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1 年 10 月，中共珲春县委

成立，作为成立一年多的城区（原

水南区）委员会，成功领导群众开

展了处决侵略者走卒、袭击地主恶

霸、日伪军警的斗争，给敌人以沉

重的打击，使日伪政府寝食难安，

于1932年初，开始了对这一地区凶

残的“大讨伐”。

隶属城区区委的电线村党支

部，群众基础深厚，组织开展的反

日斗争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全力支

持。在共青团、农协会、反日会、少

先队、妇女会等反日群

众组织的配合下，轰轰

烈烈地开展了反帝、反

封建、反汉奸斗争，是

党组织比较活跃的地

区，也是敌人讨伐的重

点地区。

1932 年阴历七月

二十日凌晨，城区区委

书记田逢春来到电线

村，在支部书记金昌建

家召集了支部委员会

议，讨论研究以打击汉

奸、走卒和富农分子为

内容的革命暴动计划。

正当会议紧张进

行时，在同村居住的伪

电线村社长李泰允（党

内叛徒，日寇忠实走

卒），半夜不睡觉，在村

里游逛，发现金家昏暗

的灯光，便趴到窗下偷

听。当得知是党组织

在开会，便急忙向日本

主子告密，引来日本巡

官中岛井部率领的 10

余名珲春领事分馆军警，扑向金昌

建家，堵住了院门。

那年，金昌建为了便于我党地

下革命活动，在自家房屋周围种了

稗子，稗子地成了很好的隐蔽处。

日本领事馆军警在向金昌建家袭

来时，早已观察好地形的区委书记

田逢春急中生智，向到会同志命令

道：“立即散开，隐蔽！”随即，带着

同志们从后门跑出屋外，分散隐

蔽。李珍燮和石长哲跑出屋外躲

进了稗子地，另一名同志（姓名不

详）被敌人发现，被当场枪杀。为

了拖住敌人，金昌建在房间里没有

离开，当即被捕。

领事馆军警见只抓到一个人，

十分不满，李泰允马上报告道：“我

知道，还有一个李珍燮也是革命

军。”便押着金昌建向李珍燮家走

去，企图逮捕李珍燮，结果扑了个

空。躲避在稗子地里的李珍燮、石

长哲听到枪声停了、四周寂静，认

为敌人已经离开，就站起身环视四

周。恰在此时，无功而返的日本军

警，又回到金昌建家，发现了他们，

李、石二人被捕。

敌人抓了金昌建

等三人后，放火点着了

金昌建的房屋。这时

发现大火的本村村民

金华实，为了扑火跑到

现场被李泰允发现。

原来，李看中了金的妻

子，早想独霸她，李认

为这是陷害金的最好

机会。于是李眼珠一

转，就对领事分馆军警

说，金是革命军的“狗

腿子”，金华实这个无

辜 的 群 众 也 当 场 被

捕。善良的金华实还

一直喊着自己不是革

命军，但当他看到李窃

喜的嘴脸时，明白了一

切，即使胸口怒火中

烧，也无力反抗。惨无

人道的日本军警，将四

个人用铁丝捆绑在一

起，押到石长哲家，一

把推进屋里，然后放火

点燃了房子，看着金昌

建等四人被活活烧死。金昌建等

人对敌人的憎恨犹如喷发的火山

在心中燃烧着，他们痛斥敌人“你

们这群野兽，杀害我们几个就算完

了？！我们死了将有更多的人成为

革命的勇士，你们的末日不远啦！”

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用尽全力

高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宏亮

的声音，伴随着火光飞向远方。解

放后，电线村的群众把烈士们的遗

骨重新埋葬在南山的朝阳之处，以

示悼念。（摘自《红色记忆——珲春
革命老区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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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 天 祚 帝 耶 律 延 禧（1075-

1128），辽国第九代皇帝，也是辽国

最后一位皇帝，自公元1101年继位

至 1125 年辽国灭亡，在位 24 年。

天祚帝耶律延禧被俘后，金太宗吴

乞买将其流放囚禁到位于东海之

滨的珲春沙济城，改封为海滨王。

辽天祚年间，女真人比较集中

的地区——珲春处在辽国统治之

下。其中实力较强的女真部落有

36个：与完颜部联姻结盟的温迪痕

部，以及后来被金太祖完颜阿骨打

征服统一的徒单部14个部落、乌古

论部14个部落、蒲察部7个部落。

由于辽国天祚帝耶律延禧荒淫

无度，残酷欺压东北女真人，女真人

每年不仅要向辽统治者供纳钱粮，还

要向辽人供奉女人和海东青，女真人

对辽国的统治已忍无可忍。

公元1094年，作为东北女真诸

部中最有实力的完颜部首领之一，

即后来建立大金国、被称为“金太

祖”的完颜阿骨打亲自率部来到珲

春，在温迪痕部的配合支持下，将

四分五裂的女真诸部统一联合起

来，结成女真联盟。

公元1114年，完颜阿骨打在涞

流河（今拉林河南岸，吉林省扶余

县徐家店乡石碑崴子）率领女真人

举行反辽起义，建立起大金国，反

抗辽国的统治。珲春 36 部女真人

响应完颜阿骨打的号召，积极支援

起义，参加起义，珲春成为大金国

的坚定后方。

女真人在完颜阿骨打的率领

下，经过10年艰苦征战，终于推翻

了辽国的统治。公元1124年，完颜

阿骨打病逝，被追封为金太祖。其

弟吴乞买接任，是为金太宗。公元

1125年，辽国最后一任皇帝天祚帝

耶律延禧在应州（位于山西北部）

被金军俘虏。

天祚帝被俘后，押解到金上京

（今黑龙江阿城），朝拜金国皇帝吴

乞买。作为一个被推翻的俘虏皇

帝，天祚帝在朝拜时受尽了耻辱但

被俘虏的皇帝没有死罪，只能是流

放到一个地方囚禁起来。对此，金

太宗吴乞买煞费了苦心，因为当时

辽国刚刚被金国推翻，在辽地还有

许多旧臣遗民不甘心失败，想要恢

复大辽统治。天祚帝耶律延禧在

辽人中还有一定的威望和号召力，

如果安置不当，让天祚帝潜逃回旧

地。将给金国的统治带来巨大的

危险。因此，必须将天祚帝安置在

一个金国统治最稳固、距原辽腹地

最偏远的地方囚禁起来。

经与大臣们商量，金太宗决定将

天祚帝流放囚禁到位于长白山东麓、

东海之滨的沙济城（今珲春市杨泡满

族乡杨木林子村南山萨其城），并由

大金国皇族最为信任的、与金皇族联

姻的蒲察氏家族负责看管。因为沙

济城邻近东海，金太宗降旨改封天祚

帝耶律延禧为海滨王。

天祚帝耶律延禧被解送到珲

春后，囚禁在沙济城中。沙济城位

于杨泡南山，城内面积近 400 公

顷。城中地势复杂，分为东西二

沟，东沟以民居为主，西沟主要是

军营。山城三面萦带溪水，山势陡

峭，城墙依重峦山脊石砌而成。在

山城西南隅和东南隅各有一处瞭

望台，登上瞭望台，可观望珲春平

原。天祚帝等人被囚禁在城东门

内馒头山附近一处由柞木原木刻

楞搭起的半地穴式民居内，设在馒

头山上的哨所对他的一举一动进

行严密监控。

天祚帝是史上有名的生活奢

侈、荒淫无度的皇帝，他做了20多

年皇帝，原先住的是金碧辉煌的宫

殿、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珍禽

异兽，而今成了阶下囚，住的是木

楞地培子、吃的是稗子米饭，不啻

天壤之别。看守金军每个月准许

他一次到城中最高处山上走走，每

次到这高山顶上，天祚帝都跪在地

上，面向西北家乡方向痛哭遥拜。

天祚帝在沙济城中度日如年，

跟随他一起来的侍从们每天还要

到北门外红旗河中淘金。随着时

间推移，侍从们也逐渐明白了跟随

皇帝待在这里，除了服劳役，将永

远也出不了这座古山城，每一个人

都在盘算着怎样离开山城。

公元1127年秋天，有个叫肖家

奴的侍从向金军看守告密，说天祚

帝每次出去散步都在观察地形，正

在策划潜逃。监军谋克（谋克：金代

一种官职，相当于元、明的百户一

职）得到告密消息后，顿时紧张起

来。为了防止天祚帝逃跑，将跟随

天祚帝一起来到沙济城的年轻些的

旧臣和侍从全部从沙济城中调出，

押送到佛多石岭（今珲春市杨泡满

族乡松林村南山）东海边盐场晒盐，

剩下留在天祚帝身边的只是几位女

眷和走不动路的老臣。监军谋克还

下令天祚帝每天只能在院内活动，

不准天祚帝离开宅院。

公元1128年初春，天突降大雪，

北风呼啸，深夜狂风把雪卷起来压在

天祚帝住的木楞房子上，房子被包裹

成一个严严实实的大雪包。第二天

早上，当人们扒开房门，进到屋内，发

现天祚帝已死在土炕上。

天祚帝的随侍们见其已去世，

便马上去向负责看守的监军谋克

报信。监军谋克亲自到停放天祚

帝尸身的房中验明正身后，命人将

遗体安放到棺梓中，并火速派人赴

金上京向金太宗吴乞买报告天祚

帝已去世，请示如何安置天祚帝陵

墓。金太宗降旨要求守军谋克，在

当地选址厚葬天祚帝。

辽国最后一任皇帝天祚帝耶

律延禧葬于珲春何处，史料无有记

载当地民间有两种传说：

一是按当地女真人的习俗，选

墓地一要向阳；二要坟头朝向东

方；三要选址靠在硬山上（高山上，

所谓有靠山）。经过四处寻找选定

将天祚帝葬在沙济城南山向阳坡

的一块平地上。有当地老人说在

沙济城南向阳坡一块平地上，冬季

周围一片雪原，但有一块面积近30

平方米的地方，不论下多大雪，那

个地方就是不存雪，疑是埋葬天祚

帝的地方。

另一种说法是：女真人风水习

俗认为“两山夹一岗、必定出一将”

是说在两座山之间，顺着两山走

向，中间还有一座山岗，岗两侧是

河流将墓地选在中间山岗向阳坡

上，必是风水宝地。民间传说，在

珲春长岭子口岸附近有一处地方，

疑是安葬天祚帝的地方。

（摘自《珲春历史名人》）

流放珲春沙济城的辽末天祚帝耶律延禧

在珲春的历史上，专门经营朝

鲜文书籍的书店有两所，一所是在

民国时期，另一所是在50年代。民

国二十年（1931 年）2 月 2 日，由朝

鲜族人士金相奎出资1000元开办

了一个书笔铺，商号叫“福生书

店”，又称“金相奎书店”。地址在

现钣金厂西侧，原首善街办事处东

侧，最初营业面积20平方米左右，

后扩大到 40 平方米。

福生书店主要经营从

朝鲜各地购进的朝鲜

文书籍，兼营文具、笔

墨。在日本帝国主义

实行法西斯奴化教育

之时，“金相奎书店”被

迫停止销售朝鲜文书

籍，只许专门经营日文

书刊和日文学生课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成立，结束了中华民

族受压迫的历史。在

党的民族政策光辉指

引下，聚居在延边地区

的朝鲜族居民走上了

民 族 区 域 自 治 的 道

路。朝鲜文图书的出

版、发行事业受到党和

政府的极大关怀，得到

很好的发展。

1950 年 1 月，珲春

县人民政府根据上级

指示精神，建立东北

朝鲜人民书店珲春支

店，并派崔东浩负责

筹建工作。同年 3 月 8 日，珲春县

正式建立了“东北朝鲜人民书店

珲 春 支 店 ”（以 下 简 称 珲 春 支

店），崔东浩任主任。从此，珲春

县有了经营朝鲜文图书的专门发

行机构。当时的支店店址在现市

石 油 公 司 的 小 二 楼 ，其 面 积 约

200 平方米，有 4 名职工。1952 年

1 月，县人民政府又将原第一区

（城关区）副区长崔元俊调到珲春

支店任主任，这年店里职工增加

到 5 人。同年，又在全县 9 个区建

立了 6 个区分店和 3 个“图书代销

处”。各区分店配备了专门负责

朝鲜文图书发行工作的人员。

1953年2月，珲春支店为贯彻

落实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的指

示和上级有关部门的精神，撤消了

县内大部分区分店，其图书发行工

作除春芳区（凉水镇）、春化区（春

化镇）、纯义区（板石镇）三个区分

店外，其余店均移交给各区（乡）代

销处。1953年后，县人民政府为了

加强珲春支店的管理，经与“东北

朝鲜人民书店总店”研

究，先后派郭道渊（副

主任）、李相杰（主任）、

池达洙（副主任）、马东

洽（主任）等人负责珲

春 支 店 领 导 工 作 。

1953 年 3 月 ，原 三 区

（敬信乡）政府负责财

粮的金基俊被派进珲

春 支 店 担 任 会 计 工

作。这个时期，珲春支

店的职工人数已由原

来的 5 人增加到 7 人，

店内的业务机构基本

健全。在主任的领导

下，店内设有财务人

员、业务人员、库管人

员、营业员、农村流动

员（辅导员），他们负责

全支店的进、销、存和

经营管理工作，并对春

化、板石 2 个区分店，

在行政、业务上实行直

接领导，同时负责县内

各区（乡）代销处的业

务辅导和图书供给。

珲春支店隶属于珲春县人民政府

文教科，接受县政府和“东北朝鲜

人民书店总店”的双重领导，这就

是说，在行政上受县人民政府文教

科的领导，在业务上受“东北朝鲜

人民书店总店”的领导。

1956年3月，根据吉林省文化

局《文新第36号》文件精神，于当年

3 月 10 日，把“东北朝鲜人民书店

总店珲春支店”与“东北新华书店

珲春支店”合并为“珲春县新华书

店”。从此，珲春朝鲜族书店不再

独立存在，“珲春县新华书店”除汉

文书籍外，还经营各类朝鲜文书

籍。 （摘自《珲春朝鲜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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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火盆是民间手艺人的作品，

材料是狼屎泥或黄泥，和泥时要掺

些猪毛、碎线麻，防止火盆干裂。

将和好的泥扣在油子盆上，再上手

拍、捏、擀，先拍出个大幌儿，再捏

上两个耳朵（抠手），最后用瓶子在

上面擀，日后擦苏子油，方使整个

火盆表面上油光锃亮。这些来自

民间的泥土作品被摆在街上，大约

两元钱就能买下一个，最好的也不

过几元钱。一个泥火盆若不是磕

了碰了，就能用好几个冬天。那时

候，县城没有楼房，人们都住火炕，

烧柴火，所以每户人家几乎都有一

个泥火盆。

泥火盆里盛的是做好饭后从

灶膛里扒出的火炭。泥火盆往炕

上一放，屋里就会暖起来。火炭一

层层化了灰，就用扒火铲儿翻一

翻，火炭又红了。冬日里，户外嘎

嘎冷，凡有外人来家里串门，主人

总是先将火盆端过去，让客人烤

手，然后请客人坐在泥火盆边，主

与客守着泥火盆说话唠嗑，越唠越

热乎。若是有人闲赋在家，家里更

是离不了泥火盆，尤其是上了年纪

的老头老太太，坐在炕上必守着一

个泥火盆，装烟点烟磕烟灰，还常

常在火盆上打浆糊，烤鞋垫儿，以

至从身上摸了个滚圆的虱子，也要

随手扔进火盆，“咔叭”听个响儿。

那时的男孩子总在冰雪里跑，常常

要弄湿鞋，鞋一湿就脱下来放在泥

火盆边上烤，烤干了再穿上。若是

肚子饿了，就在泥火盆上放一个铁

丝帘子烤干粮，再埋两个土豆在火

盆里，过一会儿便管饱解馋了。现

今泥火盆没有了，但它作为一门艺

术、一种文化，至今仍被一些人怀

念着。 （摘自《珲春满族》）

珲春同朝鲜，一江之隔。历

史上珲春同朝鲜庆源郡一直保持

着友好贸易关系。清顺治二年

（1645），清廷同朝鲜国王签定条

约规定，宁古塔人（今黑龙江省宁

安市）每年一次到朝鲜会宁地方

贸易，库尔喀人（即珲春人）每年

一次到朝鲜庆源地方贸易。交易

时由两国各派官员到场监视。中

国方面，由礼部派朝鲜通事二人，

吉林将军衙门派出章京、骁骑校、

笔帖式各一人前往交易地方监

视，严禁派出的官兵私带人役和

货物。会宁集市一次为 7 天，庆

源集市一次为 5 天。两地派往的

官兵限定 20 天必须返回。集市

上貉獾、鹿、狗皮，准其市易；貂

皮、水獭、猞猁猕等皮不准市易。

珲春商民通常是以布、谷物、皮张

等兑换朝鲜的牛、马、纸、布、盐

等。交易方式是易货贸易，不动

钱钞。顺治八年（1651），珲春商

民由朝鲜庆源易回牛 150 头，盐

1000 石，白纸 10000 卷，铁锅 2500

口，釜 250 座及棉布等物。康熙

十年（1671）兑换回牛 120 头，盐

920 余石，釜 74 座，犁 978 个。这

种“互市”贸易坚持到光绪十一年

（1885）才停止。

光绪九年（1883），吉林将军派

前刑部郎中彭光誉到珲春，会同朝

鲜问议官鱼允中，勘议庆源、会宁

通商章程。同年九月双方达成协

议，于朝鲜汉城签署《吉林朝鲜商

民贸易地方章程》。当时因两国正

为流民越界问题进行交涉，边境民

间贸易问题拖延至光绪十一年

（1885），吉林将军衙门才做具体安

排。按《章程》规定，在和龙峪设吉

朝通商总局，在通往朝鲜庆源渡口

设西步江分卡，吉朝通商总局兼办

越垦事宜，局内设督理商务委员1

名，随员1名，朝鲜通事2名，听差6

名，另有总理、清文委员、征租委

员、课税委员等。西步江分卡，设

委员、司事、朝鲜通事各1名、听差

4名。两国商民自由往来贸易，所

带货物必须报官验单，照章纳税，

只交纳正税一次，不重征子税。一

般货物的税额按值百抽五计征，红

参、秧参按值百抽十五计征，蔬菜、

瓜、果、鸡、鸭、鹅、鱼以及瓦木零星

用具，民间日用所需，一律免征关

税。西步江分卡，从光绪十一年

（1885）十一月开始征税，到光绪十

三年（1887）六月为止，共计一年零

八个月，征税银 1100 余两。光绪

二十年（1894）撤掉西步江分卡。

珲春与朝鲜的边境贸易曾因中日

甲午战争而一度中止，到 1910 年

日本占领朝鲜后，珲春每年都有大

批货物经由图们江口出入，据1912

年统计，输出到朝鲜的贸易总额为

417444 海关两（海关两，为清政府

计算进口货物的基本单位，按1889

年比价，每海关两白银兑换中国钱

或官贴3000文），出口的货物有粮

食、豆油、木材及其它杂品。从朝

鲜进口贸易额为97503海关两，进

口的货物有海产品，建筑材料及其

它杂品。

1923 年，中俄贸易中断后，珲

春口岸的对外贸易转向朝鲜的雄

基、清津二港，贸易较频繁。1920

年至 1925 年，从朝鲜输入总额为

5279065 海关两，往朝鲜输入总额

1434215 海关两。输出品以石油、

面粉为大宗。1924年，经由朝鲜雄

基港输出日本与美国制面粉37949

担，从珲春输出品中木材和粮食为

最多。1926年6月末，输出各种粮

食 97 万袋，其中珲春粮谷 14 万

袋。1929 年至 1931 年，先后由朝

鲜进入珲春港的贸易船舶共 98

只，货物 999 吨，向朝鲜出港船舶

78只，货物948吨。

1932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珲

春境内的机关、学校、合作社和部

分商人，与朝鲜边境地区进行小额

的易货贸易，后来发展为边境地方

贸易。1950年，珲春贸易货物经甩

湾子口岸以渡船、牛马车、人背等

形式进行。从朝鲜进口货物有海

参、咸鱼、海带等。从珲春出口的

货物有粮食、蒜头、辣椒、土豆粉、

中药材、日用品等。1953年地方性

小额贸易停止。后来由于政治运

动的影响，中朝边贸经历了几起几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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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泥火盆

⇑甜米露又名甜酒或甘酒，有米粒的称为甜米露，滤掉米粒

的称作甘酒，是用麦芽水将饭发酵出甜味后做成的传统饮品，广

受朝鲜族人们喜爱。每逢节日吃完油腻丰盛的美食后，喝一碗甜

米露可以缓解胃胀，促进肠胃消化。

珲春清代贸易活动——

中 朝 贸 易

⇑连日来，珲春市迎来降雪天气，雪后的公园一隅，银装素裹,分外美丽。（摘自《醉美珲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