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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档案

传说故事

边地风情

民俗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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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筒砬子抗日游击根据地：创建于

1932年秋，位于珲春市杨泡满族乡东南

部和原马滴达乡南部，距珲春市城东60

华里。

同年末，日本侵略者忌惮根据地力

量，组织大量兵力，进行猖狂的“讨

伐”。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军民同敌

人顽强斗争。游击队军民一心，主动出

击，打击敌人扰乱敌人后方。但是，由

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导的干扰，斗

争受到严重影响，根据地遇到严重的困

难。1934年7月，烟筒砬子军民也转移

到汪清县金仓地区。

梨树沟抗日游击区：梨树沟位于珲

春市东北方向春化镇南部，周围沟岔纵

横、山高林密、地形险要，紧靠中俄国界

线，是珲春抗日游击队开展活动的重要

区域。

1933 年 1 月的分水岭战斗，5 月的

太平川伏击战胜利的取得，梨树沟抗日

游击区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

烟筒砬子根据地遭到破坏，1933年夏至

1934年9月军民分批转移到汪清一带过

程中，梨树沟抗日游击区起到了支援转

移的作用。

1932年秋至1933年春之间，在中共

东满（延边）特委的领导下，珲春县委创

建大荒沟、烟筒砬子等抗日游击根据地

和梨树沟抗日游击区。1932年12月在

中共珲春县委的领导下，先后建立了荒

区苏维埃政府和烟区苏维埃政府，制定

了苏维埃区施政纲领以及各项措施，设

立了土地、军事、经济、教育、政法等办

事机构。朴昌业任荒区苏维埃政府主

席，禹平山任烟区苏维埃政府主席。

1933年7月，将荒区苏维埃政府改名为

荒区人民革命政府，玄顺彦任政府主

席；将烟区苏维埃政府改名为烟区人民

政府，金昌钧任政府主席。使珲春除县

城及周边地区的村屯以外的广大区域

在较长时间内，都掌控在党组织和广大

抗日群众手中，根据地和游击区连成一

片，珲春人民的抗日斗争有了后方保

障。党组织和游击队有了立足之地，生

存和给养有了保证。

珲春游击队的抗日斗争

抗日游击队的成立和游击根据地

的建立，对日本的殖民统治是一个极大

地威胁，日军疯狂组织残忍“讨伐”。讨

伐珲春县烟筒砬子一带时，共计焚毁20

多个村庄1000多户房屋，无数群众惨遭

杀害。1932年7月，珲春抗日游击根据

地的少先队长黄贞海，从烟筒砬子游击

根据地送信走到野针锋附近时，发现日

伪“讨伐”军，她机智地绕过敌人，回到

游击队报告敌情。珲春县岭南游击队

在赤卫队的配合下，在离烟筒砬子抗日

根据地三里处设伏击圈，击退了“讨伐”

军，毙伤数名敌军，缴获步枪和许多子

弹。

1932 年秋，日本“讨伐”军在珲春

板石乡一带，强迫老百姓实行归屯并

户，建立“集团部落”，拼凑武装“自卫

团”，妄图以此割断游击根据地同人民

群众的联系。为了击败敌人的这一

“围剿”阴谋，珲春岭南游击队派 20 多

名队员夜袭太阳村“集团部落”，缴获

17 支步枪，子弹 480 多发，还放火烧毁

敌伪“自卫团”团部。1933 年 5 月，珲

春抗日游击队 100 多人，乘夜色靠近

在马滴达五道沟修筑的集团部落的东

大门，打死门口哨兵冲进集团部落，控

制东大门附近的伪军兵营，夺取军需

品。这次战斗击毙伪军 4 人，打伤 2

人，俘虏 13 人，缴获 17 支枪以及很多

军需品。

同年秋，珲春县抗日游击队第二

大队埋伏在春化大六道沟南山上。这

时两台装运日军和军用物资的汽车，

由春化开往马滴达。敌人的汽车驶进

埋伏圈，游击队立即猛打猛冲，围歼敌

人。这次斗争共击毙敌人 13 人，缴获

步枪 13 支，手枪 2 支、白面 40 多袋。

同年阴历 8 月，日伪自卫团突袭大荒

沟珲春县游击队驻地，游击队经过激

烈的战斗，大部分队员转移成功，但

13名游击队员为国捐躯。

1933 年根据“一二六指示信”等文

件精神，珲春游击队深入开展争取珲春

境内的救国军的活动，派汉语比较熟练

的黄振海等人到珲春救国军驻地，宣传

党的抗日救国思想，赢得救国军朱团长

的支持，当场表示联合珲春抗日游击

队，开展抗日斗争。同年底，在日伪分

裂主义阴谋的策划下，珲春周围的大部

分救国军陆续投降日伪，但是朱团长领

导的十三团，一直坚持同珲春游击队消

灭日伪军。

珲春抗日武装转战时期的斗争

珲春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认真贯

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纠正“左”倾冒险

主义错误，建立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

线，调动各族人民和爱国人士的积极

性。珲春抗日武装斗争，进入到崭新的

发展时期。

1934年3月下旬，中共东满（延边）

特委根据满洲省委的指示，召开特委和

各县游击队负责人会议，讨论通过了中

共满洲省委修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斗

争纲领》。会议决定正式建立东北人民

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珲春县游击队改

编为第四团，下辖四个连。

改编后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

立师第四团，将活动区域扩大到汪清、

东宁一带。1934 年 5 月，珲春第四团

同汪清第三团联合救国军第十四旅史

忠恒部一个连，在东宁县二道沟口与

伪军发生激战，歼敌 30 余名，俘敌 100

余名，缴获迫击炮 2 门、重机枪 2 挺、步

枪100 余支。 （摘自中国知网）

笒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它与

中国的传统乐器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经过千百年的传出与传入的过程，已成

为朝鲜族传统乐器中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是从古到今留存的能够研究朝鲜族

传统音乐和传统乐器的珍贵历史资料

和活化石。笒音色优美，悠扬、凄婉，可

演奏旋律，也可演奏伴奏声部，其音色

富于变化，并有很强的表现力，具有很

高的欣赏价值。笒是中国朝鲜族传统

音乐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它与其它

朝鲜族乐器共同创造了朝鲜族绚丽多

彩的传统文化艺术。

朝鲜族笒艺术，2009 年，被列入吉

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延吉市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

心始终秉承以“挖掘、整理、传承和发展

朝鲜族传统民间民俗文化艺术”的宗

旨，组织专业人士在挖掘、整理延吉市

朝鲜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同时，经

过各级文化部门和广大非遗保护工作

者以及项目传承人的共同努力下，非遗

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摘自延边旅游）

“立秋”是秋天的开始，农家忙忙碌

碌大半年，终于到了秋收之时，这天吃

点好嚼物也是为了庆祝丰收的到来。

这天，满族人家的餐桌上以肉菜为主非

常丰盛。

烤肉，是满族一道传统的特色菜，是

清代皇帝、王公大臣们畋猎打围时必不

可少的美食。如人们经常津津乐道地谈

起蒙古烤全羊、新疆的烤肉，那是对于满

族人吃烤肉已有数千年历史并不了解。

满族是渔猎民族，在山林中流动狩猎时，

常常把猎获的野兽、山禽肉架于篝火上

烤着吃。后来，人们的生活安顿下来，有

了嗄善（村屯）、霍吞（城寨）开始过定居生

活。这时，虽然有了铁锅可以煮、炖各种

美食，但人们还是忘不了早年那种原始

烤肉特有的香味。于是，有时还把野兽、

家畜家禽用炭火烤着吃。其中最为著名

的是烤仔猪，这也是宫廷盛宴中必不可

少的大菜。

烤仔猪又称“烤乳猪”“烤小猪”。

是把小猪仔儿宰杀、去毛、去掉内脏后

洗净，然后放在冷水中浸泡半个时辰，

一是拔（浸）出血水，二是浸泡后再烤会

皮焦肉嫩。浸泡之后取出晾干，然后里

外先抹上白酒，一为去腥，二是可以提

香。之后，搓上精盐、山花椒（五味子

藤）、山葱、山蒜等调制的大料水，最后

抹上一层蜂蜜，浸渍一个时辰。

浸渍好后的仔猪插上两根铁签子，

将仔猪放在炭火上烧烤。烧烤时要不

断地翻转，还要在猪身上刷油。待仔猪

烤好后，会外皮不焦、红亮亮油光光的，

这时再刷上一层芝麻油，稍翻烤一二圈

即可上桌了。吃时，人们各自用解食刀

（满族人随身佩带的小餐刀）片着肉，沾

着清酱（酱油）、蒜泥、葱花、香油、腐乳

汁或麻酱、精盐、香菜末调制的佐料食

用。

（摘自满族文化网）

富僧德，姓瓜尔佳氏，满洲正白

旗人，移居珲春。乾隆末，随征黔楚

苗，嘉庆间，从征川陕教匪，并有

功。又平滑县李文成。官至西安将

军。卒，谥“武壮”。

萨布喀沙，姓钮呼禄氏，满洲镶

黄旗人，世居珲春。以侍卫于嘉庆

间累官副都统、新疆参赞大臣。

那敷德，姓钮呼禄氏，满洲镶黄

旗人，世居珲春。以侍卫从征洪、扬

军，屡著战功。于咸丰年间有功，提

任黑龙江齐齐哈尔副都统。

富明，姓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

人，移居珲春。咸丰间，官护军统

领、蒙古正黄旗都统。

希全泰，姓瓜尔佳氏，满洲正白

旗人，移居珲春。官至本旗副都统。

岳明阿，姓钮呼禄氏，满洲正白

旗人，世居珲春。以侍卫、官至参岱

领队大臣。

台蒙阿，姓钮呼禄氏，满洲正黄

旗人，世居珲春。乾隆间，京旗副都

统。

讷伊和额，姓赫舍勒氏，满洲正

黄旗人，世居珲春。以侍卫官至领

队大臣，从征四川，力战殉职。

达尔精阿，姓钮呼禄氏，满洲正

黄旗人，世居珲春。官至京旗副都

统。

特绷额，姓钮呼禄氏，满洲镶白

旗人，世居珲春。官至黑龙江将军。

兴林，姓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

人，移居珲春。以副都统出征直隶

阵亡。恤赠骑都尉世职。

萨凌德，姓额哲特氏，满洲正黄

旗人，移居珲春。以一等侍卫官京

旗副都统。

车必舍，姓钮呼禄氏，满洲镶黄

旗人，世居珲春。以战功提任京旗副都统。

贵成，姓钮呼禄氏，满洲镶黄旗人，世居珲春。善骑

射。以侍卫提任热河围场总管，为道光帝骑射师。箭无

虚发，因病致仕。

详金泰，姓钮呼禄氏，满洲镶黄旗人，世居珲春。以

侍卫提任总管。

阿克苏，姓钮呼禄氏，满洲镶黄旗人，世居珲春。以

侍卫提任总管。

全胜，姓钮呼鲁氏，满洲镶黄旗人，世成珲春。官至

京旗副都统。

色凌额，姓钮呼禄氏，满洲镶黄旗人，世居珲春。官

至京旗副都统。

英山，姓钮呼禄氏，满洲镶黄旗人，世居珲春。官至

总管。

萨布沙喀，姓钮呼禄氏，满洲镶黄旗人，世居珲春。

官至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

色于色，姓赫舍勒氏，满洲正黄旗人，世居珲春。官

至京旗副都统。

纳苏，姓赫舍勒氏，满洲正黄旗人，世居珲春。官至

京旗副都统。

额勒特，姓赫舍勒氏，满洲正黄旗人，世居珲春。官

至参赞大臣。

多伦保，姓赫舍勒氏，满洲正黄旗人，世居珲春。官

至协领。

富尼雅纲阿，姓赫舍勒氏，满洲正黄旗人，世居珲

春。官至吉林协领，署吉林抚民同知。

（摘自《珲春满族》）

珲春人民抗日斗争研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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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达莱的传说

朝鲜族亲戚称呼与寸数法

七月立秋的满族美食（一）
富察宝仁

朝鲜族笒艺术

每年初春，当冰天雪地的长白山上各种树木还

没有从冬眠中苏醒过来的时候，就有一种粉红色的

山花迎风冒雪、争春怒放，开得一片红火。朝鲜族叫

它“金达莱”。金达莱属杜鹃科类，因为它开得早，人

们把它叫做报春花、映山红。

“天上的杜鹃是布谷鸟，地上的杜鹃是金达莱。”金

达莱在朝鲜族心目中比任何花都更加可爱，因为它象征

着坚贞、顽强、不畏艰难、奋力抗争的民族精神。关于这

花的来历，在朝鲜族同胞中流传着一段悲壮的传说。

相传很早以前，长白山下住着从小就失去父母的兄

妹俩。二人砍柴、种地艰难度日、相依为命。那时朝廷

横征暴敛、欺压百姓;地方官吏也巧取豪夺，鱼肉乡民。

真是天灾人祸，民不聊生，而且官府年年选美女用以祭

天。这一年，妹妹不幸被官府选中，将要去祭天。妹妹

舍不得离开哥哥，哥哥也不忍心眼睁睁地看着妹妹白白

去送命，但是没有办法，兄妹二人只好逃进深山。

祭天之日已近，官兵包围了山林，连日搜山不

停。当兄妹二人无路可逃时，一位银须白发老人，给

了他俩两件宝物：一匹白马和一把宝剑，让他们赶快

逃命。乡亲们也正为兄妹俩着急，一见兄妹俩骑着

白马，拿着宝剑正在和官兵搏斗，也都操起家伙赶来

帮忙。在兄妹俩的带领下，打败了围山的官兵，又冲

进了官府，打开了粮仓、分了粮。

谁知惹了大祸，朝廷闻讯派了重兵来镇压，杀死

了妹妹和白马，又把哥哥五花大绑押回乡里，斩首示

众。一路上，哥哥顶着风冒着雪地走着，被打得皮开

肉绽的身体鲜血淋漓，一步一个血红的脚印，印满了

悬崖、山岗。哥哥还没有走到家，就在山谷里死去

了。不久，就在哥哥走过的山岗，印着血印的土地

上，到处生出了许多奇异的山花，粉红的颜色飘溢着

芬芳。这花性情刚烈，专门在寒冷的冰雪中顶风怒

放。因为它独占春光傲群芳，所以备受长白山区人

民，尤其是朝鲜族同胞的喜爱。人们深情地称这花

为“长白金达莱”，把它当作春天的使者。一直到现

在，人们一看到它，便想起那段悲壮的传说，于是把

金达莱看作是坚贞、顽强的民族精神，是美好、幸福、

吉祥的象征。因而朝鲜族男女老少崇敬金达莱的深

意，也就不言而喻了。（摘自炎黄风俗网）

“双城对峙”是延边八景之六，位于

珲春市郊区，由干沟子山城和萨其城组

成了恢弘的双城对峙历史景观。有“双

城对峙一水寒，两岸青山带硝烟，曾经

旌旗漫天雪，不见儿郎凯歌还”之语。

珲春干沟子山城，金代城市遗址，

位于珲春市哈达门乡东红屯西1公里的

干沟子沟口东北山上，西南距

珲春市 25 公里。山城依险峻

的山势而筑，方位北偏西 80

度，平面呈不规则形。东、西、

北3面城墙较直，南墙弧曲，周

长约2500米。垣多土筑，部分

为土石混筑。南墙和北墙较

低，东、西墙较高，最高处达

6－7米。山城有门址两处，一

处设在南墙的东北段，一处设

在西墙与北墙的折弯处，即山

谷的沟口，并筑有瓮城。城墙

共有8处马面和4处角楼。这

类建筑有的以石垒筑，有的用

土夯筑，集中设在东、西城墙

上。东北角与西南角有角楼

遗迹，登临此处，可俯瞰城内

外。

城内多为漫坡，分布有数

十处居住址。居住址一般为

边长5－8米的方形围墙，或圆

形浅凹坑，居住址内散存着少

量泥质陶片。在距西南角楼

址东北 200 米缓坡上，可以见

到一处边长40米的小城，城内

有东西向5排房址。《珲春古城

考》载：“城内市街房舍，遗迹

宛然，有础石二十七，观其形

制，建筑之宏，可以想见”。城

内出土许多珍贵文物。《珲春古城考》

载：在干沟子山城曾“发见钩戟二具，锈

蚀过半”。“居民掘地，曾得铜镜一”。关

于铜镜尺寸、纹样，《珲春县志》有详尽

的描述：铜镜“径五寸许，柄长三寸许，

镜背有树一，弯形。有一人（似图本中

神像，头顶有圆光）坐树下，一人扶伞

（仪仗篮企捆杠属之伞形未支开），有飞

鹤一龟一向之坐树之上。有日月悬空，

均隆起，镜面平滑无文字”。与金代的

仙人故事镜相同。城内还出土过“熙宁

重宝”铜钱、擂石，以及各式铁镞、铁锅、

车辖、带字石块、瓦片等。

珲春萨其城，渤海郡遗址，亦称沙

齐 城 。 位 于 珲 春 盆 地 东 北

部。西距珲春市杨泡满族乡

杨木林子村1.5公里。

山城修筑在1个周长约21

公里、海拔493米的山峰南端。

其南1公里处有珲春河支流自

东向西流过。山城北与中苏边

界的烟筒砬子山相望。城垣依

起伏的山势而筑，城的形状不规

则。城垣石筑，高约2－3米不

等。墙内侧有宽2－5米、深1米

左右的壕沟。城周长约 7000

米。城西南角和东端各有一瞭

望台。两处瞭望台都是利用突

悬外伸百余米的山峰修建而

成。西南角望台，高约3米，直径

30米，周围绕以石墙。登临此

处，珲春盆地尽收眼底。东端望

台的形制与西端望台基本相同。

山城有 5 处门址，即一南

门、一西南门、一东门、二西北

门。门址均宽8米。西北两处

门址分别设在山沟口两侧，相隔

约20米。沟口中间筑一条东西

长70米、高10米的石墙，横堵沟

口，以加强防御。西南门设在西

南角望台附近的险要处。南门

修于西南门的东侧，两者相距

500米左右。东门址开于东望

台的北部。城内可分为东和东南两个沟

岔，东沟长，东南沟短。从城西北门进入

城后，逆东沟而上，可到达东门；沿东南沟

而行，可到达南门。

这些都反映出这里古代城市都是

依靠山型、山势来修筑，来增强城市的

防御性能。 （摘自延边旅游）

朝鲜族的家系亲戚称呼，有血缘关系的直系亲

戚叫父党；母系亲戚为外系，叫母党；妻系亲戚为妻

党。还有姑母亲戚叫内系，母亲的姐妹为姨系。朝

鲜族的亲戚以此家族来形成。外加查顿（亲家）都叫

亲戚。父党以自己为准，对上称呼父母，祖父母，曾

祖父母，高祖父母。对下叫子女，孙子（女），曾孙子

（女），高孙子（女）。

母系亲戚的称呼加外字。即外祖母，外伯（叔），

外从兄弟（姐妹）。妻系亲戚的称呼丈人，丈母，妻

男，妻兄（女），妻弟（女），其他亲戚的称呼加妻字。

如妻祖父母，妻伯叔（母），妻侄等。母系，妻系的称

呼与寸数法均同父党。父亲的姐妹称呼是姑（夫）

母，其子女称为内从兄弟（姐妹），也有的叫姑从兄

弟。其子女叫内从侄（女）。母亲的姐妹叫姨母

（夫），其子女叫姨从兄弟。其孙子叫姨从侄（女）。

祖父的姐妹叫大姑母（夫）（有的叫姑奶奶），其子女

叫内从祖父（母），其孙叫内再从叔（母），曾祖父的姐

妹叫王大姑母（夫），其子女叫再从祖父，其孙叫内三

从叔（夫）母。姑系和姨系是对其子女有亲戚关系。

他们的婆家亲戚是属于较远的查顿（亲家）关系。

朝鲜族表示亲戚的远近用“寸数法”。父子之间为

一代叫一寸。祖父与孙子是第二代叫二寸，曾祖父与曾

孙为第三代叫三寸。兄弟之间为二等亲叫二寸，叔侄之

间为三等亲叫三寸，堂兄弟之间为四等亲叫四寸。这种

表示亲戚关系的远近叫“寸数法”。但称呼的时候，祖父

母，父母，兄弟，姐妹，孙子（均用朝鲜族的称呼法）均适

用于母党，妻党和姑系，姨系亲戚。对旁系来说，3、5、7、

9、寸，表示叔侄关系，2、4、6、8、10寸表示兄弟关系。但

是从祖是4寸，再从祖是6寸，三从祖是8寸，所以，祖孙

关系也有偶数。亲戚之间称呼时只叫称呼不叫寸数。

寸数法对他人表示远近关系时才用。所以，亲戚的称呼

与寸数法是两回事。 （摘自大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