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世纪第一缕曙光照耀在珲

春森林山主峰老爷岭上，这里有原

始森林，有东北虎、黑熊和野猪，这

里有着满族祖先生活奋斗的足迹，

更有一个个神奇的故事。

满族人的祖先库雅喇人早在

四五千年前就生活在这大山里，主

要以打猎和捕鱼为生，吃山菜野

果，用简单的通古斯语言进行交

流。各部落相对独立，没有大面积

的融合，各自占有一片生活空间的

领地。经过漫长的岁月，由于各部

落人口的增加，狩猎的领地显得越

来越小，为了生存，各部落之间开

始了争夺地盘的战争，同时各部落

为了防卫，利用数代修筑城池，在

我们这片山林和土地上，城池一个

接着一个，络绎不绝。工程浩大，

难以想象，通过古城池，我们能够

看到满族先人是多么的勤劳勇敢

和富有智慧。

相传在老爷岭主峰南侧有片

开阔地，生活着一个较大的部落

群，由于地理位置特殊，一般的人

都会迷路的，进得去出不来，以前

人们都把这里叫迷魂阵。从老爷

岭源泉共有四条河流出，珲春河就

是其中的一条，神之源泉，流出清

澈的山泉水，抚育着这里的土地和

人们。

部落酋长骁勇善战，带领着族

人，经过多少代人的浴血征战，统

一了老爷岭周围的大部分部落群，

东面到东海，南面过图们江到汉

水，北面到库页岛一带，西面到松

花江，后期统领了东海沿岸的大部

分领地，地盘越来越大。酋长带领

族人进行征战或围猎时，不走神

道，经过三道沟部落，部落居住的

人很多，在这里集结队伍，杀猪宰

羊，饮酒作歌，进行盟誓，然后向南

出发。

老酋长英勇善战，骑马征战南

北，弓弩称雄杀场，他和他的后代

用石簇、铜枪铁载与虎豹豺狼拼

搏。用滚木礌石保卫着自己建起

来的一个个山寨。

听老人讲，库雅喇部族的酋

长，骁勇善战，他带领着族人，统一

了海东各部，过上了没有战争的平

安生活，这是几千年前的事，后来

这位酋长战死，他的尸体就埋在了

迷惑阵，其他的人都搬下了山，后

人给酋长立了两个石碑，一块石碑

上刻有酋长站在马车上，英姿飒

爽，拉弓射箭，石碑背面刻着我们

都看不懂的蝌蚪符号，像是远古的

文字，应该是记载酋长生平的纪功

碑。另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三个古

老式的房屋，经过了几千年的风风

雨雨，酋长墓找不到了，他已化作

了老爷岭主峰的石山峰，后来人们

称酋长为老爷，这个岭人们就叫老

爷岭。这里有一个沟，现在的名字

就叫石碑沟。

老 爷 岭 是 库 雅 喇 族 人 的 神

山，就像长白山天池一样神圣，人

们每年冬季都要到神山来朝拜山

神，祝福一年顺利、吉祥。其他部

落的人们，要想朝拜，都要走一条

特定的神路，就是从柳树河子沟

口进去经过下部落、中部落和上

部落三个部落，再翻过三道山岗，

才能到达神峰，进行朝拜。神门

在中部落，两侧是大山，中间有条

河，东面的叫青龙山，西面的叫白

虎山，这两座山都是门神，他们世

代守护着老爷岭。神峰的东北面

有座玄武峰，古人曰取石可炼金，

用来烧铸武器和餐具，后来人们

把它叫做青铜，在这里人们给石

器画上了句号。

青龙山和白虎山上各有一个

条状分布的铁矿，古人用矿石炼

铁，用来制造铁锅、三脚架、犁铧、

武器等，后来人们传说，青龙山上

的青龙和白虎山上的白虎的脊椎

都是用钢铁铸成的，他们虎踞龙

盘，为古肃慎的神山守门站岗，

让这一带的百姓平安吉祥，后来

才孕育了北方兴盛一时的唐代渤

海国。热闹街古代就有人沙金，

这里就是古代神道的南大门，小

河流水，柳岸春晴，红柳枝条上有

一种鸟，比麻雀稍大一点，长着红

艳艳的羽毛，群飞群落，像朝霞一

样特别的美丽，人们把它叫朱雀

鸟，朱雀鸟一叫，人们就知道珲春

河的鱼群上来了，都纷纷去大河

里打鱼，人们又把朱雀鸟叫吉祥

鸟。

酋长带着族人在这片土地上

和山林中生活着，一代接着一代，

很久很久，后来酋长族人中的后

代，到各个部落去当首领，其中有

一支跃过图们江到了金色的海边，

在那里定居了下来，又过了很多

代，后人强大起来，成了一方的霸

主，带兵北伐，过图们江转战敖东

不咸山一带，在镜泊湖附近定居下

来，建立了声名显赫的大氏渤海帝

国，统治周边二百多年，其范围从

长城到库页岛，几乎称霸整个东北

亚，给这片黑土地留下了光辉灿烂

的一页历史，其中渤海国第八代王

僖王大言义就是用朱雀作为他的

年号，象征着祖先神山的南方，有

勇往直前，称霸神州之意。

相传当时族人里有个勇士力

大无比，它是部落里的战神，跟随

酋长转战南北。它可以一人拦截

狂奔的四驾马的车，可以力斗两只

猛虎，赤手捉黑熊，用小腰刀活熊

取胆，献给酋长，酋长座椅上的虎

皮就是这位勇士打的老虎，是酋长

非常信赖的一个人。酋长死后，他

亲自赶马车拉石头给主人修墓，马

车装得特别多，在快到迷魂阵的一

个地方，车被一个土坑陷住了，他

用肩膀去扛车，用力过猛，把山石

蹬落下山，车翻过来，把他埋在石

头中，勇士为了主人而死去了，在

他死去的地方，后来长出了一棵参

天大树，直到现在还根深叶茂，这

就是老爷岭北面最大的一棵古松，

在神峰的北面，四五个人合抱的千

年老红松，这棵古松是库雅喇部落

酋长的守护神。

（摘编自《珲春传说故事》）

“温特赫”为女真语，汉译为

“神板”，就是“庙”的意思。温特赫

城共有三座庙，即古庙、东华宫和

西华宫。在历史上称之为佛香之

地，萨满教圣地，是女真人重大仪

式朝拜祭祀的地方。

在温特赫古城城外东南60余

米处有一个古庙遗址，东西长 10

米，南北宽40米的高台，属于南北

朝时期（公元 386-589 年）的寺庙

遗址，出土了一批具有南北朝时期

特点的大小石佛龛，既有双人并坐

的石龛，又有单人坐石龛。遗址上

散布着大量的渤海瓦块，亦有少量

的辽金瓦等。在遗址上还发现了

较大的础石，其形状如同八连城附

近的酒海寺庙址础石，因此认为该

遗址是唐代渤海时期重

新修建的庙宇，而辽金

时期沿用。《金史》上有

“统门水温迪痕部”。“温

迪痕”“温迪罕”“温特

赫”均出自一语，均为

“庙”的意思。温特赫城

内居住的女真部族又以

外的庙宇而命名。现有

村民从遗址上捡回的古

庙莲花纹石座，四面莲

花，刻工精美，足见当时

庙宇的宏伟及建造工艺

的精湛。可见早在南北

朝时期，居住在这里的

土著民族就与中原有着

密切的往来，佛教也随

之传入珲春。因此这里

又出现了土著民族仿汉

族人式样的寺庙。该城

对研究珲春地方史及佛

教史都具有极其重要的

价值。温特赫最早起源

于这座古庙，城名沿用庙名，部名

沿用城名。

温特赫城内东部，有一个大泡

子，叫龙原池，在龙原地的南岸，有

一座东华宫。清嘉庆十三年（1808

年），据《珲春县志》“寺庙”条记：

“东华宫，原为关帝庙，同治年建于

斐优城西。光绪初年，定名曰东华

宫。经原建庙首事人常寿（长白赫

舍里氏后裔，姓何）募集经费重新

修建。共占地两万两千五百平方

米。正门前左右各有石柱子一个，

左前方有固定旗杆的石柱，四周有

约两米高的围墙。一时间进香的

人络绎不绝，成为当年珲春的名胜

之一。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东北

解放后，土地改革时，将东华宫内

神像拆除，寺庙便作为村办公室使

用，其他房舍当时为土改工作队、

卫生所和供销社使用。后来房屋

倒塌，1960年拆毁。除门前存有一

块旗杆石外，其他均已无存。20世

纪60年代，有道士师徒二人，师傅

郑氏迁到江北村，徒弟孙德财仍住

在温特赫城。团书记何福臣曾在

东华宫遗址中拾到赤榆玉玺一枚，

圆形，直径约十二至十四厘米，中

间呈大钱形，边缘一圈字，满汉两

种文字。后来上交到县文管所。

在温特赫城西部，有一座西华

宫遗址，遗址前有四块旗杆石，前

方是一排丁香树，后方是一排枫

树。据当地老人口传，此地在渤海

国大钦茂时期，建有非常繁华的庙

宇，因为与东华宫相对应，叫西华

宫，是王宫家祭祭祀的主要场所，

占地方圆六十丈，正殿三大间，红

漆大柱，金碧辉煌，面向东南，配殿

东西各六间，由一位百岁大公主做

察玛（萨满），在这里住

持并传承萨满教，与神

互通，请求天神保估渤

海平安。西华宫是萨满

教圣地。

当地老人传说，青

龙 和 白 虎 二 神 下 凡 到

此，以此地作为行宫，称

为凡盘庙，盘是盖庙的

意思。青龙和白虎二神

到此地，化作两颗老松，

在庙门前站岗，保佑一

方 神 土 。 宫 内 有 跑 炭

火、踩铡刀、铁锁链、腰

铃、皮鼓等萨满演练术

表演。渤海国各地的家

萨 满 ，都 要 在 这 里 修

练。城中的婚丧嫁娶、

出征打仗等重要仪式都

在这里举行。这两棵大

松树树干长到两个人合

抱手指不能相接，每天

早晨太阳出来时，古松

的影子直接挡住了照射江对岸庆

源府的阳光，庆源府居民多次到范

盘庙反映，说挡住了庆源府的风

水，但是，范住持就是不予理睬。

有一年的腊月二十三，城内居民都

在忙着杀猪，生豆芽子、蒸粘豆包、

做焖子、冻子，过小年，送灶王爷，

趁此机会，在午夜时分，从江西面

庆源府来了七个蒙面人，偷偷地砍

倒了前门西侧的白虎松，当听到外

面有声响，范主持便出来喊人，七

个蒙面人慌忙跑掉，没有来得及砍

门东侧的青龙松。第二天清早，范

住持出门一看，并不见树木和树

根，只见西侧古松的位置上是一堆

白骨。清朝末年重新修建时，复建

面积较小，又称小庙。因庙是天神

所赐，龙虎二神站岗守门，又称此

庙为龙虎庙，意为盘龙卧虎之地。

1974 年 8 月 11 日，天上打雷，将东

侧仅存的这棵参天古松从中间劈

折，从此以后，寺庙遗迹无存。

（摘编自《珲春地名故事》）

雪岱山, 21 世纪中国第一缕

曙光迎接地，位于珲春市东北部，

沿红旗河过哈达门乡进三道沟约

40 公里。“五月雪花飘，六月穿棉

袄，七月雾茫茫，九月雪又到”是神

奇而又雄伟的雪岱山的真实写

照。不知名的溪水沿山流下，跃入

三道沟河中，在雪岱山脚下蜿蜒流

淌，中游因河水被大块岩石阻隔，

水流湍急，浪花激越，形成天然瀑

布，一个转弯又汇入如镜的湖面，

在山高林密，峡谷幽深中融化着莽

撞。

雪岱山西10华里的马营沟口

一片荒地的一角，有个孤独的早已

发黑的花岗岩碾盘，如老态龙钟的

老者，用山沟里静寂而无言的守

望，默默地回忆着80多年前，这里

发生过的一切。

翻看珲春党史资料，你才会知

道，东北抗战时期，这里叫做“三道

沟抗日游击队室”。1932 年，珲春

县的抗日斗争日益深入，县委领导

的“秋收”、“春荒”斗争，沉重地打

击了敌人，锻炼了人民群众，掀起

了抗日斗争的高潮。随后，根据斗

争的需要，大荒沟、烟筒砬子抗日

游击根据地相继建立。为了扩大

根据地，中共珲春县委派李云集等

党员干部到三道沟一带发动群众，

组织反日会等群众团体。同时，派

抗日游击队的一个中队，长期驻在

此地，开辟新的游击区。这里原来

有一间约 100 平方米的朝鲜族草

房。长满青苔的石碾就是游击队

员们自己动手碾米用过的。

由于游击队室特殊的地理位

置，很快就成为了大荒沟抗日游击

根据地和烟筒砬子抗日游击根据

地之间的一处联络点，由特委派来

的领导、想要加入游击队的抗日群

众、游击队之间的信息传递等都是

在这里中转。

1933年6月，中共珲春县委书

记徐光率领根据地的部分群众，到

三道沟马营屯，慰问驻在附近的一

支叫“四季好”的山林队，当天晚上

住在了游击队室。第二天凌晨，熟

睡中的徐光和游击队员们，被哨兵

报信的枪声惊醒，原来是日伪军的

“讨伐队”乘夜偷袭，由于敌人人数

众多，硬碰硬肯定是不行的。为了

不让敌人发现游击队室，保护随队

伍来慰问的老百姓，危急时刻徐光

果断决定，自己带一组队员，掩护

同志们向山林方向突围。他指挥

队员集中火力引诱敌人，将敌人引

向三道沟河的方向。经过一场激

烈的战斗，大部分同志突围出去。

徐光指挥一部分人边打边撤，准备

突围，但因敌众我寡，浴血奋战的

队员们一个一个的倒在了战场上，

身负重伤的徐光用尽全身力气打

完最后一颗子弹，壮烈牺牲，时年

34岁。

1934年，日伪统治者为了切断

抗日武装力量同广大人民群众之

间的联系，进而达到消灭抗日武装

的罪恶目的，将马营屯、游击队室

及附近农村散居的农户，统统驱逐

到“集团部落”。“三光”政策下，游

击队室被拆除。

（摘编自《红色记忆——珲春
革命老区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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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故事

黄炳吉是二十世纪初，活跃在

吉林延边和俄罗斯远东地区朝鲜

族抗日运动的先驱者和领导者之

一。

在珲春人民的革命斗争史上，

他毕生为驱逐万恶的日本侵略者，

争取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而

忘我奋斗，献出了一切。不仅黄炳

吉本人，还有他的儿子黄正海、二

女儿黄贞信、三女儿黄贞一、大女

婿金奎风、三女婿金元益、外孙金

日权，一家三代七口人，坚贞不

屈，英勇战斗，先后有 6 人为国捐

躯，把自己的鲜血洒在抗日和人民

解放的事业上。如此坚强的革命

志士及其一家人，在珲春乃至在延

边州、吉林省也是极其罕见的。

黄炳吉于 1885 年 4 月 15 日出

生在朝鲜咸镜北道庆源郡(与珲春

隔图们江相望)的一户贫困农民家

庭。他是一个雇农的儿子，从小在

苦水里泡大，懂事早，志气大，自己

知道家境贫寒，未敢想到私塾念

书。但是，他一有空就到私塾门口

去，细心旁听先生讲课，或者虚心

向小伙伴学习，就这样苦心用功，

终于学会了朝鲜语文和“千字文”，

这在当时看来是相当了不起的事。

黄炳吉的青少年时期，帝国主

义侵略日益猖狂，朝鲜民族阶级矛

盾日趋严重。1904年，日本帝国主

义把大量兵力集中在朝鲜，强迫当

时无能的李朝封建统治者签订了

《亿巳条约》，加强了对朝鲜的所谓

“统监政治”。日本侵略者侵犯主

权的行为和疯狂的掠夺行为，激起

了朝鲜人民的愤慨，觉醒的朝鲜人

民展开了各种形式的艰苦斗争。

1905年，黄炳吉一家为谋生移

居到俄国沿海州岩杵河。当时很

多在朝鲜参加抗日斗争的反日志

士，也来到此地继续进行斗争。黄

炳吉加入了李范尹组织的私炮队，

与崔在衡、安重根、严仁變等人一

起带着义兵部队，在会宁、富宁、钟

诚、稳城等地袭击了日本侵略者。

在1908年7月10日的新亚山战斗、

7 月 13 日的古乾元袭击战、8 月 11

日的西水罗战斗中英勇击败了敌

军。1908 年8月，私炮队在会宁地

区的一次战斗中失败，黄炳吉和安

重根回到岩杵河准备新的战斗。

1909年春天，黄炳吉、安重根等

12名反日志士结成了断指同盟。之

后黄炳吉在沿海州从事抗日救国运

动，1911 年移居到珲春烟筒砬子西

沟。1919年3月20日，黄炳吉等人

领导珲春2000余名群众举行了反日

示威游行斗争。3月31日，成立了反

日团体——珲春大韩国民议会，李

明淳任会长、黄炳吉任交际科长，但

明确规定有重大事项时团体的指挥

者是黄炳吉。他承担了筹措军饷、

购买武器等重要工作。8月，珲春国

民议会属下的大部分团体都与黄炳

吉直接领导的激进团合作共事。

1919年末，珲春国民议会属下的各

团体购入的武器有:枪103支、弹药5

万发，在当年8月到9月之间，仅在

珲春县内筹集的军资就达到了10万

多卢布。

国民议会里设有军政事务院

组织，黄炳吉是这个组织的负责

人，积极开展了军资筹集、粮食储

藏、修理兵器与建设根据地等工

作。1919 年 11 月，他回到烟筒砬

子后，白天为了躲避日本领事分

馆奸细的监视，躲在南山山林中，

晚上才能回到家里。黄炳吉得知

驻珲春日本领事分馆要抓自己

后，利用日本侵略者和中国官员

的矛盾，密切了与中国官员的联

系，并努力使反日活动合法化。

1919 年末到 1920 年初，黄炳吉还

担任珲春保安团团长职务，公开

进行反日活动。

黄炳吉在组织和领导群众开

展反日斗争中，认识到要打倒日本

侵略者必须拿起枪杆子，进行武装

斗争。1920年4月末，黄炳吉与李

明学等人聚到塔子沟，以自己管辖

的激进团为基础，合并议事团和炮

手团，设立了军务部（或称警卫

部），他被大家推选为部长。

黄炳吉亲自到东满各地和苏

俄沿海州一带，一面宣传开展反日

武装斗争，一面进行募捐活动，筹

集资金后从苏俄购进了 300 支枪。

黄炳吉亲手组织的这支反日武装

队伍，在烟简砬子建立根据地。他

们从附近山上采伐原木，搭建7栋

营房，每天清晨，钟声一响，400 余

名勇士跑到操场，整队练武，杀声

震天。

经过几个月的训练，他们以珲

春、苏俄沿海州为活动地点，在图

们江下游地带，狠狠地打击了日本

侵略者。

黄炳吉战斗在反日斗争的第

一线，历尽艰险、受尽苦难，家里有

年迈的父亲和4个子女，家庭的负

担都落在妻子金淑卿一个人身上，

仅靠 0.13 公顷荒废的耕地维持生

活，日子极其贫困，但黄炳吉根本

没有时间考虑这些，他翻越中、俄、

朝边境，在反日斗争中投入了全部

心血。

不管敌人的威胁和监视多么

森严，他仍然在南别里、土门子、大

荒沟、杜荒子等地的山林中盖起草

房，在那里指挥着全县的反日斗

争。

1920 年春，黄炳吉率领小分

队，从苏俄沿海州的秋风村出发，

向珲春地区进军。当这支小分队

抵达珲春春化东北的分水岭时，由

于叛徒告密，日本侵略军早在这里

设下埋伏，致使小分队陷入重重包

围之中，大部分队员在突围中牺

牲。黄炳吉冲出重围，穿过深山密

林，到达马滴达村北沟一户姓朴的

农民家中。由于天气阴雨连绵，数

日挨饿受冻，使他精疲力尽，得了

风寒，生命危在旦夕。黄炳吉写纸

条让军犬捎回烟筒砬子家里，当妻

子金淑卿背着儿子黄正海到达黄

炳吉身边时，已是生命垂危。临终

前，他把妻子叫到身边嘱咐:“淑

卿，我不行了……好好抚养孩

子。正海长到15岁，你把这支枪交

给他，让他完成我没干完的事业，

赶走日本侵略者。”他留下遗嘱之

后，便停止了呼吸，这一天是 1920

年6月1日。

金淑卿牢记丈夫黄炳吉的嘱

托，挑起家庭重担，精心抚养孩

子。她还担任着珲春“韩民会”所

属的爱国妇女会会长，积极宣传和

动员全县妇女参加抗日斗争，1925

年9月14日，她因病不幸去世。黄

炳吉夫妇抚养长大的四个子女，继

承父母的遗志，积极投身革命，在

反日斗争和人民解放事业中做出

了重大贡献。

（摘编自《珲春历史名人》）

朝鲜族的传统婚礼主要包括

议婚、大礼、后礼三大阶段。其是

受到儒家思想观念的影响下逐渐

形成的，是朝鲜族的传统民俗。

朝鲜族十分重视人生仪礼中的

冠、婚、丧、葬四大仪礼。青年男女

只有举行过冠笄之礼后，才可以选

择配偶。朝鲜族的先人们曾长期实

行“男归女家婚”，即新郎在新娘家

举行婚礼，并在新娘家居住若干年，

而后带领妻子儿女返回自己家里。

到 了 朝 鲜 王 朝 时 期（1392-

1910），统治者们在儒家思想观念的

影响下，认为这种婚娶习俗是“天地

倒置”、“阳反从阴”的陋习，极力主张

按照儒家观点推行在结婚当天把新

娘接回新郎家的“亲迎”方式。但因

习惯势力的阻挠，难以推行，于是创

造出了把固有的“男归女家”方式与

中国的“亲迎”方式折中的“半亲迎”

方式。按照这种方式，新郎在新娘

家举行婚礼以后，只住两天，第三天

带领新娘返回新郎家。半亲迎方式

成为近代朝鲜民族的主要婚娶方

式，现在所说的朝鲜族传统婚娶方

式即指这种方式而言。

中国朝鲜族在20世纪50年代

以前，实行“半亲迎”和“亲迎”两种

方式，其中以“半亲迎”方式为主。

建国以后，统一为“亲迎”方式。

朝鲜族的传统婚礼主要包括

议婚、大礼、后礼三大阶段。议婚

包括核对宫合（对照男女二人的生

辰八字）、书写婚书、涓吉（确定结

婚日期）等内容。大礼包括新郎家

向新娘家赠送礼装函（彩礼箱）、奠

雁礼、交拜礼、合卺礼、新郎接受大

桌等内容。后礼包括新娘前往新

郎家接受大桌，第二天举行妇见舅

姑礼等内容。

朝鲜族人结婚后一般都不离

婚，他们在婚礼中举行献木雁的仪

式，象征夫妻白头到老的愿望。

朝鲜族传统婚礼以儒家的婚

姻观为文化内涵，在婚礼形式上具

有鲜明的象征性。朝鲜族传统婚

礼的这种象征性特点与西方婚礼

的盟誓性特点形成鲜明对照。

朝鲜族的传统婚礼是儒家文

化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朝鲜族人

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与汉族等

其他民族文化相融合而发展成的

一种民俗，一种独特的朝鲜族文

化。

五谷饭 是朝鲜族传统食品，流行于延边等地区。以大米(或

糯米)、小米、高梁米、黍、豆类混在一起焖制而成。据朝鲜李朝洪锡谟

《东国岁时记》载：正月十五日乃“作五谷杂饭食之，亦以相遗……盖袭

社饭相馈之古风也”。有祈求年内五谷丰登，招进五福之意。所用五谷

因地而异，五谷比例亦不完全相同。朝鲜族吃五谷饭由来已久。每逢

正月十五，农民用江米、大黄米、小米、高粱米、小豆做成五谷饭吃。还

拿一些放到牛槽中，看牛先吃哪一种，便表示哪种粮食这一年能获丰

收。这种风俗，至今还在民间流传。

朝鲜族早期反日先驱和领导者黄炳吉 三道沟抗日游击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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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爷 岭 的 故 事

朝 鲜 族 传 统 婚 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