时代，因

珲春东濒大海，东海龙王派他的

八龙子下界，居住这个大池塘里，

现原形是只大王八精，下设四员

大将，还带有数不胜数的龟子龟

孙，负责统领和治理东海窝集一

带，镇守着通肯山、马鞍山、哈达

门和萨其城等地。它们千百年来

世代在这里生息繁衍，确保一方

平安、风调雨顺，同当地的古老肃

慎人（满族的祖先）共同过着幸福

的生活。时间久了，当地人们都

称这个池塘为龙原池，又叫王八

坑，把大王八精叫恩都哩（满语神

之意）。据说在南北朝时温特赫

部城东南建的大庙就与恩都哩有

关。后来把这个城起名叫温特

赫，也是祭祀之城的意思。

唐朝渤海国第三代王文王大

钦茂看上了这块龙兴宝地，决定

将渤海国都城由上京龙泉府（今

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镇）迁到这

里，遂下令距温特赫部城东北八

里之地新建一座都城。经过三年

大兴土木，仿照唐都长安形制,建

起了周长近 3000 米的王城和宫

城，命名东京龙原府。其名由来

为渤海国庆州属下的龙原县设在

温特赫部城，龙原县以城内龙原

池得名，故东京龙原府又以距其

较近的龙原县而得名。公元 785

年，渤海国正式迁都东京龙原府，

渤海历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的重要政治家文王大钦茂在此执

政十载，直至去世。公元 794 年，

成王大华玙还都上京龙泉府。大

钦茂执政期间，全面仿效唐制，偃

武修文，革故维新，加强和密切同

中原内地的联系，扩大同日本的

交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

领域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为后

来的“海东盛国”奠定了坚实基

础。

辽道宗耶律洪基大安十二年

(1096)，徒单部、乌古论部、蒲察部

女真共三十五部起兵反抗完颜

部。完颜部首领完颜盈歌（金穆

宗、金景祖完颜乌古乃之子）接到

统门水（今图们江）温迪痕部(时

居温特赫部城)首领阿里保报告

后，命其侄完颜阿骨打（金太祖，

金代开国皇帝，女真族领袖）前往

珲春平息了女真三十五部叛乱，

并在温特赫部城举行结盟仪式，

徒单、乌古论、蒲察三十五部与完

颜十二部形成四十七部大联盟，

实现了女真大一统，为后来大金

国的建立奠定坚实基础。女真族

从此成为一个整体力量出现在东

北大地上，登上了中华民族历史

发展的舞台。

清嘉庆十三年（1808），道士张

永振经募化筹款在温特赫部城内

龙原池的南岸重修了东华宫。自

此以后,天天有人来此烧香拜佛，络

绎不绝，还有的在水池内洗澡洗

衣，乱扔杂物，龙原池失去了往日

的清洁和宁静，八龙子和它子孙们

的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干扰。

下凡的神仙八龙子不愿在这

里继续住下去，决定搬到江北村

（196 年中朝两国勘界时划归朝

鲜）老温家的泡子里。就在八龙

子准备搬家的当天晚上，温特赫

部城内赫舍里氏（汉姓为何）穆昆

达（族长，满语氏族的首领）托梦，

说神仙要借大牲畜搬家，老爷子

就答应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到马

圈一看，真是又巧又奇怪，四匹大

白 马 竟 然 全 身 汗 如 雨 下 ，湿 透

了。到龙原池看时，王八精正率

黑压压的一片小王八经泡子西北

面的大豆地向江北村搬家，大王

八精横跨八条垅沟，三千多小王

八把地压成了一趟道。王八精搬

家时，天空连续下了三天绵绵细

雨，当时有很多人均目睹了这一

切。此后,龙原池内的水年年见

少，解放初被风沙覆盖，完全干

涸。如今城内村民称这个干涸的

池塘为王八坑。而当年影响王八

精生活的东华宫早已于文革时被

拆除，昔日繁华景象不复。

古时高句丽的龙原县和渤海

国东京龙原府皆因温特赫部城

内的龙原池而得名，解放后珲春

市区内最早最长的东西方向大

街即称为龙原街,并由此衍生出

龙原公园、龙原桥、龙原社区、龙

盛社区、老龙口水库等一系列地

名。

（摘编自《珲春传说故事》搜
集整理：何立民 李水涛）

朝鲜族是爱好体育运动的民

族，荡秋千和压跳板是朝鲜族妇女

最喜爱的传统民间体育运动，具有

悠久的历史。朝鲜族秋千、跳板这

项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已

于2006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从文献上来看，荡秋千起源于

十三世纪。传说，当时因为妇女下

地劳动生产，为了孩子们在家里有

玩处，便在大门的横框拴上两条绳

子，让孩子们荡着玩，以后不断发

展形成一种盛行的体育活动。

跳板同秋千一样有着悠久的

历史传统，它是一种以蹬跳为特征

的运动游戏。关于跳板的由来有

各种传说，其中一种说法是：女人

们古时由于难于出大门，便在院内

墙根处支起跳板腾空跃身，观看墙

外风光，开拓眼界。

朝鲜族荡秋千、压跳板过去主

要是在端午节和中秋节进行。现

在，每当节庆和农闲季节人们都要

在打谷场上竖起高高的秋千架或

是摆好跳板，姑娘们穿着鲜艳的彩

裙，围在秋千架或跳板旁争比高

低，显示了朝鲜族妇女美丽、善良、

健壮、勤劳的风貌。

留下中俄勘界历史见证的胡传

地名探究

地产优品

青龙台上绕青龙

孟岭富硒苹果

非物质文化遗产——

朝鲜族秋千、跳板

龙 原 的 传 说

朝鲜打糕 烟筒砬子的抗日烽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