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真乐 早在三国时期满族的

先民挹娄人，在祭祀时就以歌舞为

伴了。据范晔的《后汉书》记载：

“昼夜会聚歌舞，舞辄数十人相随，

踏地为节。”据《隋书》记载，靺鞨人

的使者到长安朝见隋文帝时，“高

祖因厚劳之，令宴饮于

前，使者与其徒皆起

舞，其曲折多战斗之

容”。这种歌舞出神入

化，竟使隋文帝看得目

瞪口呆，喟然长叹说：

“天地乃有此物，常作

用兵意，何其甚也。”女

真人上至酋长，下至庶

民都是能歌善舞的。

《白翎雀歌》是金代女

真人著名的歌曲。女

真人善奏鼓和笛，著名

的乐曲“鹧鸪调”流传

久远。女真乐曲《阿那

忽》《喜同会》《风流体》

《大拜门》等被金、元杂

剧采用，推动了金、元

杂剧的发展和繁荣。

女真音乐对南曲、北曲

都有相当的影响。

女真音乐也深受

中原人士的喜爱，宋人

《独醒杂志》记：“先君

尝言，宣和间客京师

时，街巷鄙人多番曲，

名曰《异国朝》《四国

朝》《六国朝》《蛮牌序》

《蓬蓬花》等，其言至

俚，一时士大夫皆歌

之。”当时的女真音乐

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萨

满音乐，“其声哀切凄

婉，若蒿里之音。”

努尔哈赤时代，女

真人喜好歌舞之俗更

盛，在一次宴会上，酒席中乌拉部

新降将领布占泰起舞，奴酋（努尔

哈赤）便下椅子，自弹琵琶，吹洞

箫，爬柳箕，余皆环立，拍手唱曲，

以助酒兴。那时连位尊人极的罕

王，也是自奏自唱的好歌手。满族

音乐是在女真音乐的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可分为民间音乐和宫廷音

乐两大类。民间音乐中有民间歌

曲与乐曲。满族民歌有摇篮曲、儿

歌、情歌、劳动号子、喜歌、战歌、叙

事歌等等，形式多样，内容几乎包

括其民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满族

中流传最广。几乎每个满族孩子

都是在一种悠扬、平稳

的曲调中成长起来的。

巴补哇，俄世啊，

悠 悠 小 孩 ，巴 卜

哇。

狼来啦，虎来啦，

老和尚背着鼓来

啦。

小孩睡，盖花被，

小孩哭来想他姑。

劳动歌 满族先民

在渔猎时，常吹牛角或

海螺为号，敲锣打鼓，

声势浩大。猎毕，就在

野外歌舞欢宴，富有节

奏的劳动号子发展成

旋律流畅的劳动歌：

东南风啊哎嗨，刮

起来了哎嗨；

扯起篷来哎嗨，往

东走哇哎嗨。

山歌 满族人用热

烈的山歌，抒发其对家

乡和劳动的热爱：

日头出东山来，照

亮西大川呐；

鞭儿嘎嘎响来，回

声震耳边呐；

天老大呀我老二

呀，牛驴骡马听我管。

小唱 往昔满族日

常生活中离不开歌唱，

活泼动情的小唱几乎

涉及到满族整个人生

礼俗，唱出了他们的愿

望和心声。

清代宫廷中的满族音乐，包括

祭祀跳神音乐。清廷定鼎北京后，

即专设“坤宁宫”举行传统的祭祀、

跳神活动，称为“堂子祭”。祭时，

均用萨满唱满语神歌、诵神词，乐

奏传统的萨满曲调。宫廷音乐主

要用于元旦、万寿、冬至等重大节

日的筵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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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档案

本期人物

游在珲春

边城记忆

珲 春 大 事 记

美食橱窗

在延边博物馆解放战争时期

革命斗争展厅里，展示着一枚刻有

“毛泽东奖章”字样的战斗英雄纪

念章。这枚纪念章的获得者是一

位名叫姜昌禄的朝鲜族战士。

1930年5月20日，姜昌禄出生

于珲春县凉水乡凉水村一户贫农

家庭。1946年7月，东北民主联军

第一纵队所属部队进驻凉水乡，号

召大家积极参军，支援全国解放战

争。姜昌禄积极响应号召，主动报

了名。谁知，因他刚满16周岁，个

头又矮，没被批准入伍。这可急坏

了他，当驻军从凉水出发后，姜昌

禄便跟在部队后面，一直到图们才

追上了部队。他的真诚打动了部

队首长，当即批准他入伍。

姜昌禄入伍后，被编入东北民

主联军第一纵队 3 师 8 团 1 营 2

连。因为他聪明机灵、处事周全，

连里让他担任了通讯员。1947年，

姜昌禄所在部队参加了四平保卫

战，在战斗中姜昌禄受到了锻炼。

不久，17岁的姜昌禄便当上了副班

长。这一年，他在辽源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

姜昌禄能够荣获毛泽东奖章，

是因为他在辽宁省法库县战役中

立下的赫赫战功。

1948 年春，围歼辽宁省法库

县法库山守敌的战斗打响。法库

山位于四平和沈阳之间。是重要

的战略要地，国民党派重兵把守

此地。一开战，我军很快击溃了

大约一个营的敌军，剩下的敌军

龟缩到法库山上的碉堡群中负隅

顽抗，以密集的火力阻止我军的

攻势。

为扫除前进路上的障碍，2 连

组成了以姜昌禄为组长的4人爆破

小组。接到任务以后，姜昌禄率人

火速摸到前沿，敌人的3个碉堡以

中间的为中心，左右两边各分布一

座小碉堡，形成了一个坚固的碉堡

群。姜昌禄当机立断，分兵两路，

先炸掉两侧的小碉堡。他把4个人

分成了两个爆破小组，很快接近了

两个碉堡。只听“轰！轰!”两声巨

响，两座碉堡瞬间化为灰烬。

失去两翼，让中间碉堡中的敌

人恐慌万分，加大火力、不停射

击。爆破组的两名战士不幸中弹，

相继倒下……姜昌禄满怀悲愤，抱

起炸药包就要冲出去。这时，在他

身旁的战友拽住他说：“不行，你是

组长，应该指挥大伙儿完成任务，

我先上！”说完，一跃而起冲上前

去，但没跑出几步便中弹牺牲了。

怎么办？距离总攻的时间越

来越近了，时间就是命令，时间就

是胜利，刻不容缓！面对敌人密集

的火力攻击，姜昌禄急中生智，决

定迁回到碉堡后面寻求突破。姜

昌禄很快来到山腰，发现一条坑道

正好通向碉堡。他迅速把身上携

带的4颗手榴弹捆绑在一起，顺坑

道接近了碉堡的隧洞。

狡猾的敌人并未忽视山后的

情况，姜昌禄正欲接近隧洞时，被

洞口的哨兵发现了，哨兵端起冲锋

枪就要扣动扳机。说时迟那时快，

姜昌禄一个箭步冲上去，对准哨兵

的前胸凌空就是一脚，哨兵“唉哟”

一声丢下枪连滚带爬掉头就跑，姜

昌禄紧跟着他钻进了碉堡。

碉堡里黑压压地挤满了国民

党士兵，他们有的慌乱地从射击

口向山下放枪，有的慌张地来回

奔跑搬运弹药，还有几个士兵躺

在洞口处的行军床上。其中有个

国民党兵发现了惊慌失措跑进来

的哨兵和紧追在他身后的姜昌

禄，慌忙从腰间摸出手枪，姜昌禄

端起冲锋枪就是一梭子，打死了

两名军官和他身后的几个士兵。

接着，他举起那捆手榴弹，大声喝

道:“不许动!快投降吧!”碉堡里的

敌人吓得目瞪口呆，乖乖地缴械

投降了。

姜昌禄像赶羊似的，押着碉堡

里的 14 名国民党兵走出碉堡。山

下的战士们立刻发起了进攻。连

长来到姜昌禄身边，紧握他的双手

说：“你辛苦啦，押送俘虏撤下去

吧。”话音刚落，山后突然又响起剧

烈的枪声，只见敌人黑压压的增援

部队正向法库山扑来。

姜昌禄坚决地对连长说:“不，

我不撤。”随后抱起机枪，纵身向山

下冲去。冲锋中，敌人发现了他，

集中火力向他射击。姜昌禄一个

踉跄，栽倒在地，鲜血从他的胸部

流淌出来。

当胜利的旗帜飘扬在法库县

城的时候，战斗英雄姜昌禄身中 7

弹伤势严重，被送到哈尔滨养伤。

1948 年 8 月，姜昌禄所在 8 团在长

春二道河子整训时，召开庆功大

会，给姜昌禄荣记三等功，并授予

毛泽东奖章。

新中国成立后，姜昌禄回到家

乡——珲春县凉水乡，边养伤边工

作。1953年7月25日，姜昌禄伤势

恶化，抢救无效去世，年仅23岁。

（摘自《珲春历史名人》）

珲春县是吉林省重点产金县

之一。珲春县民族采金工业始于

19 世纪 60 年代清同治年间，朝鲜

的贫苦农民冒着种种危险，越境到

珲春河两岸，边采金、边开荒种

地。到1870年在珲春河东部从事

采金的朝鲜族已有不少人。1881

年设招垦局，实行移民实边政策

后，从朝鲜、山东、河北等地来的人

逐渐增多。据1907年统计，在马滴

达的塔子沟驻民增至134户、柳树

河子76户、五道沟72户，他们当中

绝大部分从事采金业。

到 19 世纪末 20 世

纪初，从马滴达的老龙

口至春化的小西南岔，

珲春河两岸从事采金

的人达 3000 多人。其

中，朝鲜族超过 50%。

当时，要得到采金许可

证需付出30两银子，每

月还要交 5 分钱税金。

清末，最兴旺时期，每

年采金最高达 4000 两

以上。

清末，珲春矿业有

20 余处，其中，金矿占

80%。土门子、塔子沟、

葫芦鳖的金子从清同

治初年开采以来，已有

120多年历史。沙金沟

开采于清光绪初年，二

道沟、三道沟、西南岔

金矿始建于1899年，西北沟、香房

子金矿于1900年开采。七人沟、汪

清沟、东三道沟、柳树河子、蜂蜜沟

金矿则于 1899 年至 1903 年间，归

俄国侵略者开采，掠夺了大量的黄

金。

日伪时期，日本侵略者直接控

制采金工业，掠夺大量黄金。1936

年，东兴镇、太平沟、葫芦头沟等地

的采金工人达3000名，其中，朝鲜

族超过50%。解放后，各族人民积

极参加采金工业。据统计，1946年

春化、马滴达两个区，全年采金

1007 两。其中，春化区的老头沟

204两、西土门子65两、满山屯58.5

两、东兴镇121.5两、马滴达区的四

道沟58.5两、洋金沟36两、塔子沟

126两、马滴达45两、柳树河子153

两、三道沟54两，老龙口49.5两、二

道沟 36 两。1949 年挂锄期间，全

县动员4843人，采金666两。

1966 年成立珲春金矿。建矿

初期有150名职工，其中，朝鲜族占

50%。1987 年金矿职工增至 614

人，其中，朝鲜族121人，占职工总

数的19.7%。珲春金矿现有桩柱式

电动采金船 4 艘，其中

250 立升和 150 立升采

金船各两艘。该矿技

术 力 量 雄 厚 ，设 备 齐

全，拥有2000万元的固

定资产，目前已成为一

个初具规模的中型企

业，年产黄金 1 万两左

右。从 1974 年正式投

产 以 来 ，截 止 到 1986

年，为国家生产黄金7.2

万多两，上交利税1219

万元，1984年黄金产量

突破 1 万两，17 项主要

经济技术指标居全国

同行业的领先地位，曾

被称为全国黄金战线

的一面红旗。

70 年代初建立的

小西南岔金铜矿是一

个采金采铜相结合的中型矿。春

化镇有县办春化金矿，马滴达乡有

县办塔子沟金矿，有50立升采金船

一艘。1985 年县办金矿采金 302

两，群采黄金278两。同年全县黄

金总产量达6005.2两，在全州名列

第一。1992 年 6 月更名为珲春金

铜矿。1999年，改为珲春金铜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2001年，企业出现

亏损。2005 年珲春金铜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破产，紫金矿业有限公司

继续生产。

（摘自《珲春朝鲜族》）

珲春烟区反日会会员朴秀，是

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瘦小的身材

被宽松的衣裳包裹着，低挽的发髻

和头上一条白色的毛巾，把原本年

纪不大的她，显得有些上了年纪。

背上的男孩，压得朴秀的腰总是弯

着，年纪稍大一点的女孩儿，在院

子里帮着收拾地里的杂草。每年

春夏两季，总是一家四口共同打理

家里这片小菜园，而这一年，就只

有朴秀和孩子们。

劳累了一天的朴秀，让孩子们

早早睡下了，像这样安静的夜晚，

在那时是很少的。前几天，日本鬼

子的讨伐队闯进他们的村子，村里

的几个男人被当作抗日分子杀害

了，朴秀的丈夫便在其中。失去丈

夫的朴秀，只能背着一个孩子、抱

着一个孩子，匆匆将丈夫安葬。下

葬的那天，朴秀没有流一滴眼泪，

满眼的仇恨使这个瘦弱的女子变

得坚强。

夜已深，朴秀借着昏暗的灯

光，正在给孩子们补衣服。以前为

了节约灯油，这个时间她也应该睡

了，可是今天，她似乎有心事儿，不

停地向外张望。

“咚咚咚！”轻微而有节奏的敲

门声响起，打破了夜的寂静。朴秀

连忙起身打开门，一名游击队员走

了进来。这名游击队员，是负责给

烟区游击队送信的通信员。朴秀

家作为联络站，他不是第一次来，

两人早已熟悉。按照约定的时间，

今天正是交换信息的日子。朴秀

一边把游击队员带来的信放进土

炕下的暗格里，一边轻声地和他交

流着。

“再过几天，山上的游击队派

人下来。”朴秀说。

“朴同志，这个消息十分重要，

必须马上通知游击队。”

“最近敌人在村子里扫荡，检

查的很严，上山的路都被封锁了，

游击队的人下来很难。”……

这时，“砰砰砰砰！”朴秀家的

院门被大力地敲响了。“开门，快开

门！”两个日伪兵在门外叫嚷着。

朴秀一听，便知道来的是日本

讨伐队留下的巡逻兵。情况紧急，

朴秀急中生智，她从灶膛里抓出一

把灰，涂到游击队员的脸上，让游

击队员蒙上被子躺在炕上，装扮成

自己刚被杀害的丈夫。

敌人闯进朴秀家，用凶狠的目

光瞪着她，问道：“刚才和什么人说

话？”伸手就要去

掀炕上的被子。

“ 什 么 什 么

人？”朴秀不等那

两个人再说话，

便一头扑到炕沿

上 ，嚎 啕 大 哭 。

边哭边打开敌人

的 手 ，“ 人 都 死

了，你们都不能

让 他 安 生 吗 ？”

“以后我们孤儿

寡母的可怎么活呀！”“你们说，人怎

么就没了呢？”朴秀哭得呼天抢地，

越哭声越大，像是要把这几天的悲

愤一股脑儿的发泄出来。被惊醒的

孩子，听见母亲的哭声也跟着大哭

起来。敌人被这阵势吓着了。

他们揭起被子的一角，正好露

出游击队员的脸，敌人一看“面如

死灰的尸体”，便不再多看一眼。

在屋子里扫视一圈，急忙扭头走

了。

朴秀又抱着孩子哭了好一阵，

才把他们哄睡了。她揉着红肿的

眼睛对游击队员说，她一定会完成

任务，尽快把消息送到山上。第二

天，在日伪军警的检查站前，出现

了朴秀的身影，她一边背着儿子、

一手牵着女儿，顺利通过了关卡，

及时将消息送到了游击，出色地完

成了送信任务。

（摘自《红色记忆——珲春革
命老区故事汇》）

⇑珲春本地的红松，材质轻软，木理通顺，光泽美丽，有香气，耐腐朽

能力强，是制作家具的上好木材。经过制材后的剩余枝丫、板皮、截头、

梢头等，可加工为纤维板、刨花板、厚纸板、细木工板、木丝板等。锯末

可加工制作酒精。此外，红松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松籽可做滋补强壮

的中药；松节治筋骨疼痛、关节风湿症；松花粉润心肺、益气、除风、止

血。同时，树皮可做烤胶的原料；针叶经过蒸馏可提取松针油；树干中

含大量树脂，可提炼松香、松节油。

⇑雪后的珲春，变成了银白色的童话世界，银装素裹，美不胜收，给人们带来了一场美丽的

视觉盛宴。图为街边公园一隅。 （摘自《醉美珲春》）

⇑延边除了冷面外，温面也是很受延边人欢迎的美食之一，

最有名气的当属“头道温面”。“头道温面”上世纪70年代起兴于

和龙市头道镇，随着名气越大，头道温面也逐渐走出头道镇，走

出延边州，如今温面也成为珲春传统饮食的一个代表。

荣获毛泽东奖章的战斗英雄姜昌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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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头道温面

朴秀巧救游击队员

地产优品

红松

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
二月 珲春副都统征拨催披甲

西丹（兵）300名。

三月六日 外务部照会俄使璞

科第要求交还俄国所霸占的吉、黑

两省电线。包括珲春地方线路。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五日得以收回。

九月 成立珲春商会。

十一月 延吉厅警务总局设

立。下设南北分局和珲春分局，延

吉厅境内划分为八区。

十二月一日 珲春成立天主教会。

是年 吉林省调吉强军左营

400人驻珲春。

是年 珲春副都统恒春因病回

吉林旗籍休治。

是年 吉林常备陆军第一营派驻

敦化，第二营和第三营驻扎珲春。

是年 珲春设巡警总局。

是年 吉宁、吉强两军改编为

巡防营。全省计分前、后、左、右、

中五路，前路第三营驻珲春，受吉

强军统领。其中营部九十人驻东

岗子；左哨驻杨木林子、哈达门；右

哨驻大荒沟。

是年 将厘捐分局、筹饷分局

合并，设延珲饷捐分局。

是年 实施凿石砍树征税章程。

是年 珲春知县刘嘉宾（1910

年）调查报告，接近俄国边境罕奇

海地方，有百数户造盐者；在浦盐

之东的东大沟有两盐场，所造之盐

都是私销。在珲春境内还有很多

朝鲜人，也肩负驮渡图们江至珲

春、延吉两处，换粮而后返回。

是年 任陈昭常为珲春副都

统。

是年 和龙峪分防经历管辖勇

智地方开掘长1300多公尺的渠道，

灌溉33公顷稻田。（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