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月二十六日 因朝鲜国王要

求将潜入中国境内的“流民刷还本

国，交付本地方官归籍办理”。当

天，清廷命铭安、吴大澂悉心筹划，

将该国流民送回。

十一月二日 铭安、吴大澂奏：立

即放还朝鲜流民回国，朝鲜地方官无

以安插而流离失所，因此暂缓放还。

是年 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上

请吉林将军铭安，建筑珲春副都统

衙门。

1883年（光绪九年）
八月 清廷前刑部侍郎中彭光

誉与朝鲜官员鱼允中，在朝鲜签订

《吉林与朝鲜商民贸易地方章程》

16条。《章程》规定：两国以图们江

为界，在该江对岸的和龙峪（今龙

井市智新村）和会宁设立税务局，

在西步江（今沙坨子西）设立分局；

两国边民只许在指定地点贸易，不

得深入对方内地采购和贩卖；除红

参外，一律征税值百抽五，商民贸

易使用金银或“小布”；有关钱财、

罪犯等案，由珲春和庆源就近按本

国法律审断，但应互相知照；严禁

贩运毒品和军器，朝鲜红参和吉林

秧参，均征税值百抽十五。该《章

程》促进了吉林地方和朝鲜的边界

贸易和友好往来。

九月 沙皇俄国侵入珲春边

界，强占图们江东岸沿江百余里地

方，并在黑顶子安设俄卡。

是月 巡抚吴大澂与朝鲜签订

“吉林朝鲜商民贸易地方章程”，在

和龙峪（今龙井市智新乡）、光霁峪

（今龙井市光昭村）和西步江设通

商局，进行贸易往来。章程规定

“归化籍”之朝鲜恳民允许居住，领

照升科，并分归珲春、敦化县府管

辖。 （未完待续）

珲春市哈达门乡松树村有一

趟山沟叫仁河洞。九十年前，在这

里发生了11位革命英雄慷慨赴死

的壮烈一幕。

1931年9月18日晚，四周黑漆

漆的，天上连颗星星都看不到。仁

河洞党支部的几名党员聚在一起，

召开了研究如何减租减息，惩办地

主老财，把反日斗争推向新阶段的

讨论会议。参会的党员们各抒己

见，讨论氛围异常热烈。在这样一

个氛围浓厚的会场上，却有一个身

影，躲在角落里，满脸冷汗、嘴唇发

干、眼神飘忽、坐立不安，他就是骆

驼河子大地主元戴舜的二儿子。

早年间，组织上认为元二虽是

地主子弟，但念过书有文化，思想

比较开明，平时也非常支持反日活

动，于是就把他拉进了革命队伍

里。刚开始元二还能积极参加各

项反日活动，想不到后来他没有经

受住艰苦生存环境的考验，在汉奸

父亲的引诱下沦为日本侵略者的

走狗。

其实当天晚上的会议，按保密

级别元戴舜的二儿子是不应该参

加的，可是他软磨硬泡、强烈要求

进步，支部书记不忍打消他的积极

性，就同意他列席会议。其实，变

节的元二就是想了解一下哪些人

参会、什么会议内容，他好把这些

信息报告给日本主子。可是，当听

到党组织要清算地主汉奸时，他被

吓得直哆嗦，心里想着还是先告诉

他爹出去躲一躲吧！

会议结束后，回到家中的元二

坐立不安，猫在家里扒着门缝观察

周围，确定街上没人了，才趁着黑

夜鬼鬼祟祟地跑回父来家里。元

戴舜得知革命群众的斗争计划后，

急忙带着家人，奔向珲春城，连夜

把事情报告给了日本驻珲春领事

分馆。

9月20日天刚刚亮，仁河洞的

村民们像往常一样下地干农活，突

然从村头传来了日本宪兵的哨

声。这是出事儿了，大伙儿纷纷放

下手中的活儿跑回村子里。原来，

元戴舜带着日本领事馆军警，悄悄

地把仁河洞包围开始进村抓人了。

日本军警将村民驱赶到后山

下的一块空地上，说是要当场揪出

共匪分子。看着有日本人给自己

撑腰，原本躲在日军身后的元戴舜

和他二儿子一下就跳进人群里，把

金时俊、朴今柱、崔汉旭、崔允瑞、

姜锡铉、崔龙益、金炳国、郑仁伍、

金江女、崔仁淑(妇女主任)、崔汉赫

等11名同志从村民中拉了出来，然

后跑到日本军警的小头目面前说：

“就是他们！”

被捕的11名同志，在穷凶极恶

的敌人面前毫不畏惧，不管敌人使

出什么样的花招和酷刑，没有一个

人吐露出一个字。在场的村民在

敌人的刺刀下只能愤怒地低下头

默默流泪。

最后，惨无人道的日本军警将

这11个人的双手用铁丝穿透，穿成

一串押到空地一侧的土墙边，当着

全村人的面残忍地将他们杀害

了。11位英雄在临死前高呼“中国

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侵略者”等

口号，英勇就义。

珲春光复后，日本人的走狗、

汉奸元戴舜及其爪牙们得到了人

民的正义审判，被执行枪决。

（摘自《老刘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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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珲春这座美丽富饶的边境

城市，随处可见金发碧眼的俄罗斯

人，他们不仅带动珲春经济的发

展，也掀起了全民学习俄语的热

潮。现在珲春不仅有职业高中专

门教授俄语，还有许多培训机构在

传授俄语，学员遍布各个阶层和各

个年龄段。在珲春，人人都会说几

句俄语，这种语言环境成为珲春一

大特色。

其实，早在清初珲春就有教授

俄语的学校，这就是中俄书院。中

俄书院是吉林省第一所外语专科

学校，在珲春、延边乃至吉林省有

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1858年5月28日，沙俄用武力

胁迫清廷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瑷

珲条约》，割占了黑龙江以北、外兴

安岭以南 60 多万平方千米的中国

领土，并将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

方千米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

管”。1860年11月14日，沙俄又逼

迫清廷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北京

条约》，又割占了中俄“共管”地

区。从此，珲春地区由吉林省腹地

变成中俄边境地区。

由于珲春与沙俄接壤，两国接

触增加，边境交涉事宜也日益频

繁，珲春急需通事（翻译），这种人

才必须通晓两国语言文字，又善于

外交辞令。可是当时吉林省各域

（如吉林、宁古塔、三姓、珲春等）当

差者不懂俄语，尽管民间有粗通俄

语者，但远远达不到实际需要的程

度。因此，两国在接触及处理来往

照会的过程中，常常发生隔阂与误

会，严重地妨碍了两国间的接触。

于是，光绪十三年（1887年）吉林将

军希元奏朝廷恩准，决定成立珲春

中俄书院，又奏调内阁中书庆全为

珲春中俄书院俄文教习，于光绪十

四年（1888 年）正月抵珲春着手成

立书院事宜。

中俄书院的规模、经费等一切

事项，均依照京都同文馆（专门培

养译员的学校）章程办理。书院考

取宁（宁古塔）、姓（依兰）、珲（珲

春）三城八旗子弟入院肄业，以 15

名为额，年龄在 15 岁-20 岁之间、

天资聪明粗通汉文者为人选。其

15名名额的分配原则是，珲春的八

旗子弟多于其他两城。首批招收

学员的比例是：在珲春城八旗中，

挑选7名学员，在宁、姓两城各挑选

4名。于光绪十四年三月初一开院

授课。该书院同当时的其他书院

一样，没有固定的学制、年限。课

程是按六年安排的。前两年学习

俄语声母、韵母及单词、变格等内

容，“聪明者用心学习六年可成，愚

钝者用心学习九年可见成效”。考

试分季考、岁考，获岁考前三名者，

能得到可观的奖金。

书院的一切费用由国库开支，

教习庆全的月薪水为60两，厨役、

杂役的月薪水为5两-10两。学生

的书本纸墨费、伙食费、饷金、赏金

均为官费。经费先由珲春边务垫

付，后由吉林将军奏报朝廷由国库

给予核销。

教习庆全在珲春年满回京，复

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工部候补主

事毛鸿遇接任，月薪30两。

到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

四月，中俄间除少量的边境接触

外，更多的接触发生在省内腹地各

处，但是省交涉总局接触更为频

繁，急需通晓中俄文的翻译。因省

城没有这方面的人才，无奈把珲春

中俄书院俄文教习毛鸿遇调至吉

林充当俄文教习翻译，参与中俄交

涉事件。因此，中俄书院由珲春迁

至省城吉林。又因沙俄在吉林省

境内兴建铁路工程（即中长铁路吉

林省境内一段及滨绥线），沙俄人

员来吉者众多，在俄文公务往来日

益增多的情况下，需要增加俄文教

习。于是，提拔委任学生连升、五

品顶戴依力丰阿两人为俄文副教

习。同时，增补俄文学生15名。中

俄书院以教书育人为原则，经常以

纲常知识为诸生讨论内容，以国外

洋文为应变之方，以圣贤书传为立

身之本。书院除俄文教习之外，还

另委派汉文教习教圣贤书目。

日俄战争后，日胜俄败，长春、

吉林以南被划为日本势力范围，俄

兵撤出吉林、珲春等地，中俄书院

失去了存在的客观条件。

（作者单位：图们江报社）

春化镇东兴镇村位于珲春市

东北部、距市区百余千米，是一个

只有 300 多户人家，基本没有娱

乐、休闲场所，只有一条穿村而过

的302省道为其主街的普通村庄，

但该村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曾

经非常繁华，远近闻名。

东兴镇村曾经是一个镇子，非

常繁华，有过多家小学，数条街道，

街道上各类商铺应有尽有，有上千

人口。据史料记载，东兴镇一带在

清光绪初年始有住户，以前居民分

散居住，当时住此地的大户潘洪德

在此烧窑，兼雇20余名长工种地，

得名潘家窑。又因此地在土门子

岭东，又叫东土门子。在 1922 年

至 1938 年间，东兴镇是现在春化

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乡

（村）政府驻地。

那么东兴镇为何当初如此繁

华呢？东兴镇最繁荣时期是在跑

崴子时代，也正是跑崴子促成了东

兴镇的繁华。由于东兴镇的地理

位置优越，跑崴子的人会在出发前

在这里集汇，回来后在这里休整，

东兴镇就相当于一个大型的驿

站。再者，东兴镇还是淘金人的聚

集地。由于往来商贩多，这里逐渐

开设了店铺、饭店等场所，变得越

来越兴旺。

东兴镇在清代和民国初年曾

是通往蒙古街、符拉迪沃斯托克等

地的交通要道。据《珲春乡土志》

记载：“民国十一年（1922年）商贾

云集，居民达万余人，为珲春外镇

第一市镇，亦为国防之要地。应有

机关均已设置，电信往来，颇称便

利。”民国十三年（1924年）驻有陆

军1个连，后改驻1个营。由于军

队驻此，当地社会治安较好。垦

地、淘金者多来此。

据伪满康德二年（1935 年）珲

春县县公署制《东兴镇市街图》记：

东兴镇东西向有3条大街，从北往

南为镇安、兴安、东安3条大街；南

北向亦有 3 条街，从东往西为福

陲、化靖、春绥街，分福陲、化靖、春

绥三甲，直属春化保。设有春化保

长事务所、甲事务所，于伪满康德

三年（1936年）改为东兴屯。设有

日本宪兵队、警察署、税捐分局等，

并有3所小学，还设有伪中央报社

记者站。据1937年的《珲春概况》

记载，此时东兴镇拥有：“满鲜民

600余户，人口3000余人”。

曾经极度繁华的东兴镇还曾

是抗日英雄王玉振抗日的地方。

王玉振是民国时期的陆军将领，驻

防于珲春东沟一带，当时他的营部

就设立在东兴镇。战争中，王玉振

视死如归拒不投降，将率领的部队

改编为珲春抗日救国军，并将原营

改为旅的编制，自任旅长，对外号

称抗日救国军司令，后来还参加东

北抗联杨靖宇部队，隶属王德林的

吉林救国军，番号为第五旅，王玉

振仍任旅长，驻扎在东兴镇，期间

各方爱国人士纷纷加入，王玉振的

队伍由原来的 500 来人发展到

3000多人。

王玉振指挥部下与日军“讨伐

队”作战30余次，其中有团山子伏

击战、三道沟口伏击战、杉松背阻

击战、塔子沟伏击战等，共消灭日

军 100 多人，击毙日本指挥官 2 名

（其中1名为大佐），击伤日军飞机

1架。他还组织夜袭队摸入县城，

缴获警备队枪械和子弹。为解决

军粮和士兵生活，他献出了自己积

蓄多年的沙金。据《珲春市志》记

载：1933 年 1 月，日军攻入东宁县

城。王玉振部队的粮食、武器、弹

药补给中断，军心惶惶。日方派王

玉振的旧相识王新达到旅部多次

劝降。王玉振向官兵提出“投降与

否听凭自愿”，一部分坚持抗日的

官兵投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

游击队，一部分归乡谋生。1933年

2月，王玉振在粮食、武器、弹药补

给中断的特殊情况下被迫投降。

《珲春市志》记载：投降后的王

玉振，拒绝为他安排的伪官职，闲居

家中12年多，日伪当局对他弃官闲

居一直怀疑，便派人监视他的行

踪。1945年8月东北光复前夕，行将

崩溃的日伪当局将他逮捕入狱，8月

9日枪杀在狱中，时年57岁。

现在，东兴镇的居民还十分怀

念王玉振，只要一提起王营长，老

人们就能说出一连串和王玉振有

关的故事来。

（作者单位：图们江报社）

萨其玛是满族传统食品（也有

叫洒琪玛、沙琪玛）是满语读音的

缩写，汉语中叫“芙蓉糕”，亦称“金

丝糕”。该食品当年随清兵入关，

带入京城并迅速传向各地。几百

年来风行祖国大江南北，深受国人

喜爱，长盛不衰，已成为我国最优

秀的传统食品之一。

据传当年努尔哈赤在一次率

军远征中，见到了手下一名叫萨其

玛的将军带着妻子给他做的这种

点心，不仅味道好，而且能存放好

长时间而不易变质，十分适合行军

打仗。努尔哈赤品尝之后大加赞

赏，并把萨其玛将军的名字作了这

一食品的名字。

在满族饮品中，酒居首席，因为

对地处高寒的北方民族来说，酒为

快乐之友，寒冷之柴。酒，满语称“阿

拉克”。满族人喜好饮酒，早在入关

之前，酒就是满族馈赠的礼品，也是

餐桌上的必备品。满族饮酒的历史

久远，金代的女真人私家自酿的酒

是米酒，并且饮酒成风。当时，亲戚

团聚、朋友相见、将士出征，都是以酒

助兴、以酒壮行。到清太祖努尔哈

赤时，饮酒之风更烈。满族酿制的

酒主要是黄酒。黄酒用糜（黄米）酿

造，因颜色淡黄，故名黄酒。黄酒，色

黄味甜，度数低。因此酒大多在秋

天酿制，又称“秋酒”。民间也称作

“米酒”和“祭酒”。烧酒是从汉族那

里学来的，多以高粱和玉米酿制而

成，属烈性酒。满族故乡，山高林密，

盛产人参、鹿茸、虎骨、熊胆、灵芝等

名贵药材，因此，人参酒、参茸酒、虎

骨酒等药酒是满族猎户的常备之

物。

满族人，不仅喜好饮酒，而且男

女老少皆有吸烟的习惯。东北三大

怪：窗户纸糊在外、养个孩子吊起来、

大姑娘叼着旱烟袋”。这第三怪便

反映了满族人吸烟的习俗。满族人

长期生活在山林原野之间，吸烟可

以防止蚊虫叮咬、毒蛇伤人，又能提

神、解除疲劳，这已成为一种习俗。

早年的满族人家，家家有烟笸箩，人

人有烟袋。年长者早起后吸烟、晚

睡前吸烟，饭前吸烟、饭后吸烟。做

儿媳的，每天起床后，先到公婆屋里，

给公婆各装一袋烟，而后开始做

饭。家中来了客人，不敬茶，先装

烟。烟，一般是自家种植，秋天收割

烟叶、晒干，以备一年之用。烟袋是

吸烟者的宝贝，由烟锅、烟杆、烟嘴组

成。男人的烟袋一般半尺左右，女

人烟袋最长者可达三尺有余。据说

长杆烟袋有许多实用功能，对于长

期盘坐在炕上的老太太，可以用长

烟杆勾取物件、轰鸡打狗、教训孩子

等。

（摘自《珲春满族》）

八连城位于珲春河冲积平原西

端的三家子满族乡境内，国家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八连城分内城和

外城，城形正方，城墙均为土筑，四面

墙上已看不出门址所在。八连城历

尽人间沧桑千余年，现在能看得清

的只有外城东墙南端、南墙东端和

北墙。从外城的南墙中部向北看，

在同一轴线上，有依次相连的三个

内城，即南城、中城、北城。

八连城既有外城又有内城，宫

城设在外城中央北部，内城有宫

殿，并建筑在高台上，这是唐代京

城形制的一大特点。八连城遗物

比较丰富，历年来出土的文物有瓦

当、筒瓦、板瓦、花沿瓦、花纹砖、绿

釉瓦、文字瓦等三十余种建筑构

件。此外，还有铁刀、玉石饰件、铜

泡钉等兵器和装饰品。

八连城作为渤海国的政治、经

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长达十年

（公元784年至793年）。在这段时

间里，促进了珲春境内渤海国经济

的发展。

公元 1029 年，正是渤海国国

破族亡后的 103 年。这一年大祚

荣第七世孙大延琳，为报国仇、族

仇和家仇，组织发动和率领靺鞨族

亡人于珲春举旗起义。在一片呐

喊声中，冲向八连城，杀死了时任

大辽国设在八连城的收税长官韩

绍勋。活捉了已投降契丹的，并成

为辽圣宗耶律隆绪贵婿即驸马公

的肖孝先和他的妻子南阳公主。

因二人无罪，只能暂时囚禁起来。

大延琳夺城后，宣告成立“兴辽

国”，自封为国王，后被因受贿而变

节的旧将杨洋世倒戈杀害。起义

以失败告终。

事隔85年后。公元1116年，由

渤海国亡人高永昌组织发动辽阳城

10位靺鞨人氏族首领，各率氏族兵

马，为配合完颜阿骨打举旗反辽，率

义举官兵东回珲春，冲入了八连城，

杀死了肖保先。肖保先是肖孝先的

父亲，此人与其子一样，都是降辽人

物。高永昌占据八连城后，当即宣

告自己是“大渤海国皇帝”。接连收

复旧国50个州、县地后，被金国收

服。在历史上，险些在八连城成立

了“第二个渤海国”。

纵观历史，渤海遗民，先后自发

举旗反辽4次，其中有2次在珲春八

连城和全境。（摘自《珲春满族》）

吉林最早的外文书院——中俄书院
孙业文

仁河洞十一烈士

萨其玛

百年古镇——东兴镇
孙业文

马川子乡位于珲春市东南部，距离市区1.5公里。该乡依托区位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和

特色餐饮。其中，马新村稻田艺术观光项目以稻田艺术为中心，打造集“观光、体验、休闲、亲子、餐饮

“于一体的综合旅游项目。 （图片由珲春市文广旅局提供）

珲春市马川子乡

满族习俗

古城址——八连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