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20年代末，大荒沟住着

一位名叫李永春的老人，一家四口

人，以种地为生。辛苦一年，肚子

却还是填不饱。一家人总是想着：

只要肯出力，日子总会好的。可到

秋天向地主交了粮，

家里也就勉强糊口。

直到遇到了共产党，

他们才明白了其中的

原由，也懂得了要肩

负起反抗压迫反抗侵

略的斗争使命。

大荒沟是我党较

早开展工作的地区之

一，党组织从支部扩

大到了区委，一大批

抗日救国的先进分子

加入到革命的队伍。

老李家的四口人也走

上了革命的道路。他

们的家也因此成了地

下组织的活动场所。

1930 年秋，来大荒沟

帮助建立珲春县委的

东满特委两名同志住

在了他家。一家人白

天忙着下地干活，晚

上就围着两名同志，

让他们讲抗日救国的

道理。老李的儿子常

常带着人生地不熟的

同志，到附近的村里

开展工作。有人问起

他便说：“这是远房的

亲戚，过来找活计”。

但是，狡猾的特务却

不放过一丝领赏的机

会，屁颠屁颠地跑去

日 本 主 子 那 里 告 了

密。

一天清晨，收到线报的日本讨

伐队直奔老李家方向而来。刚出

门不远的李家大娘看到气势汹汹

的敌人，便急忙跑回屋，把一名同

志拽到屋外铡牛草的地方，让他赶

紧趴下，用草将他全身盖上，藏进

了草垛里。可草垛只能躲一个人，

另一名同志怎么办？十万火急，容

不得多想，便一头闯进儿媳的房

间，叫醒正在酣睡的儿子，叫他拿

把镰刀装着干活出了

门，然后让另一名同

志 躺 在 儿 媳 妇 的 旁

边。果然，没一会儿

工夫，敌人的讨伐队

就闯了进来，大声叫

嚷着要她交人。

“听说你家来亲

戚了？人呢？”

“没找到活儿就

回去了！”

“回去了？我看

是革命党吧！赶紧交

人！”

“真回去了！”

面 对 凶 恶 的 敌

人，大娘不紧不慢地

回答着特务的提问。

然后，大娘又若

无 其 事 地 把 门 拉 开

说：“你们看，除了儿

子和儿媳没有第三个

人”。讨伐队一看，确

无他人，便顺口骂道：

“这啥时候啦，还在被

窝里不起来”。

敌人把老李家里

里外外搜查了一遍，

即没发现可疑之处，

也 没 发 现 值 钱 的 东

西，只得败兴而归。

就这样李家大娘机智

勇敢地掩护了两名东

满特委的同志。同年

10 月，中共珲春县委

在大荒沟清水洞正式成立，从此珲

春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十几

年的艰苦抗战。

（摘自《红色记忆——珲春革
命老区故事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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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勒苏（1561-1643），满洲镶黄

旗，富察氏，世居珲春。历任珲春防

御、总游击、吉林打牲乌拉衙门总

管。哈勒苏一生效忠扶持清太祖努

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两朝帝王，为

保卫东北边疆、开发东北边疆起到了

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哈勒苏所在的珲春富察氏自

辽金以来，便在珲春居住，是珲春

的名门望族，在明朝中叶努尔哈赤

创建后金国初期，便投附努尔哈

赤。哈勒苏的父亲哈木都是珲春

富察氏的“穆昆达”（家族首领），也

曾担任珲春总游击职务（相当于今

延边军分区司令员）。

努尔哈赤统一东北女真诸部

后，建立起后金王朝，在起兵反明

初期，急需扩充人马。珲春地区河

网密集，盛产黄金，且又临近东海

（今日本海），海产丰富，是东海沿

岸女真人居住较为稠密的地区。

努尔哈赤在与乌拉部争夺珲春控

制权过程中，先后招抚珲春最有实

力的沙济城富察部、裴优城瓦尔喀

部和东海库尔喀部，将珲春纳为后

金国辖境。其中裴优城瓦尔喀部

首领何和礼被努尔哈赤封为正红

旗总管，名列后金国五大臣之一；

东海库尔喀部舒穆禄氏首领杨古

利是努尔哈赤的女婿，被称为“额

附”，他们都是大清国的开国元

勋。哈木都和哈勒苏父子先后被

努尔哈赤封为珲春总游击，主要任

务是稳定珲春环境，保持珲春通往

东海沿岸通道畅通。

努尔哈赤每年都要派出手下

得力大将率兵前往东海广大地域

征募兵员，据《珲春史志》记载，仅

从明万历三十五年至明崇祯十三

年（1607-1640）33 年间，向东海出

兵 33 次，招募、房获壮丁、人口

15800 余人。每次出兵，都由哈勒

苏派人作为向导，如哈勒苏的大哥

图可尼，多次协助大将杨古利、扈

尔汉征东海，后来，为加强对东海

疆域管理，作为驻军留在了“晾渔

湾”（今海参崴）。

哈勒苏属镶黄旗，杨古利属正黄

旗，杨古利每次出征东海途经珲春都

是由哈勒苏的三儿子依成额、四儿子

都克山做向导。后来哈勒苏找到杨

古利说：“让我的两个儿子随了你，不

在镶黄旗，属正黄旗吧。”杨古利求之

不得，因为哈勒苏的两个儿子对珲春

沿海的山川河流、风土人情都很熟

悉，有他二人在身边，等于有了可靠

的耳目。杨古利特别感谢哈勒苏的

盛情，将哈勒苏的两个儿子收留在军

中帐下。后来，由于哈勒苏的两个儿

子作战勇猛，屡立战功，官至三品衔

参领。

杨古利和哈勒苏在长期共事

交往之中相处得非常好，杨古利看

到哈勒苏的小儿子虽哈纳帮助哈

勒苏处理军务和政务非常得力，便

决定将自己的侄女嫁给虽哈纳。

后来，二人在宁古塔成婚后，生下

个儿子，即后来的康熙朝抗俄名将

“首任黑龙江将军萨布素”。

后金天命六年（1621）正月，哈

勒苏收到后金国八贝勒皇太极发

来的令箭，令珲春总游击哈勒苏接

到令箭后，安排好珲春事务，速速

带领富察氏家族兵丁赶到赫图阿

拉。六月，哈勒苏参加了攻占明义

州和沈阳攻坚战。在攻打沈阳城

门时，皇太极的战马被射倒，皇太

极摔倒马下，哈勒苏扑上前去，用

身体护住皇太极，面部被流箭射

中。沈阳被攻占后，努尔哈赤赏哈

勒苏黄马褂一件。

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

哈赤在攻打宁远城时不幸受伤，八

月驾崩。九月，努尔哈赤的第八个

儿子——八贝勒皇太极继承汗位，

改元天聪。

皇太极即位后，继续实行推翻

明朝的战略。为了保证有充足的

战略物资和给养供应，皇太极决定

派哈勒苏到吉林乌拉（今吉林市）

为后金国创立后勤生产基地，着手

建立吉林打牲乌拉衙门，由哈勒苏

任吉林打牲乌拉衙门总管，负责后

金国战略物资和后勤给养供应。

吉林乌拉背靠长白山，拥有广

袤的森林，前接松辽平原，肥沃的

黑土地是东北的粮仓，丰沛的水林

田都被后金国的王公贵族瓜分了，

形成了各自独立的私人田庄。要

想建立后勤供给基地，首先要解决

的就是把私人田庄转为官庄。

哈勒苏到任后，在皇太极强力

支持下，费尽周折，很快就将王公

贵族的田产、山林、河流湖泊收归

打牲乌拉衙门所有，设有专人负责

米户、狩猎、土特产采集、水产捕

捞、弓箭和箭杆及扎枪制造等项事

务。在哈勒苏的勤奋努力下，打牲

乌拉衙门各项事业井然有序开展

起来，各种后勤补给物资源源不断

地向前线供应。建立吉林打牲乌

拉衙门，为以后在吉林建立船厂将

军衙门、吉林将军衙门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后金天聪三年（1629），经过哈

勒苏两年艰苦努力，吉林打牲乌拉

各项事业都已打好基础，步入正

轨。但哈勒苏又接到皇太极旨意，

要哈勒苏带领全家，到宁古塔去，

配合宁古塔昂帮章京（将军）抗击

沙俄侵略，保境安民。封其子虽哈

纳为宁古塔城守尉，哈勒苏虽然年

近七旬，仍以三品衔将军身份参与

宁古塔政务。

后金天聪年间，东北还没有设

盛京将军、黑龙江将军和吉林将

军。宁古塔昂帮章京辖境东至东

海库页岛，西至蒙古草原及尼布

楚、瑷珲、呼玛一带，北至黑龙江以

北外兴安岭，南至珲春辖境。哈勒

苏父子到任后，要做的一是查巡边

界，此时沙俄已越过乌拉尔山向东

扩张，在黑龙江流域已有沙俄侵略

军出现；二是招抚边远地区少数民

族；三是招募训练八旗军队，做好

随时反击沙俄侵略军的准备。

哈勒苏在70多岁时，仍负责操

练军队，特别是在宁古塔开办少年

演武场，注重培训童子军。哈勒苏

的孙子萨布素 10 岁时便能骑马射

箭，在学好汉语基础上，又熟练掌

握了俄语和达斡尔语言，从军后屡

立战功，从马甲、骁骑校步步晋升，

官至宁古塔副都统。

哈勒苏从在珲春戍边，到奉调

去辽东对明作战，又去吉林创建打

牲乌拉衙门，后又去宁古塔抗俄戍

边，直至82岁在宁古塔病逝，走过

了不平凡的一生。

（摘自《珲春历史名人》）

本期人物

边地风情

游在珲春

红
色
档
案

清初首任吉林打牲乌拉衙门总管哈勒苏

民谣，是一种由老百姓口头创

作，口头流传，不用乐器伴奏的口

头说形式，表达着劳动人民的思想

感情、要求和愿望，每一支民谣都

透视着浓郁的民俗风情。俗话说，

树大分丫，儿大分家。儿子大了要

娶媳妇，建房造屋是头等大事。在

珲春乡间，新房上梁要选吉日，邀

请亲戚朋友及四邻乡亲红红火火

地热闹一番。

上大梁时，由司仪独唱《上梁歌

谣》：“姜太公，从此过，今日上梁真不

错。此木生长在太行，请到我家做金

梁。”房主按老规矩在新房内摆上供

桌，供酒肉、五谷杂粮及汉香，还有九

十九个乒乓球大的小馒头，新房的西

屋里挂一架摇车，内里也放一个小馒

头，房主于供桌前上香、叩拜，这之

后，村里的妇女们便开始抢这些馒

头。司仪接着唱道：“大梁好比一条

龙，弯弯曲曲向上行。行到当中等一

等，单等亲朋好友来挂红。”

挂红，即往房梁上挂吉祥物。

一根两米长的方木楞象征为梁，上

贴“太公在此”横幅，贴一块一尺见

方的红纸，画八卦，钉上一个小馒

头；再挂一个装有五谷杂粮的小红

布口袋，一串红布拴的铜大钱，及

一小块铧铁，据说这是为了避邪镇

灾。接着由司仪吆喝一声：“上梁

啰。”此时，将大梁用绳子腾空吊

起，众人一阵欢呼，上梁仪式结束，

接下来的事情便是喝喜酒了。

（摘自《珲春满族》）

1920年10月，珲春大地腥风血

雨，烟筒砬子上空，凝聚着愁云惨

雾。出兵西伯利亚进行反苏战争

的日军第 14 师团 28 联队，经波谢

特港湾窜入珲春。他们同越过图

们江入侵珲春的日军19师28联队

相配合，在珲春境内开始了疯狂的

“大讨伐”。对朝鲜族、汉族和满族

人民，进行了惨绝人寰的野蛮屠

杀。然而，在生与死的危难关头，

在血与火的严峻考验面前，延边各

族优秀儿女，同仇敌忾，生死与共，

互相掩护，顽强斗争，谱写了一曲

英勇悲壮的民族团结之歌。其中，

珲春县哈达门乡中心村汉族农民

老周，朝鲜族青年小朴和汉族人一

起，救护著名的朝鲜族反日志士黄

炳吉先生的家属——珲春“爱国妇

女会”副会长金淑卿女士的故事，

就是最光彩照人的一页。

这一年十月初，一支日军“讨

伐队”恶狼般地扑向烟筒砬子。这

里是著名的反日志士黄炳吉先生

开展反日斗争的重要据点，又是珲

春地区 20 年代反日斗争的发源地

之一，日本鬼子早就把这里看成是

眼中钉、肉中刺。

一群敌人先闯入了黄炳吉先生

的家，翻箱倒柜，扒天棚，挑炕板……

他们到底搜什么呢？原来，他们接

受特别命令，寻找黄炳吉生前用过

的 3 号手枪和他留下的文件、遗

物。可是，敌人打错了算盘。黄先

生的这些遗物，早就由他的夫人金

淑卿转移了。3 号手枪和“断指同

盟”血书，已经埋在中苏国境线“泉

洞”的岩石下面，文件已用油纸包

好封严，藏在泔水桶下面。

敌人什么也没有翻到，便气急

败坏地掐住金淑卿的脖子，威胁

道：“不交出3号手枪和文件就毙了

你。”对于她来说，自从丈夫牺牲

后，仇恨使她抗日的热情更高了。

她竭尽全力开展“爱国妇女会”工

作，连命都豁上了，哪能把敌人的

威胁放在眼里。虽然敌人对她拳

打脚踢，枪托乱砸，打得她遍体鳞

伤，鲜血淋漓，但是只有两句话：

“不知道”和“没有”。

敌人从她嘴里掏不出任何东

西，便丧心病狂地把她押到黄炳吉

先生的坟场，当着她的面掘坟开

棺。然而，敌人又失败了。在这里

他们仍然什么也没得到。百般无

奈，敌人把金淑卿押回哈达门。

当她被押到哈达门中心村时，

眼前是阴森森的刑场。日本鬼子

把从烟筒砬子、哈达门抓来的36名

朝汉族群众捆绑起来，排成行，背

后架起了机枪。金淑卿被押来时，

排到第 37 个人的位置上。村里人

都被驱赶来，强迫目睹这一惨状。

敌人企图以此来威胁群众，以动摇

朝汉族群众的抗日斗志。

在被驱赶出来的村民中，有一位

姓朴的朝鲜族青年和一位姓周的汉

族农民。他们看到满脸血污的朝鲜

族妇女被押进刑场时，二人吓呆了！

这不是“黄嫂”吗？原来，小朴和老周

二人很敬重黄炳吉夫妇。民国初年

小朴和老周都在县里当税收官，多次

到烟筒砬子去收新开荒地的地税。

二人心地善良，又公道。他们看到烟

筒砬子一带的朝鲜族农民，个个家境

贫寒，刨点荒地也是勉强糊口，十分

同情。每当金淑卿代表左邻右舍找

二人求情时，都尽力给予减免。他们

几次去黄先生家，黄嫂都热情地接

待。

其实，金淑卿能同汉族各界人

士和睦相处，同黄炳吉先生的活动

分不开。黄炳吉 16 岁离家从事反

日活动以来，一直广泛地接触包括

民国官员在内的汉族各界人士，并

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从事的反日

活动，也常常受到这些人的保护。

后来，随着日本侵略势力的不断扩

张，二人便弃官归田，回到了哈达

门乡中心村。

当二人看到黄嫂被押进刑场，

恨不能一下子冲上去把她救出

来。他们知道，黄先生生前最痛恨

日本鬼子，他首次组织珲春人民进

行反日示威，组织“独立军”开展反

日武装斗争。今天日本鬼子要杀

黄嫂，难道就没有人能救救她吗？

机关枪一扫，这么多人不就全完了

吗？此时二人感到全身的血往脑

袋上涌。

就在这时，一个督察刑场的日本

军官，对手下说了些什么。接着，那

个日本军官把金淑卿往旁边拉了拉，

拽到一边。随着一阵机枪扫射，36名

朝汉族群众，顷刻倒在血泊之中，金

淑卿也应声倒了下去。

等到黄昏时分，日本讨伐队撤

离了哈达门，滚回了县城。直等在

刑场周围观察动静的小朴和老周，

立即赶到金淑卿那里。她昏迷不

醒，生命垂危。二人赶忙抬起她，

疾步向家里走去。当二人一迈进

老周家门，就把金淑卿放到热炕

头，老周招呼老伴说：“这就是我常

说起的黄嫂，今儿个差点送了命。

快，好好收拾一下”。老周的老伴

端来了温水，把金淑卿脸上、手上

和浑身上下的血迹，小心地擦试干

净，又给她熬了些稀粥，一勺一勺

地喂她吃。金淑卿醒来一看，只见

油灯下一位不相识的妇女守护着

自己，感到似梦非梦，又不知道这

是在哪儿。这时，小朴和老周走了

过来亲切地说：“黄嫂，看看我们是

谁，能认识吧？”金淑卿点了下头。

小朴和老周二人把 36 名群众遇害

的事告诉了她。金淑卿浑身是伤，

动弹不了。她时常发高烧，有时烧

得直说胡话，周婶就用凉毛巾给她

擦脸、擦手，通宵陪在她身边。为

了金淑卿早日康复，小朴和老周夫

妻今天抓药，明天又烧鸡汤，精心

伺候。到第17天，金淑卿能够走路

了。小朴和老周用马车把她送到

烟筒砬子西沟。金淑卿的家被日

本讨伐队烧落架了，当地群众又重

新帮她搭起了一座草棚。“正海！

正海！”金淑卿向着草棚，呼喊自己

五岁的儿子。黄正海听出了妈妈

的声音，第一个跑出来扑向妈妈的

怀里。女儿贞善、贞信和贞一也跟

着跑了出来，抱着妈妈痛哭失声。

老公公黄玉燮光着脚走出草棚看

到她还活着，也泪如雨下。“公公，

这就是当年的税官小朴和老周啊，

是他们救了我的命！”待金淑卿把

这些天来的事一一述说，公公感动

得双膝跪地，连行跪拜大礼，一家

人谢声不止。

事后，金淑卿以此教育自己的

子女道：“恩人不可忘，民族团结和

睦不可忘！”“九一八”事变前后，她

的四个孩子都参加了革命，同兄弟

民族一道，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滚滚

洪流之中。（摘自《珲春满族》）

清同治元年（1862），清廷同俄国

签订《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其中第一

款规定：“两国边界贸易，在百里内均

不纳税。其稽查章程，任便两国各

按本国边界限制办理。”当时，沙俄在

沿海地区，尚末站稳脚跟，食用物品

皆无。占据摩阔崴和符拉迪沃斯托

克的沙俄官兵，便提出进入珲春城

里购买日用物品的要求，珲春协领

不敢擅自作主，请示后，吉林将军批

复：“准其进入珲春城内购买日用零

星物件；贩运米粮牲畜，

成千累万，希图获利，则

按陆路通商章程办理。”

同年7月21日，俄国人进

珲春购买物品，珲春商

民亦将杂货运到俄境贩

卖。俄国人喜欢食牛

肉，肯出高价买黄牛，珲

春商人便将黄牛赶到俄

境出售，一时间卖牛风

蔓延到吉林一带。光绪

三年（1887）4月，额穆和

索罗佐领报称：“近日由

西赶来的牛络绎不绝，

或三十五十数目不等，

甚至有百十余头一群

者，日胜一日，东行滔滔

不断。盘其诘往，均称

赶赴符拉迪沃斯托克卖

给俄夷宰食等语。”光绪

七年（1881）珲春副都统

依克唐阿查禁贩宰耕

牛，才煞住了贩牛风。

光绪二十三年（1877）12

月，在中俄边境地区珲春境内，敬信

乡大肚川、黑顶子开办集市，进行民

间交易，每旬二七为集市。主要进

行牛、马、谷物等交易。

十九世纪80年代，珲春同俄国

的边境贸易往来频繁，大批华人在

符拉迪沃斯托克经商，符拉迪沃斯

托克200余家店铺中有80%是中国

人开设的。李金镛在《奉札议复交

涉禀》中所记载：“海参崴（今符拉

迪沃斯托克）自通舟以来，华民日

盛，务农、务工，务商计七八千人。”

中国政府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驻有

商务委员。二十世纪初，珲春进出

口的货物额每年保持在三百万吊，

进口的商品中，大量的是俄国产

品，也有部分英、美、意大利、日本

以及中国上海的产品，连珲春人食

用的食盐，也由符拉迪沃斯托克转

口进来。大批货物在符拉迪沃斯

托克装船，驶进距珲春百余里的天

然罕奇港卸货，用牛马车走俄国境

内的大路，经长岭子山口运到珲春

城内货栈卸车。然后，

再将出口产品装车运

至俄境内的罕奇港，由

帆船转运至符拉迪沃

斯托克。当时，俄国境

内由长岭子南麓至罕

奇港的大路和桥梁，均

由珲春商务会出面，在

城里各商号集资后雇

工修筑。据《珲春衙门

档案》记载，宣统元年，

由符拉迪沃斯托克运

至珲春码头的大宗货

物有花其布、黑瞎布、

套布、毡、碓头、毛巾、

肥皂、火柴、碱、蜡烛、

精米、糖、灯等物品，销

往延吉、敦化等地。由

珲春运往俄境岩杵河、

符拉迪沃斯托克一带

的货物有豆饼、豆油、

菱大麦、小米、山鸡、家

鸡、山鹿、山狗等。当

时还在中俄边境地区

设集市，进行民间贸易。1923年7

月，开设杨泡、烟筒砬子两个市场，

逢四九开市，主要进行牛马交易，

同年10月开设马滴达市场，逢二七

开市，以牛、马、谷物等进行交易。

春化乡潘家窖市场也同时开办，逢

一六开市，上市品种比烟筒砬子、

马滴达市场多出数倍。

1923年末，俄方关闭符拉迪沃

斯托克自由港，并封锁中俄边境俄

方一侧，中俄之间的边境贸易往来

中断。 （摘自《珲春满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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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橱窗

⇑往日流水潺潺的珲春吊水壶，随着冬季气温降低，形成了独特绝美的冰雪景观。

高飞 摄

⇑烤冷面是延边地区特色小吃之一，添加鸡蛋、香肠等，经过铁

板的烘烤，涂上朝鲜族特色酱料，香软可口，非常受大众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