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0年秋，中共珲春县委在清水洞

正式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具

有革命传统的珲春朝鲜族人民，纷纷投

身到抗日前线。

从 1930 年 12 月开始，先后建立了

以朝鲜族为主要力量的别动队、突击

队、县游击队、岭北游击队、岭

南游击队、城区武装突击队、

青年义勇队、春化游击队、珲

春县游击总队等抗日武装组

织。这一支支英勇顽强的抗

日游击队活跃在珲春的丛山

密林中，给日寇以沉重打击。

中共珲春县委成立后，群

众的抗日斗争进一步深入。

县委领导的农协会、反日会、

共青团、妇女会、互济会、区苏

维埃政府（后改为区人民政

府）等革命群众组织相继成

立。一时，“打倒日本帝国主

义”“清算亲日走狗”“拒绝交

租纳税”“没收地主粮食分给

贫苦农民”等斗争口号传遍珲

春城乡的每一个角落。

在 1931 年 秋 和 1932 年

春，中共珲春县委组织群众开

展了轰轰烈烈的“秋收斗争”

和“春荒斗争”，极大地打击了

日寇及其走狗。在秋收斗争

和春荒斗争中，党组织和反日

群众组织也得到了进一步扩

大。1932年1月，成立了中共

烟区委员会。4 月，在梨树沟

成立了盘区（春化）区委。5

月，在哈达门松树成立了仁河

洞区委。很多反日群众组织

也像雨后春笋般出现。继秋

收斗争和春荒斗争后，中共珲

春县委又领导全县军民开展了夺取敌

人武器、粮食和物资的斗争。

1932 年春，游击队员吴一波、李海

凤等人，乘东阿拉警察分队修缮房子的

机会，夺取两支步枪。同年7月，少年先

锋队队长黄正海从烟区送信走到野针

峰附近，发现100多个日本鬼子正向烟

区而来，他迅速赶到烟区向领导报告敌

情。

游击队在赤卫队的配合下，在离烟

区 3 里处展开伏击战，击毙、击伤了 10

多个鬼子兵，使敌人败退，缴获7支步枪

和若干发子弹；崔柱龙等5名

游击队员和赤卫队员，夜袭板

石张六沟日本人扶持的韩希

三畜牧会社牧场，把 160 多头

黄牛赶到游击区。中秋节那

天，朴世洪和两名游击队员到

河口对岸的龙堂渡口，打死了

1 名日本海关人员，缴获一支

步枪，返回途中，朴世洪不幸

中弹牺牲。同年的一天夜晚，

岭南烟区游击队派 20 多名队

员夜袭太阳村，缴获 17 支步

枪，480多发子弹，烧毁了自卫

团团部。

1933年初春，游击队在烟

区老龙口截击敌军的运输马

车，缴获白面、棉布、胶鞋、盐、

糖、酒等许多物资。4月，游击

队多次袭击炮台村恶霸地主

韩希三宅院，夺取9支步枪和

其他物资。5 月，游击队在崔

珍和朴昌俊的指挥下，在小六

道沟桥头伏击鬼子押送的 30

多辆运输马车，打死 13 个鬼

子，缴获13支步枪、2支手枪、

40多袋白面。

1934年5月，40多名游击

队员在夜间袭击了塔子沟集

团部落武装自卫团，当场击毙

副团长申延泽，缴获17支步枪

和5000发子弹。1934年冬天，

驻扎在大荒沟原东北军赵玉

玺、蒋泽民带领100多人弃暗投明，投奔

抗联，扩大了抗日队伍。然而，革命斗

争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共珲春县委从

成立那天起，日寇和民国军警对其破坏

和“围剿”从未间断过。

（摘自《珲春朝鲜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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珲 春 大 事 记

时光刻痕

地产优品

姜锡勋于1896年出生在朝鲜，后随

父母来珲春，定居大荒沟。1920年参加

抗日志士黄炳吉领导的珲春独立军，任

中队长。

因看到朝鲜独立运动内部有许多

派别，各有不同的政见，争论不休，难以

统一。姜锡勋便把注意力转向孙中山

先生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并由孙中山

秘书介绍，于1923年加入西北军冯玉祥

部队，在29军3师113旅任少校副官。

1937年日寇积极准备卢沟桥事变，

频繁与中国军队发生遭遇战。当时姜

锡勋所在部队113旅228团驻防在河北

廊坊。廊坊是日寇急于占领的战略要

地，因此经常与日寇发生摩擦，驻防任

务十分艰巨。

当年的 7 月 18 日即卢沟桥事变发

生后的第11天，有一列火车开进廊坊车

站，车上载有全副武装的日寇。当时担

任战斗值班指挥的姜锡勋，立即命令战

士搬开道闸强行停车。车上的日寇没

想到还有敢于拦住他们火车的中国军

人，几个十分恼怒的日寇军官从车上下

来要求与中国军队交涉。身材魁梧的

姜锡勋腰挎两支手枪只身迎面走过去，

两军距离相近，日寇指挥官非常傲慢地

质问姜锡勋，说姜锡勋够不上对话的军

衔，要求中国军队马上让开。

面对傲慢无礼的日寇军官，姜锡勋

毫不示弱，他警告日寇不要在中国土地

上横行霸道，并要求其立即按原路返

回。两军这样僵持到下午5时许，又一

列火车从天津方向驶来，车上载有荷枪

实弹的200多个日寇，每节车厢门口都

堆满了沙袋，随时向车站上的中国人开

枪。

中方为了缓和矛盾，派旅部参谋朱

天光和228团副团长杨榆春前去与日方

交涉，而日方蛮横无理，扣押了朱天光

和杨副团长。形势骤然变得十分紧张，

两军剑拔弩张。当时负责指挥廊坊车

站中国守军的姜锡勋首先派战士王春

山去营救副团长杨榆春，同时做好与日

寇作战的一切准备。

负责营救杨副团长的王春山，摸到

杨被扣留的一所房子，看到两个日本兵

持枪夹着杨榆春坐在凳子上。王春山

一个箭步跑上前，拽起杨副团长往自己

阵地方向跑。当两个日本兵回过神来

追时，王春山和杨榆春已跑回阵地上。

王春山立即架起机枪向两个追兵射击，

当场击毙两个追兵。

同时，姜锡勋用手枪结束了前来帮

助抢人的 4 个日本兵，战斗随即打响。

日寇四面受敌，但仍很顽固，战斗进行

得异常激烈，两边伤亡都很大。第二天

午夜，姜锡勋指挥228团攻进车站，消灭

了敌人残部，战斗持续了一天一夜才结

束。进站的200多个日军被歼灭，姜锡

勋指挥的 113 旅部和 228 团也伤亡 200

多人，但夺回了廊坊车站，粉碎了日寇

占领廊坊的战略阴谋，打破了日本兵不

可战胜的神话。

1938年春，日军板垣率领的3万日

兵向山东进犯。当时张献忠将军指挥

的59军，于2月至6月在山东临沂接连

打了5次胜仗。这时的姜锡勋已升任59

军38师123旅上校副官，他参加指挥了

3次大仗。

第一仗是荣叶山攻坚战，由113 旅

担任主攻，姜锡勋受旅长张宗恒之命亲

临战场指挥战斗。在战斗中他指挥果

断，作战勇敢，极大地鼓舞了全体将士

的士气，赢得了战斗的胜利。

第二仗在沙岭子展开。当时59军

张献忠部在沂河北岸与占领南岸的板

垣率领的日寇对阵。在收复南岸日寇

占领的4个村庄的作战会议上，姜锡勋

提出了以优势兵力“全军主攻”的作战

方案，军长张献忠采纳了这一方案，并

任命姜锡勋担任督战队队长。当晚收

复沂河南岸日军占领区的战斗全面展

开。参战部队展开突击战，在黎明前收

复了除沙岭子村庄以外的3个村。天蒙

蒙亮，姜锡勋亲自率领228团的主力部

队猛攻沙岭子村，但遭到敌人的顽强抵

抗，战斗持续到中午，整个村庄变成火

海。经过艰苦的激战终于攻进村子。

在一所房子里发现两个随军妓女的尸

体，4面墙上挂满军用地图，证明是板垣

的指挥所，可惜的是板垣跑掉了。

第三仗是詹庄保卫战。姜锡勋率

领 113 旅所属 4 个团兵力驻守詹庄，板

垣的一个师团的兵力从东、西、北3个方

向向詹庄猛攻。姜锡勋亲临战场，鼓励

士兵英勇作战，提出“与阵地共存亡”的

口号。他自己身先士卒，哪里战斗激烈

哪里就有他高大的身影，全体守军越战

越勇，最后板垣留下几千具尸体向东逃

窜。

之后，姜锡勋参加了无数次与日寇

的作战，都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很受冯

玉祥、张献忠将军的信赖。1940 年，日

寇占领河南省信阳市，重兵把守信阳城

北20里处的长台关大桥。长台关大桥

是连接淮河南北的铁路桥，是日寇保证

供养的交通要道。1941年初，张献忠将

军为破坏这座大桥亲自组建了59军混

成队，任命姜锡勋为混成队队长。

姜锡勋为了完成大桥的爆破任务，

派自己的夫人宋荷群从湖北省里化县

老河口59军爆破教官李如金处运来30

包炸药。7月6日黄昏时分，姜锡勋命令

战士先把炸药送往大桥附近村庄混成

队副队长马冠军那里。半夜11时，马冠

军奉姜锡勋之命带领几名战士把炸药

送到大桥下面，点燃了导火索。不一会

儿，“轰隆”一声巨响将大桥拦腰炸断。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有许

多外国义勇军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其

中有一支朝鲜义勇军部队，因国民党部

队的阻拦遇到了许多困难。姜锡勋得

知情况后为他们私刻“第五战区铁血

团”的印章，并开通行证放行，使他们横

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此事被国民党

第85军发现后，姜锡勋以帮助共党之名

被逮捕关押在第5战区老河口监狱2号

死囚牢里，后由冯玉祥将军救出。

1942年8月，姜锡勋同朝鲜义勇军

负责人金洛山一起前往重庆拜访冯玉

祥将军，冯玉祥将军同意姜锡勋同朝鲜

义勇军同志一起负责做日军中朝鲜族

青年的策反工作。经他们耐心地做思

想工作，先后争取40多名朝鲜族青年，

并将他们输送到解放区。1946年春，姜

锡勋奉西北军第33集团军总参谋长张

克侠（后起义投诚）之命，率部到河南商

丘开展受降工作。1947年8月，在徐州

因病经张克侠批准退伍，从此结束了他

的戎马生涯。（摘自《珲春朝鲜族》）

人参牛初乳片是经过潜心研究推

出的一款新一代营养食品。

这款产品选用长白山人参和牛初

乳粉为原料精致加工而成，有效保留了

长白山人参和牛初乳的各种天然成分，

配比科学，食用方便。牛初乳是指母牛

分娩后3天内的乳汁，其营养成分与普

通牛奶相比，含有高蛋白质，而脂肪和

糖含量则较低。

本品匠心独具地将人参与牛初乳

相结合，人参中的人参皂甙是人体的活

化剂，在提升免疫力的同时，可以促进

牛初乳中营养成分的吸收，其效果比一

般的牛初乳产品更好。

农历十月十三日，是满族

“颁金节”的日子。“颁金节”是满

族最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它是

满族的诞生纪念日、命名纪念

日，是全族性的节日。

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将

族名修正为满族，并宣布从此开

始，满洲作为整体民族，满族人

为纪念这一天进行隆重庆祝。

“颁金节”与金银财宝无关，它是

满语“banjin inenggi”，音译为颁

金节。因此“颁金节”即满族的

“诞生日”。

在十月十三日这天，满族同

胞纷纷聚集在一起，载歌载舞庆

祝自己的节日，大家纷纷穿起民

族服装，跳起民间传统舞蹈，唱

起民间歌曲，开展各种庆祝活

动。同时，还准备整只烤猪、打

糕、金丝糕等食品，供大家品

尝。许多满族作家、书法家、画

家、艺术家、摄影家为大家写诗

作画，表演精湛的技艺，使庆祝

活动十分热烈而有趣。

刘住 姓富察氏，满洲镶白旗人，

世居斐优城。从郑成功征福建，转战

夏门，死于阵前。赠云骑尉世职。

依尔格布 姓钮呼禄氏，满洲镶

白旗人。世居珲春。光绪初年为吉

林练训马队营总，从征洪、杨军，屡战

有功，提任花翎佐领，阵亡。恤赠云

骑尉。

定禄 姓钮呼禄氏，满洲镶白旗

人，世居珲春。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任黑龙江镇边军左领路统领。积

功授花翎二品顶戴副都统衔。在中

俄战争中，抑制拳匪于北固林子地

方，被拳匪狙击殒命。

萨炳河 姓钮呼禄氏，满洲正黄

旗人，世居珲春。任副都统衙门左司

笔贴式、边务承办处总理、吉林边务

帮办署委员，长于刑事。光绪二十六

年（1900年），因公遇害。

阿察 姓钮呼禄氏，镶白旗人，世

居珲春。以监生官副都统衙门左司八

品笔贴式、边务承办处总理。光绪十二

年（1892 年）勘界大臣吴大澂请假十

日，应命立撰奏稿。吴认为干材，调为

勘界随员。奏请以知县即补，奉旨允

准，分发山东。奉到之日即逝世，时人

惜之。

何和里 姓栋鄂氏，满洲正红旗

人,世居瓦尔喀。为珲春部长，从征

乌拉及虎尔哈路，围扎库塔城，皆有

功。性宽和，识量宏远。侍太祖三十

余年，与费英东，额亦都、扈尔汉、费

扬古为五大臣，爵至三等子。卒谥瘟

顺。 （摘自《珲春满族》）

为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姜锡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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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珲春，人们一提起东西炮台，世

居珲春的中老年人都知道它是清朝时，

为了防备俄军而修的。当年，炮台上的

大炮也真的让人尝到了它的厉害。

珲春炮台为防俄军入侵而修，沙俄

帝国原来是欧洲的一个国家，但因野心

勃勃，不断地向周围邻国侵略扩张。早

在清初，它就扩张到了亚洲，并不断地

侵占中国领土，仅从中国的东北地区就

占领了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其中

包括珲春辖境内的全部东南沿海地区。

由于朝廷腐败，导致国力日衰。自

道光二十年（1840 年）英国侵略者发动

鸦片战争，用坚船厉炮打开了中国的大

门。接着便是外患不息，割地赔款不

止。咸丰八年（1858年），帝俄强迫清廷

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瑗珲条约》，使黑

龙江以北的60多万平方公里（包括珲春

辖境内的东南沿海地区）中国领土，沦

为“中俄共管”之地；咸丰十年（1860

年），沙俄又以武力威胁强迫清廷签订

了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又把乌苏

里江以东，包括珲春辖境内的全部东南

沿海地区（自图们江口左岸以东，岩杵

河、摩阔崴、符迪拉沃斯托克、苏城、双城

子、蒙古街以及黄岛等沿海岛屿，占原珲

春辖区三分之二的土地）在内的40多万

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去。但是，沙俄

的侵略野心并未就此停止。此后，俄军

在边境上不断制造事端，偷移界标进行

领土蚕食，非法越境抢掠中国人民的财

物，于光绪初年竟派兵越境设卡、建屋，

侵占了珲春辖境内的中国领土——黑顶

子地方（今敬信乡全境）。当时珲春地方

岌岌可危，即将成为狼嘴里的肥肉。

光绪六年（1880 年），钦差大臣、吉

林边务帮办吴大澂，由三姓（今依兰

县）、宁古塔（今宁安县）巡阅中俄边境

来到珲春，回去后便将珲春的危急情况

及处理办法上奏于朝廷。光绪七年

（1881 年），吴大澂第二次来珲春，会同

镇守珲春地方副都统依克唐阿，将所奏

准的加强珲春防务的措施一一付诸实

施，将新练吉林靖边军拨出4000多人派

驻珲春各驿要地；废除“封禁令”，设局

招民垦荒，实边兴农。边民可以农耕供

驻军粮草之需，又可兼做驻军的耳目以

防俄军入侵；再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在珲

春城南郊修筑东西两座炮台，炮台上安

置当时最先进的（后膛上弹）远射程大

炮6尊，以增强防俄入侵的火力。

东西炮台是光绪七年（1881 年）破

土动工修筑，光绪十六年（1890 年）竣

工，是驻珲官兵自力完成的。东炮台位

于珲城东南，隔珲春河距城9里多的今

马川子乡炮台村内。炮台呈椭圆形，以

堤坝式围墙顶部中心线为准，东西径

100多米，南北径70多米。炮位及围墙

均高6米多。炮台周围内建有官厅、兵

房、弹药库、水井。整个炮台外侧环以

宽约10多米的护台河，还有直通炮台的

马道。西炮台位于珲城西南，隔珲春河

距城10多里，在今板石镇春景村境内。

它的结构、规模、外型、布局、火力等皆

与东炮台相同。两炮台相隔10多里，邻

近都建有护台兵营，东炮台东西两侧各

距2里多处，各建有兵营一座；西炮台只

在西侧100多米处建有一座兵营。两炮

台各驻一营部队官兵守卫。东西炮台

南距长岭子20多里路。岩杵河的俄军

侵珲路线一是取道长岭子，一是经由摩

阔崴、黑顶子、板石沟，这是它入侵珲春

的必经之路。珲春两炮台的设置，正是

为了阻击俄军侵略。

珲春东西炮台上安置的6尊大炮，

是清廷从德国克虏伯炮厂买来的新十

五生大炮。当时停放在北京通州（即今

通县，位于京杭大运河的北端终点

处）。炮筒长度足有两丈开外，炮口可

以转向四面八方，可以升降到任何角

度。它从后膛填装炮弹，一颗炮弹90多

斤重，弹头装有火药和铅丸。大炮射程

远，一炮可以打到岩杵河、摩阔崴（90多

里）。每尊大炮的重量有30多吨，这火

炮可真是又新又好，比起从炮口装火

药、装铁块，从炮屁股上点火绳的土炮，

强的太多了。

（摘自《珲春满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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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珲 春 东 西 炮 台 史 话 （一）

满 族 颁 金 节

六月六日 东南路观察使公署改
为延吉道尹公署，管辖延吉、宁安、珲
春、东宁、敦化、额穆、清、和龙等八县。
公署设置外交、内务、教育、财政、实业
等五科。原东南路观察使陶彬任第一
任道尹。

七月 国税征收局改为税捐征收
局，国地两税合并。下设东沟、土门子、
黑顶子、甩湾子、二道河子5个分局。

是月 雷飓风大作，禾稼被冲，居民
牲畜多被淹，损失甚重。据“吉林省场
次洪水”中记载：“1914年珲春河桃源洞
洪峰流量为4430立方米／秒，图们江圈
河水文站的洪峰流量为16800立方米／
秒，”均为历史最大洪峰。

九月九至十二日 延吉、龙井、珲
春、和龙、东宁等地连降大雨。珲春县
城厢商民和城东居民共有3259间房子
被洪水冲塌。

是月 由于台风影响，吉林省东南
部连降大雨，图们江、鸭绿江下游江水
暴涨，延吉、和龙、珲春、安图、临江、磐
石等县遭受水灾，仅延吉一县，即冲毁
房屋1200多间。

十一月十九日 珲春县署失火，二
间房子和一些档案文卷被烧毁。

1915年（民国四年）

四月 在吉林农事试验场第六次农
产品评比会上，敦化农会的小麦和大
麦、额穆的苞米和珲春的黑糜子被评为
优等，获红色奖凭。

五月一日 延吉、珲春、和龙、汪清、
敦化、额穆六县联合举行延吉道立讲习
所开学仪式。延吉第一初、高等小学校
长陶杰兼任所长。

六月三日 吉林陆军第23师改为第
二、三混成旅。第二混成旅旅长高凤城
兼延珲驻守使。

七月 珲春县首善乡、兴仁乡、纯义
乡、崇礼乡、勇智乡发生虫灾，1332地受
到灾害。

是月 淫雨、飓风、大水，禾稼被
冲，民居与牲畜多被淹没，损失甚重，赈
济上年被水灾饥民。

九月一日 成立延吉、珲春镇守使，使
署驻珲春。1916年7月使署迁往延吉。

七至八日 珲春、和龙两县连降暴
雨。珲春县1347垧地庄稼被水淹没或
冲毁，350多地被泥沙掩盖不能再耕种。

是年 珲春邮局开办汇兑、包裹业
务。

是年 自治八区设乡长、乡佐等职，
辅佐县知事，办理各乡公益事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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