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珲春商业始自行商。无座商
之前，行商将人们需要的物品，用
牲畜驮载运进来，再将换回的山海
土特产品运销内地。明代万历年
间，珲春女真人结伙去辽东广顺、
镇北、新安等关以物易物，人数最
多一次达1180人。仅万历十二年
（1584）一年，就有 9 批 3506 人次，
其中，往返于镇北关（辽东昌图东
北）3批、新安关（辽东开原以西）4
批、广顺关（辽东开原东）2批进行
易货行商活动。崇祯八年（1635）
库尔喀部落长赖达库，率岩杵河地
方库雅喇氏26户，百余丁口，赴盛
京贡海豹等皮张，返回时带回生产
生活用品。

清光绪十年（1884），珲春试收
山海土杂税。当时报税的行商186
名。另外，还有二道贩子150名以
上。光绪二十三年（1897），行商收
黄 芪 11030 斤 ，光 绪 二 十 四 年
（1898），收黄芪 25586 斤，收秧参
5000 两。行商收购的山海土特产
品，除少部分在当地销售，绝大部
分外销往内地。运输上，主要靠畜
驮、大车或爬犁，道路崎岖，路途遥
远，运价昂贵。珲春到延吉，每件
百斤，运费 4 吊钱；珲春到吉林的
运费，每件百斤，驮运每件 17 吊
钱、爬犁每件8吊钱、车运每件9吊
钱。在珲春当时收购上等黄芪，每
百斤最高给10吊零500文。

货郎是行商的一个分支。中
华民国和东北沦陷初期，在三家
子、东岗子、裴优城一带，有很多货
郎走街串巷。三家子乡东岗子村
有一吕姓货郎，他绰号“土地佬”，
手拿货郎鼓、肩挑货郎担，每到一
个地方，未等进村，货郎鼓先响起
来。进到村子里，货郎担往地上一

搁，妇女们就围上来，针、线、顶针、
木梳、纽扣等小商品样样俱全，颇
受农村广大群众的欢迎。还有一
种卖货方式活跃在农村，群众称为

“卖小货的”。他们肩挎一长方形
小箱，里面装着烧饼麻花，到各村
去叫卖。

1945年8月9日，苏联正式对日
本宣战，居住于珲春城乡的商人抛
弃房屋和财产，向延吉方向逃奔。
光复后，在新政权建立前的混乱之
际，县城内日伪统治时期有靠山的
商户，如福升魁、广顺和、东顺德等数
十家，亦携带金银细软逃离珲春，县
内商业处于停滞状态。同年11月，
新政权正式建立，中共派韩石涛任
县长，他首先抓了粮食、食盐和布匹
等生活必需品，并组织有威望的商
人带头，于1946年1月29日组成珲
春县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委员
会。3月，由朝鲜清津购进化肥120
袋。4月，由东宁县购进粮食32595
斤、食盐22000斤。5月，又从朝鲜清
津购进化肥 3800 袋，明太鱼卵 18
桶。6月，由吉林购进粮食530135
斤。随着土地改革运动的深入，对
商业也进行了调整。私营商业逐渐
恢复营业。1947年初，土改运动掀
起高潮，私营商业也被卷入其中，县
城内开业商店共407户（包括手工
业），其中122户被清算。土改运动
对私营商业虽有所触动，但在1947
年下半年仍有436户营业（包括摊
床）。

光复后，行商很活跃。1949年
春，登记在册 128 名。1950 年后，
批发收购市场逐步由国营商业和
供销合作社统一掌握，行商也随之
改行。 （未完待续）

（摘自《珲春满族》）

十一月二十八日 吉林将军希
元等奏准于收回的黑顶子地方，派
兵屯垦驻防。

是年 南岗招垦局为珲春招垦
总局分局。

是年 依克唐阿自筹经费修筑
珲春炮台。

是年 珲春副都统将田赋改征
银为纳税。原征大租600文，改为
一钱八分；小租征钱60文，改为一
分八厘。光绪十八年（1892 年）采
取交银、交钱两种办法，二十垧地
以上纳银80%，纳钱20%；二十垧地
一下纳税、纳银、纳钱看实际情况。

1887年（光绪十三年）
是年 设立黑顶子屯垦局，调

拨靖边军步队 1 营、马队 1 哨前往
试办屯垦。光绪十六年停办撤兵，
共垦地144垧。

是年 夏秋之交雨水连绵，加
冰雹，农业歉收。

是年 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设
立中俄书院。挑选珲春、宁古塔、
三姓地方的八旗子弟入院习中俄
语文。光绪二十三年中俄书院迁
移省城。

是年 珲春副都统衙门向渔民
颁发“捕鱼执照”，禁止无照滥捕。

1888年（光绪十四年）
七~八月吉林省城、官庄、宁古

塔、三姓、珲春、伯都纳、滨州厅、敦
化县等处，本年夏秋之交，雨水连
绵，加之冰雹，收成歉薄，请蠲缓谷
银租赋以纾民力。

1889年（光绪十五年）
正月十七日 珲春副都统依克

唐阿升任黑龙江将军，卓凌阿调任
珲春副都统。

四月十三日 清廷调恩泽为珲
春副都统。

十月二十八日 吉林将军长顺
奏准设立图们江水师营。

是年 珲春地方副都统衙门及
府第建筑工程竣工。衙署 53 间，
用银5951两；府第63间，用银5573
两。

是年 再建义仓房五间，额存
粮2500石。

是年 设图们江水师营，拥有
战船3只。

水师营编制为领哨1、字识1、
船长2、号令2、舵工3、头工3、炮勇
8、浆夫28，计48人。夏季水师营巡
航在图们江上下游，冬季便驻扎在
珲春西步江。1900年7月末，清军
在中俄战役中大败以后，珲春水师
营抛船携炮撤退，途径延吉翁声砬
子时被俄军追至缴械，水师营撤回
吉林后，即行遣散。

是年 珲春总垦局局员程光第
在巡视今天宝山地区时，发现矿
石，试炼出银子。故将此地命名为

“天宝山”。
是年 南岗六社为颂扬珲春副

都统依克唐阿功德，在今安图县亮
兵乡南沟村西北2.5公里的哈尔巴
岭岭岗立“依克唐阿德政碑”，碑正
面刻“德威政著”，计4通。碑高连
同底座170公分，碑身宽52.5公分，
厚 16.5 公分，碑首呈圆形，无外加
的碑冠。碑的正面当中刻有“德威
正著”四个大字。上执为“钦命帮
办吉林边务事宜、镇守珲春副都统
升任黑龙江将军，法什帮尚阿巴图
鲁恩宪依公德政碑”。

是年 在珲春圈河设行局，稽
管洋药输入捐。

是年 一珲春副都统衙门及府
弟竣工，共耗银11523两。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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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故事

边地风情

红色档案 游在珲春

民族渊源 边城记忆

经贸剪影

美食橱窗

珲春大事记
珲春是中国朝鲜族主要聚集地

之一。1644年珲春满族大部分随清

军入关。清政府把长白山和鸭绿江、

图们江以北地区作为清朝发祥地封

禁，严禁异族迁入。清朝实行封禁时

期，除个别朝鲜边民越境潜耕和少数

满族人狩猎外，珲春地区人烟稀少，

空旷荒凉，草木葱茏，禽飞兽走。

此时，濒临死亡线上的朝鲜贫苦

农民，为谋求生路，不断冒禁潜入，由

此引发清政府和朝鲜之间的外交纠

纷。为了解决边界问题，清政府于

1712年5月派官员与朝鲜官员攀登

长白山勘定国界。双方都采取严厉

措施，实行严密封锁，禁止两国边民

互相迁入。尽管清政府和朝鲜统治

者封疆锁国，严密封禁边外地区，但

朝鲜贫苦农民冒禁潜入却从未间断。

19世纪初，朝鲜边民越境到珲

春密林中采参、打猎，或者在山岔口

开荒种地者日渐增多，他们或“朝耕

暮归”，即凌晨越江垦种，日暮返家；

或“春来秋去”，清明节前后携耕畜农

具越江垦种，秋后收获而归。到了19

世纪40年代，在珲春境内开始出现

朝鲜边民定居务农者。如1848年，

朝鲜边民李应三迁入黑顶子落户。

从历史上考查，朝鲜垦民大量迁

入珲春有两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

1860年到1870年间，朝鲜北部连年

发生自然灾害，迫使朝鲜灾民不顾中

朝两国的封禁，扶老携幼，越江谋生。

19世纪70年代，沙俄加快侵略

东北步伐，强占乌苏里江以东地区，

将侵略魔爪伸向我国东北。1875年

到1882年，沙俄先后侵略珲春河南

岸、石头岭一带和黑顶子地方。这时

处于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的清政府，

为挽救边疆危机，缓和国内矛盾，就

地解决粮饷，加强边疆防务。逐步废

除封禁制，实行移民戍边政策。这为

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大批朝鲜边民迁

入珲春提供了有利条件。

据史料记载，1865年朝鲜庆兴

郡汝坪农民金学南、金学贤兄弟越江

迁入今敬信镇玻璃洞村定居，开荒种

地。1866年12月朝鲜庆源郡阿山镇

70余户朝鲜饥民迁入珲春。同年朝

鲜庆源郡农圃洞农民崔安永迁入今

三家子满族乡沙坨子村落户。1867

年3月，在珲春和俄罗斯边境接壤一

带，朝鲜逃荒者“千余人结屋”。1869

年10月，朝鲜庆兴阿吾地农民迁入

珲春。

面对如此情景，1869年，朝鲜会

宁府恳请清朝救济饥民，要求允许朝

鲜饥民迁入。1870年，朝鲜北部地区

遭受特大自然灾害，国内奇荒。咸镜

北道沿江6镇（茂山、会宁、钟城、稳

城、庆兴、庆源）大批灾民冒犯清、朝

两国政府的封禁令，渡过图们江，迁

居珲春境内谋生。

1870年10月，朝鲜庆兴郡一个

村19户农民一夜之间集体迁入敬信

境内。由此可见，图们江沿岸的敬

信、三家子等地是朝鲜垦民定居最早

的地区。这时，敬信回龙峰、三家子

乡沙坨子等地开始形成了朝鲜垦民

村庄。

最初由朝鲜迁入的边民，不仅在

图们江沿岸落户，为了避开清廷官员

的巡查，他们还在各山岔口盖舍定

居，由此珲春河上游也开始形成了朝

鲜族部落。

据1884年统计，从朝鲜越江到

黑顶子（今敬信镇）一带定居的朝鲜

垦民已有110余户。同时期，在珲春

柳树河子、金厂沟、塔子沟、西北沟等

地定居的朝鲜垦民达400余户，已经

形成了部落。当时，满、汉族人民目

睹朝鲜饥民越江惨状，不肯举发于官

衙，收容他们并为其提供耕牛、粮食、

种子和住房等生产生活资料，这更加

速了朝鲜饥民大举迁入珲春的步伐。

1883年，清政府同朝鲜签订《吉

林与朝鲜商民贸易地方章程》，并在

西步江（今三家子满族乡古城村）一

带设通商局，与朝鲜进行贸易。1885

年设越垦局，把图们江以北地区划为

专垦区，办理朝鲜垦民事务，为朝鲜

垦民大批迁入珲春、开发珲春提供了

有利条件。为了安抚朝鲜垦民并发

挥其生产积极性，珲春成立了垦荒

社。为了鼓励垦荒，发布《珲春宁古

塔招垦章程》。这些规定，有利于大

批朝鲜垦民迁入珲春境内定居垦荒

开发。

清政府的招民垦荒，特别是垦民

开荒5年不收租的政策，对一贫如洗

的朝鲜贫苦农民来说，具有强烈的吸

引力，促使其纷纷越江迁入珲春境

内。据统计，1886年迁入珲春一带的

朝鲜垦民已达2350多户12490人；

1890年，珲春黑顶子6社有朝鲜垦民

853户，耕地2541垧；1893年，珲春五

道沟的朝鲜垦民501 户，耕地2417

垧。

1900年7月，沙俄侵略军越界攻

克珲春，烧毁城垣，到处杀人放火，无

恶不作。珲春副都统英廉和属辖官

吏，为避其患，逃至吉林一带。在无

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大批朝鲜人再次

从朝鲜和西伯利亚迁入珲春。

据1907年3月统计，当时在珲春

境内的朝鲜垦民中，有五分之一是从

俄国西伯利亚迁入的。

朝鲜族迁入珲春的第二次高潮

是1910年，朝鲜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

民地以后的时期。1910年8月，日本

帝国主义吞并朝鲜，朝鲜沦为日本帝

国主义的殖民地，许多朝鲜人民无法

忍受日本侵略者的欺侮和压榨，背井

离乡，迁入珲春。珲春杨泡乡烟筒砬

子、英安镇大荒沟和密江乡中岗子、下

洼子等地的朝鲜垦民大都是这个时

期迁入的。据1925年调查，在珲春的

朝鲜垦民中，虽然来自朝鲜南北各道

的都有，但是咸镜北道来者居多。

据《珲春县志》记载，1931年“九

一八”事变前，珲春境内已有朝鲜人

8203户49629人。1934年日伪统治

时期，曾有 100 多户朝鲜人集体移

民，定居珲春凉水镇石头河子。1937

年，又有80多户来自朝鲜的集体移

民迁居凉水镇的亭岩。

现在的珲春，仍然是一个多民族

聚集的城市，各族人民安居乐业，人

们和谐共处，为建设美好珲春做着自

己的贡献，共同谱写多民族团结的新

篇章。（摘自《档案吉林·珲春市卷》）

朝鲜人迁入珲春始末
政协

在东北，人们都知道杨靖宇总

司令领导抗联一路军在广袤的深

山密林与日伪军进行艰苦卓绝的

斗争。面对日伪军的残酷“讨伐”，

为便于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杨靖

宇决定把部队化整为零，用麻雀战

袭扰敌人。于是，在白山黑水的密

林中，出现了许多这样的小部队，

他们来去迅捷，奔袭力强，给敌人

以有力地打击。

那是1938年的夏天，一支活动

在敦化以南寒葱岭一带的小部队，

准备带着20来个战士敲掉伪警察

署设的哨卡，顺便搞点粮食和武器

弹药。准备出发时，天变得阴沉沉

的，但对于部队来说，这是搞偷袭

的好天气。当部队到达敌人哨卡

时，豆大的雨点开始从天空中洒落

下来，站岗的伪警察纷纷躲进哨所

避雨，路上一个人都没有。趁着雨

势，几名机灵的战士偷偷地溜进哨

所，干净利落地制服了哨兵。从被

俘的哨兵口中得知，一会儿会有一

支100多人的伪军押着军饷经过此

处。同志们一听有军饷路过先是

一喜，后又觉得敌人数量太多，大

家就打不打的问题进行了激烈讨

论。小队长最后把心一横，对大家

说:“来都来了一不做二不休，干脆

连他们一块儿收拾了。但硬碰硬

是不行的，擒贼先擒王，我们伪装

成哨兵，等他们经过的时候，只要

把他们领头的控制住，剩下的我就

不信不投降。20几名战士迅速从

俘虏身上扒下衣服穿在身上，等待

负责押运的伪军到来。

没过多久，负责望哨地同志就

看到一支车队向哨卡缓缓驶来。

领头的骑着高头大马，看样子应该

是俘虏说的伪军连长。等他们走

近哨卡时，几个伪装成哨兵的战士

把拦路桩挪开，然后装模作样地靠

近伪军连长身边，说道:“长官辛

苦、长官辛苦。”说时迟那时快，没

等伪军连长回话，战士们趁其不

备，一下将他拽了下来。落马的伪

军连长重重地摔落在地，没等爬起

来，旁边的一个战士一步跨过去，

用枪顶在他的脑袋上，然后冲着周

围大喊:“都不许动，不然我崩了

他。”这一喊全场伪军都傻了眼。

那个伪军连长被出其不意地一摔

早吓得半死，再看黑洞洞的枪口顶

着自己的脑袋，立马就怂了，说道:

“好汉别开枪，有话好说。那个谁

谁谁……你们都快把枪放下。难

道你们想让我死吗？”伪军们听到

长官发话了，都放下了武器。这

时，抗联部队的小队长对那个伪军

连长说道:“算你识相。告诉你，你

拉过来的这些东西我都要了，至于

你的命我暂时先寄存在你身上，不

过要记住了，别一天光琢磨怎么欺

负老百姓，听懂了没有？”“是是是，

以后不敢了。”“命令你手下乖乖把

武器都放在一旁，你先陪着我们走

一段吧，到地方就放了你。”

就这样，抗联小分队20几个人

俘虏了伪军整整一个连，他们带着

截获的装备和军饷回到了密营。

那个伪军连长，在小分队回撤的半

路上，被战士们扒光衣服，蒙眼绑

在了路边的一棵树上，算是给他个

教训。（摘自《老刘讲故事》）

⇐板石镇位于

珲春市西南部，距市

区 10 公里。该镇依

托“富硒苹果”，大力

发展休闲采摘。特

别是该镇孟岭村，是

吉林、黑龙江两省规

模最大的富硒苹果

基地，每年“十一黄

金周”前后都会吸引

众多游客慕名前来

采摘。

在珲春市英安镇新明村东北方

有个七星屯，地处河川地，清朝初期

建此屯，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

有满族邰、郎、葛等姓村民在此居住，

因该屯处在珲春河南岸，在屯子南侧

又有七个大泡子，形似北斗，人们便

称此屯为“七星屯”。1914年，珲春

河涨大水改河道，泡子变成河道，失

去原貌。1949年以来，因筑珲春河

堤坝，疏导珲春河各支流入珲春河主

流，珲春河主流南移，使七星泡成为

珲春河北侧支流河道。现在七星泡

已不存在，但关于七星泡的传说却仍

在流传。

相传，努尔哈赤少年时经常外

出打猎，他身上穿的野猪皮衣服和

骑的大白马是他的心爱之物，特别

是他那一身野猪皮总是不离身。时

间长了，“野猪皮”就成了他的名字，

人们就称他努尔哈赤了（努尔哈赤：

满语，原意为“野猪皮”，到清代中

叶，文语规定努尔哈赤为太祖的专

称，但民间仍然称野猪皮为努尔哈

赤）。努尔哈赤进山打猎也是信马

由缰，大白马愿意往哪儿去就往哪

儿去。有一天，努尔哈赤领人去打

猎，一出城，大白马就奔宁古塔西南

跑去，跑了百余里，来到“毕尔腾湖”

（即镜泊湖）边。马刚停步，就看到

一位钓鱼的白发老人跌进了湖里。

努尔哈赤急忙从马上下来，跳下水

去，把老人救上岸来。事后老人从

怀中掏出一把豆粒儿，要给努尔哈

赤，来答谢他的救命之恩。努尔哈

赤恭敬地说：“昂帮玛发（老大爷之

意），我救您并不是为了要您酬谢

我，这豆粒儿您老留着吧。”可是老

人一只手握着豆粒、一只手拉着努

尔哈赤不放，非给他不可，并说豆粒

儿不值钱，权当留个念想吧。盛情

难却，努尔哈赤就伸手捏了一小捏

儿，正好七粒，顺手放在箭囊里。他

告别了老人，就骑着马回到家里。

夜间忽然发现箭囊放光，努尔哈赤

把箭囊一倒，豆粒儿从囊中滚出来，

一下把屋子照得比蜡烛还亮堂。他

这才明白这些豆粒儿原来是夜明

珠。打那以后，他整天把夜明珠揣

在怀里，闲时就掏出来看看。

不久，努尔哈赤又出去打猎。

一出城大白马又向东南跑去，几天

后，来到珲春地界。一天晚上，珲春

城南河边一些人在淘金。这些人见

到了这位穿野猪皮衣服的青年猎人，

通身放着光亮，就喊：“努尔哈赤，把

你怀里放光的东西借给我们用行

吗？”努尔哈赤本舍不得借，但他看淘

金人很辛苦，就从怀里掏出夜明珠交

给了他们。人们把七颗夜明珠放在

河边石头上，立刻放出异彩，就像是

七颗明星把河边照得通亮。淘金的

人们十分高兴，高声喊着杜尔佳（满

语意为明亮的星星），他们边淘金、边

唱起歌来。努尔哈赤看到夜明珠给

淘金人帮了大忙，就心满意足地往回

走。走到半路，迎面来了一个人，拦

住努尔哈赤问：“你就是得到夜明珠

的猎人吗？”努尔哈赤说：“正是”。

“把珠子卖给我吧，我出大价

钱。”

“你就是给我一座金山，我也不

能卖，那是老玛发留给我的纪念。”这

个人一个劲儿央求，非要买不可。努

尔哈赤嫌他啰嗦，骑马就走。这人上

前拦住马头说：“不卖给我，那让我看

看总可以吧。”

努尔哈赤告诉他说：“珠子没在

我手里，我借给爱新拉库（满语淘金

的人）了。”

“哪里的爱新拉库？”

“珲春城南的爱新拉库。”

那人眨巴了一下眼睛说：“那

好，别耽误了你赶路,请便吧。”

努尔哈赤骑马来到住处，未等

他下马，大白马转头又往回跑了，跑

到河沿时，天已大亮。淘金人在河南

沿聚了堆，又吵又嚷的。他赶忙脱下

靴子，光脚蹚过河去。原来要买珠子

的那个人，赶到这里把夜明珠抢在手

里，说努尔哈赤把珠子卖给他了。淘

金人不相信他的话，把他围住了，不

放他走。这时候努尔哈赤赶到了，他

挤进人群大声喊：“你好大的胆子，竟

敢来骗珠子！”

那个人抬头一看是努尔哈赤，

吓得身子一抖，七颗夜明珠从手里掉

到地上，他急忙去捡，努尔哈赤上去

一脚把珠子踩在脚底下，可是等他挪

开脚，珠子却不见了。众人帮他四处

寻找也没有找到。那个人拍着大腿

说：“咳，你真没福啊！谁得到那七颗

夜明珠谁就能当皇帝，到那时谁还敢

喊你‘野猪皮’呀？都得称你为老佛

爷了。你一脚把它踩没了，还不如卖

给我。”

淘金人纷纷指责那个人说：“像

你这样自私行骗的人，还没当上皇

帝，就想高高在上，坐享其成。若当

上皇帝，黎民百姓就更要遭殃了。”

努尔哈赤说：“我宁可把珠子砸

碎了也不给你，决不能让你这样的人

当皇帝。”

那个人一走，淘金人觉得很对

不住努尔哈赤。当初若是不借用珠

子照明，珠子哪能丢呢。于是他们一

起动手掘地寻找夜明珠，可是挖了三

天三夜，把地挖了七个大坑也没有把

珠子挖出来。但那七个坑都挖出了

泉水，变成了七个蔚蓝的、清澈见底

的大水泡子。因这七个泡子是为了

找夜明珠而挖出来的，故称为七星

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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