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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探究

红色档案

本期人物

边地风情边城记忆

珲 春 大 事 记

美食橱窗

1935 年春，一个漆黑的夜晚，

汪清金仓宿营地的几名党员，被

沉重的敲门声叫醒。只见一个血

人趴在门前，这个人叫郑弼局，是

被反民生团工作队拉出去枪毙的

共产党员。此时的郑弼局浑身是

伤，他用尽最后的力气，大声地

说：“同志们，我没死又爬回来，就

是向你们表明，我绝不是民生团，

我是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你们

要为我平反，我要活，我要战斗下

去！”

郑弼局，1910年出生在朝鲜一

个贫寒的农民家庭。1927年，随家

人迁到珲春县哈达门乡小荒沟安

家落户。由于父亲的离世，16岁的

他早早承担起了一家8口人的生活

重担，吃尽了苦头，亲历了日伪政

府的黑暗统治，恨透了日本侵略

者。

1932年春，郑弼局加入了共青

团，更加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

他在大房子村和小荒沟一带办起

夜校，帮助当地青少年学习文化，

给他们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在青

少年中秘密成立反日组织。贫苦

出身的郑弼局，深知群众的饥苦，

组织 70 多名群众到沙金沟姓朴的

地主家中没收粮食，分给贫苦农

民。他带着汉语较好的黄贞海当

翻译，到驻三道沟马营屯的救国军

13团宣传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

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他编排的

独幕话剧《雇工》，生动深刻地揭露

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残酷剥削

各族劳动人民的事实，提高了群众

的阶级觉悟。他还带领反日会会

员，在县城里四处撒传单、贴标语，

弄得敌人终日不得安宁。日本警

察捉不到他，便将魔爪伸向了他的

家人。

1933 年的一天夜里，忽然，公

路上疾驰的汽车马达声惊得村中

犬声大作，酣睡中的村民都被惊

醒。接着，一路鬼子兵从汽车上跳

下来，如恶狼般扑向郑弼局家的草

房，把他家围得水泄不通，机枪、步

枪、手榴弹，在房前屋后响个不

停。杀气腾腾的日本鬼子，冲进屋

里，大声吼叫道：

“郑弼局那边那边的有？”

“不知道”。

“不知道，通通杀了杀了地

有！”

“不知道”。

凶相毕露的鬼子兵，问不出想

要的答案，便将郑家老少6口人全

部杀害，将尸体连同房子付之一

炬。随后，灭绝人性的日本兵，将

这场焚烧、杀戮扩大到了整个村

子。霎时间，全村火光冲天，哭声、

枪声、惨叫声连成一片。

当郑弼局得到消息赶回村子

的时候，全家仅剩下因患伤寒病外

出的小弟郑钟浩。身背国仇家恨，

他掩埋了家人的尸骨，擦干了眼

泪，带领活下来的村民向烟区游击

根据地转移。

1933年冬，敌人对根据地的讨

伐更加残酷，随处可见“三光”政策

下荒无人烟的村屯，斗争更加艰

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郑弼局，

已经成为我党开展工作的骨干力

量。为保护革命力量，郑弼局经常

只身一人潜入县城，宣传抗日救

国，再秘密返回根据地，和同志们

在汪清金仓和珲春之间的深山老

林之中，与日本侵略者打游击。为

逃避敌人的追捕，他们躲在山沟里

一连几天吃不上饭，夏季靠野菜充

饥，秋冬靠抓鱼摘野果度日，过着

原始人一样的生活，郑弼局和战友

们就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坚持

斗争。直到1934年秋季，郑弼局面

临了一个艰难的抉择。

这年秋天，由于斗争环境十分

恶劣，烟区革命根据地的干部和群

众不得不向汪清县金仓转移。一

天，郑弼局正和共青团东满特委书

记周树东一起巡视珲春共青团组

织的活动情况。在返回金仓的途

中，碰上了县委通讯员，通讯员将

县委书记崔昌福的亲笔信交给了

周树东，由于信的内容是朝鲜文字

写的，周树东看不懂，便把信交给

了郑弼局，让他念给他听。郑弼局

接过信一看，不觉大吃一惊，信中

写道：“郑弼局是民生团，要立即逮

捕。”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他不敢

相信自己的眼睛。短促的慌乱后，

理智使他很快地镇定下来，就用

“让你赶快回去”的谎话告诉周树

东，随后郑弼局匆匆离开，向驻地

方向走去。

郑弼局心里非常清楚当时的

情况，只要把人打入“民生团”，不

管怎样解释，休想生存下去。怎么

办，一走了之？不行，应该到苏联

找党代表说明真实情况，陈述自己

的冤屈。于是，他把腰间的手枪摘

下来挂在离驻地不远的一棵树上，

留给游击队打鬼子，便向苏联方向

走去。可他转念又想，要是就这么

走掉了不更说明自己有问题吗？

不能走，应当留下坚持斗争，等待

水落石出。于是，他转到大新、安

昌等地，单枪匹马一个人，在深山

老林之中与日本侵略者周旋起

来。孤立无援的战斗异常艰苦，好

几次都差点没命。那时的郑弼局

不仅要躲避日本鬼子兵的搜捕，还

要避免与抓他的反民生团工作队

人员相遇，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压

力，他只能凭借着坚定的信念支撑

着自己。在他弹尽粮绝的时候，得

到了一位汉族淘金老人的保护，干

起了淘金的活计，让他总算有个落

脚的藏身之处了。

1935年春天，深山中的雪还没

有完全消融。郑弼局很想找到自

己的队伍，想让党组织还自己的清

白，但他又怕被认定为民生团分

子，无凭无据就这样被冤枉杀害，

此时的他十分困惑。反民生团工

作队得知郑弼局还活着的消息后，

派人到淘金场把他抓了起来。面

对昔日的战友，他们毫不留情，怀

着对民生团的愤恨，用铁丝把郑弼

局的双手紧紧地捆起来，监禁在一

个山洞里，在严刑拷打面前，郑弼

局坚贞不屈，工作队无可奈何，决

定将郑弼局拉出去枪毙。刑场上，

郑弼局愤愤地对行刑的人说：“我

不是民生团你是清楚的，你入团是

经我介绍并批准的，到头来，我怎

么成了民生团了呢？蒙受不白之

冤死去，我是不甘心的，希望你们

要和侵略者勇敢地战斗下去！”随

后，一声枪响，郑弼局倒在自己同

志的枪口下。然而，谁也没有料

到，中枪后的郑弼局还一息尚存。

到了深夜，昏死过去的他渐渐苏

醒，努力睁开双眼，不顾伤痛向宿

营地爬去，于是就出现了故事开头

的那一幕。

直到1949年，中共延边地委追

认郑弼局为革命烈士。冤案终昭

雪，英灵永世存。

（摘自《红色记忆——珲春革
命老区故事汇》）

官学 珲春的教育始于官学。

官学是由朝廷出资，为八旗子弟所

设。清雍正四年（1726），由协领那

尔六请求清政府批准，在珲春协领

衙门东北侧建旗人官学房3间，设

满文教习一员，教授三

旗官兵闲散子弟，专习

满文、骑射。学务由协

领那尔六兼理，后由副

都统兼办。

同 治 年 间（1862—

1874），扩建官学房5间，

增派汉文教习一员，教

授汉人子弟。自此，旗

人官学房变为满汉官学

房，分别培养文武官员。

光 绪 十 三 年

（1887），帮办吉林边务

副都统依克唐阿设中俄

书院，挑选珲春、宁古

塔、三姓八旗子弟学习

中俄文字。光绪二十三

年（1897），移于吉林市。

光 绪 十 七 年

（1891），帮办吉林边务

副都统恩泽设昌明书

院，每年学习汉文学生

约在七八十人，学习满

文学生二三十人。光绪

二十六年（1900）中俄战

争珲春城失陷后，满汉

官学停办。光绪二十八

年（1902）调查，城乡共设私塾共29

处，塾师不良，青年学子被其贻误

者殊多。光绪二十九年（1903），地

方士绅县呈请设学堂。光绪三十

三年（1907）五月，五品蓝翎、八品

笔贴式何廉惠等县呈，以改良教育

请设学堂。呈文如下：为呈请事。

窃查珲春地方向隶军治，教学之

事，从无统系。人民应用之常识，

无教养之地，虽有私塾，教育不

良。于青年不惟无益，

适受其害。且国民为国

家成立之本，长此以往，

不为改革，伊害胡底。

祥成等考查国家情形，

教育当务之急，应就地

筹集经费，于城乡地方

先设官立初等、高等小

学堂数所，劝招青年子

弟入学肄业，养成国民

常识，及为开入中学，师

范学堂之预备。如蒙俯

允，则青年子弟有就学

之地，以后则渐为扩充，

以其教育普及，地方幸

甚，国家幸甚。管见所

及，是否有当，理合呈请

县台鉴核，伏乞俯允施

行等情。呈经副都统陈

昭常批准，调查地方公

款为设立学堂经费，并

由延吉道务公署拨给建

筑费，就原有满汉官学

舍建筑西厢房八间，接

修东厢房三间。光绪三

十四年（1908）设高等小

学一所，学生一班。宣

统元年（1909），经副都统郭宗熙于

高等小学校添设初等学生一班。

自此以后，由劝学所划分学区，按

区设立学校。

（摘自《珲春满族》）

踢毽子 踢毽子是满族传统游

戏项目中的一种，也是满族文化的

一部分。这种游艺活动，在珲春历

史上非常流行。毽子别名叫毽儿，

用布或野兽皮制成的圆形，中间包

上铜钱，并在铜钱眼处扎上鸡毛或

者鹅毛。

踢毽子花样种类如下：“里

踢”，脚向内踢；“外拐”，脚向外踢；

“里连”，两脚交替转身踢；“托枪”，

以脚踢毽子，用胳臂接的叫托枪；

“耸膝”，以脚踢毽子，用大腿接的

叫耸膝；“过档”，以脚踢毽子，用胸

和肚子接的叫过档；“压山”，以脚

踢毽子，用肩膀接的叫压山；“落

肩”，以脚踢毽子，翻一个筋头再落

下接叫落肩。

歘嘎拉哈 嘎拉哈是满语，汉

译“后蹄骨”。以猪、狍嘎拉哈居

多，是常用作游戏的骨子。嘎拉哈

是满族姑娘、媳妇、儿童喜欢玩的

一种传统的游戏活动，玩法多样，

十分有趣。嘎拉哈呈六面体，仰、

卧、倒、翻都有一面朝上，只要落地

就可稳当。去掉两头其余四面都

有约定俗成的特定名称，分别称为

“珍儿”“背儿”“坑儿”“轮儿”。名

称是根据面型而定的。玩的嘎拉

哈都要剔光，有的还要染上红、绿、

蓝、黄四种颜色，十分鲜艳醒目。

嘎拉哈玩法多样，分为弹、抓、搬、

泼、赶几种，即弹珍儿、抓对儿、掷

珍儿、抢暴子、大把抓子、赶羊等。

除踢毽子、歘嘎拉哈以外，满

族还有一大批竞技和游戏活动，如

玩骨牌、射月子、射花篮、摔跤、放

风筝、打秋千、跳绳、跳房子、撞拐

等，都是满族群众的娱乐活动。

（摘自《珲春满族》）

20世纪初，潘庆由在北满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1931 年末受中共

北满特别委员会的派遣到宁安县

做地下党建设工作，1932年1月当

选 为 中 共 宁 安 中 心 县 委 书 记 。

1932 年 6 月,宁安中心县委迁移到

穆棱县合成子重组为中共绥宁中

心县委，潘庆由继续当选为书记，

其夫人吴英玉当选为中心县委妇

女部部长。他们两口子在艰苦的

环境下，忠诚于党的事业，做了很

多工作。1933年5月，中共满洲省

委在穆棱县合成子建立吉东局时，

潘庆由任吉东局组织部长。不久，

潘庆由作为满洲省委代表团的成

员到东满视察工作。

1933年7月，潘庆由同东满特委

书记童长荣到珲春县大荒沟抗日游

击根据地召开了党、团、县委扩大会

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一·二六”

指示函》精神，纠正了中央“北方会

议”左倾错误思想，会议持续7天。

在一次大会上，他点名批判了县游击

队政治委员朴斗南。免去朴斗南游

击队政治委员职务，收回他的手枪，

宣布待命处理。

1932年，朴斗南（又名姜在顺）

在延吉县加入中国共产党，到珲春

县组织大荒沟游击队并担任政委，

后来调到烟筒砬子游击队任政

委。他在战场上的勇猛，有较强的

作战指挥能力，使日本军胆颤心

惊。尽管在根据地群众中很有威

信，但由于固执，曾被县委书记徐

光批评过。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开

始谋反。朴斗南在大会上被点名

批评的那天晚上，潘庆由正在金南

奎家吃晚饭。这时游击队一个班

的战士完成任务刚回到金南奎家，

他们放下枪正准备吃饭。有的战

士摆弄着刚从敌人手中抢来的日

本制38式步枪。

金京日先试了一把，随手递给

了金奎峰。这时，朴斗南走过来说

自己也要瞧一瞧并抓住枪杆子。

队员们眼看着朴斗南把事先准备

好的子弹放到枪里，走到门口对准

潘庆由喊到：“你想杀我，那我就先

把你给杀了。”“啪”的一声潘庆由

倒下了。面对突发事件，队员们都

惊呆了。朴斗南赶紧拔出潘庆由

的手枪对着院子里的人们大声喊

到：“谁动就毙了谁。”他一边威胁

一边后退。由于事情发生得太突

然，队员们都愣住不知所措。趁此

机会朴斗南往山上逃跑了。

得知此消息的童长荣立刻从大

荒沟赶来，处理完潘庆由的后事，再

回到在汪清县马村的东满特委所在

地。东满特委认为“珲春县也有不少

民生团”，就派组织部长李相睦开展

了反“民生团”斗争，李相睦到珲春县

大荒沟抗日游击根据地，带领游击队

战士逮捕了60余名县、区干部，并把

他们监禁。因此，很多干部被当作

“民生团”冤枉杀害。

逃到山上的朴斗南知道自己

已回不了革命队伍，没有吃的，就

在路口拦住过路人抢夺。那时候，

因躲避“民生团”斗争逃到山上的

金星乐、金城德、朴斗世与朴斗南

会合。他们商量后决定下山归顺

到珲春日本领事分馆。领事分馆

就让他们加入了“商调会”。被任

为“商调会”别动队队长的朴斗南

把枪口对准了革命队伍，带头进行

“讨伐”抗日军。

珲春县“商调会”是1933年1月

成立的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团体。

1933年7月之后，珲春县游击根据地

开展反“民生团”斗争，到1934年6

月，“商调会”人数已增加到674名。

珲春日本领事分馆和珲春宪兵队为

了镇压珲春县人民的抗日斗争，扩充

了走狗团体。因此1934年7月，把归

顺者和叛徒组成的“珲春县商调会”

重组为“珲春正义团”。“珲春正义团”

在珲春日本领事分馆和珲春日本宪

兵队的操纵下，金基龙任团长，朴斗

南任副团长。

朴斗南任“正义团”副团长后，

活动很猖獗。1934 年他带领二道

沟武装分遣队，跟随日本守卫队参

加大荒沟抗日根据地讨伐，把逮捕

的 2 名革命军人移交给宪兵队。

1935年他带领20名二道沟武装分

遣队队员随日本守卫队参加大荒

沟、罗子沟、金仓等地的“讨伐”，把

逮捕的 4 名革命军人和 70 余名群

众移交给宪兵队。1936年1月带领

本部武装队参加金仓地区的“讨

伐”，逮捕了珲春特别支部书记等

40 余名党员干部。朴斗南在罗子

沟讨伐中逮捕的 14 名革命群众全

部归顺到“珲春正义团”里。第二

天召开“正义团”会议，宣布“珲春、

汪清一带的抗日军已全部消灭，不

用继续讨伐”。珲春县的地方党组

织遭到严重破坏，很多抗日战士和

革命群众被杀害。

1937 年“ 珲 春 正 义 团 ”被 解

散。朴斗南到新京当上关东军第2

科特务，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时他逃

到了韩国。（摘自《珲春朝鲜族》）

至死不渝的革命烈士——郑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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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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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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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全国有满城71座，珲春为

其一城。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进程

中，形成了独特的地方特色和民族

文化，在当地地名中留下了许多与

满语有关的地名，延传至今。

“珲春”一词原为满语，曾读称

“浑淖浑”“温车恨”“浑蠢浑”“训

春”“浑蠢”等，后音译汉化为“珲

春”。《明史》记：“珲春来自女真语，

即‘边地’‘边陲’‘近边’之意。”《今

日的珲春》说：“珲春系沿用古昔土

名为县名，为满语近边之意。”关于

珲春的诸多称谓，都是在不同历史

时期，由于满语音译所用的汉字不

同而形成的。“珲春”则是其后认同

而稳定的译音。

新明位于英安镇新明村中部，

河川地。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由

宁古塔移住珲春的满族关姓在此定

居建屯。后来分三家，得名关三

家。1948年取名新华，后因与别村

重名，取前途光明之意改为新明。

夹信子位于新明村西南，珲春

河北岸，河川地。康熙五十三年满

族郎、邰等姓居此建屯，以沿河多

生红柳，得名红溪屯。后因位于两

河之间，故称夹信子。“夹信子”为

满语，窄之意。

北夹信子位于新明村驻地西

北、珲春河北岸。康熙五十三年满

族郎、孟等姓在此定居建屯，泛称

夹信子。1981年地名普查时，以在

夹信子北，命名为北夹信子。

七星屯位于新明村东北，北夹

信子东南，河川地。康熙五十三年

满族郎、邰、葛等姓住此，以在两河

中间，得名夹信子。后因重名，考

虑此地处于传说中的七星泡附近，

改称七星屯。

大榆树位于英安镇大榆树村

南部，处平地。康熙五十三年以满

族孟、郎等3户住此建屯，得名西三

家子。后因此地屯内有几棵百余

年榆树，更名为大榆树。

城西位于珲春市区西部。康

熙五十三年珲春设协领衙门时，满

族在此定居建屯，以在西三家子屯

东，得名东三家子屯。1945年以在

县城之西，改称城西。

八棵树位于珲春市区东部，处

平地。康熙五十三年珲春设协领

衙门时，满族关姓由宁古塔分驻珲

春在此定居建屯，以屯内有八棵榆

树，故名。

车大人沟位于英安镇新地方

村南部，东西两沟汇合处的沟口，

群众称此地为双岔头。此地为满

族钮呼禄氏（郎姓）以居之地，其氏

族中有名车必舍者，于乾隆初年，

因战功显著升为京旗副都统，人誉

称为车大人。沟因人而得名，屯又

以沟得称。

自兴位于英安镇自兴村中部，

处平地。康熙五十三年建屯、以满

族铁、郎等姓 4 户在此盖了 4 栋房

屋，得名四间房。1949年取自力更

生、兴旺发达之意，改名自兴。

（摘自《珲春满族》）

饽饽是满语词汇，至今仍为满

族人民所袭用。

饽饽的原料为糜子、粘谷和粘

高粱。是满族人民种植的主要农

作物，也是满族人民农业生产的重

要组成部分。糜子加工去皮后俗

称大黄米。粘谷加工去皮，称为小

黄米。粘高粱加工去皮叫粘高粱

米，这三种米经碾磨加工，粉碎成

“面状”，然后制成各种饽饽。

把米加工成面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干加工，就是将米淘净控

干，上碾子碾碎，用细箩筛。干面

易保管，在做饽饽之前，将干面放

在容器里，然后用开水烫二分之

一左右，边浇开水边用铲子搅拌，

待温凉后，把面和匀，放在炕头上

或热的地方，使其发酵后，方能做

饽饽。二是水加工。就是将淘好

的米，用磨磨碎，边磨边往磨眼里

注适量的水，如今用电磨。磨出

的面是稀的，如果过稀，还要适当

控水，干湿度适宜后，再做各种饽

饽。

饽饽最大的特点是耐饥饿，因

而成为满族先人狩猎时携带方便

的食品。在春耕、夏锄、秋收三人

季节都食用饽饽。

珲春与满语有关地名由来（一）

潘庆由被杀事件与“珲春正义团”

珲 春 满 族 民 间 游 戏

满族饽饽

是月 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派东
北三省新军督练处监督吴禄贞前
往延吉与日本交涉所谓“间岛问
题”。

七月十一日 日军中佐斋藤季
治郎奉日本政府之命，率宪兵从会
宁向延吉进发。同时，日本驻京代
理公使阿布守太郎照会中国外务
部：“兹奉帝国政府训开，间岛为中
国领土，抑为韩国领土，久未解
决。该处韩民十万余……拟即由
统监派员至间岛保护”。23日，斋
藤一行悍然在龙井建立“日本驻朝
鲜统监府间岛派出所”，斋藤任所
长，并发布“保护韩民”告示日本妄
图通过制造所谓“间岛问题”，侵占
中国领土，把所谓“间岛”（即今吉
林省延吉、汪清、和龙、珲春等县）
变成“第二朝鲜”。

七月十八日 於局子街设立吉
林省边务处，督办吉林省东部边
务。署珲春副统都陈昭常为边务
督办，吴禄贞为帮办。

是月 成立珲春商务分会，隶属
吉林商务总会。1916年改称珲春商
会。专责珲春商业的改良、法制的制
定、推行、修改、废止等事宜。

九月五日 为抵制日本侵略，安

抚韩民，维护地方治安，在主要地点
设派办处，即东盛涌、铜佛寺、六道
沟、马牌、光霁峪、和龙峪、头道沟、百
草沟、火狐狸沟、稽查处、凉水泉子、
黑顶子、张穆德基、八道沟、二道江等
十五处，同年十月开办。

二十六日 因1900年俄军入侵，
大部分电报线路毁于战事，原电报局
被破坏重设珲春电报分局。梅颐任
珲春电报分局委员（局长）。

十二月一日 成立珲春天主教
堂，设在旧县城东门里靖和街路
南。1933年修建天主教堂房院，教
徒（多为朝鲜族）发展到1500余人。

二十日 从局子街、珲春、宁古
塔到吉林架设电信线，使吉林与奉
天、北京得以通讯联系。

是年 裁撤珲春驿站，设文报
分局，专管传递公文。

是年 巡防营、常备军、吉林陆
军等分驻在延吉及图们江以北、珲
春、长白山以东等地，守国界。

是年 吉林省边务督办公署在延
吉建立。珲春副都统陈昭常任边务
督办。是年未编入新式陆军的前锋
披甲，编入吉林陆军步队第一协，计官
兵3.1万人，分驻珲春、延吉、敦化、磐
石、省城沿江一带。（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