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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泰元始终没有动摇狠抓农业生

产、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决心。每一次

走出村外，望着丰腴的土地，他的心中

总会升腾起滚滚热潮，默默描绘着一幅

幅改天换地的宏伟蓝图。

当“农业学大寨”的火红旗帜迎风

招展,姜泰元深受鼓舞,信心百倍，发展

农业生产的劲头更足了。石头遍野的

虎头山能改变面貌，眼前的荒地也定能

收获沉甸甸的粮食。姜泰元整日与众

乡亲奋战在荒地上，遇高坡就开来推土

机铲平，逢低处就挥锹填平。汗水和着

心血，辛劳伴着憧憬,姜泰元和村民们硬

是靠一双双手,在荒野上开出一块块耕

地，再连成一片片良田。

姜泰元每天天不亮就一个人来到

地里，顶着星星铲地。等到村民们上工

时，他已经铲好一大片。秋收时节，饱

满的庄稼丰收在即，野猪从山里闻风而

动，成群结队偷吃粮食。姜泰元就把大

家分成两组昼夜值班。就是看野猪，他

也班班不落。

防川是珲春海拔最低点，涝洼地特

别多，雨季庄稼经常遭水淹。姜泰元就

组织大家在冬季农闲时挖排水沟。他

带头出工，带领村民们挥汗如雨。他用

无声的行动，在绿色田野间高高树立起

一面模范共产党员旗帜。

那时候，村干部没有工资，与大家

一起挣工分，干一个工挣一份钱。姜泰

元又要带头上工，又要安排处理村务。

防川村紧靠俄朝边境，作为边防要地，

姜泰元还要带领众乡亲一边生产一边

备战，忙碌疲劳可想而知。

通往防川村沿江公路的修建是上

世纪80年代的事。姜泰元早年当村支

书时外出到县、乡开会办事，走的是树

趟子里的土路。逢雨雪天气，泥泞难

行，大雪封山，有两段路还得借道前苏

联，每回都要走上大半天，可姜泰元从

没有一句怨言。

1969年，姜泰元当选为中共九大代

表，满怀激动的心情，赴京参会。他暗下

决心，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与期

望。勤奋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到了

1989年姜泰元退休时，防川村的水旱田已

达100多垧。他还率领乡亲们开水田种

植水稻，结束了村里无水田的历史。粮食

年产量达到45万斤，居当时全乡之首。

荒地变成米粮仓。站在五谷丰登

的田野，姜泰元又有了新的筹划，他立

志把集体经济做大做强，让村民们过上

富足日子。依靠荒山野岭他又带领大

家发展副业生产，靠荒地养蜂，借水泡

养鱼，依荒坡养牛，日子愈来愈有奔

头。在敬信，只有防川工分最高，一个

工合两三块钱其它村一个工只挣六七

角钱，这可真让乡亲们感到自豪。

集体经济壮大了，大家的腰包也渐渐

充盈起来，时刻把乡亲放在心上的姜泰

元，又把发展目标放在村容村貌改造上。

姜泰元开始领着大家修路建房。那

时，村民们住的大都是破旧不堪的草房。

为了节省国家补贴的资金多建房，姜泰元

与乡亲们利用每天晚上的时间脱土坯。

他与乡亲们白天种地晚上建房，庄稼熟

了，一排排锃明瓦亮的瓦房也建好了。

姜泰元把乡亲们当作亲人。谁家有个

大事小情，他第一个到场，谁家缺钱用，都

找他借，哪家人病了，他亲自护送到医院。

边防某部一连驻守在村庄里。姜

泰元和防川村民视军人为亲人，共同谱

写出一曲曲军民共建的动人赞歌，至今

仍传为佳话。一连没有自己的菜园地，

姜泰元就把村里最好的5公顷菜地送给

连队，种菜铲地，姜泰元与村民们包下

了，当村里农忙时，一连的战士们也来

到田间帮助老乡春播秋收。

1987 年冬，连队的猪舍不慎起火，

天寒地冻，又逢上级领导防川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要来视察工作，连长和指导员

很着急。是姜泰元带着乡亲们奋战三

天三夜，重新砌好了猪舍，为连队解决

了一个大难题。

作为全国军民共建的先进典型，从

1996年至今，防川村党支部副书记这只

“接力棒”，已经在一连历任指导员的手

里传接了20余载。军爱民、民拥军，军

民团结一家亲的鱼水情谊和优良传统

得到继承发扬。在防川一连，至今还保

存着一张姜泰元与战士们在菜地里劳

作的珍贵图片。“军警地同心筑堡垒”活

动在这里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如今，防川已成为闻名全国的“吉

林八景”之一和吉林省首批旅游乡村，

建起了古朴漂亮的朝鲜族民居和民俗

历史展示馆，成为镶嵌在祖国东北边陲

的一颗璀璨明珠，而这正是姜泰元生前

苦苦奋斗24年所期望的。

（摘自《珲春历史名人》）

清光绪年以后曾流行一种风帽，是

男女皆戴的帽子。风帽，又叫“风兜”，

顾名思义便知是一种遮风效果较好的

帽子。风帽多为老年妇女所用，多以

布、绸缎等为材料，颜色为

蓝色、黑色、绛色等。有

棉、夹、单、皮等四种。这

种风帽帽扇宽大长及肩

部，有带子可系上，冬季御

寒效果很好。由于其上部

多呈尖顶状，故又有“观音

兜”之称。徐珂《清稗类

钞》载：

风帽，冬日御寒之具

也。亦曰风兜，中实棉，或

袭以皮，以大红之绸缎或

呢为之，僧及老妪所用则

黑色。

早年满族的老妇人，

还喜欢戴一种专门包头的

饰物，叫“脑包”。脑包一

尺左右长，是一条中间宽

两端渐窄的宽带子，中间

多绣有荷花、牡丹等花卉，

上下有绲边刺绣。老年女

人戴此脑包，既可拢住头

发不零乱，又可护住额头

脑门儿不受风寒，还是很

美观的装饰品。

满族的孩子从小便有

戴帽子的习俗。婴儿时起大人会给孩

子戴上单的、夹的或棉的虎头帽。满族

管虎叫“塔斯哈”，信仰萨满教的满族崇

敬虎为虎神，即“塔斯哈恩都力”。他们

认为虎神是森林之王、雄猛有力，给孩

子带上虎头帽，可借虎神的雄威除恶辟

邪，孩子好养活。

满族的虎头帽是一个帽头，上有

两个凸起的虎耳，两侧有

帽耳，上有绳带，天冷时

可系上。帽的前脸上，绣

有一个威风凛凛的虎头，

上有“王”字。满族平民

的男孩女孩，秋冬戴的帽

子是一样的，除了虎头帽

之外，还多戴“吉祥帽”。

吉祥帽有夹有棉，帽前有

块兽皮为前檐，两侧有帽

耳、下有带，天冷时可系

上御风寒。

满族是狩猎民族，山

乡野村的孩子多戴一种狍

头帽。狍头帽是用一个完

整的狍子头，在将其皮熟

制好后用黑珠缝上作眼，

外面看就是一个活灵活现

的野狍子。狍头帽里子是

棉和布缝制的。狍头帽因

外有狍皮内絮有棉花，所

以非常暖和又美观。

冬天，满族山乡的孩

子脚穿小鹿皮靴，身披羊

皮袄，头戴狍头帽，戴着皮

手闷子，三五成群地领着

狗，奔跑在山间野地撵野鸡、放爬犁，玩

得不亦乐乎。这就是早年满族山乡野

村生活的风情画。

（摘自满族文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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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伯母（맏아
매）

对伯母的称呼
为“큰어머니”, 但
方言形式为“맏아
매”。“맏아매”为伯
母的咸镜道方言，
多使用于日常生活
中。“맏아매”是“맏
（长）+ 아매”的形
式。

（7）姑和姨（父
母的姐姐：맏아매，
父母的妹妹：아재）

对姑（爸爸的
姐妹）的称呼为“고
모”，对姨的 称呼
为“이모”, 但对父
母姐妹的方言形式
分为“맏 아매”和

“아재”。“맏아매”
为爸爸的姐姐和妈
妈的姐姐的方言称

呼，“아재”为爸爸的妹妹和妈妈的妹妹的
方言称呼。这是亲戚称谓的单纯化引起
的。

（8）姑父和姨父（父母姐姐的丈夫：맏
아바이，父母妹妹的丈夫：아저씨）

对姑父的称呼为“고모부”, 对姨父
的称呼为“이모부”。方言形式与姑和姨
的形式相同，方言形式分为“맏아바이”和

“아저씨”。
“맏아바이”为爸爸姐姐的 丈夫和

妈妈姐姐的丈夫的方言称呼，“아저씨”为
爸爸妹妹的丈夫和妈妈妹妹的丈夫的方
言称呼。

（9）叔父（삼촌 / 삼추이 / 아즈바이）
对叔父的称呼分为婚后和婚前，对

已结婚的叔父称为““작은아버지”，对未
结婚的叔父称呼为“삼촌”。但方言形式
均为“삼촌 / 삼추이 / 아즈바이”。

（摘自中国知网）

朝鲜族鹤舞，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

治州传统舞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之一。

鹤舞最早是大型宫廷歌舞“五方处

容舞”中的一种穿插表演形式。到了李

氏王朝时期，鹤舞在表演上有了新的变

化：两只鹤围绕两朵莲花进行舞蹈，成

为独立的《鹤立莲花台舞》。

在南朝刘宋时代（公元 420—479

年）百济伎乐即已传入中原，经隋朝

至唐朝，列入太常乐部，贞观五年（公

元 631 年），新罗遣使献女乐二人。朝

鲜舞基本上以仙鹤式的步履和杨柳

式的舞姿风格为特征，即所谓柳手鹤

步，这种舞蹈的民族特色，早在唐代

即已基本形成。唐代诗人李白曾这

样描述高句丽舞蹈：金花折风帽，白

舄小迟回。翩翩舞广袖，似鸟海东

来。

鹤舞传入中国已有百年的历史，经

民间艺人的重新加工和整理，使其更为

完善，并得以在民间流传，解放初期在

延边地区各县市普及。

2008年6月7日，朝鲜族鹤舞经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摘自百度百科）
1933 年冬至 1934 年春，敌人向东

满抗日军民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

酷的“大讨伐”，数万名日军在“讨伐”

东满吉东地区的李杜吉林自卫军和

王德林救国军的同时，也开始了对东

满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和根据地进

行了血腥的、长达一年之久的“大讨

伐”。东满党、苏维埃政权，游击队和

群众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付出了巨大

牺牲。在日军长达一年多的“讨伐”

中，一度声势浩大的李杜、王德林义

勇军溃散了，数不清的“义勇军”、山

林队、胡匪队伍被消灭，但东满特委

领导下的几支抗日游击队却没有因

此溃灭，相反还在连绵恶战中巩固和

壮大起来。东满各县的农村苏维埃

政权也没有被完全摧毁，相当一部分

存活了下来，他们“割据”的地方，就

成了东满各游击队的“苏区”。

东满特委成立以后，加强各级党组

织建设，不断扩大了抗日武装队伍，领

导各族人民同国内外敌人进行顽强斗

争，为东满地区民族解放和抗日战争的

胜利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在东满党组织的领导下，群众性的

革命运动更加蓬勃发展。东满地区的

汉族、朝鲜族联合开辟了以延吉北部和

中部，汪清南部、中部和东部，安图县西

部，珲春西北部和南部、和龙西北部与

南部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了

声势浩大的抗日斗争，给日寇以沉重的

打击。 （摘自中国知网）

祭祖是满族民俗生活中的大事，也

是满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常祭、

换锁、跳喜神、春节祭祖、大祭、办谱祭

等多种形式，其中，春节祭祖尤为隆重

和神秘。

祭祖的时间
春节对于满族和汉族来说都是一个

重要的传统节日，满族人也将春节称为过

年。过年时，人们欢欢喜喜置办各种年

货，这里面除了人们自己享用的节日食品

外，还包括春节祭祖的神圣供品。

按照满族传统祭祖习俗，春节祭祖

时间从除夕开始直至正月十五结束，时

长半个月。在这段时间内，人与神共处

一室，世俗与神圣融为一体，也让人们

之间的亲情更加浓郁。

满族人认为除夕是一年当中新旧交

接的重要时刻，在这一天要对过去的一年

做出总结，同时更要期盼新的一年，这样

重要的时刻一定要与祖先一同度过。正

月十五是春节结束的标志，过了正月十

五，春节也就过去了，于是要在这一天送

走祖先，结束这一年的祭祖仪式。

按照满族风俗，家谱供奉在“穆

昆”家里，即族长家里。穆昆是家族中

德高望重、最受爱戴的人。家谱所在地

决定了与之相关的祭祖仪式、家族活动

也要在穆昆家里举行。

满族文化“以西为大”，住房也以西

屋为大，东屋为小。家谱通常都要存放

在西屋。按照满族人的居住习俗，西屋

内是南、西、北三面连通的万字炕（又称

转圈炕），其中西炕上有一块高悬的吊

板。吊板是约1尺长、1尺宽的木板，俗

称“祖宗板”，其上放“祖宗匣”。祖宗匣

里装有3层红布包裹的家谱、神偶、箭、

刀、酒盅等祭祀器具，平日里不允许随

意打开。同时，祖宗板下面的西炕也具

有神圣性，不得随便坐人和堆放杂物。

最主要的禁忌是不允许戴狗皮帽或狗

皮套袖的人坐在这里。传说在满清入

关之前，一只大青狗曾救过努尔哈赤，

所以满族人很尊敬狗，不可以伤害狗。

祭祖仪式的规矩
祭祖仪式上出现的所有人都可以在

家谱中找到名字。满族家谱通常是一张

白色布单，上面有松树、楼宇等建筑；从上

到下，按照辈分高低依次记录族人姓名和

分支。按传统修谱规矩，“烧香”只在特定

的年份（龙、虎年）进行，所有的家族男性成

员都要参加。一般家族每12年“办谱”一

次，添加新生男性族人名字。

只有家族男性成员才能上谱的规定，

决定了只有男性成员才有资格参加祭祖

仪式。祭祖仪式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每次

“请神”之前，都要“亮谱”，这就意味着将家

族所有人员名单公开确认一次，也暗示着

这些人将会出现在之后的祭祀现场。

在祭祀现场，家谱上的族人又被划

分为两个群体，即在下面跪拜的子孙和

高高在上的祖先。在跪拜的子孙群体

中，按照辈分、年龄的不同，又有若干分

层。族长在最前方靠近“吊杂”（摆放祭

品的地方）的位置，其次按照辈分高低

依次吊杂形成了一个不断向外扩散的

水纹状图形，家族血缘发展脉络也在这

个水纹状图形中清晰地显示出来。与

之相对，祖先则是以群体的形象存在于

人们的意识中，集体接受子孙的祭拜，

没有始祖、远祖、高曾祖的差别。

满族祭祖仪式中男性成员和女性

成员分工不同。在家族祭祖仪式上，女

性成员不能出现，尤其是除夕请神的时

候，家族媳妇、女儿等女性成员都穿戴

整齐，端坐在炕上，不能下地，更不允许

参加仪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在祭

祖仪式中完全缺失。事实证明，女性在

仪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仪式之前，

女性成员负责打扫房屋、制作各种食品

和准备物品；在15天的祭祀时间中，每

天的食物更换工作都由女性成员承

担。可以说，女性也是祭祀仪式的一个

重要参与群体，只是她们的参与方式与

男性不同。女性成员的参与并不直接

体现在仪式现场，但她们的工作却是

仪式得以顺利进行不可缺少的部分。

女性成员对祭祖仪式的参与不仅有利

于强化她们的家族地位，使其受到族

人敬重，同时也能深化她们的家族意

识，使其作为家族的一分子更好地融

合在家族生活中。

（摘自中国知网）

中共九大代表 原防川党支部书记姜泰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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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 鲜 族 鹤 舞

永不凋落的金达莱（三）

——东满抗日根据地的创立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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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民国十九年）
六月十六日 珲春日侨集会，要求

日本增加在延边的警察力量。
七月 珲春县公安局卫生股，对全

县开业医进行考试，合格者发放证书。
经考试领取证书的中医有宋祥瑞、林
本、赵绪森、张懋绪、吕福林、杏春林、黄
荣卿、彭竹年、张振华等人。

十九日 延吉、珲春、和龙、汪清四
县行政监督公署批准韩奭基等韩民代
表提出的关于交通垦民教育方法的请
求，准予垦民教育“保存韩族应有之特
殊性教育”，“编订适合于韩族儿童之教
科书”等。

是月 中国共产党大荒沟、清水洞、
圈河支部相继成立。

九月十六日 旅居珲春的日侨再次
召开会议，向日本政府提出请愿书，要
求日本加强在延边的警察力量。

是月 成立珲春县注音符号推行委
员会。

是月 建立中共金区、钢区、水南
（即城区）区委。

十月 在大荒沟清水洞正式成立中

国共产党珲春县委员会。下设大荒沟、
密江、敬信、城关4个区委。刘建章任第
一任中共珲春县委书记。

是月 朝鲜人牧师在珲春城建立南
监理教会堂。

是月 中共东满特委正式成立，由
廖如愿任书记。特委机关设在延吉朝
阳川茂山村。不久，中共珲春县委在大
荒沟清水洞成立，中共汪清县委在潘龙
沟成立。是年末，敦化县委成立。翌年
春，安图县委成立。

十一月十九日 邰升在哈达门设立
义官店。

是月 县公署设立残废所（花子户、
乞丐房）在城东南侧。

是年 将珲春财务处所属各分处、
分卡，归并所在珲春税捐征收分局、分
卡，各办各事，不相统辖。下设分局、分
卡。业务实行双层领导。税卡归税捐
局监督指挥，捐卡归财务局监督指挥。
设兴仁、河口、甩湾子粮米特捐分卡，春
化、马滴达设分局。

是年“雹灾，兴仁乡（今三家子乡、
英安乡）青苗均被打坏”。（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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