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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友好往来源远流长。早

在公元前二世纪的西汉时期，两国

就有了交往。到了唐代，中国封建

社会经济空前繁荣，盛唐文化高度

发达。日本经过七世纪中叶的“文

化革新”，国力也逐渐强盛。日本

民族在发展的道路上，对盛唐文化

充满了渴望和追求，“举凡学术、技

术、文化、音乐以及佛教和佛教庙

宇的建筑、雕刻、绘画以及有关服

饰、器皿、生活方式等都在学习唐

朝。

唐朝，是个幅员辽阔，民族众

多的国家。在与日本的友好交往

中，除了中原以外，居住在祖国东

北白山黑水之间的靺鞨人（满族的

先世）所建立的地方政权渤海国，

也担负着频繁的外交使命，为传播

盛唐文化，增进友谊，做出了贡献。

唐代渤海王国（698 年—926

年）在建国初期，就受到唐王朝的

册封，属少数民族地方政权。渤海

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

诸多方面积极向唐朝学习，“大抵

宪象中国”，因国力强盛，文化发

达，史称“海东盛国”。

渤海国与日本一水之隔，在相

互来往之前，双方处于隔绝状态。

渤海国建国不久，第二代王大武艺

决心“通使聘邻，始于今日”。公元

727 年（渤海国武王仁安八年），首

次派遣宁远将军高仁义等24人，携

带国书和300张貂皮，远涉重洋，到

达日本。翌年秋，日本圣武天皇派

大使，携带国书和彩帛、绫、丝、棉

等礼品，陪同渤海国大使回访。日

本天皇表示，“沧波虽隔，不断往

来”。从此，开创了渤海国与日本

友好往来的先河。

在其后近两个世纪的漫长岁

月中，渤海国使团恪守“永敦邻好”

的信念，出访日本共34次，日本派

使者回访了 13 次。渤海国通往日

本 的 陆 路 、海 路 ，被 称 为“ 日 本

道”。“日本道”上，舟车织路，盛况

空前，极大地推动了中日关系的发

展。据《新唐书·渤海传》记载：“龙

原，日本道也。东南濒海。”指出了

“日本道”与龙原府的关系及出海

的方位。资料证明，吉林省珲春市

的八连城是渤海国东京龙原府。

珲春市东南近百里，便是日本海的

一个海湾。渤海国使者从国都上

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市渤海

镇）出发，沿马连河南下，穿过峰峦

起伏的哈尔巴岭、傍嘎呀河到图

们，图们江切开南岗山，从西向东

流入珲春。东京龙原府就坐落在

珲春河冲积的平原上。从龙原府

向南30华里，到达长岭子出口，此

处为龙原通往东南方向的日本海

关隘。越过长岭子，南面为近海平

地，循海岸东行，来到该海湾的唯

一良港毛口崴（摩阔崴）。此港为

“日本道”陆路的终点。

毛口崴，是珲春所辖的一个海

港。据《珲春乡土志》记载：“佛多

石岭距县城六十里，由岭南下折向

东五十里至岩杵河，由岩杵河南行

六十里至毛口崴。”毛口崴为吉林

入海的门户。该口岸界于清津、海

参崴之间，具有天然良港之优势

（1860 年《北京条约》签订后，毛口

崴连同乌苏里江东 40 余万平方公

里的中国领土被沙俄霸占）。

渤海国使者从毛口崴弃车登

舟，向东南横渡日本海。通行期

间，因对海上的季风、海流缺乏认

识，使者们不能准确到达距离日

本都城平城京较近的海洋，经常

向北漂流到出羽一带（今日本东

州北部山形、秋田县）。秋冬两

季，大陆吹来的北风和西北风，紧

傍锡霍特山脉的日本海，有一股

自北而南的寒海流，上述海湾一

带海域于 12 月份结冰，渤海国使

者利用季风和海流，扬帆赴日。

到了夏季，海上吹起了南风和东

南风，渤海国使者就驾船北归。

这样，渤海国使者比较平安、顺利

地于日本的能登、加贺、越前（今

日本石川、新潟、福进县）等地靠

岸。渤海国赴日 34 次，只有一次

从南海府（今朝鲜咸镜北道新昌）

的吐浦出发，经过朝鲜海峡的对

马岛，到达日本。登陆后，经过近

江山城（今日本兹贺县、京都府东

南）到达都城平城京（今奈良）。

“日本道”的陆路部分，从上京

龙泉府到毛口崴港，约 230 公里。

从毛口崴至能登、加贺约900公里，

全程约1130公里。

日本海是远东季节台风最盛

行的海域，这里一年往往要刮过25

次台风，每次都带来很长时间的大

暴雨。为打开这条海上通道，渤海

国和日本的使者们付出了许多努

力，甚至是生命。

公元 727 年，渤海国首次出访

日本，以高仁义为首的24人，遇风

暴，船舶漂流到北海道。当时，日

本皇帝还不能控制居住在北海道

一带的土著民族“虾夷人”，以至

“著虾夷境，仁义等十六人被杀

害。”公元739年，渤海国第二次出

访，“及渡阔，渤海一船被浪打覆，

大使胥要德等40人淹死。”公元776

年，渤海国第九次出访，全员 167

人，“忽遭恶风，柁折帆落，漂没者

多，计其生存，仅剩46人。”公元815

年，渤海国第 17 次赴日大使王孝

廉，于返回途中感疾，六日，卒于日

本，以身殉职。公元795年以后，从

渤海国第13次赴日起，使者们掌握

了季风规律，冬去夏还，海难显著

减少。

渤海国和日本两国隔水相望，

两国人民在惊涛骇浪中建立的友

谊，加速了两国经济迅速发展。

（摘自《珲春满族》）

依尔唐阿之子乌勒兴额被充

军。共有五子，分别为吴连升、吴

连庆、吴连明、吴连诚、吴连祥。如

今，吴氏子孙仍居住在珲春，凡珲

春境内之满族吴姓，均为吴氏之后

裔。

珲春境内郎姓家族

有三个，即钮呼特氏（大

郎镶黄旗）、钮呼勒氏

（大郎正黄旗），钮祐禄

氏（小郎镶白旗、亦有部

分改为正蓝旗者）。但

不论如何三氏汉译均为

“狼”。即山上的“野狼”

之意。这与满族人的图

腾信仰有关，亦与“萨满

教”神有关。套汉《百家

姓》中“郎”字。清代，凡

郎姓均称“钮祐禄氏”。

因珲春有三个不同郎姓

家族，亦细分之。

珲春三个郎姓家族

在古代都是一个部族。

他们的远祖是古肃慎

人，唐代渤海国时为黑

水靺鞨部。

辽灭渤海后，将部

分“乌惹”人迁至“宾

州”，建立了“乌惹军”。

乌惹大酋长乌玄明等人

被迁往鸭绿江流域，乌

玄明在鸭绿江畔今白山

市建立了“定安国”与契

丹人抗争。留在原地的

乌惹人，在另一大酋长

乌昭庆德率领下。在松

花江右岸今黑龙江省通

河县建立了“乌舍城”，

国号为“乌舍国”，与辽

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以后乌玄明

又将“定安国”传位给乌昭庆，乌昭

庆仍以乌舍国为国号，以乌舍城为

中心。辽圣宗统和十七年（999

年）、契丹人征服了乌舍国，即以上

所说，将他们迁往“宾州”。

乌惹人的另一大酋长骨须，拒

不服契丹人，率余众逃往朝鲜半岛

东北部咸兴沿海及珲春东部沿海

一带。辽统和三十年（1012年），辽

在此地乌惹人中设立了“浦鲁毛朵

大王府”。

金代，称这些逃往东南沿海的

乌惹人为“兀底改”，元

代称他们为“合兰府水

达达”“水兀狄哈”明代

称 他 们 为“ 骨 看 兀 狄

哈”。“兀底改”和“兀狄

哈”汉译为“野人”之

意。“水兀狄哈”即水野

人之意。其野人之意是

指他们不会女真文字，

亦不会汉字，更不会朝

鲜字。另外还指他们不

会耕种，仍以渔猎为生

活，与野人相似。

清代称他们为“枯

儿凯”“库尔喀”“库雅

喇”。崇德五年（1640

年），清政府在库雅喇中

部设立了3个“嘎山达”

（汉译为乡、屯长）、管理

库雅喇人捕獭朝贡。康

熙五十三年（1714 年），

将这 3 个“嘎山达”及

150 名兵丁全部移居珲

春，升三“嘎山达”为三

“佐领”，设立了“珲春库

雅喇地方协领”。“嘎山

达”巴克喜纳（大郎）被

授 为“ 镶 黄 旗 世 管 佐

领”，“嘎山达”达巴库

（大郎）被授为“正黄旗

世管佐领”，“嘎山达”芥

柱（婚邰）被授为“正白

旗世管佐领”。“钮祐禄

氏”穆高（小郎）以兵丁

迁往珲春。因人少，只兵丁一户迁

来，被称小郎。当年一同迁来的库

雅喇人，还有铁姓、穆姓、何姓、宋

姓和奚姓，共9个氏族。

如今，当年从库雅喇移来的 9

氏后裔，其大部仍居住在珲春，亦

有在延边州内、省内外及北京者。

（摘自《档案吉林》）

乌拉部领兵统帅博克多坐在

中军大帐，听报建州部护送裴优

城民的兵马已到，去攻击的兵马

被杀退，他立即走出大营朝对面

山上望去，只见西山上建州部人

马已结下三座营寨，山上顶峰大

营有数千人马，多为老弱妇孺，两

边山腰有数百建州部兵士。“大

帅，我们何不趁夜冲上山去，杀他

个片甲不留。”大将胡里布建议

说。博克多摸着他的络腮胡子，

摇了摇头说：“不行，这是他的先

锋人马，大队人马尚未来到，如我

贸然登山，他后边大队人马一到，

我前后受敌必败无疑，何况天色

已晚，不利作战，命令全军加强防

备，不使建州部人马乘夜逃走，准

备明晨决一死战。”

舒尔哈齐与褚英、代善等率

2000多人马夜间宿于半路，得到杨

古利报告时天已大黑。褚英、代善

十分着急，一齐向舒尔哈齐建议

说：“叔叔，救兵如救火，我们连夜

进军吧。”舒尔哈齐老成持重，说：

“我信得过杨古利，明天一早赶去

救援。”费英东说：“我先带领一部

分兵士赶去救援。”没等舒尔哈齐

允许，费英东就飞马回到自己营

中，挑选了能征善战的200兵士，连

夜向乌碣岩飞奔而去。

在天刚蒙蒙亮时，杨古利就与

兵士到附近山上捡石头，一大堆石

头堆在了营寨前边。不久就听到

对面山上发出呜呜的螺号声，只见

乌拉兵举起刀枪，如蚁似蝗般的向

山上冲来。杨古利手握明晃晃的

大刀威严地立于阵前，命令一部分

兵士准备用石头砸，另一部分用弓

箭射，不让他们登山。眼看敌兵冲

上来了，杨古利喊了一声“用石头

砸!”大石头骨碌碌滚下山去，敌兵

过于密集无处躲闪，有不少兵丁被

石头砸倒，山上继续扔石头，敌兵

多数人被砸伤，但还继续前进。敌

兵离建州兵不到百步了，连面目都

看清楚了，一个个呐喊着奋力往山

上冲。

杨古利首先开弓射箭，箭无虚

发，弓箭手们一齐开弓放箭，跑在

前边的敌兵纷纷中箭倒地，敌兵仍

不后退，踏着自己人的尸体继续蜂

拥着往上冲。杨古利手中的 20 支

箭全射完了，敌兵眼看冲到近前，

他只有一个想法，挡住敌兵，不让

他们冲上山去。杨古利大刀一挥，

飞也似地冲入敌群之中，敌兵见他

勇猛，就几个人围上来与他厮杀。

杨古利虽然武艺高强，怎奈几个人

围着他们厮杀，杀死一批、又拥上

一伙，眼看敌兵包围上来了，又脱

身不得，就只能拼死血战了。正在

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队建州部骑兵

在一员大将带领下由北边冲过来，

拦腰将敌人冲断，来将乃建州部大

将费英东。

乌拉部大将胡里布一见建州

部援军到了，自己人马伤亡太重，

忙下令撤兵，杨古利、扈尔汉的兵

士见援兵赶到，更增加了勇气。乌

拉兵一见建州部援军到来，军心大

乱，撒腿便往山下跑。

见乌拉兵撤回山下，费英东下

马来到杨古利面前，他浑身溅满了

敌人的鲜血，如同血人一般，其实

此时，杨古利左肩和腿上也负了伤

鲜血直流。杨古利一见费英东就

说：“固山额真（满语：旗主之意）来

的正是时候，我等几乎被敌军包

围。”扈尔汉赶过来，他也浑身是

血。扈尔汉问：“大军现在何处？”

“离此不远，马上就会到来。”杨古

利望着山下黑压压如蚁般的敌兵

说：“敌人暂时被我们打退了，还会

来攻，等大队人马一到，我等一起

杀下山去，大破敌兵。”扈尔汉说:

“额驸所见极是!”

舒尔哈齐率兵于五更登程，行

了近一个时辰来到乌碣岩山下，舒

尔哈齐说：“不能再犹豫了，唯有杀

退敌兵这条路，褚英与代善各率

500 人分左右两路杀上去，我率中

军策应你们，一定会大获全胜。”褚

英、代善各率500兵冲向敌阵。

乌拉部统帅博克多见有两支

建州部人马攻了上来，他霍地站起

身来，手握腰刀，厉声下令：“常柱

你带兵阻挡住西山上的建州部人

马，不使他们冲下来杀奔我营，胡

里布速随我一起杀退建州兵。”常

柱领命带兵去了，博克多跳上战马

和胡里布率兵向北边去迎战褚英、

代善。

立于西山上的杨古利与费英

东、扈尔汉正在注视敌军情况，忽

见由山口冲进两支建州部人马，从

东西两路分别杀入乌拉部兵营，两

下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杨古利

望着费英东建议说：“固山额真，我

大军已杀入敌营，我们应立即由山

上杀下去，夹击敌兵，使敌人首尾

不能相顾，必然大败乌拉兵!”费英

东说：“就依额驸所言。”

杨古利、扈尔汉和将士们立即

跑到林中，跃上战马手舞刀枪向山

下冲杀。乌拉兵已在山下布阵，一

见他们由山上冲下来，就放箭，还

没等放到二排箭，这支精兵已冲入

他们的阵中，建州兵如下山猛虎，

抡刀奋力砍杀。乌拉兵都是步兵，

哪里抵挡得住这些凶猛的建州骑

兵，纷纷被杀。

军中督战的乌拉部大将常柱

见他的兵马抵挡不住，就跃马上前

拦住建州部将士厮杀，他砍杀几名

建州骑兵，正好遇见在阵中杀过来

的杨古利。他的兵不敢靠近，就知

道这是建州部的大将，便大喊一声

杀了上来，拦住杨古利，举刀就朝

杨古利头上砍去。杨古利正杀得

兴起，猛见一将大刀砍来，他手疾

眼快，“哐当”一声将常柱大刀搪

开，随手来个秋风扫落叶，朝常柱

拦腰砍去，常柱急忙用刀去挡，虽

然搪开了，但震得虎口发麻，没等

他还招，手快刀锋的杨古利大刀闪

电般地又照他头上抡来，常柱一猫

腰，杨古利大刀带着风声由头上削

过，他的红盔缨刷地落地，吓得常

柱面如土色，不敢再战，拨马要逃，

已来不及了，杨古利大刀已到，将

常柱的肩膀一刀劈下，乌拉兵见主

将落马被斩，个个惊恐，夺路而

逃。乌拉兵一败，三员大将率领的

建州兵在后边紧追不舍。

此时，山下的乌拉兵也在向后

退败。乌拉部主帅博克多被代善

杀死大将胡里布被褚英活捉，乌拉

兵失去指挥，彻底崩溃了。褚英、

代善率军由后边掩杀过来。杨古

利、费英东、扈尔汉又在中路拦杀，

乌拉兵只顾逃命哪里还敢迎战，纷

纷抛甲弃戈四散奔跑。战场上尸

满沟壑，血染河红，一场惊心动魄

的大战结束了。

后金天命六年（1621）三月十

三日，杨古利在领兵攻打沈阳城

时，不畏箭雨拔刀跃起，冲杀在前，

砍毁明军层层木栅防线，尽杀守

军。攻下沈阳城后，杨古利乘胜追

击，又拿下辽阳城。由于杨古利功

勋卓著，努尔哈赤赐他位于八贝勒

之后，统左翼大军，授一等总兵官

世职。

清崇德元年（1636）五月，杨古

利随阿济格率师攻明。入居庸关，

攻克河北昌平、顺义、定兴、安州、

宝坻、东安、容城等10余城池俘虏

明军10余万人，逼近北京。九月，

班师返回沈阳城时，皇太极出城十

里迎接，设宴接风洗尘，赐杨古利

入上座坐其右，并亲自为杨古利等

人斟酒。

杨古利一生追随清太祖努尔

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从军 40 多年

为建立大清朝历经征战百余场，身

先士卒，功绩卓绝，封超品公。死

后清太宗皇太极追封杨古利为武

勋王，清世祖顺治帝命为其配享太

庙，雍正九年（1731），定世爵一等

英诚公。（摘自《珲春历史名人》）

满族的“挂旗”源于汉族的“挂

签”，并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

满族的先祖早在造纸术诞生

之前，就有了用皮革、树皮、植物叶

子剪刻而成的形象艺术雏形。比

如，在萨满祭祀活动中用树叶、树

皮剪成意象中的人形，在北斗七星

下半烧半埋，用以诅咒邪恶。满族

旧俗贱红贵白，春联用白、丧事用

红，所以满族最初的挂签用白纸制

成，用于祭祀，专门贴在祖宗龛上

方或两侧。如满族人家的亡故之

人足年岁，就贴白色挂签，用以驱

鬼邪，迎吉祥。

晚清以后，满族人沿袭汉俗，

喜红丧白，挂签也改称为挂旗，据

说这是挂怀、纪念八旗。每年春

节，八旗人按照各自旗属分别剪出

所属旗份颜色的窗花贴在窗上，所

属旗份颜色的挂旗挂于祖宗板或

房门上，辞旧迎新，求吉利、求富

贵。 （摘自《珲春满族》）

1931年春，中共仁河洞区委大麻

子沟党支部成立，当时只有支部书记

金俊焕、组织委员金昌旭、宣传委员

金阳锡三名党员。党支部成立后，迅

速开展建党工作和抗日宣传活动。

不久，党员队伍不断发展，在新丰、小

麻子沟、大麻子沟、新安坪（现新华北

部）、柞木台子一带都有了

一批共产党员，党支部还

在新丰（现双新）设立一所

私立抗日学校作为宣传抗

日活动的据点。

1931年秋和1932年

春，大麻子沟支部按县

委、区委部署，组织发动

群众开展了“秋收、春荒”

斗争。在这次斗争中，党

领导下的群众到大麻子

沟地主李杰的家中，夺取

粮食和牛马牲畜等财物，

一部分用来支援抗日根

据地，一部分救济当地的

贫苦农民。党员在群众

中的威望越来越高，党支

部的群众基础也越来越

好。因此，日本侵略者发

现了端倪，专门派特务盯

着这一地区百姓的一举

一动。

仁河洞区属于距离

县城较近的地区，是大荒

沟根据地出入县城的一

条重要通道。也成为收

集敌人信息、负责对外联

系的信息中转站。因此，

仁河洞区委大麻子沟党

支部在珲春县城设立了

党的地下联络点，负责采

购物资、收集敌人的消息

和接收传达上级的命令。

1933年2月的一天晚

上，党支部在大麻子沟召开支部大

会，被特务察觉，立即向珲春日本领

事分馆密告。翌日凌晨，一伙日伪军

警由特务引路，乘汽车先后到小麻子

沟、大麻子沟、新安坪逮捕了地下党

员和抗日干部金阳锡等8人。到柞木

台子时，天已放亮，敌人封锁了党员

朴正根家。正欲外出的朴正根、朴洪

根、柳明龙3人，听到屋外有动静，从

门缝向外望去，发现是日伪军警，此

时的三人心里非常清楚，如果不反

抗，就只能被敌人抓住。于是，他们

奋力冲出门，欲与敌人拼

个你死我活。但手无寸铁

的他们怎是荷枪实弹日伪

军警的对手，刚冲到院里，

敌人的机枪就向他们开了

火，朴洪根中弹牺牲，柳明

龙身负重伤。最终，柳明

龙和朴正根被捕。

设在珲春县城的联

络点负责人蔡承官，得知

此消息后，立即出门躲避，

由于走得匆忙，一部分党

内文件没有销毁。途中他

突然想起家里还留有几份

文件，本已出城的他立即

返回家中。多年从事地下

工作的他深知，这一回来

怕是就再也走不了了，但

他义无反顾，将文件一张

张投入火炉。刚刚处理好

文件，炉内的火苗还没有

熄灭，追捕他的敌人就冲

进了房门。在房间里一通

乱翻，一无所获的敌人，狠

狠地踹了蔡承官一脚，将

他逮捕。

当天，日伪军警将逮

捕的11名党员，押送到珲

春 日 本 领 事 分 馆 的 监

狱。经过三天的严刑逼

供，身受重伤的柳明龙在

狱中壮烈牺牲，其余10名

党员坚贞不屈，严守党的

机密。无计可施的敌人，

在黑夜把他们押到珲春河边杀害，

把尸体扔进冰窟窿中。河水解冻

后，人们找到了烈士们的遗体，并妥

善安葬。（摘自《红色记忆——珲春
革命老区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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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岭村得天独厚的环境优势及富硒土壤孕育了寒桃独特

的回感和风味。孟岭寒桃，果肉乳白色近核红肉离核，果肉厚

脆，酸甜可口，汁多味美。 （摘自《醉美珲春》）

⇑龙山湖位于珲春市敬信镇，由六道泡、七道泡、八道泡、九道泡组成，湖内水面宽阔，景色秀

美，是回归自然、享受绿色生态、休闲度假的绝佳去处。 刘佰玲 摄

地产优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