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里沟：位于春化镇境内，沟

内河水北流入官道沟，此沟出于土

里沟大顶子东北侧。南北走向，沟

长6公里。“土里沟”是满语“镜”之

意，即较为平整的沟。

黄柏树沟：位于春化

镇境内，沟出于中俄界山

陡石山西南麓，沟长15公

里。沟内有一条河，辽金

《地 理 志 图》记 为 集 新

河。集新河为满语，带毛

狍皮之意，即狍皮河。民

国初年以沟内多生黄菠

萝树，得名黄菠萝树沟，

后音转为黄柏树沟。

荒沟：位于哈达门乡

平安屯北，南北走向，沟

长11公里。荒沟是满语，

即“鹰沟”之意。

靰拉塔子沟：位于哈

达门乡境内，沙金沟山北

侧 ，四 面 环 山 ，东 西 走

向。“靰拉塔子”是满语，

“鸡树条”之意，即鸡树条

沟。

半拉窝集沟：位于哈

达门乡松树村境内，半拉

窝集山之北，沟出于荒山

东南麓，沟长8公里。“窝集”满语森

林之意，“半拉”满语灌木之意。“半

拉窝集”即刺茅林子沟之意。此沟

系明代女真窝集部区域。

大麻子沟：位于哈达门乡涌新

村境内，为西北、东南走向。“大麻

子沟”是满语，即大核桃沟。

小槟榔沟：位于市区西北英安

镇境内，大荒沟西北，沟长3公里。

因在大槟榔沟之南，沟又

较小，故名。“槟榔沟”是

满语，小河沟之意。

半截沟：位于英安镇

甩湾子村西北部，沟长约

5.5公里，南北走向。“半截

沟”为满语，意思是野兽

繁殖的地方。

乌蛇沟：位于英安镇

里化村境内，沟源出于荒

沟岭西南麓。此沟为三

个地段名称，全长 9.5 公

里。上端为东南岔，中部

为东沟，下游为乌蛇沟。

“乌蛇沟”是满语，山麻之

意。

周皮沟：位于英安镇

大荒沟村内，是大荒沟西

北部的一个山沟。南北

走向，沟长17公里。周皮

沟旧称为周斐沟，后音转

为周皮沟。《满洲源流考》

记：“周斐”为满语，汉译

是桦皮房子。

小饽饽沟：位于英安镇里化村

境内，东北、西南走向，沟长 5.5 公

里。曾名青沟子。“小饽饽沟”是满

语，汉译为“窝棚沟”。

（摘自《珲春满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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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刻痕

美食橱窗

1933年6月深夜，雪岱山下离

马营屯一里的三道沟游击队室被

日伪军警偷袭，就在日军向游击队

驻地步步逼近的紧要关头，几个身

影在树林中穿梭，并不断地向日军

射击，牢牢地吸引着日军的火力。

这几个人是县委书记徐光和驻地

的游击队员，他们的任务是引开敌

人，为驻地群众向山上转移争取时

间。几个人边打边往山下的方向

退，日伪军警摸不清游击队员的人

数，误以为是游击队的主力，便调

转枪口冲了上去。直到天亮，完成

护送群众转移任务的游击队员赶

回三道沟河边的树林时，发现了徐

光和同志们的遗体，同时发现了他

经常带在身上的一把精巧的小刀。

要革命就得学习文化

1899年，徐光出生于朝鲜咸境

北道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日本帝国

主义野蛮的殖民统治，使朝鲜人民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留给徐光

最深刻的童年记忆，便是永无止境

的劳动、永远吃不饱的肚子和孩子

们光溜溜的身子。在全家人面临

绝境之时，老实的徐父不得不带着

一家人背井离乡，迁居到延边和龙

县的土山子。一贫如洗的家，饥寒

交迫的生活，给予徐光的不是怯懦

与退缩，而是坚强的意志和强烈的

反抗意识。

1930年夏，经历了“红五月”斗

争洗礼的徐光，光荣的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并且收到了他人生中第一

份礼物，一把精致的多用途小刀。

他告诫自己，要象这把刀一样经得

起锻造、研磨赋予最美丽的生命。

他满腔热忱的投身反日救国的革命

洪流中，在一次次群众斗争中磨炼、

振奋、提升。1932年初，作为一名成

熟的共产党员，徐光接受了中共东

满特委的新任务，到珲春任县委书

记。此时的珲春，反帝反封建斗争

蓬勃兴起。1931年秋和1932年春，

中共珲春县委组织掀起了气势磅礴

的秋收斗争和春荒斗争，组织上千

名贫苦农民举行示威游行，强烈要

求反动政府减租减息、没收恶霸地

主的粮食、赈济贫苦农民，大涨了革

命群众的斗志，打击了敌人的威

风。初到珲春工作的徐光，把握时

机，很快进入工作角色。他经常深

入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一次在夜校，同学们请徐光讲

课。他便讲了讲自己的亲身经

历。他说起小时候，在那艰难的岁

月里，全家人省吃俭用，辛苦劳作

也免不了饥寒交迫的生活。因为

穷，他没有上过小学，为了改变家

庭的命运，便下决心好好读书。于

是，他白天随父亲下地干活，晚上

就在煤油灯下坚持自学。在一天

一天的学习中，他逐渐懂得阶级压

迫和剥削是生活苦难的祸根，穷苦

人要翻身，就要跟着共产党走的革

命道理。可是共产党在哪里？20

岁那年，年迈的老父亲把他叫到身

边，对他说：“孩子，你长这么大还

没进过学校的门，爸爸实在对不起

你，家里困难再大，爸爸也要把你

送到学校去学习。”就这样，他来到

了龙井大成中学。在学校里如饥

似渴地学习文化，读进步书籍。在

爱国志士和热血青年汇集的大成

中学，徐光接触到更多的马列主

义，逐步成长为革命青年。他对同

学们说：“我们要革命，就得学习文

化。”正是有了在校学习的机会，才

使他懂得了马列主义的真理，也因

此深刻的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

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

1932 年 6 月初，珲春县委领导

下的大荒沟和烟筒砬子抗日游击

队不断发展，人员增加了，可是武

器装备还很薄弱。为了夺取敌人

的武器来武装自己的队伍。徐光

决定率领 10 余名游击队员袭击板

石南秦孟武装自卫团。经过仔细

侦察，摸清了敌人的活动路线和作

息时间，便一举端掉自卫团的老

窝，缴获步枪10余支。战斗的胜利

鼓舞了游击队的士气，更加深了群

众的信任，一大批青年加入到抗日

游击队伍里。

1932 年 9 月，中共珲春县委把

各地分散的武装队伍统一编成珲

春岭南（烟筒砬子）、岭北（大荒沟）

游击队。1933年1月，随着抗日武

装力量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中共珲

春县委又以岭南、岭北游击队为基

础力量，成立了珲春县游击总队。

下设两个大队，人员共 130 多名。

这支游击队的大部分队员是党员

和反日骨干分子，他们严守纪律，

骁勇善战，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

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

持。游击队建立之后，象一把锋利

的小刀，扎进了敌人的血脉。

日本侵略者害怕蓬勃发展的

抗日力量，如芒在背，坐立不安，于

是对珲春的人民群众实行了长达

四年的残酷镇压和血腥讨伐。自

1932年起，日本侵略者几乎天天出

动军警，进行不间断的“讨伐”，使

大荒沟的党组织、群众团体遭到严

重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抗日群众

和党组织感到没有保存和发展自

己的基地是不行的。因此，建立抗

日游击根据地势在必行。

（摘自《红色记忆——珲春革
命老区故事汇》）

崔秉焕设想的这条长达6公里

的引灌渠，就是如今哈达门乡的北

灌区干线。一个身无分文的穷庄

稼汉子，不仅大胆构思出宏伟的灌

溉工程蓝图，而且为使这一蓝图变

成现实，开始了行动，确实是一件

令人赞叹的事情。崔秉焕就是这

样一种性格，只要他拿定的主意，

八头牛也拉不回。况

且，经过实地踏查他

看到，尽管面临的困

难很大，但确有成功

的希望，这使他的信

心更足了。

崔秉焕着手在珲

春平原开垦水田，一

开始就遇到了重重困

难。首先是资金问

题。崔秉焕去找了桦

树社社长元戴舜。当

时，元戴舜在珲春街

西大门外日本人山元

经营的珲春兴山株式

会社任监事。崔秉焕

说明来意，恳求他放

贷。元戴舜哼了一

声，没好气地说：“癞

蛤蟆想吃天鹅肉，借

了 钱 ，你 拿 什 么 还

啊?”崔秉焕又到珲春

街里找金融部门贷

款。可一打听才知

道，给日本人放贷，是

3 至 4 分甚至 2 分利

息，而对朝鲜人放贷，

至少要5分甚至10分

的高利息。他气得怒

火满腔，想靠贷款修

水渠的路被堵死了。

崔秉焕并没有气

馁。这一回，他逐一

找珲春街朝鲜垦民中

的富户，苦口婆心地

说明情况，请求他们

资助。功夫不负有心

人。终于有 3 个人表

示愿意为北区灌溉工

程出资。崔秉焕喜出

望外，欣然邀请这3人到实地察看，

详细介绍了施工方案。他们看到

此事不仅有成功的希望，而且有利

可图，便爽快地答应投资。于是4

个人正式签订了灌溉工程施工合

同，由崔秉焕负责整个施工管理，

其余 3 人承担施工中所需全部资

金，事成之后由4人均享所得收益。

1931 年春，大地刚刚复苏，崔

秉焕把家务和农活都交给妻儿自

己把全部精力投身于北区灌溉工

程中。他到邻近各村招募民工，开

始了水渠的挖土作业。他一面同

民工们劳动，一面精细地谋划施工

现场管理，还周到地安排民工们的

休息和吃住，从早到

晚忙个不停，为工程

倾注了全部心血。

在珲春平原上开

发水田的消息象春雷

般传遍四方。早期迁

居这里、多年盼望种

水田的朝鲜族农民无

不欢欣鼓舞，拍手称

快。但是地方官吏和

当地地主却以水渠经

过处要占去很多土

地，引水后，周围旱田

将会受淹等为由，极

力反对和阻挠这个灌

溉工程。不懂汉语的

崔秉焕，找了一位翻

译，向他们耐心解释，

说明灌渠里的水流速

很快，而且渠底比地

面低渗不到渠外旱田

里。并表示如果渗水

受 灾 ，一 定 据 实 赔

偿。另外，水渠所占

耕地，他逐一找到其

主商量，以优厚的价

格购买所占土地。对

于那些不肯出卖的土

地，只好改变工程方

案绕道施工。就这

样，冲破一个又一个

难关，水渠从太平洞

开头，经过和平村，一

直挖到中心村。

随 着 时 局 的 急

剧变化，这一工程和

它的主人崔秉焕又

遭到了一场意外的

横祸。那年秋天，九

一八事变爆发，日本

侵略者在珲春耀武扬威，为非作

歹，日子风云变幻、动荡不安，许

多民工不告而辞、纷纷回家，连珲

春街里的那几家富户，也不肯再

提供资金，灌溉工程不得不中断

施工。

（摘自《珲春朝鲜族》）

1953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

一任州委书记、州长朱德海同志来

到了珲春县三家子乡西崴子村调

研。他听了村党支部书记祝银孝和

村长黄民燮关于全村民族团结的汇

报后，心里十分高兴。他嘱咐村干

部们说:“在各民族一起发展、共同

富裕的道路上，一定要互相学习生

产技术，扬长避短。”村干部们根据

朱德海同志的提议，决定首先改革

农活中的主要生产工具——犁杖。

过去，这个村的农民使的是朝

鲜族和汉族两种不同式样的犁

杖。这两种犁杖，都有各自不同的

优缺点。朝鲜族农民使的犁杖，在

牛脖子上套个轭具，左右分叉，操

纵自如。庄稼长的再茂盛也不致

倒伏，又省劳力。可是，操作时费

力气，地蹚得深浅不匀。而汉族使

的犁杖在蹚地时深浅均匀，又省力

气。不足的是要两个人操作，庄稼

长高了还容易倒伏。

村干部把李延松等朝、汉族的

种地老把式召集到一起，逐项研究

了两种犁杖的优缺点，决定取长补

短，把两种犁杖的长处集中起来。

主攻方向明确了，农民们感到眼前

豁然开朗起来。于是他们采用了

朝鲜族犁杖的优点，即牛脖子上的

轭具，再安上汉族犁杖上的牵刀，

顺利完成了犁杖改革。

两个民族各自用了几百年的

不同样式的犁杖，在 20 世纪 50 年

代被西崴子村的农民革新了，制造

出了新型的、农民们喜欢的犁杖。

犁杖一改革，在生产中发挥的

威力可就大了。在改革前，一公顷

的粮食产量为7000斤，而改革后粮

食产量提高到80000斤。改革后的

新犁杖迅速在全县普及开了，农民

们亲切地称这种犁杖是“民族团结

犁”。 （摘自《珲春朝鲜族》）

⇑满汉全席宴请蒙古宗亲时的前菜五品中有款龙凤呈祥

的美食，从古至今龙凤呈祥都具有极好的寓意，在满汉全席中

意为大福之道。

当时，社会秩序紊乱，物价暴

涨，同时，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

义，破坏双十协议，发动全面内

战。对此，他非常气愤，毅然离

职，返回南京，失业在家，依靠妻

子的微薄收入赖以维持生活。处

于国民党政府的心脏地区，耳闻

目睹反动政府官僚政客纸醉金迷

的腐败生活，他更加同情饥寒交

迫的劳苦大众，因此，也就更向往

革命、向往民主，热爱中国共产党

及其伟大事业。他托人弄到毛主

席《论联合政府》一文，如获至宝、

爱不释手，反复阅读，认为只有共

产党才能救中国。基于这种认

识，他终于投身于国民党统治区

人民民主革命运动潮流。

1948 年 10 月，孟士衡在李济

深、王葆真的领导下，担任南京地

下民革主委工作。为了支持共产

党人的地下斗争，他曾策动南京学

生进行反内战、反饥饿游行，同时

他组织了半公开的外围团体——

“中国宪政学会”，进行合法斗争。

为迎接解放军横渡长江，又组织了

“抗日东北流亡自救互助会”“公务

员联宜会”等组织。1948 年秋，全

国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我

方的重大变化，国民党政权已经摇

摇欲坠，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夺取

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从 1948

年 9 月到 1949 年 1 月，人民解放军

对敌人展开了主力决战——辽沈、

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

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国民党政府在

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已面临绝

境，全国已处在民主革命胜利的前

夜。在这大好形势下，孟士衡及南

京地下民革同志积极筹划和组织

人员，准备创造条件以实际行动迎

接解放军南下，从而促进全国早日

解放。当时，国民党地下民革沪宁

区委在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后，

在共产党员吴士文、肖俭魁二位同

志的直接参与下，再由国民党革命

委员会中央常委、民革京（南京）沪

（上海）军事特派员，民革上海临时

工会主任委员王葆真和民革泸宁

区南京分会主任委员孟士衡等人

组织下正策划着迎接解放大军渡

江南下的重大行动方案。首先，他

们在南京通过地下民革原“电联”

成员，国民党首都卫戍司令部北区

指挥官兼警察局局长刘海亭直接

指挥有八个团军警，控制国民党五

院及重要部门和李宗仁、何应钦、

张群等要人分馆所在地区，即北

区。所以“京泸暴动案”原订的六

项行动计划中，有关扣留李宗仁等

重要军政人员一事就归刘海亭负

责。为此，刘海亭还联络了一位结

拜兄弟，原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同

窗，南京警察厅中区警察局局长马

广运，届时相互配合。其次，南京

民革还拟发动一次五千人参加的

公开暴动，以破坏敌人心脏，扰乱

敌军军心。再次，在上海方面，又

通过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副司令刘

昌义进行了发动起义的准备工作，

并曾通过李泽龙关系，同吴淞附近

的驻军取得了秘密联系。当各项

计划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和秘密安

排，逐步完成，并陆续报到王葆真

处，急待按计划积极准备行动时，

不幸被南京卫戍总部稽查处特务

秦范五和政工处特务，上校附员马

志清刺探和追踪而遭到严重的破

坏。当初是由于孟士衡经常出入

光华门大光新村吴士文家进行活

动而引起了与吴士文同住一个院

的特务秦范五的怀疑。后又在特

务马志清的秘密追踪下，南京至

上海一线的地下组织，几乎全部

被敌人所发现。根据这一线索，

1949年2月，敌人先后逮捕了孟士

衡、王葆真、刘海亭、吴士文、肖俭

魁等同志为首的南京和上海约五

十余名地下组织成员及其有关嫌

疑犯。不久，国民党“中央日报”

“申报”“新闻报”等分别用大字标

题刊登了一条消息：“破获京沪暴

动案”。“中央日报”还特指“孟士

衡为阴谋暴动颠覆政府的首要

人，必须以法制裁”，为扫除孟士

衡这一他们的敌对人物大造舆

论。孟士衡被捕入狱后，受到严

刑拷打，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更不

出卖同志。当时刘海亭、马广运

被捕，敌人并未掌握可靠证据，而

其二人亦不为电刑、老虎凳酷刑

所屈服，对此，敌人施用阴谋诡

计，让孟士衡和刘海亭、马广运对

质，妄图从中找出破绽。对质时，

敌人问孟士衡：“他们是谁？叫什

么名字？”孟士衡从容答到：“我不

认识他们，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

字”。敌人又问：“你们是什么关

系？”孟士衡说：“根本不认识，毫

无关系。”由于孟士衡的机智保

护，刘海亭、马广运二人终于未被

暴露而免遭杀害，敌人阴谋也遭

到了可耻失败。敌人无计可施，

决定杀害孟士衡、吴士文、肖俭魁

等三名同志。1949 年 5 月 9 日下

午3时孟士衡同共产党员吴士文、

肖俭魁一起，被刽子手们绑赴刑

场，沿途反动军警 如林密布，气

氛阴森，在刑车上他们沿途高呼：

“打倒蒋介石”、“共产党万岁！”等

口号。临刑前留下“我为革命而

成仁，死无遗憾”的遗嘱；牺牲时

年仅四十四岁，他为新中国的诞

生贡献了宝贵生命，谱写了一曲

革命者的诗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

和政府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经过

调查研究，经国务院民政部批准，

于 1981 年 2 月追认孟士衡为革命

烈士。

（摘自《珲春革命英烈专辑》）

铃鼓舞亦称“打单鼓子”或“耍

腰铃”。是一种腰缠一排小铃，手持

“单股”而舞的民间祭祀舞蹈。满族

信奉萨满教并尊奉“鹰神”“蟒神”

“乌鸦神”等。逢年过节。祭祀之

日，先将“佛头妈妈”请上神位，后由

“查玛”开始舞蹈，他们头戴神帽，身

扎腰铃，手持抓鼓，边跳神舞边唱神

歌。查玛们先在屋里跳，后到院外

跳。祭祖内容一是悼念祖先功德，

二是保佑天下太平，三是祝愿丰调

雨顺，四是祈祷除病消灾。

表演铃鼓舞时，左手持抓鼓，

右手持鼓鞭。抓鼓动作为进三步

退三步，边走边击，称作老三点、老

五点。这类形式舞蹈的突出特点

就是舞者腰部动作大，舞蹈时舞者

以腰部发力作用于腰铃，使其向前

后左右摆动，在扭动中，系在身上

的腰铃发出有节奏的清脆响声，舞

至高潮时，有“张飞片马”“苏秦背

剑”“就地十八滚”等前翻后滚的技

巧动作。鼓声铃声交织成一种绝

妙的音响，使观众从视觉和听觉两

个方面同时得到强烈的审美感

受。近年来，舞蹈编导将民间的腰

铃舞加工为舞台表演的女子群舞

和舞剧中的片段，突出其腰部摆

动、婀娜多姿的动态，成为一种很

有特色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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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把 小 刀 见 证 不 屈 历 史（一）

愿 为 人 民 解 放 事 业 贡 献 一 切 （二）

——孟士衡烈士传略

满 族 铃 鼓 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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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族 团 结 犁
——西崴子村改革犁杖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