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氏和名字，反映着一个民族

繁衍的历史和沿革。朝鲜族姓名与

其他民族有着相异之点，从祖先开

始沿袭下来的习惯——“本贯”。所

谓“本贯”，就是本家族认定和公认的

祖先曾居住过的地方。就是说，通

过本贯能反映出一个家族其子子孙

孙、世世代代繁衍下来的血统关

系。一个家庭在生活过程中，由于

种种原因，虽然不在同一个地方居

住，但经过查家谱或本

贯，就能清楚地了解是

否同属一个祖宗的血缘

亲属关系。在本贯形

成、演变过程中，有的姓

氏只有一个本贯，而有

的姓氏则多达上百个本

贯，而且依据这个本贯

所形成的民间风俗习

惯，有的一直沿用至今。

众所周知，珲春这

一地区是满族发祥地

之一，清朝长时期实行

封禁政策，不准满族以

外的其他民族迁入定

居，所以原来没有朝鲜

族。但从 19 世纪中叶

起，朝鲜边民便冒着封

禁，开始越境到珲春一

带密林之中采参、打猎

或者在河边、山岔口开

荒种地。地方当局则

对朝鲜越垦者毁田平

舍、驱逐出境。而朝鲜

农民则采取“朝耕暮

归、春来秋回”“令紧暂

退、令驰又回”的办法，

坚持在沿江或山岔口

地方耕种。

据史料记载：1839年，朝鲜“稳

城人金时宗及钟城人金同德、洪万

兴、申汝正、金大龙、朴万寿、邦安泰

等逃入上国（注：指中国），与奸民

（注：当时对他民族的鄙称）合伙同

住。”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的100多

年间，迁移到珲春来的朝鲜边民逐

渐增多。尤其是19世纪60年代至

1910年朝鲜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

地以后的迁徙高潮期间，大量朝鲜

边民到珲春定居，使朝鲜族居民急

剧增加。据1943年统计，当时居住

在珲春县境内的朝鲜族人口已达

78484人，占全县总人口的76%。

这些朝鲜垦民，后来加入了中

国籍，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

员。他们当中，除了一些被卖到满、

汉族家乞食求生者，或甘愿当满、汉

族的养子、养女，与满、汉族结合亲属

关系者外，大部分家庭

仍然保留和沿用本民族

的风俗习惯，沿用自己

的姓氏和本贯。据1925

年调查，在珲春县境内

定居的 8163 户朝鲜族

中，有65个姓氏。

居住在珲春县境内

的朝鲜族和其他地方的

朝鲜族一样，一直沿用

本贯这一习俗。如在婚

丧嫁娶、红白喜事中也

离不开本贯。如果是同

姓氏，又是同一个本贯，

就与满族的同姓又同旗

的视为亲属一样，就认

定是同一个血缘关系，

就不允许同姓、同本贯

的男女之间婚姻。同

时，异姓、同本贯的也一

般不允许结成婚姻关

系。如果谁背道而驰，

出现同一个姓氏又同一

个本贯的男女之间结婚

现象，就会受到家庭、近

邻的鄙视和反对。如果

长辈妇女去世，在其灵

幡上要反映出其人的本

贯，如去世的长辈妇女

是庆州李氏的话，在其灵幡上必须

写上“儒人庆州李氏之柩”的字样。

可见，本贯这一习俗，在今后短期内

不会被取消。

现在朝鲜族仍沿用的本贯，除

个别姓氏的家庭沿用中国地名外，

绝大部分姓氏沿用的本贯都是朝鲜

地名。这是在长时期的历史演变过

程中形成的。（摘自《珲春朝鲜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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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档案

本期人物

边地风情

时
光
刻
痕

魏拯民总指挥病逝后，日军更

加疯狂的进行大讨伐，并实行三光

政策，抗联一路军兵力不足 1000

人，处境很艰难。为了保存实力，

郭池山向有关领导积极提出建

议。第一次伯力会议之后，各抗联

部队为了保存实力开始突围，实行

战略转移，3 月末撤退到苏联境

内。进入苏联之后，郭池山被编入

南营，也叫第一野营训练所，进行

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出于侵

略苏联的目的，日本帝国主义把东

北境内的军队调集于中苏边境。

为了应对严峻局势，抗联司令部给

各小分队下达了新的战斗任务，以

小部队形式潜入东北各地进行侦

察、破坏、打击敌人，恢复与地方组

织的联系。

1942年1月22日，东满抗日小

分队分遣计划表里是这样安排的：

共有5个小分队，第三小分队队长

郭池山活动区域为桦甸安图交界

地，根据地为漂河东南林区。同

时，执行特殊任务：一是恢复第一

路军桦甸、吉林、磐石、伪满军工作

及地方组织，二是负责通化方向残

余人员收容。根据司令部的部署，

郭池山同志带领小分队很好地完

成了这次任务。

郭池山最后一次执行任务是

带领抗联3名战士来到春化，目的

是了解日军在春化及东宁县城的

兵力部署、军事设施，为苏联红军

出兵东北打基础。经过几天奔波

他们来到春化兰家趟子西沟，这里

有座木板棚，是村民张基哲建的。

他夏天种地，冬天下套子打狍子，

以此维持生活。这里曾经是抗联

战士歇脚和提供粮食的地方。但

这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维护他们

反动统治，打击抗联，在沟沟岔岔

安插了特务组织，张基哲的房子也

被特务霸占，郭池山不了解这一情

况。

1943 年 4 月初的一天，郭池山

带领3名抗联战士来到这里，他看

到张基哲的房子面前有4个陌生人

在劈拌子，这4个陌生人叫全官浩、

张云亭、李长松、老李头（外号叫李

瞎子），都是警察署便衣特务郭自

清手下的小特务，其中全官浩的双

手曾经沾满抗联战士的鲜血，也曾

经得到过日本鬼子的赏钱，所以他

是一个死心塌地为日本帝国主义

卖命的走狗，是抗日联军的死对

头。全官浩一看穿黄军装带手枪

的4个人，马上猜中是抗联战士，为

了稳住郭池山他们，他装模作样地

把他们请进屋里，当时虽想抓他

们，但是怕敌不过抗联热血青年，

心想不能轻易动手，只有借助警察

的力量才能捉住他们，于是全官浩

压住着急的心情等待机会。

郭池山向他们说：“我们是抗

日联军，是专门打日本鬼子的。现

在革命形势很好，日本帝国主义就

要完蛋了，革命就要胜利了，你们

要为抗日做点工作，现在我们缺

米、缺火柴和白酒，如果有的话，请

卖给我们一些，我们一定多给钱。”

全官浩听到这话，感到有机可乘，

一面装作愿意为抗联战士做事，一

面又装作非常为难的样子，企图用

拖住郭池山他们的办法达到目

的。他假惺惺地说：“这酒和火柴

好弄，但米不好弄，弄不好要出人

命的。现在没有米，明天可以弄点

送来。”当时谈妥第二天拂晓送米

来，以敲3下牛槽子为联络信号。

当郭池山他们走后，4 个密探

马上放下手里的活急急忙忙的回

到兰家趟子，找他们的主子告密去

了。郭自清听到消息后下了紧急

命令，将兰家趟子警察队、武装自

卫团还有日本鬼子国境守备队全

调来了，一共纠集40多人，妄图以

10：1 的优势兵力将郭池山他们一

网打尽。在天傍黑的时候，全官浩

背着米顺着兰家趟子向西沟走来，

讨伐队顺着岭岗到房屋附近将房

屋周围团团包围起来，一直等到第

二天早晨。

拂晓，全官浩拿起木拌子敲了

3下牛槽子，“砰、砰、砰”的声音响

彻在静静的山谷里，传出去很远。

等了一会儿没有动静，全官浩急得

大声叫起来：“东西拿来了，快收下

吧，不然要送回去了。”当时郭池山

他们位于离房屋 100 多米的山坡

上，对全官浩的一举一动看得清清

楚楚，但没有想到房子周围有埋

伏，当时看到全官浩敲打牛槽之后

没有动静，金成国举着手枪大步向

房屋走去，郭池山等3人在后面打

掩护。金成国刚一进院，从对面就

打来一枪，金成国当时受了轻伤，

他马上转身向密林跑去，郭池山等

3 人马上把枪口对准打枪的地方，

双方打了起来。

在激烈的战斗中，他们打死了

守备队的日军小队长，但敌人靠占

据的有利地形和人多的优势向郭

池山他们猛扑过来，郭池山感到纠

缠下去于己不利，命令赶紧撤退。

就在他们即将撤到安全地带的时

候，一颗罪恶的子弹飞来，将郭池

山打倒在地，不幸壮烈牺牲。其他

3位同志见到自己的指挥员英勇牺

牲，心中万分悲痛，对敌人更加仇

恨，在心中暗暗发誓要为队长报

仇。3名战士顺着山岗迂回到讨伐

队回村的路口埋伏起来，待讨伐队

往回撤时，他们向敌人发起突然袭

击，将伪自卫团团长击毙，然后迅

速撤出战斗。

在抗战胜利前夕，在看到东方

曙光之时，郭池山把最后一滴鲜血

洒在珲春兰家西沟。兰家趟子河

水载着烈士英魂汇入红旗河奔腾

西去入海流，英雄赞歌永远激励着

珲春人民，将这块英雄鲜血染红的

大地，建设得更加美好。

（摘自《珲春朝鲜族》）

珲春朝鲜族房屋一般以木材

搭架，屋顶四个斜面，用稻草、谷

草或瓦片覆盖。墙壁大多是泥墙

刷白灰。解放后，随着生活水平

的提高，砖瓦结构的住宅日益增

多。每栋房子一般分为三间（有

条件者盖四大间），其中大约三

分之二做炕，三分之一做灶间，

为炊事之用。灶间外侧的大间没

有炕，角门与灶间相通，作为仓

库使用。大炕隔壁的大间全部铺

成炕，并隔成两间，把朝阳的一

间作为客房，北面的一间作为儿

女卧室，客人来访时，男客进客

房，女客进灶间大炕。

每个房间都有一扇门，从上

到下都是细木格子门棂，糊上窗

纸，以取阳光，现在多改为玻璃

门窗。由于满屋都是炕，进屋就

要脱鞋。过去农村的炕面都铺上

芦席或高梁秆编制的席子，现在

多用人造纤维板或地板胶，经常

擦洗，保持干净。

（摘自《珲春朝鲜族》）

“珲高”学生结社事件”发生在

20世纪40年代的前珲春国民高等

学校（以下简称“珲高”）。

在这个学校读书的部分学生，

因接受进步的民族主义思想，曾自

行结成一个秘密团体，这就是后人

所称的“珲高”学生结社事件。然

而，他们尚未开展任何影响社会的

公开活动，就在敌人的威胁和恐吓

中自行解散了。

原来，珲春日本宪兵队偶然查

出了这个事件，日宪如临大敌，立

即逮捕所有与此团体有联系的学

生。这些学生在牢狱期间遭到严

刑拷打，受尽了种种折磨。这从一

个侧面暴露了日本侵略者在延边

实行法西斯统治，也表现出他们惧

怕人民大众奋起反抗的反动本质。

“珲高”学生之所以结成秘密团

体，有着社会和政治上的原因。进

入20世纪40年代以后，在中国大陆

侵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走入死胡

同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本国和它

强占的地方变本加厉地实行法西斯

统治，他们独霸延边的自然资源，垄

断了物产和生活必需品，在城镇实

行生活必需品“配给制”，在农村则

把“出荷制”（“公粮”实行细粮配比

制）强加于农民身上。“出荷”（“公

粮”中细粮的比例），起初占总产量

的 20%~30%，后来又增加到 60%~

70%，甚至达80%。朝鲜族群众虽然

种植水稻，却吃不上大米，只能吃换

来的杂粮。

日本侵略者在文化上也强迫

实行愚民政策和民族同化政策。

他们鼓吹什么“王道乐土”“五族协

和”“共存共荣”之类的荒唐论调，

大搞“皇民化运动”，妄图把朝鲜族

群众变成他们的“皇国臣民”。在

所有学校里都强迫实行了奴化教

育，全部教材都用日语编纂，以日

语为教学用语，严禁使用朝鲜语言

文字，甚至强迫朝鲜族群众“创氏

改名”，忘掉自己祖宗和姓氏。

“珲高”自然也受到这种民族

歧视。自1940年起，日本侵略者加

强奴化教育措施，学校的校长自不

用说，连教员也大都由日本人来充

当。还往学校派来现役军人，强迫

进行军事训练，实行军国主义教

育。第一个来“珲高”的军事教官

是伪满洲国现役少尉宋锡夏，学校

成了兵营，学校的一切活动都一律

强求军事化。每天早会时，学生们

必须进行“宫城遥拜”和“皇城遥

拜”，背诵“皇国臣民誓词”，不仅在

教室里，在家里都供奉天照大神的

神龛。男学生剃光头，戴战斗帽，

臂带袖章，腿缠绑腿，身穿绿色校

服，女学生留短发，身穿套裤。学

生们一律携带木制步枪上学，受正

式的军事训练。

这种未曾有过的民族歧视和

民族同化政策，激起“珲高”学生的

强烈愤慨。

1941年春，正当珲高学生反日

情绪高涨的时候，一个叫梁在荣的

学生从朝鲜咸兴来到这个学校就

读。他的哥哥因从事反日活动，参

加“三一”运动被捕入狱，被判无期

徒刑。他也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

主义思想的青年。梁在荣是勤工

俭学学生，他在西鲜旅馆出杂役，

做些旅客登记、端饭菜、卖物品等

杂活，以维持读书生活。

当时，梁在荣藏有许多朝鲜文

书籍和日文政治书籍，大部分属于

当局的禁书。他起初同金东弼、金

莹河等同学结交，背地里阅读这些

书，谈论时局和前途，后来讨论决

定成立“朝鲜族文艺普及会”，吸收

李东熙、张桂先二人，组成了筹备

委员会。梁在荣在金东弼的协助

下，草拟出“朝鲜族文艺普及会”

《章程》。《章程》中规定这一秘密团

体的纲领要旨如下：

1.我白衣同胞具有悠久历史，

决不能忘掉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

2.我们为普及朝鲜民族语言和

文字，决意创办刊物，并矢志冲破

一切障碍，进行殊死的斗争。

3.本会会徽为圆形美术体“牺”

字，寓有准备牺牲之意，会徽以每

个会员的小指鲜血描绘，以表示我

们身为热血青年，为普及朝鲜民族

语言和文字，进行不屈不挠斗争。

4.会歌为《爱国歌》。

后来，又吸收孙三龙、李羲秀、

方福万、朴尚浩、崔雄吉、金东勋等

同学，讨论决定举行“朝鲜族文艺

普及会”成立仪式等问题。

1941年春夏之交，在新安街金

东弼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梁在

荣在会上用朝鲜语讲了话。他颇

有雄辩之才，会员们无不交口称

赞。他在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要

维护民族灿烂的文化遗产，不能忘

掉我们自己的语言文字。他号召

大家说，这种事情，决不是靠一两

个人能做得了的，大家要有不怕牺

牲的精神，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地

同那些阻挠普及朝鲜语言文字的

一切反动势力作不懈的斗争。会

上，一致通过了《章程》。梁在荣被

推举为会长，金东弼、孙三龙为副

会长，李东熙为秘书兼编辑，张桂

先为宣传部长，金东弼为组织部

长，李羲秀为编审委员。

（摘自《珲春朝鲜族》）

朝鲜族民族医药历史悠久，在

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

验，为发展祖国医药事业作出了重

大贡献。朝鲜族民族医药学与中

医药学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

它经过长期的医疗实践，不断丰富

和发展，形成了较完整的理论体

系，是祖国医药学的组成部分。

珲春朝鲜族民族医药（以下简

称朝医），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比中

医迁入时间晚一个时期。

19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废除

“封禁政策”，实行“移民实边政策”以

来，由我国内地和朝鲜各地迁入珲

春的中医（朝医）逐渐增多。到1881

年（光绪七年），珲春境内（今延边大

部分地区）已有14家药铺，经营药铺

的中医和药商达20人。这个时期，

个别朝医开始迁入珲春地区。

据调查，在珲春最早的朝医是

朴正会。1882年，朴正会从朝鲜迁

入到现敬信乡白石村行医，当时他

仅仅是弱冠之年，后移居到敬信乡

金塘村和珲春等地，开设“水山堂

诊疗所”，行医60多年。

朴正会于1950年在珲春去世，

享年 88 岁。他德高望重，同情穷

人，医术高超，很受老百姓爱戴。

他一生中培养了许多徒弟，40年代

中期，已经是耄耋之年的朴正会仍

培养了3名徒弟。在板石春景村行

医的白启范，行医的时间也比较

早。他医治肺结核、胸膜炎等病有

秘方，深受患者的爱戴。

到清末，特别是1910年以后，

随着从朝鲜各地迁入延边一带定

居的朝鲜人急剧增多，迁入珲春的

朝医也逐渐增多。据1951年延边

行署卫生科经办的《汉医登记表》

中记载，1919年前开始在珲春行医

的朝医就有15人。

1920 年至 1945 年 8 月解放前

在珲春行医的朝医有：

城关区：李承洙、李道善、黄正

日、李京玉等人；

春芳区：吴应录、李殷赫、金钟

珩、赵汉水、张龙浩、朴荣熙、李京

一、鱼君振等人；

春化区：权学洙、金凤洙、金明

愚、金济洪、裴奉元、金相思等人；

德惠区：罗仁柏、崔凤岳、马炳

杰等人；

敬信区：金致秉、郑熔瑞、吴宽

赫、金夏奎、朱京天等人:兴仁区:金

亨极、崔元锡、韩日、沈景铉等人；

勇智区：许龙泽、韩德教、韩国

明、黄治鹤、金炳殷等人；

崇礼区：方京学、崔仕镐、姜凤

国等人；

纯义区：千奉熙、崔寿岩、廉性

宪、金基秉、车范淳、李秉三等人；

镇安区：申尚铉、廉范道等人。

据查，解放前在珲春最出名的朝

医是韩德教，他擅长医治伤寒等传染

性疾病，抢救了许多病人，被称为“韩

大王”。韩德教在1945年8月去朝

鲜，当年已有50多岁。朝医金元镇、

金亨极，曾在大荒沟等地抗日根据地

当医生，为很多游击队伤员治过病。

他们治疗外科内科有丰富经验。韩

日的父亲曾在独立军任过军粮部

长。韩日受到父亲的反日思想影响，

在龙井东兴中学念书期间，接收了反

日教育。他毕业后返回珲春，多年从

事艰苦的抗日活动，于1930年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自1938年起，在三

家子开设“回生医院”行医。1950年

5月，以韩日开办的“回生医院”为基

础成立“三家子区卫生所”，韩日任第

一任负责人。（摘自《珲春朝鲜族》）

哈达门：位于珲春市区东北

部，珲春河北岸。哈达门原地址是

现在的河北村驻地，清顺治初年，

此地就有满族村落。清康熙五十

三年（1714）从宁古塔迁徒来的满

族关姓、铁姓、季姓等在

这一带定居至今。哈达

门原名哈达玛。“哈达”汉

译为“峰”，“玛”是“坳”之

意，合译为“驼腰岗子”。

槟榔沟：位于哈达门

乡河北村北部，山坡地。

清 朝 康 熙 五 十 三 年

（1714）始有住户，至光绪

年间形成村落，村屯以槟

榔沟得名。“槟榔沟”汉译

为“小河”。

依力：位于马川子乡

依力村北部，大马鞍山西

北麓。清康熙五十三年

（1714）前，珲春土著满族

（库雅喇人）世居于此。

康熙五十三年（1714）时，

大量满族人移居珲春，此

地人口渐繁，以处在马鞍

山（山有三座驼峰）下，得

名依兰哈达。“依兰”汉译

为“三”，“哈达”为“山峰、

顶子”之意。

斐优城：位于三家子

满族乡古城村内，在辽金

时期在渤海旧城的基础

上，加以改建的，此城呈

不规则的方形。“斐优”汉

译为“簸箕”，城以形得

名。

温特赫部城：位于三家子满族

乡古城村内，与斐优城一墙之隔。

该城是渤海国时期的城址，辽金时

期被沿用。“温特赫”亦称“温迪

痕”，为满语，汉译为“祭板”。

南秦孟：位于板石镇驻地东北，

南秦孟村中部，因驻地得名。清康

熙五十三年（1714），满族分散定居于

此。光绪初年，形成村落。“南秦孟”

汉译为“鸦鸪鸟”。

图鲁：位于板石镇图

鲁村中部，北临珲春河。

清乾隆十一年（1746）满

族何姓（赫舍哩氏，东海

库雅喇部赫齐达人）和郎

姓等移驻在珲春外郎屯

和图鲁屯处建屯。1945

年“八·一五”光复后，外

郎屯、图鲁屯等三个聚落

点连成一片，统称图鲁。

“图鲁”汉译为“成群结队

而飞的鸟”。

太阳：位于板石镇东

部，地处碾子山西北麓、

金山脚下，四面是广阔平

原 。 清 康 熙 五 十 三 年

（1714），满族郎姓迁此定

居建屯。“太阳”汉译为

“平”。

大肚川：位于敬信镇

大肚川村中部河川处。

清光绪前，满族渔民猎户

的家属聚居此地，得名大

肚川。“大肚川”汉译为

“居住地”。

鲁田：位于板石镇鲁

田村中部，清光绪初年建

屯，名鲁田，又称大黑甸

子（亦称黑殿）、鲁田项。

“鲁田”汉译为“乱泥塘”。

沙松背：位于哈达门

乡二道沟村境内，从沟口往北进约

7.5 公里处的西面是一片坡地，因

河岸边有两棵大杉松而得名沙松

背。“沙松背”汉译为“喜鹊河”。

（摘自《珲春满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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