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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年 1 月，359 旅圆满完成剿匪

任务，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独立1师，刘

转连担任师长，钱述亮为其所部机枪连

长。独 1 师自 1947 年 1 月 5 日、2 月 21

日、3月8日先后3次南跨松花江，突袭

农安、德惠，威逼长春守敌，配合南满部

队在临江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钱

述亮自始至终参加了“三下江南、四保

临江”重大战役。战役历时3个半月，歼

敌4万余人，收复城镇10余座。

1947年5月至11月，钱述亮所在东

北民主联军先后发起夏季攻势和秋季

攻势，部队先是攻占吉林以东天岗、江

密峰、海龙等地区，又攻占怀德、东丰、

梅河口，打破了国民党军对南北满解放

区的分割封锁。

于1947年10月中旬的秋季攻势中,攻

击吉林、长春外围据点,收复九台、德惠、农

安等城，使长春、吉林两市守敌陷于孤立。

1948年，钱述亮在参加辽沈战役著

名的黑山阻击战中负伤，被送到蛟河后

方医院治伤。由于部队在战斗中，需要

大量草袋子构筑工事，上级考虑到钱述

亮的伤情，便派他到为部队制作草袋子

的工厂当军代表。作为驻厂军代表，钱

述亮对交办的任务一丝不苟、认真负

责。他知道前线是多么急需工厂生产

的草袋子，多生产一条草袋子，及早送

到前线构筑工事，就能减少战士的伤

亡。他拿出了当年在南泥湾大生产时

的劲头，不分昼夜组织加班生产，为支

援前线做出了贡献。

1948 年末，随着辽沈战役结束，东

北全境解放。部队要南下离开东北，向

关内开进。此时，部队领导找到钱述

亮，对他说：“你是老红军出身，来到东

北，经过3年的奋战，我们解放了东北，

现在部队要进关作战，推翻蒋家王朝，

解放全中国。但东北是我军大后方，这

里有丰富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现在

要从部队抽调一大批干部留在东北，支

援全国解放战争。我们虽然解放了东

北，还要保护好东北，管理好东北。上

级决定把你留在东北,留在吉林长白山,

守护这个地方。

钱述亮这个老红军战士，对组织的安

排没讲条件，没提要求，毅然决然地答应

留在东北，留在长白山区，守护东北黑土

地，守护长白山森林，这一守就是 60年。

钱述亮出生在陕西黄土高原。从

1945年来东北，在牡丹江畔林海雪原剿

匪，在松花江两岸浴血奋战，足迹遍及北

部的黑龙江省、南边的吉林省长白山区和

松辽平原。他被东北广袤的森林、肥沃的

田野所震撼。他已深深爱恋上这片苍茫

无际的大森林、坦荡无垠的黑土地。

钱述亮先后在吉林省森林警察大

队担任指导员、工会主席职务。作为长

白山的守护者，长年奔波巡视在长白山

崇山峻岭之中。

安图县松江镇位于长白山腹地，长白

山天池脚下。这里是松花江的发源地，也

是吉林省森林重点保护区。钱述亮经常

带队伍到这里巡察森林管护情况。

森警队去二道白河长白山天池，

必经松江镇。在松江镇路边有一户老

尹家，每当森警队来到松江，都在尹家

歇脚喝水。尹家有一个大个子姑娘，

一有森警来她家找水喝或热饭，她都

忙里忙外给家里人帮忙烧水热饭。时

间一长，大家都熟悉了。森警队的队

友们都知道钱述亮年已40岁。多少年

来，在部队南征北战，没时间考虑个人

婚姻问题。大家都想把钱述亮和尹家

姑娘的婚事撮合成。钱述亮对姑娘的

热情爽朗、质朴勤快的做派很有好

感。姑娘也是对待钱述亮像对大哥哥

似的那么尊重。

队长唐东文亲自找姑娘的父亲说

合提亲，女方老人也对钱述亮人品很满

意。1954年的秋天，41岁的钱述亮在守

护长白山的第六年收获了爱情，同长白

山下松花江边的尹传菊结为夫妻。老

红军战士娶长白山姑娘一时在长白山

区传为一段佳话。

珲春县位于长白山东麓，同苏联接

壤，有200多公里长的边境线。那里的

森林更原始，资源更为丰富，是吉林省

最大的黄金产地。由于无人管护，森林

火灾肆虐，资源被盗采。远的是在清朝

同治年间（1870 年）一场森林大火在森

林中燃烧两年，无人问津，烧毁森林方

圆数百里。近的是1953年秋，在珲春中

苏边界叫老火烧的地方发生大火，大火

燃烧 40 天，有 2000 多公顷原始森林化

为灰烬。 （摘自《珲春历史名人》）

太祖辛亥年（明
万历三十九年）秋七
月，取乌尔固辰、穆棱
二路。先是，窝集部
来归，路长僧额尼、喀
哩二入以太祖所赐甲
四十副置绥芬地，为
窝集部之乌尔固辰、
穆棱二路兵掠去。太
祖遣呼尔哈部长博济
哩（即已亥年率众归
附者），往二路，宣谕
归还所掠，弗从。乃
命第七子阿巴泰同大
臣费英东、安费扬古
率兵千人，征乌尔固
辰、穆棱二路，俘千余
人而还。

太祖甲寅年（明
万历四十二年）冬十
一月遣兵五百，征窝
集部之雅兰、锡琳二
路，收降二百户，俘千
余人而还。

太祖乙卯年（明
万历四十三年）冬十
一月，窝集部东额赫
库伦人寄语我国之人
曰：人谓尔国骁勇，可

来与我等决一战。乃遣兵二千，至因纳喀
库伦招之，不服，遂布阵鸣螺越壕三层，毁
其栅攻克其城，阵斩八百人，俘获万人，收
抚其居民，编户口五百，乃班师。

太宗三年秋七月乙未，库尔哈部头
目九人来朝，以海豹皮入贡。（《开国方略·
十二》）

七年，命武巴海等赴朝鲜，得瓦尔喀
部长族属十五万人而归。

崇德元年太宗亲征朝鲜。曩在朝鲜
居住之瓦尔喀人叶臣、马福达率三百户
来归。

五月，征瓦尔喀、俄屯、昂金，还获人
丁、牛马、皮张甚多，赏赉有差（《东华
录》）。

早年间，满族人不分贵贱

都可以戴此种礼帽。清入关

之后，受中国传统封建等级制

度的影响，只有豪门官宦人士

才有资格戴。一般的平民百

姓，只能就地取材戴苇草编的

苇笠，或由玉米秆皮、竹丝、藤

丝等编制的凉帽了。

满族冬天戴的礼帽，是

用布、绸缎或毛毡做成的圆

形帽，周边可卷起五寸左右

的帽檐。这种礼帽不仅在做

帽子的材质上可以分出贫富

贵贱，更多的是表现在帽檐

边上。富贵者多用貂、狐、水

獭等名贵兽皮，贫者则用羊、

狍、鹿、花鼠等兽皮。《建州见

闻录》中记载努尔哈赤时的

女真人帽子道：“寒暖异别，

夏则以草结……冬则以毛皮

为之。”而且有一点很突出，即

凉帽、暖帽的“顶上皆加以红

毛一团为饰”。

满族人都喜戴貂皮帽。

貂皮珍贵，也很有讲究。紫

黑色毛皮而理顺者为上品，

紫黑色虽毛密但不理顺者次

之，毛平而泛黄者又降一等，那种泛

白不理顺的毛皮为最下等。制作貂

帽使用的毛皮部位也很有说头儿，“

脊背曰‘钻草’，腚曰‘坐草’，腹曰‘拉

草’。钻草，绀色，上也。坐草，黄色，

中也。拉草，灰色，下也。”但貂皮为

帽，皆“得风更暖，着水不濡，点雪即

消，亦奇特也。”

早年满族人以渔猎为业，整天在山

林里钻来窜去，故养成了男女老少皆戴

帽子的习俗。满族人很小便开始戴帽

子了，根本没有中原儒家什么“二十始

冠”之说。满族平民百姓夏天常戴的帽

子有两种，一种是布帽有前遮（檐）；另

一种则是苇草编的“苇镰头”，有尖顶和

带平遮檐的两式。

清及民国年间，满族人冬季多戴

一种皮棉帽，外有布或绸缎为面，中

间为毡或棉，里面及下垂的两个大

耳，则是缀有羊、狐、兔、貂等毛皮以

御寒。因此帽左右有两个毛茸茸的

大皮耳子，所以人们都叫它“两耳帽”

或“大耳朵帽”。

（摘自满族文化网）

随着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

与变化，教导旅为迎接最后的总攻

击加紧进行了军事训练。“军事课占

学习内容 70％，内容主要有姿势训

练、刺枪、实弹射击、战术进攻、防守

训练等基础训练科目，同时根据战

争情况加设全副武装的长途行军演

习、冬季野外露营训练、飞机跳伞等

课目。此外，冬天训练滑雪，夏天练

习游泳，有时也搞武装泅渡训练”。

除 进 行 适 应 现 代 战 争 的 步 兵 训 练

外，还进行了战术、地形、无线电、摄

影、降落伞等特种技术和必要的兵

种技术，结合小部队活动，进行游击

战术训练。珲春籍蔡光春等人学习

积极，客服各种困难在飞行练、滑雪

训练收到苏联教官表扬。这种系统

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对于这些

由民众组成，长期处于战争环境中，

缺乏经验总结，系统梳理战事的东

北抗日联军，十分必要，通过这些针

对性的训练，广大指战员的战斗力

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东北抗日联军小部队抗日活动

1941 年，《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

致使东北抗联回东北战场受限，抗联

领导尊重苏方，只好以派出抗联小部

队的形式回东北，执行各种任务。主

要是寻找失散在东北各地的抗联部

队；恢复、建立和联络共产党在各地的

组织和群众团体，开辟地方群众工作，

侦察敌人设防和军队调动情况，伺机

袭击日满军。

抗联野营部队最早派遣南野营第

一路军第一支队的两个小部队执行任

务。第一小部队由朴得山、董崇斌、金

铁宇、柳兰孙等人组成，这支小部队于

1941年4月9日晚，回到延边地区，转战

珲春等地，在大肚川、大荒沟一带活动，

历经7个月之久的艰苦努力。收集一路

军总部的一些情报外，还进行大量的敌

情方面的侦察工作。并在珲春大荒沟

等老游击区，恢复了群众抗日团体和地

方党组织，开展打击汉奸走狗的斗争，

扩大抗联部队的声誉。于同年11月12

日返回南野营。

同年4月，第二小部队一个小组抵

达汪清罗子沟，召开群众大会处决罪大

恶极的日伪走狗，小部队战士黄生发等

到珲春侦察公路桥梁情况，主要查探坦

克能否通过。5月，小部队袭击汪清与

罗子沟间修筑军事公路的工地，解除护

路兵的武装；又在汪清罗子沟、太平村、

老母猪沟等地，联络旧关系，开展群众

工作，在东宁、珲春收集中苏国境军事

情报。朴德山、郭池山率领抗联小部队

从南野营出发，向汪清、珲春进发，到桦

甸、和龙、通化、抚松一带活动，一面建

立根据地，一面寻找第一路军失散人

员。8月，第一支队第二小部队带领沈

风山、黄生发等十几人，深入汪清、老黑

山附近，白天潜伏在山沟里，晚间出来

侦察，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侦察工作，

于同年10月顺利返回南野营。1942年

4月，第一支队10余名小部队成员到汪

清罗子沟、珲春、延吉一带活动。通过

群众的支持和旧地方关系搞到日本、伪

满洲国、朝鲜的铁路交通图，处决日伪

汉奸数名，召开群众大会，当众处决。

南野营第一路军第一支队的两个小部

队活动一直持续到1945年。先后派出

的人员300多人次，仅延边地区18支小

部队，活动区域达东北几十个县份。

这些小部队侦察日本关东军在中苏

边境的防御体系，尤其是筑垒地域的位

置、工事结构、弹药仓库、供水系统，以及

日军部队番号、武器装备、部队调动等重

要情报。许多抗联指战员出生入死，收集

日军情报，并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4年9月，原抗联第一路军副官郭池山

率领小部队在春化兰家趟子战斗中不幸

壮烈牺牲。

在 对 抗 日 联 军 进 行 全 面 大“ 讨

伐”的同时，日军残暴的血腥统治和

疯狂掠夺珲春资源，强化对珲春各

民族人民的法西斯统治。珲春人民

自主反抗日伪统治，珲春铁路、板石

煤矿工人举行罢工；农民掀起反“出

荷”反“劳工”的斗争，青年拒绝“特

设部队”应征；进步师生反对日本侵

略者施行的奴化教育。且野营派遣

回小部队在群众中影响很大，使人

民群众看到了东北抗联队伍继续战

斗，坚定广大群众坚持抗日的信念，

为配合苏联红军收复领土奠定了思

想基础。 （摘自《中国知网》）

立秋之时，满族人家的主食多吃黄

米面做的饽饽，称之为“吃秋饱”。满族

的黄米面饽饽种类很多，此时，树木生

长茂盛，所以正是吃玻力叶饼、椴树叶

饼、苏子叶饼的好时候。人们还吃黄米

面制作的黏糕、打糕、黏火烧、驴打滚等

满族特色饽饽。

六、七月东北许多地区玫瑰花盛

开，山野间红的、白的、黄的、紫的各

色玫瑰压满枝头。于是，满族的大姑

娘、小媳妇都忙活起来，在这玫瑰的

盛花期，到山野间去采玫瑰花。她们

把采来的各色玫瑰分别放好。在洗

净之后放在锅中略蒸一下，晾凉后加

入蜂蜜或白糖，渍制成香甜色美的玫

瑰花蜜，然后，密封存放在水缸后、墙

角等阴凉处。

在过年过节时，人们将红、黄、白、

紫各色的玫瑰花蜜拿出来，加上红丝、

青丝、松子仁、瓜子仁等做馅，包制玫瑰

花糕、五色花糕、糖三角、糖黏糕、花花

饼子等，黏甜香糯的满族特色饽饽。

用玫瑰蜜做的特色小饽饽，对满族

人来说也是个稀罕物是很珍贵。因为

早年间蜂蜜价钱很贵，玫瑰又是只有

五、六、七几个月才有，故人们都很珍

视。用玫瑰蜜制做的香甜小饽饽，是满

族人家祭祀的祭品，又是小孩子们最喜

爱的饽饽。所以，当年节之时或祭祖祀

神之时，小孩子想的盼的就是色美又香

甜的玫瑰糕、玫瑰饼，因为祭神后的糕

饼饽饽就是小孩们的美食了。

立秋“吃秋饱”，立秋“抢秋膘”，承

载着许多满族耄耋老人立秋之时吃美

食、尝美味的美好回忆。

（摘自满族文化网）

伴随历史的进步与发展，虽然在清

朝阶段满族民歌进入繁盛状态，但清末

期间受到汉文化因素的影响，部分民歌

逐渐变为戏曲、说唱，但留下的民歌小

唱、山歌等还会应用五声音阶。对于萨

满民歌而言，大部分都应用三声、四声

调式音阶，偶尔也出现二声调式音阶。

就满族民歌的歌词看，内容十分丰富，

歌词内容包括满族文化生活、政治环境

等方面，同时也有展现民族性格、风俗

等方面内容的歌词。同时满族民歌采

用宫调式最多、商角调式次

之，徵羽调式少见。

四、满族民歌表演形式

满族民歌的发展，与其自

身的民族文化土壤密不可分，

始终存在有别于其他民族的

演唱个性。满族民歌在演唱

过程中重视色彩、听觉与视觉

之间的统一，因此追求不同的

造型艺术与舞台运动表演相

结合，能够很好地满足当代大

众的审美需求。同时民歌作

品在抒情过程中，往往与器乐

伴奏、民间舞蹈、民族盛装相

结合的，从而展现了丰富多彩

的民歌演唱现场。在表演满

族民歌过程中，服装逐步脱离

生活需要转为重视大众的精

神审美需求，精美的服装与图

案装饰相结合，对作品表演过

程中的舞台艺术性提升起到

了重要作用。

作为动态表演形式，舞蹈

将舞台色彩、音乐形象进行融

合，形成整体性的视听审美艺术画面，

不但提升了观看者的审美需求，也增强

了观看者的审美效应。舞蹈的节奏与

民歌旋律、音色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

系，“老三点”是满族舞蹈音乐节奏的基

础，类似于民歌节奏，兼具不同的形式

变化。满族舞蹈能够具体细分为杨烈

舞、巴拉莽式、东海莽式等。在现阶段

时代背景下，满族舞蹈借助肢体艺术特

征很好地展现了满族族群的富有特色

的歌舞文化，原始的舞蹈中仍然能够看

出征战、采集、渔猎时的一些动作，借助

舞蹈的方式也能够为满族民歌演唱提

供一定的辅助作用，同时也能够提升审

美价值。

五、满族民歌传承方式

（一）民间自然传承

满族民歌的创作者是广大满族人

民，民间传承方式为传承民族文化起着

重要的作用。家庭、师徒、社会民俗是

民间自然传承的主要方式。

社会最小的细胞即是家庭，是

人类的精神家园，同时也是传

承民族文化的最小文化空

间。家庭能够作为个体成长

的物质保障，同时也是最早的

教育场所。满族人民的重要

特征之一即是具有较强的家

族、家庭观念，传承满族民歌

的重要途径之一即是家庭传

承。在以家庭方式传承的过

程中，最重要的方法即是言传

身教。满族民歌代代传承，在

这一过程中，与民歌相关的思

想、传说、民俗等也传承下

来。自然传承中另一个重要

传承方式即是社会民俗传

承。描绘满族风俗、生活风情

的特殊途径之一即是满族民

歌，借助满族民歌，能够很好

地展现满族多彩的生活，同时

民歌也获得了传承。大多数

满族人民信仰萨满教，崇信内

容具体包括祖先、图腾和自

然。敬祖是满族重要风俗之

一，在敬祖时需要祭祀，祭祀

又细分为即时祭祀和例行祭祀，祭祀过

程中设计一系列的环节，都是民歌传承

的途径。还有满族的一些风俗、习惯、

礼数也都是传承民歌的重要渠道。在

现代化发展的背景下，受到不同因素的

影响，纯正的满族音乐相对较少，但一

些神歌曲目仍然被很好地传承了下来，

主要传承方式即是师徒传承。师徒传

承具有更高的稳定性，这种传承方式有

利于推动民间艺术的传播。

（摘自中国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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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百岁老红军 珲春首任林业局局长钱述亮（六）

珲 春 人 民 抗 日 斗 争 研 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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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满 族 服 饰 俚 俗（四）

七月立秋的满族美食（五）

夏 设珲春县志编查所，何廉惠、徐
宗伟等人始修《珲春县志》。总纂何廉
惠、梅文昭、魏声和。1929年修改脱稿。

自夏初至秋 未降透雨，受旱面积
8500 公顷，禾苗尽枯，受灾面积 8500
垧。

十一月 珲春总关移到龙井村。延
吉分关升格为总关。

是年 增设珲春高力城、西沙坨子、
大河口、长岭、回龙峰 5 个关税税务分

卡。
1925年（民国十四年）
四月 由省库拨款，购粮2500石，经

图们江、红旗河运到珲春，赈济上年受
灾农民。

夏 连雨，江河水涨。
七月一日 延吉地方审判厅改为吉

林第二高等审判、检察分厅，以延吉、汪
清、和龙、敦化、穆棱、珲春、宁安、东宁
等县为其管辖区域。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