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2年（民国十一年）
二月十九日 日本将延吉、珲春一带

所设电话线电报杆让归中国。
是月 日本政府通过驻华日使代办

电告北京政府，要求继续开议日本政府
所提出的在延吉、珲春设日警等“三项
条件”。（所谓“三项条件”：系指日本政
府对中日在延吉、珲春交涉久悬未决一
事提出的三个条件：（1）中国政府承认
日本在延吉有设联络员之需要；（2）龙
井村、局子街、六道沟、头道沟、百草沟、
铜佛寺等地日侨甚多，应酌留日警 10
名，以资保卫；（3）日本得在延吉驻宪兵
一营侦察韩党活动。)，我外交部当即
严词拒绝。

是月 茂琳公司领有农商部执照，可
采伐珲春县德惠乡杨木林子等处森林。

八月 孔宪琳投资大洋5万，建成旭
春电灯公司，供县城内照明。

十一月 在密江设第二通俗图书馆。
是年 麒麟童（周信芳）赴海参崴演出

时，珲春派人到海参崴接周信芳来珲春演
出，后又经海参崴南下。

是年 珲春县组建盐务警捐稽征处，
开始征收警捐。

是年 俄属海参崴改为军港，封锁边
境，停止中俄贸易。

是年 珲春在靠近中俄边界地区，先
后开办贸易市场3个。崇礼乡烟筒砬子
市场7月开市，规定每月4、9日开市；春化
乡马滴达市场10月开办，逢2、7开市，交
易品种以当地的牛、马、谷物和俄国的酒
类、粗布为主；春化乡潘家窑市场10月开
办，每月1、6日开市，上市品种比烟筒砬
子、马滴达两市场多数倍。

是年 珲春县公立通俗教育演讲所
改为第一演讲所，在德惠乡设立第二演讲
所。 （未完待续）

作为北方古老的渔猎民族，满族在

我国历史上先后建立了三个政权，其几

经征战建立起了清帝国，并且清朝在中

国延续了将近三百年。满族民歌的历

史同样十分悠久，经历特殊的民族化发

展后，与朝鲜族、蒙古族、藏族等音乐相

比，特征虽然并不明显，但也影响了东

北各地区民族音乐、中原地区民族音乐

的发展，满族民歌有着重

要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

值。

一、满族民歌产生
背景

“松辽大地”“白山黑

水”是满族生活的主要环

境，先民主要生存方式为

渔猎，擅长骑射，能歌善

舞、能征善战。作为具有

民族特色的艺术文化，满

族民歌是在人文生态、东

北自然背景下形成的，其

中蕴含着丰富的满族人民

生活要素，具体包括劳动

爱情、捕鱼打猎、民族信

仰、婚丧嫁娶等。满族民

歌具有质朴的唱词、平稳

的旋律、真挚的情感、明亮

的声音，将不同的艺术形

式融合在一起，在民众日

常生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

地位。满足人民的生活以

歌唱的形式被记载下来。

满族民歌一方面展现了满

族族群文化的历史变迁，

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民歌口

头文化的继承。满族民歌

作为满族音乐文化的重要

传递方式，表达了满族人

民的情感以及集体智慧，也延续了自然

与文化生态的传承。

满族作为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之一，

具有十分悠久的发展历史，兼具富有特

色且独立的语言、音乐、文化等。同大

部分少数民族相似，民歌是满族音乐的

最初起源，受到不同地区差异化因素的

影响，满族音乐出现了多样化的发展。

满族民间音乐的重要分支之一为萨满

音乐，该类型音乐受到祭祀文化的影

响，音乐表演形式更类似于一种祭祀形

式。传统满族音乐在表演过程中会起

到辅助演奏的作用，能够提升演奏的祭

祀风情，同时也能够很好地提升表演特

色。满族民间音乐与民间舞蹈相融合

共同发展，最初在传统祭祀活动中应用

比较广泛，后来，传统文化逐渐代替歌

舞文化中的祭祀元素，表

演过程中对表演形式也更

加关注，其中的祭祀礼仪

元素逐渐被淡化，从而促

进了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

形成。

二、满族民歌演唱
技巧

（一）气息

满族民歌在演唱过程

中，需要保持充沛的气息，

演唱者应在深呼吸后进行

演唱，以此保证乐句演唱

的完整性。满族民歌一般

需要在演唱乐句的尾音

时，保持足够的气息以此

支撑演唱，同时演唱者在

吸气时也要注意保持轻松

的面部表情。在演唱满族

民歌的过程中，需要注意

合理运用快吸快呼的方

式，这是因为在演唱歌曲

时，重视对“自然”的追求，

合理运用气息能够促使歌

唱者的表演更加轻松自

如，如果歌唱者保持深沉、

饱满的吸气，并且流畅运

气，灵活地运用气息进行

作品演唱，就能够很好地

提高演唱者声音的力度，

使观众感受到演唱者声音的清脆、响

亮。此外，在对萨满神歌演唱过程中，

吸气、换气以及气息调节也有自身的特

色。在运用气息时，有歇气、偷气、换气

等技巧，在歌曲演唱时需要借助长气、

底气作支撑，保持饱满、连续的声音，声

音断但字不断，字断但气不断，保持高

亢嘹亮的唱腔。

（摘自中国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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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日军26师团、满蒙109

师团15000人向晋西北根据地扫荡，先

后占领宁武、神池、五寨等7座县城。八

路军120师对日军进行坚决地反击。钱

述亮所在717团参加了反扫荡战斗，进

入晋西北的五寨、岢岚之间的荷叶坪一

带，对占据三井镇的日军形成包围，曝

歼守敌300余人。又在四十里峪设伏，

全歼来援日军田原大队310人，烧毁军

车 38 辆。经过 40 多天的激战，歼敌

1500多人，彻底粉碎了日军对根据地的

进攻，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7座县城，巩

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到 1938 年 4 月份，359 旅已由 1937

年8月东渡黄河时的一个团，（当时359

旅718团及炮营、工兵营等由旅长陈伯

钧带领，留守陕甘宁边区）即717团加一

个营2100人，扩编到8个团12000人。

1939 年 5 月上旬，日军 109 师团和

独立混成第三旅各一部5000多人，分别

由繁峙县、砂河、大营、五台县豆村等据

点出动，“扫荡”五台东北的台怀镇地

区，企图突袭八路军总部。钱述亮所在

120 师 359 旅负责保卫八路军指挥机

关。12日，自大营镇出动的日军独立混

成旅一部800多人，突袭八路军领导机

关至三丈坡扑空，撤至神堂堡西南口

泉、长坪间，被718团迎头痛击，击毙300

多人，其余500多人回窜，企图经上下细

腰润村返回大营镇。这时，驻守在台怀

西北的钱述亮所在717团奉命进入上下

细腰润村设伏，截击撤退日军。

14 日晨，日军在上下细腰润遭遇

717团伏击，随之紧追其后的718团也赶

到，对日军形成合围，359旅对上下腰润

间的日军进行分割围歼。王震旅长亲

自来到重机枪连，后边还跟着两位记

者，钱述亮老人后来回忆道,王震旅长走

到重机枪手钱述亮身边，将帽子檐甩到

脑后，对钱述亮大声命令道：“给我狠狠

地打!”重机枪愤怒的子弹形成一条条怒

吼的火龙，喷向山下惊慌失措的日军。

战至15日拂晓，500多名日军只有极少

数逃出八路军包围圈，大部分被围歼。

上下细腰润战斗胜利，极大地鼓舞

了山西军民抗日的热情和斗志，创造了

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经典战例，被载

入八路军抗战史册。

1939年10月，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

造反共摩擦，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国

民党胡宗南部袭击陕甘宁边区南部淳

化等地，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派保安

队袭击八路军。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选调八路军中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对党忠诚可靠，无

论是在红军时期，还是在抗战时期，都

是最能吃苦、最能战斗的英雄359旅，从

位于恒山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返回陕

甘宁边区，保卫黄河，保卫延安，保卫党

中央毛主席！

359 旅返回陕甘宁边区后，打退了

国民党的进攻。在陕北三边（定边、靖

边、安边）保卫战中，国民党两万多人前

来进犯，钱述亮所在717团创造了英勇

作战，一个班击垮国民党军一个营的奇

迹。驱逐了侵占绥德、米脂等县的国民

党军队和官吏，解放区增加人口50余万

人，使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区联成一片。

党中央毛主席对359旅这种连续作

战英勇顽强的精神十分满意。毛主席

亲切接见了钱述亮所在359旅717 团全

体官兵。这是钱述亮第一次见到毛主

席。

毛主席表扬他们说:“盐池是边区的

命脉，三边是边区的门户，你们到东边

（绥德、米脂）东边安全，你们到西边（盐

池、定边、靖边、安边）西边安全；你们是

一支能打仗、会生产的部队。”

1941年，由于日本侵略军残酷扫荡

和国民党军的包围和封锁，抗日根据地

财政经济和军民生活发生了严重困

难。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党中央

号召边区军民组织起来，自己动手，克

服困难，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开展大规

模的生产运动。钱述亮所在部队359旅

在王震率领下，来到延安南侧的南泥湾

垦荒生产。

钱述亮随队来到南泥湾后，朱总司

令亲自参加359旅的动员大会钱述亮以

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垦荒竞赛中，战友之

间比开荒面积、比人拉犁劲头、比铲地

质量和效率、比连队之间谁打粮多。从

1941年到1943年，359旅每年向边区政

府上交 1 万石公粮。1942 年，359 旅被

誉为“边区大生产的一面旗帜”。

由于钱述亮在大生产运动中吃苦

耐劳，处处起带头作用，被评为 359 旅

“劳动模范”。毛主席题词赞誉359旅是

“发展经济的先锋”。

（摘自《珲春历史名人》）

罕代，姓卜彦吉氏，

满洲正白旗人，世居珲

春。官至协领。

托克通阿，姓钮呼禄

氏，满洲镶黄旗人，世居

珲春。以世管佐领，嘉庆

八年，提任吉林正蓝旗协

领，署吉林抚民同知。

德玉，姓钮呼禄氏，

满洲镶黄人，世居珲春。

善鸟枪，百发百中。时值

军兴，以署理协领留守珲

春。光绪初年，大股马贼

进至东门，举城鼎沸。及

持枪而骑，独驰逆之一

枪，毙贼十余名，贼乃远

遁。是役以一人保全城

市，在古亦罕有。于是年

为珲春练马队参领。以

积功赐“博奇巴图鲁”勇

号。花翎副都统衔即补

协领。提任拉林协领，调

转珲春左翼协领。

讷 奇 新 ，姓 钮 呼 禄

氏，满洲镶白旗人，世居

珲春。袭云骑尉世职。

光绪二十六年，中俄战役

后，为珲春公议处总理，

招集难民放赈，缉捕盗

匪，地方安静。二十七

年，为交涉局总理，改任

边务承办处总理。以功

予蓝翎。

富春，姓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东三

省陆军讲武堂毕业。原于光绪二十六年，以

忠义军守护“永陵”、“昭陵”有功，提任诚意军

营管带官。 （摘自《珲春满族》）

男帽种种
满 族 先 民 从 漫

长的原始社会走来，

曾过着原始的渔猎、

采集生涯，故而其服

饰鞋帽受自然环境

及生产生活方式的

直接影响，体现了严

寒的东北地区北方

民族渔猎经济的特

点。

满 族 最 早 进 入

史籍记载的先民是

肃慎人，那还是中国

最早纪年的夏代之

前的舜帝时期，距今

至少已有四五千年

的时光。当时渔猎

为生的肃慎人，所穿

戴的衣、裤、鞋、帽等

都来自兽皮，以御风

寒。当时原始的肃

慎人，头上围个什么狐皮、貂皮也许

就算是帽子了。肃慎人还有一习俗

与兽皮帽子一样，也传承了数千年

的时光。《太平御览》中《肃慎国记》

载：将娶嫁，男以羽毛插女头，女和

则持归，然后致礼聘之……

这头上插羽毛的习俗，是满族灵

禽神鹊崇拜的一种显示，自古老的肃

慎人之后一直在传承着。《魏书·勿吉

传》载其后人勿吉人也有：“ 将娶嫁，

男以羽毛插女头”为装饰之载。

到了隋唐时期，《新唐书·黑水靺

鞨传》载：黑水靺鞨“俗编发，缀野豕

牙，插雉尾为冠饰，自别于诸部”。

到了清代，这头上插羽毛的古

俗还在传承着，只是此时那羽毛已

叫“花翎”，是插在官帽顶戴上成为

官员等级的象征。花翎是指带“目

晕”的孔雀翎，目晕像人的眼睛一

样，故又称之“眼”。这种带“眼”的

花翎插在由宝石、珊瑚、砗磲等制成

的顶戴上，被人们统称之“顶戴花

翎”。

（摘自满族文化网）

同年3月，东北抗联第二军离开延

边根据地分兵两路。二军军部和第一、

三师主力向南满进军，准备与抗联第一

军会师；二军第二师向北满转移与抗联

第五军联合作战，开辟新的游击区。珲

春第四团分为两部分，第四团（二、三连

不在内），由陈翰章率领，在穆棱地区中

东铁路沿线开展游击活动。第四团二、

三连由五团团长方振声率领在额穆，汪

清地区活动。

1936年3月，珲春第四团四，七两个

连，在陈翰章，侯国忠的领导下，在宁安县

团山子同伪军战斗，毙伤敌40余人。接

着该部又在苇子沟战斗中，歼敌40余人

冲破敌人的包围。同月，第四团在敦化县

官地石灰窑附近与伪军200余人作战，经

一天的激战，毙伤敌连长以下20余名。

同年5月18日，四团团长侯国忠同

五军一师三团团长王汝起率领部队在

宁安县镜泊湖南部，歼灭日军数名官

兵。同月，五军副军长柴世荣和侯国忠

率部由宁安县奔赴铁岭河经四道河子

时伏击伪森林警察人，俘敌60余名，又

乘胜在二道河子影壁粒子附近伏击日

伪军，经队过激战，敌人死伤惨重，并缴

获10余车给养物资。珲春第四团在失

去根据地的艰苦环境里日夜转战，历经

艰辛，取得一系列的胜利。

珲春抗日武装在东北抗日联
军第一路军的斗争

1936 年 7 月 7 日，杨靖宇和魏拯民

在金川河里抗联第一军密营主持召开

东满、南满特委及抗联第一军、第二军

主要领导千部联席会议，决定将抗联

一、二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

军，下辖第一军、第二军，共6个师。珲

春第四团在第二军五师，第二军五师继

续留在东满绥宁地区，配合抗联五军坚

持东满游击区的斗争，以宁安镜泊湖南

湖头为中心，以额穆、东宁、穆棱活动区

域为半径，再建南湖头抗日游击根据

地，保持抗联第一路军、南满省委与抗

联第三军、第五军和北满、吉东党组织

的联系，以防止敌人“分割包围”“各个

击破”。

同年9月12日，四团团长侯国忠和

第五军军部宁安留守处主任张中华率

领四团 3 个连、第五军警卫营 2 个连及

一部分抗日山林队，伏击敌人军用列

车。深夜，日军的970次军用列车被颠

覆。埋伏在铁路两侧的抗联战士立即

向敌人开枪射击，毙伤日军第十二师团

130 余人。这次袭击消灭大批侵略军，

还使日伪实施“国防工程计划”遭到严

重的破坏。日本侵略者称这次战斗为

“九一二事件”。

1937年4月，二军五师五团改编为

二军独立旅派往南满，在抗联五军军长

周保中的主持下，从二军五师第四团的

7个连中抽出3个连，再补充一些乓力，

重新编成二军第五师第五团，这样部分

珲春籍战士转入到第五团，在师长陈翰

章的率领下，以南湖头游击根据地为依

托，侍机打击故人。1938年5月，陈翰章

率领第四、五团伪装混入宁安县斗子沟

部落一举将伪自卫团全部缴械，缴获一

批给养物资。

1938年2月29日，由于内部程斌叛

变，抗联以陆军整体军事部署全部泄

漏，一师瓦解。面对突然情况，1939年7

月，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为保存实力，为

改编为三个方面军。珲春抗日武装力

量所在的第二军四、五师合编为抗联第

一路军第三方面军。1939年7月，第三

方面军在魏拯民、陈翰章等率领下，转

战于安图、敦化、宁安、额穆等地。8月

24日晨，第三方面军第十四团和第二方

面军，大沙河镇，歼灭日伪军警百余人，

缴获镇内日本洋行的全部货物。

1940年初，笫三方面部队在敦化牛

心顶子密营遭到日伪军重重包围，敌人

采取“蓖梳山林”战术，层层搜捕。在突

围战斗中，我军伤亡惨重，牛心顶子的

密营全部遭到敌人破坏，第三方面军失

去后方基地，陷于更加困难的境地。

1940年春天，魏拯民指示各部分成小部

队，在敌人讨伐的间隙地带穿插突围，

几经周折，逃出讨伐敦化，挽救了部队。

在苏联远东地区休整时期坚
持的抗日游击战争

在东北抗日联军生死存亡之际，东

北党组织和抗联领导人与苏联远东军

确立援助关系。1940年11月至1941年

12月，抗日联军相继潜入到毗邻中国和

苏联边境的苏联境内进行整训。在保

存部队实力的同时，加强军政训练，提

高部队素质，以派出小部队的形式开展

游击侦查活动，为迎接东北抗日战争的

最后的胜利英勇战斗。

（摘自《中国知网》）

满族传统的“梳背儿肉”也是立

秋时常吃的肉菜。梳背儿肉多用猪

血脖肉来做。把带皮的猪血脖肉，先

加葱段、姜片、花椒、大料等佐料烀

熟。取出后先切成半尺见方的大块，

再加工成稍厚些的薄片。然后，将肉

按原样肉皮朝下码放在大海碗中，上

面加葱段、姜片、花椒、大料、精盐、料

酒、桂皮、味精、海米、酱油等调料，上

锅蒸一个小时。

满族梳背儿肉上屉蒸很关键，不能

少于一个小时，时间长了肉里的油蒸出

的多，不但酥烂而且不油腻不拿人；时

间长了更使佐料入味浓郁口感醇香。

蒸好之后，用筷子挑出肉上的花椒、大

料、桂皮、葱、姜等料渣，在盛肉的大海

碗上倒扣一个碗，扣紧后迅速翻转过

来。这样，蒸好的肉便整整齐齐地码放

在新的大海碗之中了。因此，这道美食

也有“扣肉”之称。扣出的肉片外皮朝

上十分工整，形如一排梳头的木梳背，

所以满族人称之“梳背儿肉”。梳背儿

肉因油已蒸出，故虽然醇香浓郁却不油

腻。如今，这道美食已是深受延边地区

满汉各族喜爱的菜肴。

（摘自满族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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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立秋的满族美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