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珲春平原西南部的图们江

与珲春河交汇处，有一个东西走向

的村庄叫图鲁村。在图鲁村的西

南侧有座很像龙头的小山，民间把

这座小山叫做“龙头山”。龙头山

的形成，这一带流传着一个青龙和

黑龙搏斗的故事。

很久以前，珲春平

原绿树成荫，清清的河

水中，滩头鱼、大马哈

鱼、鲤鱼、鲢鱼、黄鱼等

各种鱼类成群结队，布

满河道。树林里松鹤、

白鹤、沙斑锦、喜鹊、野

鸭等各种飞禽走兽都栖

息在这个风光秀丽的地

方。

有一次，东海龙王

的大儿子青龙，来到了

珲春平原。他看到这里

景色如画，百花争艳，鸟

语花香，一时乐不思蜀，

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正在梦中，突然感

觉有一个庞然大物正在

逼近他。青龙发现这是

他从来没有见到过的怪兽。那怪

物头上长了像犀牛般的独犀角，全

身长满了长长的黑毛，原来是庞大

的独角黑龙。只见气急败坏的黑

龙拔出长刀，气汹汹道:“这是老子

的地盘，今天你要是想活命，就老

老实实地滚开吧!不然，老子这把

刀对你不客气了，快滚吧。”青龙气

得浑身发抖，他也拔出长刀上前迎

战。

青龙和黑龙不分上下，各自拼

命舞动长刀。刹那间，天上地下雷

电交加，杀气腾腾。武艺非凡的青

龙在天上挥刀略胜一筹，但满身力

气的黑龙在地上却占优势，二龙各

自挥刀，不见胜负。两

条巨龙拼死交战，真是

闹得天昏地暗，狂风大

作，导致河流改道、森林

焚毁。

人 们 为 了 消 除 灾

难，在江边摆起了祭坛

给龙王烧香、祭祀，祈求

二龙休战。

青龙和黑龙交战了

九天九夜，最后武艺高

强的青龙用长刀刺中了

黑龙的胸口。黑龙惨叫

一声，掉入江中死了。

筋疲力尽的青龙也从天

空中掉了下来，深深地

埋入了地下。

为了再看一眼这一

带秀丽的山水风景，埋

在地下的青龙使出全身力气抬起

了头，当青龙的头露出地面的时

候，他已用尽了全身力气，在这里

化成了一座小山。

后来，在这附近生活的人们为

赞扬青龙的勇敢，便把这座山叫做

龙头山。

（摘自《珲春朝鲜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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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档案

本期人物

城市史话

游在珲春

边城记忆

珲 春 大 事 记

美食橱窗

珲春满族人由于长年生活在

山林、水边等区域，因此他们的交

通工具也是多种多样的。

马 一般为驿站使用。驿站不

分昼夜常备十几匹快马，拴在墙外

铁环上。来往信使驰来时，会对驿

卒高喊差送的是哪一级“奏章”，驿

卒听见后，立即解下缰

绳 ，将 马 牵 至 驿 道 等

候。信使换马，扬鞭而

去，谓之“换马不换人”。

木马 满语称“哈尔

奇克”，古称木屐或木

马，即今之雪橇，俗称滑

雪板。形如弹弓，一左

一右，系于两足，行于雪

中冰上，可及奔马。

爬犁 满 语 称“ 法

喇”。爬犁制作简单，用

两根一丈多长的硬杂木

杆，前端用火煨成弓形，

高高翘起。杆上驾一副

车驾子，宽三尺余，长七

尺左右，右檐有底，无软

毂，靠两根杂木杆在冰

雪 地 上 滑 行 。 爬 犁 用

牛、马拉，或用几只狗一

起拖拉，行于雪原或驰

于河道冰上，拉人载货，

轻简便捷。

勒勒车 这是一种

木 制 的 带 两 个 大 轮 的

车，适用于草地上行走，

俗称“草上飞”。铁瓦

车，是勒勒车的一种改

进，其车轮上装一道铁

圈，并在车轮上加上铆

钉。

轿子 在铁瓦车或勒勒车的车

身中部，用芦苇席或木板搭起一个

带盖围棚，多用于喜庆时候，如举

行婚礼或接送德高望重的长者，轿

子上的彩棚装饰得很漂亮。

独木船 满语称“威呼”。刳木

为舟，长二丈余，头尖尾锐，载数

人。遇河水暴涨时，则“联二为一，

以济车马”。

桦皮船 一般船长十余尺，宽

三尺左右，两头尖而向上翘，用松

木做架，外面覆以桦皮。桦皮接

头处用柳条作线或用鹿筋缝合，

然后涂上松树油即可。

船体很轻，转移时，可

用肩扛起。平时搁置岸

上，用时一人就可推入

水中，顺流用桨，逆水

用杆，时速可达十至二

十五公里，常用于狩猎

和捕鱼。

清朝以来，出现了

用大型船只长途水运，

产生了临时性的商业水

运组织，一般是合伙办

的，俗称“船伙”，推举一

名有经验的人当船长，

俗称“船达”。开船第一

天，要举行河祭。船达

在船头、桅杆上钉一块

红布，摆上猪头、鸡、糕、

酒等供品，所有行船人

员向江河跪拜，船达向

江中洒酒三盅，再把供

品倒入河中。从开船、

行船到停泊，不许在船

上打架骂人。横渡第一

船时，凡怀孕妇女或寡

妇不准乘坐，第二船便

可任意乘坐。顺水船要

走上一里外，寡妇和孕

妇方可上船。行船时不

许坐船头，摆渡人不许

饮酒、不许说不吉利的话，如“翻”

“沉”都要用其他吉祥名物代替。

如携带锣鼓或其他乐器等响器，必

须演奏一番，以娱河神。如遇风险

或搁浅，除了祈祷河神外，不许大

哭大闹。

（摘自《珲春满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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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八一五”解放的钟声

响起，一扫14年的黑暗，光明的曙

光普照珲春大地。获得自由和解

放的珲春县各族人民，欢天喜地，

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

“八一五”解放后不久，居住在

珲春的朝鲜族文艺工作者，于1945

年9月15日创办了“珲春人民演剧

社”（原市印刷厂对面）。

“珲春人民演剧社”是由聚居

在珲春城的朝鲜族文艺爱好者自

发组织起来的珲春县朝鲜族专业

性剧团，是珲春“爱文同志社”内设

立的艺术表演团体。“珲春人民演

剧社”的多数成员，是由东北沦陷

期间到日本留学的学生或报社记

者等知识分子组成，有的曾在汉

城、北京、哈尔滨等地大剧团当过

演员，少数是本地人。创办“珲春

人民演剧社”的第一个倡议者是金

元柱。

1946年3月，在珲春人民演剧

社的基础上，经思想整顿和扩充队

伍，组成了由朝鲜族演员为主体的

专业性剧团，改名为“珲春县文艺

工作队”。池炳学同志任名誉队

长，他曾在抗联立过功，当年苏联

红军攻进珲春时担任带路人，并在

驻珲苏军司令部工作。1947年末，

“珲春县文艺工作队”根据当时东

北解放战争的需要和珲春县政府

的决定暂时停办。

从此，演员开始外流，部分演

员自愿报名参军参战。参加支前

担架队的演员，在珲春县担架队

里，组织起小型业余文艺宣传队，

在吉林、长春、四平等地朝鲜族村

庄，演出短小精悍的节目，对鼓舞

人民解放军官兵士气，增强人民群

众对解放战争胜利的信心，起到了

积极的宣传鼓动作用。

（摘自《珲春朝鲜族》）

“军务部”是延边最早创建的反

日武装团体之一。“军务部”以珲春县

烟筒砬子为根据地，把图们江下游地

带作为活动地点，辗转中、朝、俄三国

交界地带，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

者，多次立下赫赫战功。

1919 年 3 月 31 日，“珲春韩民

议会”成立之后，爱国志士黄炳吉，

从会员中挑选出150名热血青年组

成“决死队”。“决死队”在黄炳吉的

领导下，一面开展反日武装斗争，

一面进行军训、募捐军费、购买武

器等活动，为正式成立反日武装队

伍做准备工作。

是年5月18日，黄炳吉带领30

多名“决死队”队员，前往东宁县，

募集军费扩大队伍，还派人到苏联

购买武器。7月12日，在烟筒砬子

黄炳吉家召开了由“珲春大韩国民

议会”负责人和“决死队”骨干参加

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以“决死

队”为基础，正式成立反日武装队

伍——“急进团”，是“军务部”的前

身。会上把“急进团”编为一个大

队，任命崔成三为大队长，姜锡焕

为副大队长，下设四个中队，第一

中队长朴基燮、第二中队长姜锡

勋、第三中队长金仁焕、第四中队

长丁成奎。

“急进团”成立后，积极开展与

日本宪警的武装斗争，极大地打击

了日本宪警的嚣张气焰。在斗争

中“急进团”很快发展到300余人，

成为珲春地区一支重要的反日武

装团体。

当时，在珲春地方除了“急进

团”外，还有姜秉日组织的“义士

团”和崔庆天建立的“炮手团”等反

日武装团体。这两支队伍多次与

黄炳吉指挥的“急进团”配合开展

反日武装活动。在共同的抗日斗

争中，急进团与这两支队伍建立了

密切的关系。1919年八九月间，珲

春县各反日武装团体，共募集的军

费 100755 卢布，是年末，这些队伍

共有103支步枪、50万发子弹。

当时，在日本侵略者的报告书

中说“黄炳吉一派，其人数和兵器

方面有相当大的势力”“黄炳吉是

朝鲜人活动的中心人物，是个大祸

根，理应除掉”。敌人采取逮捕和

暗杀手段，企图把这个“祸根”拔

掉。黄炳吉白天在密林的草棚中

藏起来，晚上下山活动，在十分艰

苦的条件和环境下，从事反日活

动。

1920年4月下旬，黄炳吉提议，

在珲春县塔子沟，召开了由“急进

团”“义士团”和“炮手团”3个反日

武装团体的领导人和珲春大韩国

民议会会长李明淳参加的联席会，

讨论联合成立新的武装团体的事

宜。在会议上，他们认为联合起来

才有力量，一致同意联合成立一支

新的武装团体——“军务部”。选

举黄炳吉为“军务部”部长，姜秉日

为财务部长，崔庆天为机关枪总队

队长，把“义士团”“炮手团”的队员

编入四个中队里，从“急进团”的部

分队员中选出一部分人，编入机关

枪队，还调整了部分小队长。

在会上，制定了14条军纪。如

有泄密、强奸、逃跑、抢夺兵器等行

为者，则处以死刑；对工作怠慢、违

反兵器管理制度及打架和通奸行

为者，则鞭打。随着部队军纪的加

强，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

为提高军务部自身建设，在烟

筒砬子成立“部队培养所”，并加强

军训。早晨钟声一响，队员们马上

出早操，学习射击、武器使用方法

等基本知识。“培养所”还创作《独

立军军歌》，向队员们教唱《军歌》，

使部队文化生活更加活跃，士气高

涨。

“军务部”为躲避日本宪警的

追踪，不在一个地方集中，除烟筒

砬子外，还在南别里、头道沟、二道

沟、三道沟等各村屯分散居住，战

时随时应战。根据独立军士兵生

活贫穷的实际，在农忙季节给士兵

放假，让其回家务农，农活结束后

再返回部队坚持反日斗争。这支

反日武装队伍，平时主要忙于军

训、募集军费、扩大队伍、收集情

报、铲除走狗等活动。同时，凭借

根据地处中俄国界的优势，从俄罗

斯罗巴克兵团或白匪沙俄军里购

买武器，并分送到延边各地，为延

边朝鲜族人民的反日斗争作出了

很大贡献。

“军务部”主要在图们江下游

地区开展游击战。一般由10至15

名士兵组成小分队，开展小型而分

散的活动。这些小分队，渡过图们

江，到朝鲜咸镜北道钟城、稳城、庆

源、古乾原、西水拉等地，袭击日寇

警察署、轰炸敌特机关等，有力地

打击了日寇。有时一个中队或几

个中队联合起来，展开规模较大的

联合行动。

1920 年 1 月初，姜锡勋领导的

第二中队突袭古乾原宪兵队，歼灭

了很多日寇；同年4月，第二、第三

中队联合行动，埋伏在庆源郡东风

里和西风里之间，突袭前往增山里

的日军守备队，杀伤数十名敌人，

取得了较大胜利。

日本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独

立军“从密江下游地带至图们江对

岸的稳城、庆源等地的骚扰是不可

忽视的”“珲春不逞鲜人（日帝对朝

鲜独立军的蔑称，“匪”的意思）在

图们江下游地区越过国界，袭击军

警，破坏机关之事，络绎不绝”。

总之，“军务部”以烟筒砬子为

据点，同日寇展开顽强的斗争，给

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在延边

人民的反日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

的篇章。 （摘自《珲春朝鲜族》）

⇑艾蒿糕是延边朝鲜族的一道美食。

具体做法：将艾蒿嫩叶洗净煮好，并用凉水漂过除水份后

捣碎。蒸糯米面加入艾蒿，使之染成绿色，揉合成团，再把绿豆

用石磨磨后泡在温水里，去皮蒸好放盐压碎后，放入白糖做成

馅，吃的时候也可以蘸糖稀。

艾蒿糕的特点是含有丰富的无机物和维生素，特别含有维

生素A和维生素C，对预防和治疗感冒也有效。

珲春早期反日武装团体——“军务部”

新中国成立前“珲春人民演剧社”演变

艾 蒿 糕

⇑近日，珲春摄影师在库克纳河拍摄到觅食中的白鹭。据统计，目前，珲春候鸟种类达42

种，其中有18种是国家一类、二类保护鸟类，每年3月至5月、9月至12月，都会有数十万只候鸟

在此栖息，是名副其实的候鸟天堂、生态宝地。 高飞 摄

1903年（北绪二十九年）
三月 延吉厅开厅，并撤销局

子街抚垦局（原珲春刷都统管辖），

新置抚民理事部。

八月十五日 珲春油坊打油工

人袁世祯、王祥等人，召集各油坊

工人集会，为增加工资罢工。

是年 珲春地方士绅联名具呈

请设学堂，经副都统允准，用地方

公款为设立学堂经费，并由延吉边

务公署拨给建筑费，就原有满汉官

学房，建西厢房八间，接修东厢房

三间。

是年 吉强军统领胡殿甲，带

中、前、右、后四营驻扎延吉。珲春

地方驻军增至2000人。

是年 吉林省添招吉强军四营

分驻延吉一带。

1904年（光绪三十年）
二月二十一日 驻防延吉厅的

吉强军将擅自越界并在沙金沟、德

化社一带进行滋扰的朝鲜视察使

李范允等人驱逐出境。

五月二日 清廷委派吉强军统

领胡殿甲、延吉厅理事同知陈作彦

与朝鲜第五联队第三大队长陆军

参领金命焕、咸镜北边界警务官兼

交界官崔南隆等于延吉厅光霁峪

议定《边界善后章程》，重申“两国

界址有白山碑记可证”，在两国未

派员勘界前，两国仍以图们江为

界，“各守汛地，均不得纵兵持械潜

越滋衅”。

冬 韩国驻扎沿边各郡管理使

李范允率文武官吏 30 余人卫队

200余人，携带枪械弹药越境进入

珲春，住纯义乡罕道河子地方。副

都统春升、边务承办处宗力讷奇

新，按照外乓入境，解除武装公例，

与李范允接洽解除韩兵武装，交副

都统衙门。俄武官派兵立将枪械

取去。李范允拟向俄官处领枪，经

副都统据理力争方将韩兵武器全

部收回，交珲春副都统府衙门。李

范允率兵去俄境。

是年 珲春设立高等小学所，

学生一个班。

是年 珲春副都统春升病故，

恒春接任。

是年 本年，税课司改为税捐

征收局。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
十一月 中日两国在北京签订

《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3款及

《附约》12款。清政府承认将南满

支线让与日本；将长春、吉林、哈尔

滨、宁古塔、珲春、三姓及奉、黑两

省共16座城市开为商埠。光绪三

十二年珲春开放，划定商埠。

（未完待续）

金元益，1910 年 12 月 17 日出

生于珲春县大荒沟一个爱国志士

家庭里。他原名金鹤春，外号“黑

瞎子”。8岁那年，他进大荒沟学校

（后改为“三一”学校）读书，因聪颖

好学，成绩优异，受到老师的器重

和同学们的尊重。

那时，大荒沟朝鲜族农民，大

部分信奉基督教。金元益受家庭

影响，从小也信了基督教。在大荒

沟求学期间，金元益逐渐接受新思

想，毅然摒弃基督教，开始探求革

命真理。教员崔斗灿给年轻的金

元益指明了革命方向。

1928 年，金元益念完大荒沟

“三一”学校补习班，考进龙井恩真

中学。1929 年加入共青团。1930

年4月20日，珲春县大荒沟的金槿

等人来到龙井，同朴允瑞等人协

商，在龙井郊区一个村里，组织了

“五一”斗争行动委员会。5月1日

那天，金元益在行动委员会的指导

下，带领一些中学生参加示威游

行，到处演讲，散发传单。那年他

从恩真中学毕业后，回到了大荒

沟。同年10月，在大荒沟清水洞建

立中共珲春县委后，他担任共青团

荒区委员会书记。1931年初，加入

中国共产党。不久，根据中共珲春

县委的决定，他离开大荒沟到烟筒

砬子，担任共青团烟筒区委员会书

记。

1931年10月，中共珲春县委按

照东满特委指示，发动秋收斗争。

金元益组织 200 多名烟筒砬子群

众，到三泡洞地主杨某家里，搜出

一支猎枪，挖出埋在地下的粮食，

分给贫苦农民。

1932年春，延边各地又爆发了

规模更大的春荒斗争。在烟筒砬

子，金奎凤发动群众，开展了这一

场斗争，金元益带领共青团员和儿

童团员，站在前列。大家排成5路

纵队，从烟筒砬子出发，来到松林

村，搜出了大地主南炮手（朝鲜语

猎人之意）家粮食 1000 余斤。接

着，又来到沙金沟大地主朴德宪家

里。朴德宪吓得拿出许多粮食和

农具，金元益把粮食全部分给了当

地的贫苦农民。

从 1931 年起，根据县委指示，

金元益同金奎凤、吴一波、郑弼局、

崔光等人一起，进行了开辟烟筒砬

子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活动。在艰

苦的抗日斗争实践中，金元益逐渐

认识到，要对付日寇的武装“讨

伐”，就必须拿起武器。于是，他率

领群众中的骨干分子，密切配合游

击队和赤卫队，屡次袭击警察署和

大地主家宅，夺取了60多支步枪。

1932 年 6 月 5 日，珲春县岭南

游击队刚成立，日寇就向烟区发动

了第一次“讨伐”。游击队和赤卫

队在队长姜一武指挥下，在沟口设

埋伏打死10多个敌人，缴获了7支

步枪和 500 发子弹，其余敌人狼狈

而逃。金元益在这次战斗中，身先

士卒，冲杀在前。

1932年9月18日，在“九一八”

事变一周年之际，中共珲春县委在

马滴达小学操场，举行了盛大的军

民联欢大会。金元益负责这次大

会的筹备工作。抗日救国军、全县

的游击队、赤卫队和来自各区的干

部、群众聚集在操场上，口号声此

起彼伏，革命歌声激荡人心。大家

唱的歌曲中有一首歌是金元益作

词、谱曲，并亲自教唱的。

1933年12月，日寇出动上千兵

力，对烟区游击根据地进行了大讨

伐。每次敌人出动，金元益都指挥

群 众 安 全 转 移 到 中 苏 边 境 上 。

1934年1月中旬的一天深夜，日寇

第3次大“讨伐”，从中苏边境线一

带向南沟游击队包抄而来。金元

益一边指挥群众转移，一边向敌人

射击。激战中，年仅25岁的金元益

壮烈牺牲。

金元益烈士为中华民族的解

放事业，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生命。他的

革命精神，像飘扬在珲春河畔的一

面红旗，召唤着更多的青年为共产

主义而奋斗。

（摘自《珲春朝鲜族》）

珲春河畔的一面旗帜——抗日烈士金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