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珲春敬信湿地核心地带的龙
山湖边，水草丰茂，风光秀美。每年
三四月，都有一大群天鹅飞来休养生
息，雌天鹅到了五月间就会产下六到
九枚卵，然后雌鹅孵卵，雄鹅守卫在
身旁，一刻也不离开，直到31天后，
毛茸茸的小天鹅破壳而出。

在湖岸边的一幢小木屋里，住着
爷孙俩。他们每天都在观察着这些
美丽洁白的精灵。看它们觅食，看它
们高飞，看它们散步，听它们鸣叫，分
辨它们哪些是热恋情侣。小孙子木
噶经常和爷爷一起捕鱼，喂食这群白
天鹅。久而久之，天鹅俨然成了他们
的好邻居、好朋友。每次
小木噶把爷爷捕到的小
鱼们撒在湿地的时候，天
鹅们便扇动着美丽的翅
膀，呼啦啦地围在木噶的
身边，嘎嘎地叫着，表示感
谢。

木噶最喜欢新出生
的一只小天鹅叫灰弟，他
把灰弟当成最好的朋
友。灰弟也喜欢木噶，为
了表达对他的喜爱，时常
会叼个小虫或者好看的
小石头送给木噶。灰弟
长到三个月的时候，龙山
湖边的水草开始泛黄了，
空气变得湿冷极了，怕冷
的天鹅家族们决定要南
飞了。暮色中，灰弟飞到
木噶的胳膊上，亲呢地蹭
着木噶的脸，久久不愿意
离开。小木噶也在爷爷的怀抱里，眼
泪汪汪地望着灰弟变成小黑点。

日子在木噶眼巴巴地盼望中，一
天天过去了。考虑到自己年岁越来
越大了，以后不能够更好地照顾孙
子，爷爷决定把他送到镇子里学点本
事。从龙山湖到镇上，要途经一条险
峻的山路。山路上盘踞着一条蟒蛇，
龙山湖有很多村民被蟒蛇咬伤，就是
找不到更好的办法除掉他。爷爷为
了对付蟒蛇，用了七七四十九天磨了
一把锋利的尖刀，直到这把刀能把厚
厚的油毡布瞬间劈成两半，爷爷才开
始领着木噶去镇里拜师学艺。

一晃春天来了，山路上的树叶又
开始泛绿了。山路上的积雪也开始
融化，爷爷的老寒腿也越来越重了。
八岁的木噶决心自己一个人去镇
里。其实，木噶完全可以住在镇里的
师傅家，可他总怕灰弟有一天回来找
不到他。他是那么盼望听到天鹅们
嘎嘎地落在解冻的湖水边，盼望灰弟
吃到他精心积攒晒干的小鱼虾。一

想到灰弟，木噶的胆量就大了，好像
他的胳膊上就站着灰弟一样。

这一天，木噶揣着爷爷磨好的
刀，揣上一把干粮上路了。原本晴朗
朗的天在他出门一瞬间阴沉了下
来。走上山路的时候，几声雷响惊的
木噶心扑通扑通地乱跳。就在他想
飞快地从山路上跑向镇子的时候，腿
迈不动了。眼前一条巨大的蟒蛇横
在山路上，挡住了他。木噶慌乱中掏
出别在腰间的刀对准了蟒蛇，没等刀
刺向蟒蛇的身体，蟒蛇甩动着身子缠
住了他。木噶挥舞着尖刀，无法动
弹，小脸被憋得青紫。爷爷、爷爷，木

噶的呼声越来越无力。
就在木噶被蟒蛇缠

得昏迷之时，一声声尖利
的声音从天空传到山路
上。勇敢的灰弟冲在最
前面，它箭一般落到蟒蛇
的头上，用锋利的喙猛烈
地刺向蟒蛇的眼睛。其
余的天鹅们密密麻麻地
围住了蟒蛇，群起攻击。
蟒蛇被刺伤了眼睛，气急
败坏，一口将灰弟的翅膀
咬住不松口。灰弟忍着
疼痛，挣扎着把蟒蛇的眼
睛叨得稀巴烂。渐渐无
力的蟒蛇松开了木噶，向
山路深处逃窜而去。

木噶在爷爷的小木
屋里睁开了眼睛。环顾
四周，却看见身边一只洁
白的天鹅垂下了头，安详

地闭着眼睛卧在他的身边。“爷爷，
这……”木噶指着身边的白天鹅疑
惑地问。“孩子，这不就是灰弟吗！”

“可是灰弟走时羽毛还是灰色啊？”爷
爷含着眼泪告诉他，南飞的幼天鹅经
过七、八个月的历练，会长出一身洁
白的羽毛，成为一只勇敢的壮年天
鹅。灰弟为了救他，被蟒蛇咬伤，最
终失血过多死了。灰弟！木噶紧紧
地把灰弟抱在怀里，没有让眼泪流出
来。在龙山湖旁边，木噶把灰弟放进
了湖水里，一群美丽的白天鹅凄凉地
叫着为灰弟送行。

木噶回到木屋，揣上尖刀，再次
上了山路。在一条溪水边，他找到了
奄奄一息的蟒蛇，连连几刀，将蟒蛇杀
死。随后跟来的爷爷和村民们将蟒
蛇剁碎，分撒给筋疲力尽的天鹅们。

从镇里学成本事的木噶，再也没
有离开龙山湖。一直到很久，人们都
能看到，敬信湿地的龙山湖边，有一位
老人，春天和秋天总在等待着什么。

（摘编自《珲春传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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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伦托哷（1834-1888），字静

轩，男，满洲正白旗人，瓜勒佳氏

（汉姓关）。清道光 十四年（1834）

十一月初八，生于宁古塔（今黑龙

江省宁安市）。他生性淳朴、聪敏，

幼年入私塾读书时，勤奋好学，过

目不忘，学绩优良。成年后，在宁

古塔副都统衙门当差，后升任佐

领、协领。

光绪元年（1875），清廷接到海

参崴（原清代珲春协领辖地，1860

年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签订

后，被沙俄侵占）华人密报，称“俄

人在海参崴建筑铁房，私藏军械，

情形叵测。”年逾四十的托伦托呼

奉吉林将军之令，由珲春乔装秘密

前往海参崴侦察，将侦得内情写成

《纪略》，并附绘图上报。由于事先

摸清了俄人底细和动向，使我方掌

握了主动权，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侵略扩张成性的沙俄这次预谋未

能得逞。

光绪七年（1881），清廷据奏决

定废除吉林东部，毗连俄占区的

“宁、姓、珲”一带的封禁令。宁古

塔、三姓（今黑龙江省依兰县）、珲

春等地方，都在为防御俄军入侵而

加强军备，增调练防军，巩固边防，

同时开始设立招垦局招民垦荒，广

集人口，充实边地，改变“宁、姓、

珲”一带地广人稀的旧貌；大力开

发土地资源，兴办农业，以求就地

解决边防官兵的粮草之需，促进边

地经济发展。

同年，钦差督办吉林防务大臣

吴大澂巡阅至宁古塔，在物色地方

人才时，托伦托哷被吴大澂选中，

负责承办宁古塔地方的招垦事

宜。托伦托哷受命之后，带领差员

随从，走遍了三岔口（今黑龙江省

东宁市）、穆棱：密山等各地，安置

应招垦民，划定垦地荒场，开通修

整道路。他深知招民实边、垦荒兴

农，不仅是经济开发，还与固边防

俄有直接关联，极为重要。因此，

他不畏艰苦、竭尽全力去完成任

务。他奉公的精神、办事的干练、

处事的才能，深得吴大澂赏识。

光绪十年（1884）春，清廷决定

将与沙俄约期会勘中俄春东界，谈

判具体定界事宜。其历史背景是：

沙俄在咸丰十年（1860）以武力威

胁强迫清廷签订了《中俄北京条

约》，继割占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

以北 60 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之后（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又

割占去乌苏里江以东、图们江口以

北 40 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其中包括晖春协领辖境内的全部

东南沿海地区，珲春由此从滨海地

区变为内陆。但是，沙俄野心并未

就此遏止，俄军在边境上通过毁

坏、偷移界标，混淆国界，进行国土

蚕食：非法越境挑衅侵扰，抢劫中

国边民的财物。光绪初年，竟派兵

越界侵占了珲春南境的中国领土

黑顶子地方（今珲春市敬信镇），设

卡筑房，意欲久占，并得寸进尺，妄

图吞掉珲春全境，扬言：“珲春河南

岸（左岸），全属于俄地。”

光绪八年（1882），珲春首任副

都统依克唐阿，在随同钦差吴大澂

与俄官廓米萨尔、马秋宁会晤中，

就此提出强烈抗议，并据理要求立

即归还中国领土黑顶子地方。俄

方理屈，但托故讹称：“明春三月

后，双方会勘再行划还。”但事后俄

方一拖再拖，一直不予归还。为阻

止沙俄的进一步侵略扩张，收回被

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黑顶子

地方和其它被蚕食之地，依原定

《界约》具体划定中俄界址，已成为

刻不容缓的问题。

为给中俄勘界谈判做准备，提

供我方代表在谈判中所需论据，光

绪十年（1884）四月，托伦托呼奉命

考察中俄珲春东界。四月初，他带

领员升随从，携带粮草、帐篷等用

品，从莲春南境图们江口左岸开始

启程，沿中俄珲春东界界山山脊北

上。一路上，他们劈荆斩棘、风餐

露宿，行经卧峰、五十二高地、张鼓

峰、沙草峰、水流峰、五家山黑顶子

山、长岭子、神仙顶子、阿吉密路

口、蒙古街路口，直到现图河源，下

岭沿河西行到兴凯湖，北至伊玛

河、饶河。

明末清朝时期托伦托哷一行

历时半年多，跋涉1000余公里。查

明于咸丰十一年（1861）所立的中

俄国界木质界牌因年久已成朽木，

字迹不清：有的被俄方擅自移入我

方境内；有的下落不明，不知去

向。尤其是自珲春河至图们江口

五百余里间，竟无一个界牌。托伦

托哷根据考察情况，撰写了详尽的

《考察纪实》，并附沿途绘制的地

图，为钦差吴大激与俄方谈判提供

了第一手资料和重要依据。

吴大澂依据托伦托呼的考察

汇报和自己巡阅珲春及与俄方会

晤中得悉的情况，向清廷奏报了

中俄边界实况，并提出重勘中俄

晖春东界的建议，获得了清廷批

准。光绪十一年（1885），清廷与俄

国商定，两国各派勘界大臣，于明

年春会勘中俄珲春东界。光绪十

二年（1886），勘界钦差大臣、都察

院左副都御史吴大澂与帮办吉林

防务、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会同

俄国勘界大臣东海滨省巡抚兼理

军务将军巴拉诺夫勘边定界。在

谈判具体定界中，我方代表能胸

有成竹地摆出事实，痛斥俄方，据

理力争，并争得了较好的结局，主

要靠托伦托呼事先通过实地调查

提供的依据。

在重勘中俄春边界中，中俄双

方代表商定在立界牌处先做标记，

然后统一立石质界牌。奉调随同

吴大澂办理界务的托伦托哷，留在

瑚布图河口等待立石质界牌，发现

俄方竞将原木质“倭”字界牌向中

国境内西移4里有余，并正在挖坑

准备单方私立石质“倭”字界牌。

托伦托哷据理力争，阻止其私挪界

牌。俄国勘界要员舒利经不予理

睬，仍令其部下继续挖坑。托伦托

哷愤怒已极，纵身跳入坑中，厉声

大喝“我身可埋，界不可移！”俄官

舒利经在托伦托哷的浩然正气威

慑下，只好下令停工，偕同托伦托

哷一起赴岩杵河去见吴大澂议决。

当时已升任协领的托伦托哷，在

立“倭”字石界牌之后，又奉命增立分

水岭“啦”字石界牌、瑚布图河源山顶

“帕”字石界牌和长岭子铜柱铭。

托伦托哷在勘定中俄东界中

所表现出的不顾艰险、不畏强暴、

坚决捍卫领土主权、维护国家尊严

的强烈爱国之心，深受吴大澂、依

克唐阿等人的赞赏和边境百姓的

颂扬。老百姓们说：“朝廷的文武

大臣和镇守边疆的官员，若是都能

像托伦托呼哷那样寸土不让，我们

就不会失去一寸土地！”

光绪十四年（1888），托伦托

哷病危。即使在弥留之际，他也

不忘嘱咐儿孙：“边防事关重要，

国土寸尺不让！”同年六月初十，

托伦托哷病故，时年 54 岁。清廷

诰封其昭武都尉（清代正四品武

官）晋封武翼都尉（清代武散官

名，从三品）。

（摘编自《珲春历史名人》）

1940年底，东北抗日战争进入

最艰苦阶段，在敌人多次出动重兵

“讨伐”、“搜剿”下，东北抗日联军

遭受重大损失，处境极端困难的抗

联第一、第二路军大部和第三路军

一部为保存实力，以利再战，经与

苏联方面协商，部队转移到苏联境

内休整。

1942年7月，这支退入苏联远

东境内的抗日联军部队整编为抗

日联军教导旅。部队重新整编后，

不断派出小分队深入东北各地，包

括中苏边境的珲春地区进行秘密

侦察活动。

由于珲春与苏联毗邻，具有极

为重要的战略地位，日军在此苦心

经营，不仅屯重兵据守，还建立了

坚固的边境要塞。为了配合苏联

军队下一步对东北的军事行动，抗

联教导旅珲春籍将领安吉、崔贤多

次率领小分队潜入珲春，冒着极大

的危险，深入到中苏边境日军军事

部署地带开展侦查、联络和一定规

模的游击活动。

崔贤亲自带人潜入到日军机

场侦察飞机跑道的长、宽、有多少

机窝、停机多少架等。共青团员崔

风仙从1941年开始，冒着生命危险

拍摄日满军事设施、军事头目的活

动等重要照片300余张，交给崔贤

的小部队。这些回国活动的小分

队主要活动在珲春、汪清一带，他

们人数虽不多，影响却很大，老百

姓奔走相告：咱们的抗联没有被敌

人消灭。

侦查小分队用各种方式，或扮

作民工、或扮作药农、商人，接近或

潜入日军营区、工事、弹药库、军事

谍报指挥机关等要害设施，将日本

关东军在珲春战略地堡及珲春防

线的情况制成图表，由交通人员送

到抗联教导旅情报中心。在此期

间，侦察员小分队不仅摸清了日本

关东军的军力部署情况，还多次完

成了暗杀、破坏等任务。珲春侦查

小分队也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执行侦察任务的过程中，大多数

小分队队员战死在战场上。1943

年4月，杨靖宇将军的专职联络副

官郭池山在春化侦查日军国境军

力部署时，与敌人遭遇，激战中不

幸中弹牺牲。

在 1945 年 8 月苏军发动进攻

之前，苏军最高统帅部印制了日军

在东北防御体系的资料图册，下发

连以上干部，人手一册。图册详细

绘制了日军防御工事结构、位置、

坚固程度、火力配备等情况，为苏

军迅速摧毁日军防御体系提供了

可靠的保证。毫无疑问，苏军绘制

的情报图册，凝结着包括珲春抗联

侦查小分队的鲜血和生命。

1945 年 8 月 8 日，苏联对日本

宣战。苏军在珲春打败日本关东

军的战斗中，崔贤带领的小分队全

力配合，完成了许多侦察敌情、担

任向导、营救战俘、破坏日军军事

设施的任务。

东北战事结束后，苏联远东军

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向抗联

教导旅发来热情洋溢的贺电。他

说：“东北教导旅中国战士们，感谢

你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情报，为

我们远东军进攻中国东北起了重

大的作用，特别是对日本关东军戒

备森严的要塞、堡垒进行的侦察和

营救活动，高度体现了中国战士的

优秀品格和顽强的战斗精神。我

代表苏联人民感谢你们并向你们

致以崇高的敬意。”

（摘编自《红色记忆——珲春
革命老区故事汇》）

朝鲜族米酒是以玉米为原料
酿制而成的玉米香型米酒，其玉
米香纯正，酒体醇和，入口绵爽，
回味怡畅。朝鲜族米酒除口感迥
别于其它白酒外，更有着自身之
独特功效：一是天然的营养价值，
据分析，朝鲜族米酒富含十多种
氨基酸，其中八种是人体不能合

成而又必须的，且赖氨酸的含量
更比同量的其它酒类要高出数
倍。二是具有其它酒类不可比拟
的食疗功效，健脾、养胃、舒筋活
血 、祛 风 除 湿 等 显 著 的 医 用 功
能。朝鲜族米酒闻起来味道鲜
美，酸甜可口，酒精含量很低，老
少皆宜。

伽倻琴 亦称朝鲜筝，是朝鲜民族的弹拨弦鸣乐器。伽倻琴已有2000多年历史，相传是伽倻国嘉悉

王仿照中国筝制成。形制与筝差不多，也是一弦一柱，现使用的伽倻琴有二十一弦，音阶排列有七声及

五声两种，所用右弹左按的技法基本和筝基本一致，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特点和丰富多彩的演奏技巧。

伽倻琴是民族特色很浓的弹拨乐器。相传 6 世纪时流行于朝鲜半岛的伽倻国。原分雅乐琴

与俗乐琴两种。雅乐琴长约 177 厘米，宽约 33 厘米，每张 12 弦，每弦 1 柱，可以移动调节音高。俗

乐琴长约 152 厘米，宽约 17 至 21 厘米，每张亦为 12 弦。经我国改革，弦增至 18 根，增加 4 和 7 两个

音节，使音域比原来更宽，音量更大。演奏时，琴的一端放于膝上，一端着地，左手按弦，右手取

音。既可独奏，也可以用于歌唱伴奏。

珲春的森林山，因为是二十一世
纪中国大陆的第一缕曙光首照地，曾
被全国亿万人民所瞩目。一时间，中
央电视台以及国内外各大媒体实地
采访、纷纷报道。森林山名声斐然、
享誉华夏。但是要说起森林山的历
史，森林山的主峰为什么叫雪岱山，
是谁给这座祖国最东方的最高峰起
的名字，这个名字又是什么意思，恐
怕就没有多少人知道了。

要想回答这些问题，还需从六百
多年前的珲春历史说起：

相传，六百多年前，满清的肇祖
原皇帝猛哥帖木儿出生在珲春。不
过他的老家原来在松嫩平原和三江
平原相接的依兰地界。为了躲避“故
元遗兵”和“野人女真”的侵扰，猛哥
帖木儿的父亲挥厚带着他的族人斡
朵里部，与胡里改部一起南迁。斡朵
里部来到了珲春，挥厚在岳丈蒲察氏
的帮助下安了家；胡里改部则在万户
长阿哈出的带领下，逆牡丹江而上，
从镜泊湖进入长白山区，在茫茫的长
白山地区扎下了根。

北方少数民族的生存大多先
靠部落间的联姻，然后再做到联盟
式的防御，以此求得部族的发展壮
大。斡朵里部扎根珲春后，经过数
十年的打拼，牢牢地掌握了图们江
中下游到东海（日本海）一带地区
的主动权。而胡里改部则紧紧抓
住了长白山到辽阳一带的主动
权。他们的发展主要得益于两个
部族间的联姻联盟。

早在猛哥帖木儿的祖父辈，斡朵
里部和胡里改部就是亲戚关系，即挥

厚的妈妈是阿哈出的姑母。后来，猛
哥帖木儿为了加强与胡里改部的同
盟关系，又将妹妹嫁给了阿哈出的的
长子释家奴为妻，生了李满柱，后来
成为一代名人。作为回报，阿哈出的
二儿子莽哥不花的女儿又嫁给了猛
哥帖木儿的二儿子都赤为妻。这样，
两个部族之间亲上加亲，同盟关系越
来越紧密了。

后来，猛哥帖木儿率领斡朵里
部，在图们江畔纵横驰骋、发展壮大，
被大明永乐皇帝看中，一路提拔，做
上了大明奴儿干都司建州左卫指挥
使。

一次，猛哥帖木儿和亲家释家
奴、莽哥不花会盟于珲春斐优城。

酒后淡起了部族的发展和宗教
信仰。释家奴，莽哥不无骄傲地在猛
哥帖木儿面前吹嘘，说他们拥有长白
山，那可是个神山，能保胡里改自横
方世基业，为了求得神灵估护，胡里
改部也像中原皇帝那样，每年都到长
白山拜祭、封禅。

释家奴、葬哥不花不经意间吹牛
的话，却对猛哥帖木儿触动很大。他
忧心仲仲地陷入了思考之中。

在那个年代，作为一个部族的万
户长，万事莫大于部族的发展光大。

那么靠什么才能保住自己部族的万
世基业呢？信奉萨满教的女真人认
为，主要还是要靠神灵的保佑。而这
些年来，猛哥帖木儿一直依仗自己的
雄才大略，推动着斡朵里部的发展，
却忽视了精神方面的依托。他怪罪
自己没找一个名山大川去顶礼膜拜，
没有用拜祭的方式请求神灵佑护斡
朵里部。

很多人都知道，在古代，中原帝
王大都要去泰山封禅。这是一种大
规模的祭祀活动，和古代人的宗教信
仰有关。

所谓泰山封禅，就是在泰山上筑
土成坛，在坛顶播柴（烧柴禾）以祭
天，此为“封”。在泰山下面的小山
（梁父山）上选择一块地方（称为折）
瘗埋祭品，叫做“禅”。两种活动合而
称为“封禅”。古时候的宗教主要是
对自然的崇拜，像日、月、星辰、山川、
河流、风雨、雷电等等，都很可能成为
崇拜的对象。人们把日月星辰归结
于天，山川湖海归结于地，所以就形
成了对天地的信仰。封建时期的帝
王，大都有“受命于天”的观念。在自
己的统治获得一定成绩后，去“五岳
之首”的泰山封禅，也意味着对天地
之神报告太平并且致以谢意，感谢天

地之神让自己的国家风调雨顺、百姓
安居乐业的功劳。

这种对天地的崇拜现象，相比中
原汉民族，在北方少数民族种萨中是
有过之而无不及。例如元朝时蒙古
人就信奉藏传佛教，崇用广野无垠的
高原和像喜玛拉雅那样的雪山。女
真人信奉萨满教，尤为崇拜长白山。

从那次会盟以后，猛哥帖木儿一
边继续励精图治，一边在自己的治理
地区寻找名山大川，以便前去拜祭，
以寻求心灵上的慰藉。

他率领亲兵，走遍了他自己设在
珲春这一带的十几处卫所，足迹踏遍
了图们江中下游的山山水水。最后，
目光投向了珲春的森林山。他专门
登上森林山的最高峰，在那里一住就
是好几天，就是要观察这里是否有神
灵之气。时值初秋时节，秋风刚刚骚
动，大山顶上却是白雪茫茫了。而山
腰处却还是万紫千红、秋意盎然。山
上白雪皑皑，山下生机勃勃，山上山
下两重天，强烈的反差，产生出奇美
大观。清晨，猛哥帖木儿站在大山的
顶峰，灰沉沉的晨雾笼罩着整个宇
宙，云雾很少能滑过大山的顶峰，只
能盘亘在山腰间。太阳出来了！先
是从黑暗中射出一道道极强的光，犀

利刺眼。紧接着，磨盘大的但并不刺
眼的一轮红日，向上一耸，从云海中
跳出来了。那喷云吐雾的红日，似乎
就在自己的脚下，似乎弯下腰伸出手
便可触及！刚才还雾绕大山，山峰犹
如茫茫大海上的孤岛，太阳出来后，
却是云消雾散。极目远眺，却能望见
大海，海上的点点帆船似在在咫尺之
间。此时，猛哥帖木儿觉得自己仿佛
挂在了半空中，俯瞰山下，视野开阔，
心怀浩渺。他曾跟随永乐皇帝登过
泰山，对玉皇顶有着真切的感受。如
今登上这座大山，同样产生了一种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心情激动之下，脱口说道：“岱宗夫如
何，窝集青未了！中原有岱山，我有
雪岱山！雪岱山就是幹朵里部的仙
山、‘岱宗’！我要年年来拜祭我的岱
宗！”

从此，森林山的主峰就有了自己
的名字——“雪岱山”。猛哥帖木儿
年年率领部落头领登上森林山顶峰
进行大祭，祈求神灵保佑。这种习俗
一传就是几百年，即便是斡朵里部内
迁辽宁也没有停止过，珲春的库尔喀
人和后来的库尔喀人都继承了猛哥
帖木儿拜祭的风俗，年年上山拜神
灵。大清建国后，珲春的库尔喀人也
还有着拜“岱宗”的习惯。但当库雅
喇人迁入珲春充当贡区打牲丁以后，
人们崇拜神山的目光才渐渐转向了
长白山。

虽然珲春人后来不拜森林山了，
但森林山的最高峰——“雪岱山”这
个名字却一直被珲春人沿用了下来。

（摘编自《珲春传说故事》）

誓死捍卫领土的托伦托哷
神出鬼没的东北抗联
教导旅珲春侦查小分队

雪 岱 山 的 由 来

朝鲜族米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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