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年 珲春县设积谷事务所。1922
年（民国十一年），县知事王焕彤令积谷事
务所总董事。刘玉在县城南门里旧义仓
址，新建砖瓦房五间义仓。

1919年（民国八年）
三月二十日 珲春县一千余朝鲜族

群众，在离日领馆半里之远处，庆祝独
立。军警持枪强行解散集会队伍。

五月三日 根据日本政府的强行要
求，北京政府指示，中国政府被迫同意经
珲春、延吉两海关的进出口货物，减税三
分之一。

五月十八日 珲春商会致电北京政
府，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六月 成立路工处，负责修筑珲春县
城通往延吉、朝鲜庆源、雄基、俄国岩杵
河、蒙古街道路、桥梁。为筹集修路费，在
南大盘岭、长岭子、密江、西崴子设卡收
捐。凡过路载货车辆，每1牛、马各收官
贴 2 吊。至 1924 年 12 月，共征收捐款
68.56万吊。修路支出86.36万吊。

是年 珲春受旱灾、虫害，减收三成。
1920年（民国九年）
五月 万顺、金胜股匪400余人在珲

春绑索、勒赎、逼捐。珲春县署呈请派兵
围剿。

八月四日 因延边一带“韩乱日炽”，

吉林省署委派第二混成旅步兵第二团团
长孟富德为延吉、珲春、和龙、汪清四县临
时警备司令。

九月十二日 盘踞在东宁县一带的
大股土匪匪首万顺、王世海率领土匪100
余人，从老黑山出发，途经汪清罗子沟时，
以“夺物归己”的口号，网罗从山东寻找生
路逃荒来的难民200余人，袭击珲春县
城。抢劫机关、团体、商号、居民大批财
物，绑去人票近70余人，烧毁房屋200余
户。抢夺财物价值达1500万吊，全县城
的损失达数千万吊。

十月二日 之前日本侵略者派九山
鹤吉以重金收买匪首“长江好”，又通过

“长江好”收买老黑山土匪镇东和镇中
华。九月三十日，匪首镇东、镇中华率领
土匪四百余人，带着两挺机枪，十支套筒
枪和一门大炮从老黑山出发，先到大荒沟
袭击大荒沟驻军，抢劫弹药并绑架士兵
20余人，十月二日凌晨，侵入珲春县城，烧
毁日本领事馆，掠劫市街，杀人放火。在
这次袭击事件中，日本人死伤者24人，朝
鲜族人死伤28余人，被绑架的共有201
人。是为日本人所称之“珲春事件”。

三日 曾出兵在苏联波谢特湾的日
军第14师团28旅团在阿部少将的率领
下，公然进攻珲春县城。 （未完待续）

英廉率众刚要上马登程，忽又想到

这样身着官服危险，途中遇到“杀手”会

要他英大人命的，随即便脱下官服官

帽，叫一个随从穿戴起来骑上马做他的

替身。他自己哆哆嗦嗦把随从的衣帽

穿戴上，便要上马，可是连上了几次也

没上去，最后还是随从把他推上去的。

由于心慌意乱，急于逃命，衣扣扣歪了，

帽子戴反了，他都不知道，上马后便命

令队伍快走。英廉就这样扔

掉了珲春城，携家眷细软、带

随员卫队奔南岗方向逃命去

了。

那么，东炮台的情况又

如何呢？物以类聚，人以群

分。东炮台的首领依将就是

个白吃饱，又是个怕死鬼，平

时就擅离职守，泡在城里享

乐胡混。依将拍好了副都统

英廉的马屁，才长期未被追

究。他听到俄军要打进来的

消息之后，更不敢呆在炮台

了，因为怕被“毛子”打死。

俄军侵入之日，正好他又不

在炮台上，统领躲在家里，下

属官兵谁肯冒死与强敌交

火？就在西炮台与敌接火不

久，东炮台的清军连忙卸走

炮件，扔下炮台向城里逃窜，

还边跑边喊：“俄军打进来

了！俄军真厉害呦！快逃命

啊！”城里的老百姓本来已被

城南的枪炮声吓得惊慌失

措，再加上这伙逃兵的喊叫，

更是慌作一团，一时间，人们

东奔西跑，物品扔得到处都

是，满城一片混乱。这伙逃

兵由东而西，到处抢劫商号

店铺，满载之后，奔南岗方向逃去。

不久，俄军便占领了一炮没放、无

兵防守的东炮台，但由于清兵临逃时卸

走了大炮上的主要零件，所以俄军抢到

手的三尊大炮还是没有用上。刚过午，

珲春城失陷。西炮台战斗更激烈了。

桂升统领手拿望远镜，看看东炮台，已

被俄军侵占，看看珲春城，已笼罩在浓

烟大火之中。他意识到，援兵已没指

望。他暗下决心，战场上虽然敌众我

寡，但孤军也要拼到底！杀他个一对

一，够本儿，杀多了可以赚几个，不然实

在咽不下这口气。西炮台官兵孤军抗

敌，一直坚持到下午四时许，才卸走炮

件，西渡图们江，取道朝鲜向南岗撤

走。在近一日的反击战中，西炮台的全

体爱国官兵打死俄军前线司令以及俄

兵好几百名，打伤的就更多

了。西炮台空了近一个多时

辰，俄兵才心惊胆战地一步

步爬上了西炮台。珲春城虽

然失陷，两炮台被占领，但

是，西炮台的全体官兵却让

俄军吃了苦头，尝到了中国

人的厉害。

俄军侵占珲春，历时六

年零七个月。俄军撤走时，

把埋在西炮台的侵珲俄军前

线司令的尸体（只是一条大

腿）挖出来带走了，同时把西

炮台上的三尊大炮也抢走

了，运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修

理之后，作为要塞炮安于港

口山上。东炮台上的三尊大

炮当时幸免遭劫，一直留存

到伪满时期。1939 年，日伪

在珲城西灵宝寺前，即今市

购物中心北侧，将大炮移来

一尊，安置其中，炮口指向东

南俄境。1941 年，日本帝国

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后，

钢铁等军事物资日益紧缺，

日伪在强迫老百姓“献纳”家

中的铜器铁件的同时，还将

珲春重要的历史文物——清

代东炮台上的三尊大炮全部

切割分解掠走。

大炮虽被俄日两国侵略军全部掠

去，但东西两座炮台遗址却留存至今

天，并作为吉林省的文物遗迹重点保

护，它是俄军侵略、洗劫珲春的历史见

证，将告诉珲春人民世代不忘帝国主义

侵略的滔天罪行。

（摘自《珲春满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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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杂歌：流行于

18世纪朝鲜族诗歌

的一种形式，它区别

于其他古典诗体，可

以自由破格。歌辞

产生于 15 世纪，是

一种长体诗歌，每行

有7-8个音节，一般

不分段。

2.乡歌：用“吏

读”文字创作的朝

鲜 族 古 体 诗 歌 形

式，分四句体、八句

体等。其中以十句

体为多，每句为一

个诗行，四句为一

个诗节。

3. 时调：朝鲜

族定型诗歌的一种

形式。产生于14世

纪，由三章六句组

成，章是指行数而

言。“四四”调与“三四”调，就是诗的每

行由八个音节素的反复，都是用一定

数量的音节数的反复，形成它的韵

律。“四四”调，就是诗的每一行由八歌

音节，而为了强调韵律的停顿，又把它

分作两个长短相同的音段，每段各有

四各音节。而“三四”调，则是把每行

分成三个音节和四个音节两部分。其

他调试类推。

4.月令体歌：朝鲜族诗歌的另一

种形式，按正月至腊月的顺序排列而

分成十二段。每段以所属月份的自

然、气候状态、节日等为其内容，以抒

情的方式唱出所要表达的基本思想。

（摘自中国民族网）

安顺花是一位母亲，更是一名坚强

的战士，她回到木屋，再没有哭，更没有

提起孩子的事。第二天拂晓，去搞粮食

的一名同志背着米袋回来了。同志们

得救了，终于渡过了难关，坚持过来

了。1936年秋，安顺花随医院转移到宁

安县东京城的一个山沟里。根据工作

需要，她又回到缝纫队工作。为了工

作，安顺花把大儿子柱镐送到北满，把

不满周岁的小儿子柱东托付给牡丹江

的一位老乡。新骨肉的生离死别使安

顺花痛心得几天吃不下饭，但她战胜了

感情的折磨，把全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去。她和缝纫队的同志们坚持在深山

密营里为部队缝制军装，保证了部队的

需要，受到了部队领导的赞扬。

1937年3月下旬，安顺花领导的缝

纫队和李凤洙领导的医院都驻在深山

的密营里，安顺花还负责保管部队的粮

食和弹药。

一天，指挥部的领导同志在密营里

刚刚开完会。突然，敌人来了，于是部

队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后勤人

员立即爬到山上，把粮食弹药和缝纫机

掩藏起来，敌人被打退了，大部队也转

移了。可是，敌人知道这里驻有我军的

部队。

第二天，敌人又悄悄围上来，同志

们刚吃完早饭，安顺花正在站岗，看见

远处敌人向密营包围过来，安顺花立即

报告敌情，医院院长李凤洙带领十几名

伤病员和缝纫队队员立即向后山撤

去。安顺花负责掩护。敌人冲到木屋

后没有找到人就在木屋四处搜查。他

们发现了安顺花后疯狂地向她射击。

安顺花知道敌人已经发现了自己，就故

意放慢脚步，让同志们撤得更远一些。

敌人像一群凶狠的豺狼一样扑过来，安

顺花落入了敌人手里。凶狠的敌人把

安顺花拉到木屋前拷问她。安顺花厉

声正告敌人，抗联战士是不会向侵略者

投降的。我们的人在山里到处都是，你

们是找不到的。惨无人道的敌人一把

揪下安顺花的头发，砍掉了她的手指、

脚趾。

但是，安顺花没有在敌人的严刑

拷打面前屈服，她忍受着肉体的巨大

疼痛，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地跟敌人斗

争，敌人吼叫着：“你们的人都到哪里

去了？弹药、粮食和缝纫机都藏在哪

里？快说出来!”安顺花把自己的生命

安危置之度外，她挂念的是同志们是

否走远了。缝纫机、军装、粮食和枪支

弹药是否会被敌人发现。穷凶极恶的

侵略者只能从肉体上摧残共产党人，

在安顺花的凛然正气面前都惊呆了，

他们知道无法征服这钢打铁铸的女战

士，在安顺花嘴里是什么也不会得到

的。最后，敌人拿来了木橛子，一根、

两根、三根、四根……凶残的敌人把木

橛子钉进安顺花的胸部和腹部，就这

样，灭绝人性的日本侵略者以极其卑鄙

和残忍的手段杀害了安顺花同志。

同志们赶来时，安顺花躺在雪地

上，她身上的衣服全被撕破了，血肉模

糊在一起，胸部和腹部钉着四根木橛

子。她的面部是那么安详，身下的雪已

被染红了。同志们呼喊着她的名字，不

忍心去看那钉在她身体上的木橛子。

部队的粮食、弹药、军装、布料和缝

纫机保存下来了，同志们也都脱险了，

可是党的好女儿安顺花同志却永远地

离开了我们。同志们痛哭失声，这哭声

犹如揪人肺腑的哀乐，在白山黑水之

中，在万顷林海之间久久回荡。

（摘自《珲春朝鲜族》）

朝鲜族圆鼓舞流传于吉林延吉、龙

井等地。圆鼓是朝鲜族一种古老的乐

器，形似汉族小鼓 ，直径 37.5 厘米 。

演奏时席地而坐，左手击拍，右手执槌

敲击鼓面与鼓边用于歌舞伴奏时，演奏

者常常会情不自禁地舞动起来，后演变

发展为舞蹈形式。

舞者男女均可，但所用之鼓大小有

别。大体来讲，女子用的鼓小而精致。

表演时，鼓斜系胸前，右手执鼓槌，边击

边做各种舞姿，节奏变化多样。男子用

的鼓大且厚，多为伴奏之鼓。男子动作

夸张、诙谐，鼓的表演与纱帽舞近似，群

舞时富有战斗性。

朝鲜族民间刀画是以钢刀作画的
一种新的绘画技法，作画时以钢刀为主
要工具，采用油画颜料，刀笔结合，交互
运用，通过刀具和画笔在纸（或画布）上
涂增和刮减色料完成刀画创作。刀画
主要是以减色为主,削减产生出的效
果，更加具有物体的质感的独特魅力，
从而使刀画作品既展现出国画苍劲古
朴的深远意境，又呈现了油画反映景物

感和立体感等艺术效果，画中的山川更
具雄伟秀丽，气韵磅礴，意境深远。民
间刀画起源于吉林延边朝鲜族，现已传
播到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西安市长
春市、吉林市等20多个城市。

民间刀画属于原生态创作，起源于
清朝末年当地家具烫画、烙画，于70年
代开始不断发展,不断传承，不断研究
创新，形成了新的绘画技法，形成了一

种独特画派,开创了中华民族民间乃至
世界绘画艺术的先河，并传承了刀画这
一技艺,并在社会广为流传。

民间刀画深深根植于民间，既有厚
重的民间美术艺术审美价值，又有前景
看好的经济价值。它构图饱满，寓意吉
祥,色彩对比鲜明，是中华民族人类开
发特殊文化艺术价值的研究素材,已受
到国内外美术界的关注。

朝鲜族圆鼓舞

“山山金达莱，村村烈士碑”是对延

边（抗日时期东满地区，以下略同）人民

革命斗争历史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珲

春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真实写照。自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延边以来，珲春人民

奋起反抗，在党的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

进行了可歌可泣的顽强斗争。党领导

珲春人民夺取抗日武装斗争胜利的历

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斗争的中流

砥柱，各族人民的英勇奋斗是抗日斗争

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一、珲春人民反对日本入侵的斗争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逐渐形成军

国主义，图谋对外扩张侵略。到19世纪

80年代，日本统治集团酝酿“大陆政策”

（立足于用战争方式侵略和吞噬日本周

边大陆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加紧准

备制造事端。珲春地处中国、朝鲜、俄

罗斯三国的交界地带，因地理位置特

殊，日本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屡次进犯，

妄图尽早占领珲春和延边地区，为侵占

东北乃至全中国打开通道。

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珲春

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把延

边地区作为扩大侵略的重要战略，叫

嚷：“倘若我不占领间岛（延边）之地则

不能确保会宁之地。”日本帝国主义把

入侵珲春作为侵占延边占领东北的第

一步，与沙俄瓜分中国东北势力范围

时，又积极策划入侵延边的阴谋，珲春

就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入侵中

国挑起事端的首选区域。

日本侵略珲春的历史由来

日俄战争（1904－1905年）后，俄国

把中国东北的北部作为其势力范围，日

本把长春以南的地区作为其势力范

围。1907 年 7 月 30 日，日俄政府签订

《日俄条约》和《日俄密约》，以条约的形

式，把他们在东北的权益确定下来。从

此，侵占中国东北一直成为日本“大陆

政策”的焦点。

1909年，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与清政

府签署侵犯国家主权的《间岛协约》为日

本侵略延边大开方便之门。内容涉及抢

夺吉林、朝鲜会宁的铁路修筑权；开放珲

春等地为日本的商埠地；取得对延边朝鲜

族的领事裁判权。同年11月2日，龙井设

立“间岛总领事馆”，在珲春等地设立了领

事分馆。总领事馆警察署同时在延边各

县设立警察分署。仅珲春境内就有三处：

珲春警察署、珲春头道沟警察官派遣所、

黑顶子警察分署。进而“统制”朝鲜族人

民，从而利用武力残酷镇压延边各族人民

的反抗斗争。

1917年9月，珲春缉私队捕获私盐

犯，日本驻珲春领事分馆主任岩越美

高向中国提出“抗议”，狡辩这些盐犯

是“日本侨民”，要求“引渡”。同月 15

日，日军以“保护侨民”为由，派兵由朝

鲜庆源、训戎乘木船渡过图们江，强行

占驻珲春，这是日本侵略者第一次侵

入珲春。1920 年 9 月，日本侵略者使

用钱财买通匪首，并在土匪队伍内安

排日本奸细，策谋袭击珲春县城。同

年 10 月 2 日，土匪突袭珲春城内，火烧

日本领事馆，打死 11 名日本人和 6 名

朝鲜族，商号 6 处被毁后撤走，制造了

“珲春事件”。

日本把“珲春事件”的责任归咎于

延边反日的群众和武装团体，以“保护

日人的生命安全”为借口出兵“剿讨”，

制造“庚申年大讨伐”。珲春等延边各

地朝、汉民众被杀害的有3500余人，被

抓获的有5058人，烧毁房屋2500余户，

烧毁的私立学校有30余所，延边和东宁

县蒙受经济损失达187万8千余元。

日军的罪恶滔天的侵略行径，点燃

延边地区各族人民的极大愤怒。1920

年10月21日，珲春等5县公民联合发表

声明谴责日军侵略罪行，并强烈要求其

立即撤退。日军于 1921 年 5 月被迫撤

兵，却增加了延边各县的日本警察数

量，无能可欺的中国政府采取了完全默

认的态度。

日本帝国主义对珲春人民的残暴

统治

日本帝国主义并吞朝鲜后，疯狂抢

夺朝鲜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和粮食并

使其破产。朝鲜农民为谋生路迁居中

国东北，在珲春的朝鲜族人口数量呈现

快速增长的态势。以珲春为例，1927年

珲春人口约有 7 万人，其中日本人 379

人，俄罗斯人38人，其中朝汉民族70604

人，朝鲜人占当时珲春人口总数的大多

数。

尽管日本人人数很少，但是压榨中

国人民，经常制造各种借口掠夺中国耕

地，更是驱逐中国人民。

在政治上，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确保

在朝鲜殖民统治，1908 年，日本帝国主

义在延边地区重要村镇设“宪兵分遣

所”，实施“都社长制”，与我国地方行政

机构相对抗，试图达到“分而治之”侵略

中国的险恶目的。

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延边领事裁

判权后。在珲春建立领事分馆和警察

署，导致日本帝国主义被允许在珲春行

使治外法权，压榨珲春人民，镇压朝鲜

族人民反日斗争，干预我国事务，支配

珲春地区政治。日帝的种种行径严重

损害了中国的主权，珲春逐渐沦为日本

的半殖民地。

在经济上，操控珲春的财政和经

济命脉。日本帝国主义残酷剥削珲春

人民，通过廉价购买小米，黄牛，木材

的形式剥削珲春人民，大量资源源源

不断地送往日本。利用金 P、货币、信

贷等业务，垄断控制珲春经济、金融体

系，严重阻碍民族经济的发展。以“东

洋拓植株式会社”为首的日本垄断资

本信贷，他们控制珲春信贷业，吞并民

族资本所经营的金融及信贷业，促使

封建社会逐步瓦解。世界资本主义市

场价格左右着粮食生产，广大农民纷

纷破产。垄断资本乘机疯狂地掠夺土

地，民不聊生的各地人民群众群起反

抗。1929 年为止，日本殖民主义者才

被迫停止收买土地。

（摘自中国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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