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朝末年，在珲春西兴仁乡（今三

家子满族乡）有一户满族人家，姓郎（大

郎正黄旗），名字不详。大家只知道他

的外号叫“铁掌包”（“掌包”即当家的意

思）。该家有一挂大马车，他是远近闻

名的车老板。无论多么烈性子的马在

他的手里，几鞭子就打得服服帖帖、不

敢撒野。“铁掌包”马鞭子打得准，他可

以用鞭稍去抽落在马身上

的蚊蝇，只伤蚊蝇，而伤不

着马匹。他赶马车的技术

堪称一流，无论多深的沟、

多高的坎他总能驾驭，从不

翻车。人送绰号“铁老板”。

“铁老板”的大马车，不

同于如今农村人家的那种

马车，而是四个轮子的大马

车。跑起路来十分平稳。

这马车的车厢又大又高，长

宽大约同现在农村“二八”

拖拉机车厢差不多，那时谁

家有这样的大马车可神

气了。

说起“铁老板”家为什

么有这样的大马车，那还得

从头说起。他从小就跟父

亲学赶马车、跑崴子（即今

符拉迪沃斯托克）、跑毛口

崴子（今长岭子对面的俄罗

斯“摩阔崴”）拉海产品到珲

春城里卖。跑一次崴子，够

全家老少开销一阵子。由于他从小就

随父亲跑崴子，便学会了过硬的赶马车

本领。为了增加收入，就订做了这挂大

马车。

他不但马车赶得好，而且人缘也

好。大家都愿和他交朋友。尤其是喝

酒场合，每次都是他慷慨解囊。长此以

往，他身边有了几个赶马车的铁哥们，

大家都推举他为老大。从此他又有了

新的绰号——“铁掌包”。

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世界上著名的

天然良港，虽地处北半球高纬度，但一

年四季不冻。海产品极为丰富。尤其

是海参驰名中外。这里出产的海参个

大肉多、香嫩无比，因此而得名。

然而，刚出海的鲜海参不易保存。

他们想出个办法：用“赤柏松”（生长在

东北林区的一种松树，现为国家一级保

护树种）做成箱子。据说用“赤柏松”做

的箱子相当今天冰箱的保鲜效果。他

们载着满箱的海参运往珲春，畅销无

阻，获利颇丰。有时候运些普通的海

菜。毛口崴是盛产食盐的

基地。早在唐代渤海国时，

这里是渤海的盐州。因盛

产食盐而闻名。铁掌包和

几个老板还时常贩些盐来。

清代珲春满族人不种

植水稻，也没有白面，满族

人的主食都是粗粮，所以满

族人以粘食为上品。听说

船厂（以前把吉林市叫船

厂。康熙十年，为了防御沙

俄的进犯，在吉林松花江畔

建立了松花江水师，同时也

在这里建了造船厂。）那里

有洋白面，铁掌包就和几个

伙计们商量了一下，准备去

船厂贩白面，去时装食盐，

回来装白面，两头载货。这

样不但自己腰包能鼓起来，

而且还能改善本地人的生

活，何乐而不为呢？有个伙

计说：“铁掌包，你这么说倒

是不错，可是你想过没有，

这大盘岭你能过得去吗？”说到这里，大

家都愣了神，有人又说：“是啊！这大盘

岭自从清兵修了官道以后，是比以前好

走多了。可是至今还没有谁能赶着大

马车过岭。”铁掌包坚定地说：“我就想

去试试。”

光绪七年（1881年）清兵开始修筑过

大盘岭路，官府虽然每年不断地修筑此

路，但路面较窄，只能使一挂马车勉强通

过。且山路崎岖，坡陡弯急，从来就没人

赶着大马车过去的。人们称这条路为

“天路”。有诗作证：“十八拐、十八道弯；

性命就在鬼门关；稍不谨慎坠深渊；过了

天路气放宽。” （摘自《珲春满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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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述亮，1913年9月15日出生于陕

西省咸阳市淳化县文家庄，是吉林省珲

春市唯一工作生活于此的百岁老红军

战士。

他曾在陕北红军领袖刘志丹、谢子

长、习仲勋的领导下，参加创建陕甘红

色革命根据地战斗；在贺龙领导的红二

方面军长征途中，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

党;参加了举世闻名的红军一、二、四方

面军在陕甘宁长征胜利大会师；他曾担

任贺龙、王震领导的八路军120师旅机

枪连长，1937 年东渡黄河，参加开创晋

西北抗日根据地，在五台山为保卫八路

军总部，同日本鬼子拼命厮杀；他曾在

保卫延安、南泥湾大生产运动中立功受

奖，被评为359旅的先进模范，受到毛主

席的接见。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又随359旅

挺进东北，在解放战争中参加四平保卫

战，解放哈尔滨、牡丹江林海雪原剿匪、

活捉匪首谢文东；参加三下江南、四保

临江战役；参加辽沈战役之中著名的黑

山阻击战。身经百战，出生入死。

全国解放后，这位久经沙场的老红

军光荣转业，被分配到吉林省森林警察

大队担任指导员，兼任工会主席。1953

年，吉林省政府决定加强东部中俄边境

林区的管控，派钱述亮到珲春组建森林

警察队。1958年,钱述亮调任珲春县林

业科任科长。五年后，珲春县成立林业

局，钱述亮任首任局长。1973 年，钱述

亮离休后，又积极投身社会，开展革命

传统教育。

2013年8月3日，时年100岁的老红

军钱述亮走完了他光辉而不平凡的一

生。按照他生前遗嘱，不给组织添麻

烦、不许向组织提要求，钱述亮的骨灰

被静静安葬在长白山脉珲春大龙岭景

山陵园，他的英灵永远守望着长白山、

守望着珲春。

一

1927 年秋天，陕西渭北黄土高原

早早刮起了西北风，山坡上的枣树叶

子被风撕扯着，散落在土崖下。在陕

西淳化县文家庄西崖下郭老财家院子

里，堆积的枣树叶子随着秋风在墙旮

旯直打旋。

地主郭老财站在窑洞门口，对躺在

和牛住在一个窑洞、病得起不来炕的长

工钱老大喊叫着：“钱老大，你今天不把

银娃子喊来给你顶债，我就让你过不去

今天！”

钱老大在郭老财家扛活已有20多

年了，3年前老伴去世，唯一的儿子银娃

子（钱述亮小名）只好到本村梁月公家

去放羊。钱老大虽然在郭家扛活已有

20多年，但至今仍欠东家15块钱。郭老

财看钱老大病得不行了，就逼着钱老大

把他儿子叫来，替他爹干活还债。钱老

大知郭老财心太黑，但此时被逼无奈，

只好让一起扛活的伙计去把儿子找

来。到晚上，当银娃子赶过来时，看到

老爹已经病的说不出话了。第二天早

上，钱老大便带着无限惆怅和牵挂，离

开了这个“暗无天日”的人世。

为了给父亲买副棺材安葬发送他，

银娃子去找郭老财借钱。郭老财说：

“一个穷长工，死了就死了吧，还摆什么

谱，院子里有草帘子，你就用草帘子把

你爹卷起来，埋到后坡去吧。可你不要

忘了，你爹欠了 15 块钱，你得给我干 3

年活，把债还上。”

银娃子没法子，只好和长工们一

起，用草帘子把父亲卷起来，草草把父

亲掩埋了。和钱老大一起扛活的长工

们愤愤不平，对银娃子说：“你爹给郭老

财扛了20多年活，没黑没白地干活，最

后还欠下债，让你来顶债，到死了连副

棺材都没有，这世道也太不公平了。”年

少的银娃子看到黑心的财主不把穷人

当人看，便早早在心里埋下了对这黑暗

社会仇恨的种子。

为了替父还债，银娃子在郭老财家

扛了3年活。这期间，银娃子听年长的

长工讲了许多陕北闯王李自成的故

事。李自成也是穷苦农民出身，不甘心

受欺压，便带领穷人造反，被起义军推

举为闯王，推翻了腐朽的大明朝。

银娃子联想到自己家两代人苦难

的身世，老父亲给财主忍气吞声干了一

辈子，最后还欠了债。自己起五更爬半

夜，干一年活只能顶5块钱的债。地方

老财从不把穷人当人看，只是想方设法

榨取穷人的血汗。银娃子暗下决心：

“绝不走父亲的老路，要走一条改变自

己命运的路。”

1931年，18岁的银娃子听说临潼修

陇海铁路，正在招工，便辞去长工，到临

潼当筑路工人。

在修铁路的工友中，有一位叫关大

哥的人，和银娃子住在一个工棚里。关

大哥有文化、见识广、做事仗义，是工友

们的主心骨。关大哥平时也特别关照

银娃子。

银娃子把自己无爹无娘，没有家、

几代靠给财主扛活为生的苦难身世，讲

给关大哥，问关大哥怎样才能改变自己

的命运。

关大哥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1928

年参加刘志丹发动的“渭华起义”。同

刘志丹一起到陕北南梁山区，创建陕北

红色革命根据地。刘志丹任陕甘特委

书记,兼红军支队总指挥。关大哥就是

受刘志丹的派遣，到临潼铁路筑路工人

中做工作，发动暴动，扩大红军队伍，把

陕甘红色根据地从南梁向照金、淳化、

三原一带扩展。

（摘自《珲春历史名人》）

珲春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开展以打

击亲日走卒和反动地主为中心内容的

反汉奸除恶霸斗争。首先拉开反对日

本侵略者和恶霸地主斗争序幕的是大

荒沟的人民群众。在中共珲春县委和

大荒沟区委的领导下，大荒沟革命群众

斗争恶霸地主和日本走狗南春山和梁

东焕，烧毁他们的房屋、地契和帐据，把

仓库粮食分发给了人民群众。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珲春地区早期

革命斗争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封建军

阀的黑暗统治，扩大党的影响。同时，

激发珲春各族人民群众团结一致，共同

与中外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决心，为党领

导在珲春地区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侵略的武装斗争奠定了群众基础。

秋收斗争和春荒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号

召东北人民开展反抗日本武装侵略的

斗争。1931年10月底，中共东满（延边）

特委也发表声明要求延边各县人民群

众，开展“秋收斗争”反抗日本侵略军。

珲春县委发动各族人民群众开展以减

租为核心的“秋收斗争”。在珲春县委

的领导下，荒区、烟区以及周边的人民

群众开展声势浩大的游行，高呼“打倒

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三七分成制、四六

分成制”等口号，组织群众拥到地主家，

打开粮仓分给贫苦农民。同年11月，在

中共金区区委的领导下，圈河村一带的

农民冲进反动地主高千田家，没收他的

粮食和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在清水

洞、荒沟、中沟等村的600多名群众，举

行了示威游行，斗争了地主高利贷者，

当众焚烧了地主高利贷者的账目。密

江乡中岗子一带的300余名农民在中共

密江区委的带领下，同沿途的数百名农

民自发组成请愿队，向珲春县城进军，

准备迫使当局实行减租令。驻守珲春

的日军和军警在城内堵截，请愿队最终

未能进城。党组织领导敬信乡的劳苦

农民聚集在地主的家里，强迫地主签订

减租协议，收回了多交的地租。

1932年的春季，中共珲春县委根据

东满特委的指示，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

反对日本侵略和清算亲日走狗为内容

的“春荒斗争”。中共珲春县委直接领

导大荒沟、中岗子和烟筒砬子等地的数

千名农民举行暴动。大荒沟的农民在

赤卫队员的保护下，高呼“不能看着粮

食饿死！”等革命口号，来到地主元戴舜

家，强烈要求借粮。元地主曲意逢迎，

借着农民装卸粮食的时机，遣人领来了

日本领事分馆的警察。暴动的人民群

众立即包围了警察，警察被农民的气势

所压倒，只好暂时离开。次日，暴动农

民进入珲春县城后，日本警察残酷镇

压，经过顽强的搏斗，农民抢回被捕的

几名骨干安全撤走。

1932年4月，烟筒砬子西沟革命群

众在西沟郑在元的领导下，浩浩荡荡的

开进沙金沟亲日大地主朴德宪家，迫使

他交出 5000 斤粮食，几头牛和一辆牛

车，分给贫穷的农民。烟筒砬子松林村

有一个亲日地主，在群众斗争中，也被

迫交出了2支枪支和部分粮食，布匹。

中共东满（延边）特委和珲春县委领

导农村各族人民群众开展“秋收斗争”和

“春荒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

对封建剥削革命运动。这次斗争有利的

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亲日走狗的反动气

焰，增强了民众的斗争信心，扩大了党的

威望，为党在珲春建立抗日武装奠定了

较好的群众基础。各级党组织通过“秋

收”和“春荒斗争”，把经济斗争逐步引向

政治斗争，特别是在春荒斗争中，发动群

众清算日本走狗，为后来抗日游击队的

建立做了准备和铺垫。

党领导创建群众革命组织

早在二十世纪20年代，珲春在“五

四”爱国运动，马列主义的传播以及早

期共产主义者的革命活动影响下，反帝

同盟会、农民协会、妇女会等群众团体

相继在一些村屯成立，为珲春地区党组

织建立和发展打下了群众基础。

1930 年 10 月，中共珲春县委成立

后，加强了党的外围组织建设。在秋收

春荒斗争中，在部分地区通过斗争解决

了人民群众的饥饿难题，团结了人民群

众，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斗争觉悟，锻炼

了党组织的领导能力。党组织也深刻

认识到建立革命群众组织的紧迫性，中

共珲春县委派许多千部到各区和村庄

广泛发动群众建立了共青团、妇女会和

儿童团，并组织广大群众建立了农民协

会、反帝同盟、反日会等群众组织。于

是在大荒沟区、烟筒砬子区建立反帝同

盟、农民协会、妇女会、赤卫队、儿童团

的基础上，板石、圈河、哈达门也陆续建

立了群众组织。 （摘自中国知网）

马尔护纳，姓那

木都鲁氏，满洲镶黄

旗人，世居珲春。天

聪五年，从征大凌河，

击明监军张道春，直

入敌阵。清军为敌军

所阻，既出，复入，清

军随进，击败贼兵。

以功授骑都尉世职，

子，满桂袭。顺治六

年，从征大同叛逆姜

瓖有功，兼一云骑尉。

额孟格，姓富察

氏，满洲镶蓝旗人，世

居珲春。世管佐领。

率宁远兵征山东、河

南。师至青州，贼据

马井洞，清军不得前，

举火夜战，克四十余

洞。授骑都尉世职，

晋一等轻车都尉。

班布里，姓钮呼

禄氏，满洲正黄旗人，

世居珲春。清初，以

战功授轻车都尉。

珠勒格德，姓钮

呼禄氏，满洲正黄旗

人，世居珲春。乾隆

间，以侍卫从征金川，

屡克城寨，有功，授蒙

古正红旗副都统。凯

旋图形紫光阁。

（摘自《珲春满
族》）

“朝鲜族拔草龙”是朝鲜族劳动人

民智慧的产物，于20世纪初传入延边

地区。经过长期传承发展，延边朝鲜

族人民将“拔草龙”与民族普遍性和地

域个性相融合，形成具有祭仪性、乡土

性和艺术性的民俗游戏。该游戏表达

了人们对“大同”与“和谐”的追求，代

表着朝鲜族人民古老的情怀和高尚的

精神风貌。2009年6月，“朝鲜族拔草

龙”被列入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近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朝鲜族拔草龙”传习所在吉林

省延边州安图县松江镇松花村揭牌。

松花村“朝鲜族拔草龙”传习所相关负

责人表示，今后将以非遗助力乡村振

兴为目标，全面加强地域特色文化旅

游资源开发力度，有效推进“朝鲜族拔

草龙”非遗项目的传承和推广工作，进

一步提高安图县特色文化资源的影响

力和扩散力，为长白山生态经济强县

建设和乡村文化旅游产业持续健康发

展贡献力量。

（摘编自《延边日报》）

满族的名称是明代末年才出现

的。从肃慎到满族出现以前的两千多

年的历史年代里，肃慎的历代后裔均

在长白山区生息繁衍。清太祖努尔哈

赤就出生于长白山西麓苏克素河畔的

女真奴隶主家庭。后有布库里山下布

尔湖里的传说：天落三仙女浴躬于

此，吞朱果，生圣子。长白山区不但

是满族的发祥地, 而且是清太祖的

家乡。

长白山“藏天然之秘, 蕴蓄万古之

灵奇。”林海之中生长着特有的奇花异

草，猛兽珍禽。这里有从温带到寒带四

个不同的植物分布带，人参、灵芝、不老

草、党参、细辛、天麻等名贵中草药材数

不胜数，人称天然药植物园，其中最著

名的就是人参，被称为长白山“三宝”

之首。

人参为中国传统的名贵药材，是百

药之王，它卓越的对多种疾病的治疗效

果和对人体的延年益寿、滋补强壮作用

已为世人所瞩目。由于人参生长的气

候、温度具有很强的特性，适应于长白

山的环境而多产于深山老林之中, 因

此形成满族山参采集业的悠久历史，唐

代，人参是靺鞨人向中原晋贡的贵品；

明代，人参采集业在女真族经济生活中

占重要地位，据《清朝全史》记载，万历

年间建州女真每年出售的人参达数万

斤，采参业是女真人赖以生存的经济来

源。努尔哈赤十岁丧母，因家境所至，

曾到长白山林海中挖参、采药、打猎，并

到抚顺的马市上进行交换。

（摘编自百度文库）

百岁老红军 珲春首任林业局局长钱述亮

□刘玉民

长白山满族人参文化与剪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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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日 吉林省城农业、师范、毓

文等校学生结队上街游行，要求日兵从

延边珲春等地按期撤兵。

二十三日 据统计，日兵从进犯之

日起，在珲春、延吉、和龙、汪清等县共

杀害3234人，焚毁2507家房子和38所

学校及教堂，烧毁39795石粮谷。

二十六日 长春二师、二中等校学

生约2000人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日本派

兵入侵珲春。

二十八日 延吉、珲春、和龙、汪清、

东宁五县公民联合会和延边农、商、教

育各会为“珲春事件”电告北京政府、吉

林省长公署以及全国农、商、教育、学生

联合会：“日军横行无忌，得寸思尺，我

五县人民抵死不能承认日帝行为。希

望同舟之谊，积极声援”。

二十九日 日本飞机侵入珲春县境

内投掷炸弹数颗。

十二月一日 日本政府向我国驻日

公使提出要求在珲春头道沟（今哈达门

乡中心村）、汪清百草沟、延吉局子街等

处设立日警，并保留珲春的出兵权。4

日，北京外交部予以拒绝。（未完待续）

朝 鲜 族 拔 草 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