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种情况是，有时因朝鲜局

势紧张，朝鲜当局就向中国求助，

当战争结束后，中国派到朝鲜的官

兵仍长期留在朝鲜，融化为朝鲜

族。据传，延安李氏的始祖本来是

茂姓，是汉族。朝鲜三国鼎立时

期，新罗国王为击败百济而向中国

唐朝求助。唐朝派军、

中郎将茂随军到朝鲜，

帮助新罗战败百济统一

朝鲜后，中郎将茂并未

随军回到唐朝，而一直

留在朝鲜。新罗武烈王

七年（公元660年），中郎

将茂被新罗国王任为延

安伯。他就以唐朝皇帝

的姓氏为自己的姓，就

把茂姓改为李姓，以延

安为本贯，他便成为朝

鲜族延安李氏的始祖。

苏州贾氏的始祖是

贾维揄，字无局，号白

堂，汉族，曾任明朝兵部

尚 书 ，后 任 蓟 辽 都 察

使。朝鲜壬辰倭乱时，

遵照明朝皇帝的派遣，

贾维揄率明朝援军到朝

鲜参战。在朝鲜釜山与

倭寇战斗中以身殉职。

他 的 后 代 一 直 留 在 朝

鲜，贾维揄成为朝鲜族

苏州贾氏的始祖。

此外，还有广州董

氏、杜陵杜氏、浙江徐

氏、浙江秋氏、浙江张氏、颖阳千

氏、秋溪秋氏、浙江彭氏、浙江片氏

等都属于因战争从中国到朝鲜后

定居下来的后裔。

第三种情况是，受皇帝或国王

的派遣，到国外执行任务，在出国

途中遇险不能回到本国，就长期居

住在朝鲜而改为朝鲜族。据传新

罗时，中国汉朝的黄洛和互大林等

人受命去朝鲜，途中在海上遇到大

风，被漂流到新罗丑山港，以后就

在那里长期定居，变成朝鲜族，成

为朝鲜族黄氏和互氏的始祖。

南氏的始祖金忠，本来是唐朝

的按廉使，是汉族。唐

玄宗以金忠为按廉使，

组织使团派往日本国。

金忠在带领使团去日本

途中遇到台风，千辛万

苦，死里逃生，随风漂流

到朝鲜的丑山港。他在

朝鲜人民的救护下定居

在那里，再也没有返回

本 国 。 高 丽 敬 德 王 二

年，高丽国王赐给金忠

于南姓。后来，金忠的

后代洪甫、君甫、匡甫 3

兄弟都为高丽国立了大

功。高丽国忠烈王就任

洪甫为英阳君、君甫为

宜 宁 君 、匡 甫 为 固 城

君。他们也就把这 3 个

地方定为各自的本贯。

这样，洪甫、君甫、匡甫

成为英阳南氏、宜宁南

氏、固城南氏的始祖。

第四种情况是受本

国朝廷的派遣，到朝鲜

以后未再回国，长期居

留在朝鲜。高句丽英留

王三十二年（公元 639

年）时，唐朝派天河到高句丽讲儒

学，后他又到新罗继续讲儒学。

到新罗讲学时，新罗国王封天河

为唐城伯（注：唐城，现在朝鲜南

阳旧名）。后来，其后代就把天河

崇拜为南阳洪氏的始祖。

（摘自《珲春朝鲜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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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记忆

珲 春 大 事 记

李堪顺出生在朝鲜咸镜北道

庆源郡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6岁

那年，她的家庭背井离乡渡过图们

江迁居到龙井县太平沟，在当地地

主家做佃农，过着艰苦的日子。

1931年秋，东满各地党组织发

动广大劳苦大众掀起了轰轰烈烈

的秋收斗争。这种斗争环境对改

变她父母的思想起了很大的作

用。是年，她的父亲带着一家老小

迁移到革命斗争十分活跃的珲春

县大荒沟。大荒沟对他们来说，人

生地不熟，但这里的人民群众以满

腔的热情欢迎他们的到来，帮助他

们安家落户。当时大荒沟的人民

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起抗

日斗争活动。他们开办小学校，给

贫苦学生传授文化知识和革命道

理，又开办夜校，向广大贫苦农民

传播反日思想。

这种环境使李堪顺父母的阶

级觉悟迅速提高，不久父亲加入了

“农民学会”，母亲加入了“妇女

会”，堪顺也加入了儿童团。从此，

李惧顺的家庭开始走上了革命的

道路。小堪顺白天在学校读书，晚

间和别的儿童团员一起站岗放哨。

1932年春，大荒沟党组织发动

人民群众掀起了春荒斗争的高

潮。革命群众拥到骆驼河子，袭击

了大地主元戴舜家，夺取粮食，赈

济贫苦农民。这次春荒斗争使日

本侵略者惊恐不安。他们马上出

动讨伐队向大荒沟和二道沟一带

进行疯狂的“讨伐”，实行“三光政

策”，妄图扼杀抗日力量。

日本讨伐队撤退后，小堪顺的

家又搬到了中岗子，重新建起了家

园。日本鬼子绞尽脑汁不断派汉

奸特务，到处搜集抗日组织的动

向。在严峻的斗争形势下，革命组

织不得不转入地下。在艰苦的革

命斗争环境中，小堪顺很快成长起

来。18 岁那年，她加入了共青团，

并担任了共青团大荒沟区委书记，

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事业中。

1934年春，珲春游击队被编入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第

四团。是年夏，由于日寇不间断的

“讨伐”，大荒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

军民不得不转移到汪清县金仓。

这时堪顺负责裁缝队的工作，率领

裁缝队夜以继日地赶制军服、军帽

等军需品，有力地支援了前线。

这年秋天，日寇讨伐队和汉奸

包围了裁缝队的驻地。在敌人的

突然袭击面前，堪顺临危不惧，坚

定、沉着地指挥队员突围。她掩护

同志们带缝纫机转移到密林深处，

等到队员们已撤到安全地带后，她

边打边撤。敌人紧追不放，包围圈

越来越缩小，情况十分危急。在突

围中她不幸腿部中弹，被讨伐队抓

住，押到珲春警察署。敌人对她进

行严刑拷打，给她灌辣椒水，用烧

红的铁棍烙她，可她在敌人的酷刑

面前坚贞不屈，严守组织机密，敌

人也对她无可奈何。有一天早晨，

在监狱里送饭的老人趁着给堪顺

送饭的机会，小声告诉她：“今天敌

人可能放你回去，其中肯定有文

章，你要小心啊！”说完转身就走

了。吃完午饭，果然不出所料，外

号叫“猪肝脸”的一个巡警和一个

便衣警察把堪顺叫出来，押到车站

乘上开往朝鲜的火车。在火车上

她默默地思忖着自己将来的命运，

猜测着敌人搞什么诡计，但她铭记

老人的话，暗下决心，不管敌人耍

什么花招，自己都要坚强。

堪顺被押到朝鲜庆源警察署，

三天后，她的堂哥到警察署从中斡

旋将她保释出狱。她的堂哥也被

定为“危险分子”，在不得已的情况

下出面当保人。顺出狱后，在哥哥

和嫂子的精心照料下，身体日渐好

转，但是警察署的便衣特务始终不

放松对她的监视。她整天待在家

中，心里非常难受，无时无刻不思

念着战友。恢复健康后她就下地

帮助哥哥干农活，并利用干活的机

会仔细观察地形，以便找个机会逃

出去找队伍。她的堂哥觉察到她

的心思后就劝她，在敌人的严密监

视下很难成功，不如趁早归顺过安

稳日子。每当堂哥提起这件事时，

她就严肃地驳回了堂哥的错误想

法。

监视堪顺的警察当中有个叫

春三的小伙子，心地善良，人品厚

道，长得十分英俊，被人们称为美

男子。他小学毕业后，在家帮助父

母干农活。惧顺被保释出来后，庆

源警察署突然招他当警察。这是

敌人精心安排的诡计，妄想让春三

与堪顺订亲后说服堪顺归顺，然后

把堪顺安插到革命队伍当密探，进

而探知革命组织的秘密。春三按

警察署长的秘密指示接触堪顺已

有两个月了，开始春三对堪顺没想

法，但两个月过去后，他逐步对堪

顺产生了好感，从各方面关心照顾

她。心想她只要供出人民革命军

的驻址和兵力，就成为自由的人，

准备找个机会跟她好好谈一谈。

有一天，春三利用和堪顺一起

干活的机会，跟她悄悄地问：堪顺啊，

人民革命军的人都是些什么人？他

们都干什么？当堪顺知道春三想知

道革命军到底干什么后，觉得争取他

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及时启发他。

于是她热情耐心地给他讲革命军的

宗旨和斗争事迹以及日本侵略者的

滔天罪行，以促使他赶快觉悟起来，

走上革命的道路。

经过堪顺的反复而耐心的教

育启发，春三的思想觉悟有了显著

的提高。又过了几天，堪顺就坦率

地跟他说：“春三啊，你是贫苦农民

出身的热血青年，你应该弃暗投

明，和我们一起走革命的路，参加

革命军打日本鬼子。”听了堪顺的

这番话，春三说：“你说得那么轻

巧，像我这样穿警察服的人，革命

军能收吗？”他边说边深深地叹

息。堪顺接着说：“干革命不分先

后，只要你从现在起诚心诚意地干

革命，革命军是欢迎你的。”她的一

席话，使春三非常感动，思想豁然

开朗。 （摘自《珲春朝鲜族》）

1946年6月，蒋介石反动派悍

然撕毁“停战协定”，冒天下之大不

韪，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

全面内战。刚刚摆脱8年抗战硝烟

的中华民族又被卷入战火之中。

蒋介石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激起了

全国各族人民的极大愤慨。

为保卫胜利果实，珲春县各族

人民以主人翁的姿态，坚决响应党

的“打倒蒋介石反动派，解放全中

国”的伟大号召，掀起了踊跃参军

参战、支援前线的热潮。

1947 年 4 月，珲春县组织了第

一批担架队，住在春化的金万松

和伙伴们告别父母奔赴前线，和

同村的伙伴们一起一路小跑到区

政府报了名，到达了四平市郊，受

到了解放军同志的热烈欢迎。解

放军首长给介绍了敌我双方对峙

情况，又讲了具体任务和战场上

须知等常识。珲春县担架队被编

入解放军第 88 师属下的第 52 担

架队。

当时盘踞在长春的国民党军

队依靠坚固的防御设施，作垂死挣

扎。我军集中优势兵力驻扎在四

平市医昨以待，并逐步缩小対敌人

的包围圈。5月4日（农历），战斗打

响。一时间，战场上子弹横飞，炮

火弥漫，担架队奉命投入战斗。看

到英勇的解放军战士临危不惧，冒

着敌人的炮火，英勇奋战，队员们

激起了对敌人的无比仇恨，恨不能

把敌人一下子消灭掉。他们冒着

枪林弹雨抢救伤员，抬着伤员往救

护所奔跑。同时，又扛着弹药箱，

把弹药及时送到前沿阵地。他们

头脑里只有救护伤员，送弹药，保

障战斗胜利的念头。

在这次战斗中，队员高春奉同

志被敌人炮弹击中，胸部受伤被送

到第88师医院治疗。

翌 日（5 月 5 日）是 端 午 节 。

这天的战斗更加微烈。我军以机

动灵活的战术和英勇顽强的战斗

精神，向敌人发起了猛烈的攻势，

连续炸毁敌人的碉堡和工事，以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市中心地

带逼近。敌人的炮弹不时在战士

们身边爆炸，头发和衣服也被敌

人的炮火烧焦。担架队员们不顾

一切地抬伤员、送弹药。担架坏

了，就用自己的身体背伤员。在

这次战斗中，担架队的几名队员

受伤住院，孙凤松队员因胸部受

重伤，抢救无效牺牲了。在 5 月 9

日的战斗中，金凤学同志又献出

了宝贵的生命。

5月10日凌晨，我军又向市区

敌人发起了攻击，与敌人展开了鏖

战。担架队队员以深厚的阶级感

情，像亲兄弟一样爱护伤员，敌机

空袭时他们不顾一切用自己的身

体掩护伤员，抢救伤员，每次都出

色地完成了任务。在这次战斗中，

队员朴锦松同志在护送伤员途中

头部中弹英勇牺牲，在卫生部医院

治疗的高春奉同志也抢救无效壮

烈牺牲。他们安葬了战友遗体并

为他立了墓碑，挥泪与他告别。后

来他们奉上级命令转移到长春西

大岭镇，经几天休整后，又参加了

收复长春飞机场的战斗，立了功，

受到上级的表扬。不久，他们撤至

辽源休整10天。

6月15日，珲春县第一批担架

队圆满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启程

返回珲春。临行前，在总结大会

上，因珲春县担架队每次战斗都出

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上级的表

彰，并授予“战勤模范”“爱民模范”

两面锦旗，上级还把担架队在战场

上缴获的6匹马和4支步枪奖给了

他们。担架队里有一半以上的队

员立了功，其中立大功的有80名，

立小功的有 77 名。担架队载誉而

归。返回珲春后，7月7日县里召开

了庆功大会。每个队员胸戴大红

花，受到了表扬，县里又给他们发

了奖状。回到春化后，家乡人民热

烈欢迎凯旋的春化儿女，区政府也

开了庆功会，表彰了这些优秀的担

架队员。

在三年解放战争中，珲春县就

有5000名青年踊跃参军参战，用自

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可歌可泣

的篇章，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仅在 1947

年和1948年两年期间，参战民工就

有 4338 名，出动的担架 421 副，车

辆940台。

在艰苦卓绝的解放战争中，珲

春县有482名热血青年为了中国人

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

生命。 （摘自《珲春朝鲜族》）

傅恒，李荣保第十子，孝贤纯

皇后的小弟弟，又是乾隆帝的小舅

子。他天性和平、为人厚道、人勤

实谨，曾任一等大学士，封疆大吏，

平定大小金川叛乱，征讨新疆叛

乱，在征缅战役中立过赫赫战功。

卒于缅战凯旋路中，

享年50岁。此役归来

富氏家族十室九空。

出 征 时 富 家 兵 上 千

人，而归来时则百余

口，富氏家族为大清

国作出了巨大牺牲，

英烈千古。

傅恒有四子：长

子福灵安，为乾隆帝

的驸马爷，称多罗额

驸；次子福隆安，任军

机大臣兼议政大臣；

三子福康安，平定西

藏叛乱，征剿林爽文

邪教——天地会，收

复台湾，名扬千里，是

位盖世英雄；四子福

长安，任工部尚书。

傅恒的四个儿子都是

大清国的顶梁柱。有

文，又有武。人称富

家兵为清代的“杨家

将”。

清兵入关后，因

米思翰任户部尚书，

康熙帝赐富察府于北京城东骑河

楼马神庙，后因失火，再次赐府，府

在东四牌楼二条胡同东口。

乾隆年间，因傅恒长子福灵安

为多罗额驸，再赐府邸沙滩嵩殊院

南口，因福灵安无后，续赐其四弟

福长安之子锡麟子为嗣。道光年，

果齐逊之子松椿为一等公爵，此处

改称“松公府”。建国后，松公府归

公，改为文化部大院。傅恒祠堂在

松公府西街，这里有傅恒碑一座

（即今教育出版社），

东四排楼二条胡同，

赐 给 傅 恒 三 子 福 康

安。建国后，改为外

交部宿舍。

福康安，家有庙

一座，现今在东四牌

楼马大胡同，今名称

育群胡同26号。因该

庙仿造福建泉州妈祖

娘娘天后宫式样，它

是北京现存唯一的一

座像天后宫式的福康

安宗庙。

公元2007年秋冬

之际，富察氏的后裔，

北京市文物保护协会

会员、北京市历史、地

理、文化、民俗学会理

事富尔哈察·玄海先

生，专程来珲春萨其

城寻根问祖，他认为，

今日的萨其城就是当

年（指明代）的沙济

（城）。他们在这里举

行了祭祖仪式，跪拜

了列祖列宗，富尔哈察·玄海先生

准备为萨其城投资，彰显当年的威

武，激励子孙后代，永远热爱家乡，

热爱祖国，共同建设美好的家园珲

春。 （摘自《珲春满族》）

城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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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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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谱

概

要
（二）

抗日女战士李堪顺（一）

激 情 燃 烧 的 战 勤 生 活

“炒豆”是指农历二月初一炒

大豆吃的传统风俗。过去，朝鲜族

农村每到十二支日或过节时就炒

大豆吃，或将炒豆抛撒在田地里，

以防止对人或农作物有害的各种

动植物繁殖。

据说，炒大豆是为了预防人长

疖子或脓疮，或防止危害农作物、

房屋及衣物的动植物及微生物的

繁殖。另外，也有了预测一年农事

的丰歉之意。

一般在上子日、正月十五、二

月初一炒大豆。

在农耕社会，一年收成的好

坏，很大程度是由当年的气候所决

定的。所以在耕种前，预测当年的

收成就逐渐成为一种民间风俗。

而二月初一炒豆，也是预测收成的

风俗之一。

炒豆时，朝鲜族人们边用饭铲

搅拌，边念咒语，如“烧掉老鼠嘴

巴”“咬掉痞子”“炒大豆，炒老鼠

“菟丝子地里着大火呀”“炒菟丝子

呀”“狠狠地炒啊，炒大豆啊，炒鸟

蛋啊，炒鼠蛋啊，狠狠地炒啊！”等

等。

炒好的豆要装在一个量器里，

如果炒出来的大豆看起来和炒之

前一样多或超过原来的数量，就预

示当年是丰收年；反之，如果炒好

的豆看起来比炒之前的豆数量少

了，则预示着歉收年。

二月初一炒豆的风俗，直到20

世纪 60 年代初，还在大部分朝鲜

族居住地保留着。

（摘自公众号：延边博物馆）

孟岭：位于板石镇驻地西南

部，依山临水。以村驻地得名。清

朝康熙五十三年（1714）满族关姓、

郎姓和卜姓等迁此建屯，以地处江

河湾，得名西南崴子。日伪统治时

期，以地处大盘岭沟口，拟改盘岭，

误将“盘”写成“孟”，因此称孟岭名

至今。

盘岭沟：位于孟岭村南部，三

面依山，北临河。清康熙末年间满

族郎氏先人从珲春东门外迁此建

屯，以位于盘岭沟口而得名。

柳亭：位于板石镇西部，柳亭

村中部。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

满族关姓和郎姓（小郎）迁此建

屯。清光绪初年设招垦局后，人口

日多，形成部落，因村西有坨多生

柳树，状若凉亭，得名柳 亭坪，后

简称柳亭。

春景：位于板石镇春景村东北

部 ，处 平 地 。 清 康 熙 五 十 三 年

（1714）满族关、郎等姓迁此定居建

屯，以位于罕道河子附近得名罕道

河子。1945年更名春景。

西炮台：位于板石镇春景村以

西，处平岗地。清康熙五十三年

（1714）满族郎姓（小郎）来此建屯，

得名雅老屯（满语）。清光绪初年，

筑西炮台后，改称西炮台。

九沙坪：位于敬信镇九沙坪村

中 部 图 们 江 畔 。 清 同 治 年 间

（1862—1874）建屯，以地处沙丘，得

名雍安莽喀崴子。“雍安”是满语沙

子之意，“莽喀”是岗子之意，雍安莽

喀即沙岗子，后改称沙坨子。清光

绪年间，垦荒种地，九垄为一垧，后

取“九”和“沙”字命名为九沙坪。

老爷岭山：位于市区东北马滴

达村西北部，珲春市与汪清县界

山，海拔 1477.4 米，为我市第一高

峰。老爷岭是满语“蔫”之意，树木

长的不茂盛的意思。

杜北山：位于春化镇驻地西约

25 公 里 的 老 爷 岭 山 岭 上 ，海 拔

1249.8 米。杜北山是满语“狐狸

山”之意。

朝鲜族岁时风俗之炒豆

珲春与满语有关地名由来（七）

九月五日 设吉林省东南路兵
备道，治所设在珲春城，管理珲春、延
吉，绥芬一带边务及珲春税关。任郭
宗熙吉林省东南路兵备道道尹。珲
春厅与东南路道同城不同署。

二十日 吉林省东南路分巡兵
备道半驻延吉，半驻珲春。

是月 大水，珲春人畜被淹。
十月三日 开始筹设珲春海

关。
十一月十五日 正式设立珲春

海关总关（在今市医院院内），属有
延吉分关（驻龙井村）。1924 年珲
春海关始为分关。

四日 珲春初级审判厅和检查
厅设立。

十一月三日 日本在珲春设领

事分馆，归龙井村日本总领事馆管
辖。置副领事级官员，保护日本侨
民商业。

十一月十一日 吉林省东南路
兵备道治所移驻延吉。

二十日 珲春设总税关，龙井
村设延吉分关。

十二月二十五日 在密占站（密
江）以东设立珲春厅，抚民同知衙门
于珲春城，首任抚民同知周维桢。

是年 将税务处改为经征局，
称延珲经征局。经征延吉、珲春各
种税捐。

是年 珲春商人罢市，延吉府
电请吉林巡抚，令珲春暂免征经凉
水分卡粮食税；土货减半征收。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