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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人物

边地风情

游在珲春

城市史话

东北抗日战争时期，日军把珲春

视为战略前沿，构筑坚固要塞，屯重

兵据守，珲春因此成为东满地区影响

范围最广、对敌作战最为惨烈的抗战

区域。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珲春各

族儿女前赴后继、英勇战斗，书写了

一篇篇气壮山河、永世传颂的壮丽篇

章。大荒沟曾涌现出担任共和国铁

道部长、中顾委委员的珲春县第一任

县委书记刘建章，毛泽东主席保卫参

谋、周恩来总理副官的蒋泽民，大荒

沟土生土长的东满地区抗日联军著

名将领侯国忠……

大荒沟位于珲春市西北盘岭山

脉南麓，岭北为汪清县辖境。大荒沟

四面环山、群山绵延，森林密布。东

阳春、周皮沟、槟榔沟、二甲子沟、清

水洞等河水纵横，汇入密江河，注入

图们江。

大荒沟是珲春地区革命的摇

篮。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大荒沟

便是珲春共产党组织和抗日武装活

动的中心。1917年春，早期共产主义

者李东辉等人，以培养抗日骨干为宗

旨，在大荒沟创办了抗日进步学校

“北一中学”，至1920 年，共培养出

200多名抗日战士。1920年10月12

日，日本军队发动“庚申年大讨伐”，

从朝鲜渡图们江侵入珲春，突袭大荒

沟“北一中学”，日本侵略者在学校教

室天棚里搜出安重根、黄炳吉等“抗

日七志士”断指盟约及七志士的七只

断指等抗日文件和抗日遗物。在校

的副校长金南极和教员梁炳七当场

被日本人枪杀，不屈的教员金夏鼎在

押解珲春途中被活埋，北一中学被日

本侵略者摧毁。

进入二十年代以后，随着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组

织的发展，革命者金槿等人于1923

年3月1日又在大荒沟创办了抗日进

步学校“三一学校”，共产党人金圣道

（中共珲春县委第二任书记、北一中

学副校长金南极之子）、金奎风（中共

珲春县委成立时的县委秘书、宣传部

长，在大荒沟出生）相继到“三一学

校”任教。学校除设立文化课程外，

还向学生传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课。1928年，全校在校学生达100多

名。“三一学校”成立了共青团组织，

每年的“三八”“五一”和“十月革命”

等节日，学校都举行纪念活动，教育

学生接受革命理论，树立为共产主义

奋斗的信念。日本人对“三一学校”

培养抗日学生恨之入骨，1929 年 9

月，日本驻珲春领事馆唆使亲日武装

组织“游巡队”闯进大荒沟，捣毁了

“三一学校”。

大荒沟“三一学校”自1923年3

月创办到1929年9月，6年时间培养

出来的大多数学生在艰苦卓绝的斗

争环境中，成为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和

革命队伍的骨干力量。

中共党员、红军烈士姜锡弼，

1923年曾在大荒沟“三一学校”担任

政治教员，1924年到广州报考黄埔军

校，成为黄埔军校第四期在校生。并

在贺龙领导的20军参加北伐战争。

1927年8月1日，姜锡弼参加了周恩

来、朱德、贺龙等人领导的八一南昌

起义。在普宁保卫战中，姜锡弼英勇

作战，不幸身负重伤，壮烈牺牲，时年

27岁。

从“三一学校”走出的著名共产

党人金槿、安吉、李东光、金奎风、金

元益等人在抗日战争期间，成为珲春

党组织和抗日队伍的主要负责人。

大荒沟是中共珲春县委诞生地，

是珲春第一个红色中华苏维埃政权

诞生地，中国共产党在大荒沟创建了

珲春首块抗日根据地。

1930年中共东满特委成立，同

年10月派刘建章到珲春，在大荒沟

清水洞召集中共珲春各区委负责人

会议，并成立了中共珲春县委。中共

珲春县委隶属中共东满特委，下设组

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妇女部、通讯

部、秘书处等部门。从此，珲春人民

的革命斗争翻开了崭新的一页。大

荒沟各级党组织在县委的领导下，发

动群众建立起农民协会、妇女会等群

众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革命斗争。

1932年12月，在中共珲春县委

的领导下，大荒沟建立起红色中华苏

维埃政府。苏维埃政权的主要任务

是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配合游击队

进行抗日斗争。苏维埃政府发动群

众，搞好生产，保证抗日队伍后勤供

应。苏维埃政府还在根据地内建立

起兵工厂、服装厂和医院。根据地成

立了抗日游击总队，有指战员 130

人，还成立了赤卫队和儿童团。

根据地的范围东至三道沟，西至

密江河，南至荒沟岭，北过磨盘山、大

龙岭，面积1000余平方千米。

1933年初，日军出动兵力对大荒

沟抗日根据地进行“讨伐”。日军对大

荒沟抗日根据地实行野蛮的“三光政

策”，根据地抗日军民在敌众我寡的险

恶条件下，不畏强暴、不怕牺牲，采取

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抗击日寇。一

至五月份，同日寇交战二十多次，将侵

入根据地的日寇赶了出去。

1933年12月，日寇纠集重兵，对

大荒沟抗日根据地进行“第二次讨

伐”。日军推行“第二次治安肃正计

划”，在根据地周围强行采取集村并

屯的方式，严密封锁抗日根据地。日

军“讨伐”时间持续到1934年春天，

大荒沟抗日根据地军民虽然利用有

利地形抗击日寇，但终因敌我力量悬

殊，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

1934年4月，根据中共满洲省委

的指示，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独

立师，珲春抗日游击队改编为该师的

第四团。中共珲春县委为了保存革

命力量，坚持抗日斗争，决定将抗日

力量撤离大荒沟，将改编后的第四团

转移到盘岭山南麓的汪清金仓地区，

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大荒沟抗日主力部队撤出了，但

大荒沟抗日斗争始终没有间断。出生

在大荒沟的满族共产党员侯国忠，时任

独立师四团团长，于1935年2月率领

部队重返大荒沟，包围了驻防大荒沟的

伪军一个连，通过内线工作，促使该连

伪军哗变，整体参加了抗日队伍。抗日

武装在大荒沟、春化、汪清、东宁、宁安

一带建立起新的抗日游击区。

大荒沟北部盘岭山脉的高山上，

有一棵树龄2400年的古赤柏松。千

百年来，历经风雨严寒，依然在高山

之巅傲然挺立。它见证了百年来，大

荒沟人民在反抗外来侵略、追求民族

解放斗争中不畏牺牲、前仆后继、英

勇斗争的辉煌历程，大荒沟在珲春革

命斗争历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珲春市在大荒沟

建起了中共珲春党史展览馆；大荒沟

抗日13烈士纪念碑；清水洞中共珲

春县委成立、北沟荒沟区苏维埃政府

成立纪念地。大荒沟还保留有东沟

头道岭密营、大槟榔沟兵工厂、杨木

桥子被服厂、伪军起义等遗址。

（搜集整理：崔松海）

边城记忆

珲 春 大 事 记

时光刻痕

清代珲春的驻防
柴瑜

大 荒 沟 的 红 色 记 忆

珲春位于吉林省东部，地处中、

朝、俄三国交界地带，是清朝祖先的

发祥重地，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珲

春在清康熙以后逐渐成为驻防重地。

清初，长白山和图们江流域均

被列为龙兴之地而封禁，珲春被清

廷划为“禁山围场”，隶属于宁古塔将

军管辖，康熙十五年（1676），宁古塔

将军移驻扎吉林乌拉城，改为吉林

将军，于宁古塔设置副都统，珲春隶

属于宁古塔副都统管辖。由于康熙

平定三藩之乱后，国内形势渐好，经

济复苏，人口增加，随着土地兼并和

自然灾害，大量人口涌入东北地区

寻求生计，为阻止其流入封禁区，康

熙五十三年（1714）开始在珲春地方

设置协领衙门（协领为正三品官），以

维护皇家围场。《珲春副都统衙门档

案》记载：“珲春地方于康熙五十三年

将库雅拉人等编为三佐领，设立佐

领三员、骁骑校三员、兵一百五十名，

本年由宁古塔移驻兵四十名，共兵

一百九十名、协领一名、防御二员、笔

帖式二员。”管辖“东至海一百八十

里，西至图们江二十里外朝鲜界，南

至海一百一十里，北至佛思恒山一

百二十里图们江界”之境内人户。

据《珲春县志》记载：“珲春驻防城筑

于珲春北岸，与朝鲜接壤，皆库雅喇

人等，所居周围一里，门四，建年无

考，疑系与协领衙署同时建筑。”

由于珲春地处中朝边境，清朝

入关时，图们江以北地区是丛林密

布、人迹罕至的无人区，朝鲜人越境

偷参、伐木、垦地、打猎等事件时有发

生，珲春一带一直疏于管理，朝鲜边

民越界建屋垦荒、采参伐木现象日

渐严重，还曾发生过流血事件。由

此，清政府加强了在珲春的驻防，增

强了警备，但珲春驻防衙门只是奉

命缉捕、解送越境犯人，而无审理权。

因边务事繁，珲春成为中俄交

涉的敏感地区，沙俄欲壑难填，公然

侵扰，俄国向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

所谓移民骤增，其部队亦越发蛮横

凶残，珲春首当其冲。咸丰九年

（1859），清政府加赏珲春驻防协领为

副都统衔以重事权。至光绪七年

（1881），升设为副都统衙门（是清代

驻防八旗地方军事组织，兼管地方

行政事务），直属吉林将军管辖。咸

同以后，清政府内忧外患，国库空虚，

积欠、克扣奉饷时有发生，官兵受累

颇深。珲春八旗驻防官兵及其家属

的生活来源，除中央财政支出外，各

户另分配一些地亩耕种，兵丁16垧，

珲春地区驻守卡伦（卡伦是清朝在

边疆之关隘、要塞等处设置的一种

特有的管理或者防御措施。珲春地

区设卡伦15处）的兵丁也有分地，规

定是驻卡伦兵丁每员耕地5垧，据记

载每年都有许多百姓在收获季节来

到珲春地方帮助驻防官兵收割粮

食，收割后返回原籍。尽管如此，珲

春驻防兵力仍少，且任务繁重，珲春

驻防官兵的管理非常严格，除要奉

命出征参加朝廷的军事行动外，平

日要看守本地区的哨卡和仓廒。春

秋二季要进行集中的训练，清政府

怕驻防官兵“安居暇逸”，以致“颓惰

废弛”，因此要求极为严格。为了加

强在珲春驻防，扩大兵营，增加兵力，

吉林将军上奏清廷，认为珲春驻防

面积广阔，而兵力甚少，远远低于敌

兵。“依一军虽经训练，可资得力，然

靖边中前两路驻扎珲春，实止步队

五营，马队二营，以所有人数计之不

过三千人，若以敌兵较之不及三分

之一，则添兵以御前敌，兼顾朝鲜北

境城为急务，此珲春实在情形也”。

面临强贪之邻，珲春成为“吉林全省

最要之区”。尽管清政府对珲春地

区甚为关注，但迫于当时形势，清政

府在兵员配备、边境布防诸方面难

尽人意，面对强敌，珲春驻防兵虽有

捉襟见肘之感，但仍愤然而起、浴血

奋战，成为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

光绪六年（1880）吉林将军铭安

与吴大澂奏设吉林防军，参照湘淮

和直隶练军章程，改编原有的八旗

兵制，废除世袭制，改为招募制，共建

防军马步13营，5000人，次年防军增

至9000人，后统称靖边军。光绪七

年（1881），珲春城靖边军共4122人，

分7个营队，分别驻扎在红旗河南

岸、黑顶子等处。

光绪十年（1884），珲春副都统

奏加帮办边务衔，光绪三十三年

（1907），吉林改建行省，珲春副都统

衙门仍暂保留，宣统元年（1909）裁

撤。珲春地方自清代康熙五十三年

（1714）始设驻防衙门，至宣统元年驻

防机构裁撤，历时195年，历经清代9

朝，这期间，珲春驻防机构加强防务，

开发矿藏，设立医局，提倡教育。通

过建衙署，修城垣，设局招垦，实现了

移民实边，垦荒兴农。清政府实行

的严密封禁政策，对保护自然资源

和生态环境产生了积极影响。与此

同时，珲春驻防兵作为清廷的后备

军，在清朝的多次征战中，都被清政

府征调，这对捍卫疆土、维护主权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吉林省档案馆）

何廉惠（1878-1952），字洁斋，
满族，珲春县密江人，毕业于上海
单级教育讲习社。民国十三年
（1924）七月，任珲春县教育局首任
局长。一生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为
珲春近代教育事业打下坚实的基
础；竭心尽力编纂完成首部《珲春
县志》，为后人留下了资料丰富、弥
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珲春教育始于官学。康熙五
十三年（1714），设珲春协领，原居
住在珲春境内的库雅喇部女真人
被编入镶黄、正黄、正白三旗。次
年，经珲春协领批准，在协领衙门
东北侧设旗人官学房3间，协领兼
理学务。当时旗人均属兵籍，办学
经费由官府从边务费中支出。雍
正四年（1726），重修校舍，教授三
旗官兵子弟，学习满文和骑射。

光绪十七年（1891），帮办吉林
边务兼珲春副都统恩泽设立昌明书
院，每年学习汉文学生约70余人，学
习满文学生约30余人。光绪二十六
年（1900），沙俄入侵珲春，珲春城失
陷后，满汉官学停办。光绪二十八
年（1902），珲春城乡共设私塾29处。

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珲
春副都统衙门五品蓝翎笔帖式何
廉惠与同事何祥成联名呈文申请
办学堂。副都统陈昭常上报批准，
于原官学房旧址建西厢房8间、东
厢房 3 间的校舍。自光绪二十六
年（1900）沙俄入侵，中断多年的官
学教育得以恢复。

光绪三十四年（1908），设立高
等小学堂，招收高等小学生一个
班，学制三年。宣统元年（1909），
经副都统郭宗熙批准，增设初等小
学堂，招收一个班学生。于是学堂

变成两等小学堂，这也是珲春官办
新学之始。

宣统二年（1910）五月，在两等
小学堂里设立珲春劝学所。副都
统郭宗熙亲自题写“立国有疆”牌
匾，将其悬挂在大门上，还镌刻两
块竖联，挂在正殿两侧。上联是

“刚日谈经，柔日谈史”，下联是“十
年树木，百年树人”，以示珲春教育
事业进入起步阶段。

何廉惠为发展教育，组织多人
下乡摸底。根据三次核实各族户
口的实际、道路的远近，将全县划
分出 54 个学区，先后在各学区办
了小学。为改变家长不愿送子女
入学学习的旧习，何廉惠派人丈量
学田地，按实亩收租；经管学产街
基，建房出租，解决教育经费。

民国十五年（1926）四月，何廉
惠主持举办“珲春县首次教育成果
展览会”，唤起了人们对教育的重
视，得到了吉林省教育厅的充分肯
定，并荣获教育部颁发的四等奖章
一枚。

民国十五年（1926）十月，何廉
惠因病辞职时，珲春县学龄儿童就
学率达75%左右。

创办通俗教育讲演所

珲春通俗教育讲演所是社会教
育的讲演机关，原于宣统二年（1910）
三月间在县城中街设学务宣讲所，经
珲春厅委任熊镶为所长，师范生庆琪
为宣讲员。当年并入自治宣讲所，以
何廉惠为所长、何庆德为宣讲员。民
国三年（1914）二月停办。

民国五年（1916）春，筹设通俗
教育讲演所，珲春县公署委任何廉
惠为所长兼讲演员。继因民国三
四年灾害重大，经费无着，附于劝
学所内。民国六年（1917），改设通

俗教育巡回讲演员。
民国七年（1918）四月，设通俗

教育讲演所，由何廉惠担任所长兼
讲演员。民国十一年（1922），改为
公立第一通俗教育讲演所，并于德
惠乡（今珲春市密江乡）设公立第
二通俗教育讲演所。

编纂首部《珲春县志》

珲春旧无县志，何廉惠在担任
民国时期珲春县教育局长时，与县
视学徐宗伟等编纂了第一部《珲春
县志》。志书由何廉惠、梅文昭、魏
声和总纂，何廉惠和徐宗伟编辑，
历 时 一 年 多 时 间 ，民 国 十 六 年
（1927）成书。

《珲春县志》共 23 卷，50 万余
字，设舆地、建置、职官、武备、教育
实业、交涉、人物、礼俗诸篇。在上
世纪二十年代，率先设置民族、自
治、宗教等篇，尤为可贵。对民俗
记载尤详，记述珲邑所有姓氏，并
附载许多颇有价值的史料。“事物
之兴替，政教之隆污，辨别山河城
郭之更易，调查户版疆域之缩增，
与夫文化之升降，风俗之变迁，或
沿或革，莫不甄而录之”“纲目灿
举，阅者了然”，出色地体现了珲春
边重镇的风采。

时任延吉道尹陶彬及珲春县知
事朱约之、崔龙藩先后为首部《珲春
县志》作序，称道何廉惠等编者“关
心桑梓，尽力地方，深以县志之成，
关乎典要”。表彰他们“持以精心，
运以卓识”，广征博采，勾稽史籍，实
地考察，辛苦笔耕，终成大作。

1982年4月，应珲春县志办之
请特为复印。吉林师范学院古籍
研究所，为弘扬乡邦文献，将其收
进《长白山丛书》，1991年出版。

（摘自《珲春历史名人》）

珲春朝鲜族在继承和发展朝
鲜民族文化遗产上作出了很大的
贡献。朝鲜族迁入中国后，同我国
各兄弟民族一道，经过长期的生产
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在本民族
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不断吸取兄弟
民族的文化精华，创造出反映现实
生活并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

歌曲、舞蹈是朝鲜族文化艺术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朝鲜民族自古
就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无论男
女老少都善唱民歌、擅长跳舞。每
逢佳节或喜庆日子，如孩子周岁生
日、结婚仪式、老人花甲等，全部落男
女老少都穿着漂亮的民族服装，在
炕上、在院内，围成圈，随着圆鼓和长
鼓的节奏，尽情地唱、跳，气氛非常热
闹。在节日里还组织老人舞蹈队，
到街道、广场等地表演，有时连围观
的群众也情不自禁地加入到舞蹈队
的行列，翩翩起舞。

朝鲜民族歌舞的显著特点是
歌中有舞、舞中有歌，边唱边舞。
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
容和形式。如迁入初期，反映朝鲜
人民“冒禁潜耕”的《越江曲》；反映
母亲爱抚年幼子女的《摇篮曲》；反
映骨肉深情的口头童谣《月亮歌》
等。《阿里郎》是在朝鲜民族中广泛
流传的歌谣，它反映了朝鲜民族在
封建统治压迫下家破人亡、妻离子
散、背井离乡的悲惨生话，至今仍
广泛流传着。反映朝鲜族农民，披
星戴月、在稻田里辛勤劳动的《插
秧歌》和《农夫歌》，至今仍在广大
朝鲜族群众聚居地区广为流传。

1910年以后，饱受压迫的朝鲜

族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英
勇顽强的斗争。在这个时期，在珲
春朝鲜族人民中，广泛流传着反映
文化启蒙运动、抗日斗争的《学徒
歌》和《反日战歌》。二十世纪20年
代，流传了歌颂俄国十月社会主义
革命的《十进歌》，揭露社会矛盾和
号召革命的《自由歌》等。

1923年3月，原“北一中学”毕
业生金槿(金汉炳)从苏联返回到大
荒沟，创办了以共产主义思想培养
新一代为宗旨的“三一学校”。在
学校里，先后教唱了《十月革命之
歌》《列宁赞歌》《十进歌》《狱歌》

《儿童团歌》等革命歌曲。到 1928
年春，这所学校的师生们还组织文
艺宣传队，以春游为名，先后到大
荒沟、仁和洞、骆驼河子、烟筒砬
子、春化、敬信等朝鲜族聚居的村
屯，教唱革命歌曲，宣讲革命道理，
鼓舞群众抗日救国，受到朝鲜族群
众的热烈欢迎。同期，县内以大荒
沟和烟筒砬子为中心，在全县范围
内成立农民夜校，教唱革命歌谣，
宣讲抗日道理，广泛开展抗日救国
的宣传教育活动。

1945年光复后，朝鲜族作曲家
开始创作本民族歌曲。从1945年
末，金元柱编剧和作曲独幕歌剧

《我的故乡》之后，于1947年，李东
照作词、金凤弼作曲的《新时代的
年轻人》《练兵歌》等歌曲，在各地
朝鲜族群众中得到普及，并刊登在

《东北朝鲜族人民报》上，为保卫抗
日战争胜利果实，支援解放战争，
起到了积极的宣传鼓动作用。

（摘自《珲春文史资料》）

珲春地本偏僻，又经清初封

禁，道路多梗塞不通。据《吉林外

记》记载，清道光年间，有吉林至宁

古塔、宁古塔到珲春的道路，从宁

古塔到珲春官道无驿站，只有卡伦

6处，传递公文。往来行旅，自备干

粮，借宿卡伦。

从19世纪后半叶以后，随着封

禁的废除，边疆的开辟，以及加强边

防的需要，逐渐开辟或修治交通道

路。到清末时，方设驿站，从宁古塔

至珲春间有：新官地、玛勒湖哩、老松

岭、萨奇库、瑚珠站、哈顺站、大坎子、

穆克德和、密占、珲春等站。其中，瑚

珠站为宁古塔与珲春之分界。今属

珲春境内的有密占站（今密江乡）、珲

春站（今珲春城西5华里）。

又据《东三省记略》载，自光绪

初年，吴大澂督办边务，第一次开

通图们江流域道路，并派靖边军沿

途驻扎，以资保卫。到光绪三十四

年陈昭常、吴禄祯先后督办边务，

第二次开通道路，其修筑的路线，

自吉林经敦化达延吉，再由延吉东

至珲春，西至外六道沟，东北至宁

古塔，沿途设立了马拨以递公文，

安设电线，开办邮政，以通信息。

此外，还有自珲春至东宁间的道

路，经县城东北190华里红旗河屯、

280华里通肯山高力营地到达东宁

县。其间在高力营屯设有驿站。

副都统依克唐阿曾动员驻防

靖边军按年分段修治了通省、通宁

古塔、通东宁的各条道路。这些官

道，后经改修，成为现代的公路。

（摘自《珲春满族》）

商贸经济

清代官道

珲春朝鲜族歌曲
金凤灿 金东俊

珲春近代教育事业奠基者何廉惠

（图片由珲春市文广旅局提供）
敬信牧场

1880年（清 光绪六年）
八月二十八日 为防御俄军从

珲春入侵，清廷令吉林将军铭安在珲

春集结军队，命协领双寿率马步队

1500 余名，宁古塔副都统德平阿在

乌苏里江以东的苏城沟、翠峰（绥苏）

沟招募猎手500名，原呼兰副都统依

克唐阿在伊通附近招募猎夫、“苏

拉”、“西丹”若干，一并赶赴珲春驻

扎。令珲春等地驻军严密监视沙俄

军队动向。

九月二十日 铭安奏准将现有

分巡各城之马步官兵中抽1000名派

赴珲春防守，俟喜昌续练的5000防

军分驻防后，即将此马步官兵拨归原

处。

十二月 钦差大臣，吉林边务帮

办吴大徵由宁古塔到达珲春检阅防

军。

是年 吉林新添练靖边军马步

队7000人，分驻珲春地方共九营，计

3150人。其中：右路步队一营400

人、马队一营250人驻珲春南岗（今

延吉市）；中路步队三营、前路马队二

营、步队一营驻珲春城东红溪河一

带；前路步队一营驻黑顶子地方。

是年 吉林将军派郭长云，备军

装武器械前赴珲春操练马队一营，步

队二营。派德平阿速将塔城东南苏

城、绥芬各沟猎夫尽数招至营中，以

500人编立成军，驻扎珲春。

是年 珲春始征园参税。

是年 珲春所属的高丽岭以西

地划归敦化管辖，高丽岭以东地归珲

春管辖。

是年 展缓吉林被灾之宁古塔、

三姓、珲春等处应征银谷。

1881年（清 光绪七年）
三月三日 为加强边区文报传

递，铭安奏请在省城至宁古塔、宁古

塔至三姓、宁古塔至珲春间增设驿

站。奏准后，于珲春境内设立新官

地、玛勒瑚哩、老松岭等10站；于宁

古塔、三姓境内增设鳑头岔、太平庄

等8站。新添驿站均隶于边防军。

四月八日 因吉林将军驻地距

三姓、宁古塔、珲春等地较远，难以兼

顾，清廷命吴大徵督办三姓、宁古塔、

珲春防务并筹办屯垦事宜。

四月二十八日 因珲春协领所

辖地域辽阔，中俄边界交涉日繁，宁

古塔副都统鞭长莫及，清政府诏准将

珲春城从宁古塔副都统划出，设立珲

春副都统，专辖珲春城，隶属于吉林

将军驻防序列，无领属，原呼兰副都

统依克唐阿首任珲春副都统。副都

统下设置左翼和右翼协领，置八旗佐

领。此外，另设左司、右司、边务承办

处、印务处等机构。原协领移驻珲春

河地方，仍隶于宁古塔副都统。

五月 经钦差大臣、吉林边务督

办吴大澂奏准，开始修筑珲春东西两

座炮台。珲春东西炮台分别建于珲

春城东南和西南10余里的阿勒坎

（今马川子乡炮台村）与外郎屯（今近

海街图鲁村），各建炮台3座，以阻俄

军从岩杵河和黑顶子两路进犯。

六月九日 吉林将军铭安奏；遵

筹三姓、珲春、宁古塔等处边务，实有

防军9000人，恐难兼顾，特派三品卿

吴大澂督办珲春等处防务。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