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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大哥对银娃子说：“你看咱们修路

这个地方，地名叫临潼，有两条河在这里

汇合，一条叫泾河，一条叫渭河，泾水清

澈，渭河浑浊。两条河虽然汇在一起，仍

分得清清楚楚，穷人和富人就像泾水和渭

水一样，按古话说的，是‘泾渭分明’。穷

人要想不受欺负、不受压迫,过上好日子，

就必须得团结起来，举行暴动，参加红军，

推翻这黑暗的旧社会，穷人才能当家做主

人！”

关大哥经常给工友们讲红军的故事，

讲革命的道理，讲刘志丹已经在陕北南梁

建立起了红色根据地。经过关大哥的开

导，银娃子和工友们心中拨开了迷雾。有

30多名工友下定决心参加红军跟共产党

走，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关大哥还给

银娃子起名叫“钱述亮”。

1932年12月，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

陕甘红军将红色根据地扩大到照金，红军

活动范围已到淳化、三原、泾阳一带。

1933年3月，共产党员李天宝按照陕

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指挥刘志丹

的指示，在三原发动暴动，扩大红色根据

地。

关大哥带领钱述亮等30多名铁路筑

路工人，由临潼赶赴三原，参加红军暴动。

红军暴动大旗竖起来，贫苦百姓纷纷

响应，暴动队伍席卷三原、淳化大地。红

军队伍迅速占领云阳、坡头、方里、寺沟、

南村等乡镇。

红色根据地与南梁根据地连成一片，

成立了以习仲勋任主席的陕甘边苏维埃

政府，并在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下，先后创

立起5支红军游击队，形成了以照金为中

心的陕甘边红色根据地。

钱述亮后来回忆说：“在解放文家庄

时，看到欺压穷苦百姓的地主老财受到惩

处，人民大众扬眉吐气，别提心里有多高

兴了！”

钱述亮打定主意：“要跟着共产党走，

为贫苦大众打天下。”

当时，在淳化地区，流传着一首陕北

歌谣，这首歌谣要早于《山丹丹开花红艳

艳》这首民歌。它的歌词是：

红军哥，红军哥，请你到咱屋里坐。

蒸蒸馍，包包子，再炒两碟粉条子你不嫌，

我心欢，吃着饭儿拉家常。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捍卫新生红色政

权，把队伍开进淳化爷台山。爷台山位于

照金南部，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是红色根

据地南部屏障。

西北国民党军对陕甘红军采取重兵

分步围剿策略，位于红色根据地南侧边缘

地带的爷台山首当其冲，是国民党军首先

围剿的目标。

国民党两个团的兵力，采取向北步步

蚕食的战术，将爷台山南侧的南村乡、方

里镇、坡头镇逐个占领，截断了爷台山红

军向南出击的通道。红军对国民党军的

围困予以了坚决反击。

方里镇是红军从爷台山向山南出击

的要冲，要扩大游击区必须拔除方里镇据

点。1933年中秋节傍晚，红军战士经过侦

察，得知方里镇一个排的国民党兵为了操

办中秋佳节，大摆筵席，竟然只在寨子门

口安排了两名岗哨。红军指战员经过反

复研究，认为这是一个极佳的行动机会，

立刻制定了“摸掉寨门岗哨，队伍迅速冲

进营房，包围饭厅，全歼守敌”的战斗方

案。

钱述亮在行动中，被选进了突击小

组，负责解决寨门的两个岗哨，而突击

小组进展是否顺利，是这场战斗的关

键。天慢慢黑了下来，可中秋佳节的月

亮又圆又亮，给晚上的行动带来很大不

便。突击小组的4个人从寨墙两侧的树

丛向门岗处小心隐蔽接近，匍匐前行的

钱述亮都能感受到心在咚咚直跳，如果

稍不小心惊动岗哨报警，夜晚的行动就

会失败。当他们摸到门岗旁边，两名哨

兵没精打采地站在寨门旁边，在那儿报

怨没捞着吃席喝酒，并未对他们有丝毫

察觉。

钱述亮和另一名战友看到对面的其

他两名红军战士也从另一侧接近了敌哨

兵，钱述亮做了一个手势，在同一时间，他

们奋力扑向两名岗哨。钱述亮的左手猛

地捂住了岗哨嘴巴，右手则紧紧卡住了敌

哨兵的脖子，而另一名战友则协助他紧紧

抓住了岗哨的双手，并用力将敌哨兵按倒

在地。与此同时，另一名岗哨也被成功解

除，整个突击行动干净利索。

其他战友见哨兵已解决，便迅速冲进

寨子，包围了饭厅。没用一个时辰，便把

国民党军一个排的兵力全部俘虏，缴获手

枪一支、机枪一挺、步枪若干和大量的弹

药、粮食。

红军游击队以爷台山为根据地，四处

出击，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坚定地捍卫

了以庆阳南梁和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苏

维埃政权。

国民党军把爷台山红军游击队视为

眼中钉、肉中刺。1934年夏，国民党布重

兵把爷台山团团包围，游击队粉碎了敌人

数次围剿，牵制了大量敌军。在完成牵制

敌人任务后，按照红军总指挥部指示，钱

述亮所部决定从爷台山突围，去南梁与刘

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主力汇合。然而，

部队从爷台山出发后，经过佐家沟时，却

突遭数倍敌军伏击，部队指战员决定分头

突围。

在突围过程中，身边不断有战友受伤

倒下。钱述亮也不幸中弹负伤，被几个断

后的战友掩护着退回施家洼，在深山中隐

藏起来。

(摘自《珲春历史名人》）

据说1987年密江岭隧洞通车以前进

出珲春走的大盘岭——“十八盘”，就是

当年这条山路的前身，虽说经过了新中

国几十年的建设，也没能彻底改变此路

的艰险。即使是现代化的交通工具——

汽车，过此山路也时常发生意外。

铁掌包这种大胆想法着实让他的

伙计们担心，而他却说：“我铁掌包，没

有过不去的山。这回我非要试一试不

可。我打头，要摔死先摔死我。如果我

摔不死，你们敢不敢跟在我后边走？”如

此一说，谁能说个“不”字

呢？一个伙计说了话：“只

要铁掌包领头走，我们什

么也不怕。”大家就这样把

事情定了下来。

在铁掌包的率领下，

这五六辆马车终于上了

山顶。俗话说上山容易

下山难，走下坡开始马还

能坐住坡。后因坡越来

越陡，辕马根本控制不住

车。巨大的惯力，把马车

推得越跑越快，马越快越

跑。在崎岖的山路上，左

拐右拐地飞奔，突然间车

轮子碰到一个大石头，车

身子一颠，险些翻车，并

将 铁 掌 包 给 颠 了 下 去 。

铁掌包见势不妙，双手连

忙抓住车辕子，双腿勾住

马肚带，这时马儿们飞也

似地奔跑着，后边人看到

如此情景，吓得直喊“铁

掌包，挺住！”生死攸关的

时刻，只要铁掌包的手抓

住 车 辕 不 放 ，就 能 活 下

去，如撒了手，立刻会被车轮碾死。只

见铁掌包紧紧抓住车辕子，辕马在咆

哮，车轮子在飞滚，铁掌包的大辫子在

空中飞舞着。抓住辕子的手在一点一

点地往下滑着。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辕马回过头来用牙紧紧地咬住了主人

的衣领，马车还在飞跑着，飞跑着……

很久，马车终于跑到山底下停了下

来。这时辕马才松开嘴，把主人放在

地上。铁掌包已累得筋疲力尽，浑身

都湿透了，怎么也起不来了。待到铁

掌包苏醒过来后，有人对他说：“铁掌

包，真吓死我们了。”他哈哈一笑，说：

“没事。阎王爷说我阳寿不到，不收留

我。”大家听到这里都大笑了起来……

这场灾难过去了，铁掌包率领的马

车队继续往船厂方向走。当他们来到

威虎岭时，人人都紧张起来，听说这威

虎岭常有大老虎出没。铁掌包把心一

横，心想：“不就是老虎吗？今天我倒是

要见识见识！”这正是“明知山有虎，偏

向虎山行。”他们几个人把早已准备好

的刀、剑拿在手中，真要是遇到老虎也

能抵挡一阵子。马车还在

飞快地跑着，每个人的耳

朵都仔细地听着周围的一

切。突然一声虎啸打破了

周围的寂静，从山林中窜

出一只斑斓猛虎，只听铁

掌包的马车“咔嚓”一声，

外套马被这凶猛的老虎摁

倒在地。铁掌包眼看老虎

就要把马拖走，只见铁掌

包面不改色心不跳，十分

镇定地站在马车上，举起

了马鞭，照准老虎的眼睛

打去，顿时老虎眼睛血流

如注，疼得老虎嗷嗷直叫，

放下了到口的美味，向铁

掌包扑来。说时迟那时

快，只见铁掌包再次举起

了马鞭，对准了老虎的另

一只眼睛打去，不偏不倚

地打在了老虎的另一只眼

睛上，老虎一声长啸腾空

而起，正撞在路旁的大树

上，当场毙命。这时在旁

边看着的几个伙计才醒过

神来，急忙赶到铁掌包面

前，看他被虎伤到没有，大伙儿浑身上

下给他查看了个遍，丝毫无损，这才松

了一口气。都佩服铁掌包机智勇敢，虎

口脱险。虽然外套马被老虎咬伤了，可

他们却得到了一张上好的虎皮和一架

虎骨。

这虎口脱险和虎口夺食的传奇故

事，在吉林大地上传遍了，这条艰难的

路，也从此打开了。人们在珲春通往吉

林船厂的路上，经常能看到铁掌包和他

伙计们的身影。

（摘自《珲春满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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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丹布，姓钮呼禄氏，满洲正

白旗人，世居珲春。乾隆间从征石

峰堡逆回，枪毙底店山梁执旗贼目，

提蓝翎长。从征台湾，贼匪出截，驰

斩一贼，于是争乘之。进攻中林斗，

六门并克。赐号“伯奇巴图鲁”。

额森特，姓泰楚拉氏，满洲正白

旗人，世居珲春。乾隆间，从征缅甸

及金川，功甚伟，每战皆与海兰察奋

力合击，虽负伤，犹力战不休，所至

皆下。后讨甘肃，破华林寺，亦有

功，官至参赞大臣，封三等子。

阿勒罕保，姓钮呼禄氏，满洲正

白旗人，世居珲春。嘉庆间，从征川

陕教匪。道光间剿张格尔于新疆，

战功昭著，图形紫光阁。历官领队

大臣、副都统、护军统领。以老乞

休。

托云保，姓额哲特氏，满洲正黄

旗人，移居珲春。嘉庆间，从征河南

教匪，率吉林军从征洪、扬军，连战

皆捷。提护军参领、上驷院卿，蒙古

正蓝旗、正红旗副都统、奉宸院卿、

宁夏将军。以病致仕。卒。

巴清德，姓额扎特氏，满洲正黄

旗人，移居珲春。嘉庆间，随剿河南

教匪李文成，克司寨，进攻滑县。道

光间，从征台湾、张格尔，并著战

攻。图形紫光阁。授镶白旗蒙古副

都统、镶蓝旗、正白旗护军统领、镶

白旗蒙古副都统。咸丰间，屡与洪、

扬军战，卒于军中。

（摘自《珲春满族》）

各区反帝同盟、反日会、赤卫队、妇

女会、儿童团等党的外围组织建立，进

一步团结了各地人民群众，调动了他们

的反帝反封建积极性，为后来建立珲春

人民抗日游击队、抗日根据地奠定了组

织和群众基础。这对于后来的群众革

命武装斗争，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预

演。

二、珲春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

1931年瓮声砬子会议后，延边地区

党组织根据会议精神，在群众基础较好

的地方，广泛发动群众，从敌人手中夺

取武器，建立了珲春等各县的抗日游击

队，创建各地抗日游击根据地，同日本

帝国主义侵略军展幵了艰苦卓绝的武

装斗争。珲春抗日游击队和抗日根据

地的建立，冲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

统治。日本帝国主义高度重视疯狂进

行讨伐，游击根据地遭到重创，根据地

军民被迫转移，转战延边地区、东北地

区以及苏联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地区，坚

持抗日斗争。

珲春游击队的建立和抗日斗争

1932 年 4 月 5 日，日本驻朝鲜罗南

第十九师团组成的“间岛派遣队”不费

一枪一弹就占领了珲春城，成为日本侵

略军统治的殖民地，珲春各族人民受到

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珲春社会各界、

阶层、各政党、军队和团体，围绕着是抗

日、还是不抗日，或者是降日，而重新组

合力量。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在危

亡之际组织抗日义勇军，抵抗日本帝国

主义侵略。中共满洲省委同日发表《关

于全满洲劳苦群众的斗争纲领》，号召

“民众自动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

义新工具‘独立政府’”。

瓮声砬子会议后，中共珲春县委军

事部部长申春组织10余名优秀青年，在

大荒沟头道岭深山中打造密营，创建别

动队，进行了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为

游击队培训骨干。他们用仅有的几支

猎枪和过去独立军的土铳，首先开展了

清算亲日走狗和夺取他们武器的艰苦

斗争。以此为基础，创建了珲春第一个

抗日武装队伍，大荒沟别动队。

1932年3月，在烟筒砬子区党组织

发动几名进步青年在西沟建立了突击

队，通过救国军内线关系，从当地救国

军部队中弄到了部分武器。经过周密

的调查，突击队终于了解到过去独立军

部队撤退时埋下武器的地方，挖出了20

余支土枪。和万余发子弹。以这些突

击队员和原工农游击队员为基础，烟筒

砬子党组织在西沟建立烟区游击队（又

叫岭南游击队）。同一时期，大荒沟别

动队扩编为荒区游击队（又叫岭北游击

队），开展了打击反动地主和走狗、夺取

武器的斗争。烟筒砬子游击队和荒区

游击队一建立，就同敌人进行了艰苦的

斗争，两只抗日游击队建立后，组织进

步青年，赤卫队，作为抗日游击队的扩

编力量。

1932 年 7 月，岭南游击队派 4 名队

员和2名赤卫队员化装成农民摸进板石

四道河子日本人的畜牧场，迅速解除了

门岗的武器，并把160多头黄牛赶到烟

区游击区内。同年10月，岭南游击队20

余人夜袭太阳村集团部落的自卫团，缴

获步枪17支和几百发子弹，解决了武器

武装并扩大了队伍。

1933年1月，珲春县委为便于统一

领导，将岭南和岭北两只抗日游击队合

并起来统一扩编为珲春县游击总队，游

击队的战斗力进一步强化。孔宪琛担

任总队长，朴泰益担任政委。游击总队

分为两个大队，共有100余人和60余支

武器，在烟筒砬子区和大荒沟区分别开

展活动。

珲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

随着珲春抗日游击队的建立和珲

春抗日形势变化，使珲春各级党组织越

来越深刻意识到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经过珲春游击总

队的努力，建设了几个比较大的抗日游

击根据地，作为游击队开展抗日武装基

地，主要有：大荒沟抗日游击根据地：创

建于1932年秋，在英安和密江两个乡镇

的北部居民有 1000 多户，方圆有 1000

多平方公里。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和发

展，珲县的兵工厂、医院、陆续建立在大

荒沟等地。1933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

除增派兵力大举进攻根据地之外，还实

行保甲制度，在根据地的周围，修建集

团部落，封锁抗日游击根据地。到1934

年春，根据地遭到严重的破坏，中共珲

春县委为保存革命力量，坚持斗争，决

定撤离大荒沟。1934年夏，大荒沟抗日

游击队军民转移到汪清县金仓一带，开

辟新的抗日游击区。

（摘自中国知网）

背架舞是典型的朝鲜族民间舞蹈艺术之一，至

今已有几百年历史，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

价值。因影响范围广泛、传承基础牢固，2011 年，

“朝鲜族背架舞”成功入选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

从19世纪中叶开始，朝鲜族背架舞广泛分布于

鸭绿江北岸和图们江北岸的朝鲜族聚居区，其核心

区域为现今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尤以龙井市境内

最为流行。背架舞来源于民间农耕生活，是朝鲜族

民众自导自娱的即兴舞蹈。解放前主要在农村的

地头、打场空地，男女老少

即兴表演，后来通过艺术

家的改编，逐步演变成具

有中国特色的朝鲜族民间

舞蹈艺术。朝鲜族背架舞

具有大众性、节奏性和写

实性特征，在艺术表现形

式上。

注重节拍，其舞姿朴

实、自然，整个舞蹈反映了

朝鲜族人民的农耕生活场

景，展现了农民耕作的辛

劳和丰收的喜悦。

作为“朝鲜族背架舞”

非遗项目的申报地区，近

年来，龙井市一直致力于朝鲜族背架舞的传承、保

护和发展工作，通过加大资金投入和扶持力度，购

置乐器、道具和服饰等文化设备，参加各级各类文

化活动等形式对其进行广泛宣传和推广，展示其独

特艺术魅力。同时以龙井市东盛涌镇、开山屯镇及

龙井市北安小学为主要阵地，开展“朝鲜族背架舞”

传承普及进村屯、进校园活动，吸引更多人了解和

认识背架舞，加入到学习背架舞的行列，让这项非

遗技艺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摘自延边新闻网）

凉是夏季满族主食最主要的特

点。水饭在满族很流行，满语叫 xaru-

kan buda，也叫xangkan buda，通常吃过

的水饭有小米水饭、高梁米水饭，还有

二米水饭，家里条件好的也会吃大米水

饭。

水饭又称净水饭、凉水饭或过水

饭，做法也非常简单，把高粱米、小米等

做成干饭后放在清水里泡，待吃饭时用

笊篱捞出，佐以盐渍或酱渍小菜，清凉

开胃。吃水饭的主要原因一是因为天

气热，吃着凉快，还有就是嘎山里（满

语：村）没有冰箱，水饭可以一天两天的

存放，每次吃的时候用水投一下就可以

了，现在也是东北满族人家喜爱的夏季

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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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 奉天学生800余人示威游行，
反对日本进兵珲春，声援吉林人民的反
日运动。

九日 日本在珲春头道沟、汪清百
草沟、延吉局子街设警。

二十四日 吉林省议会与各界代表
4人，为“珲春事件”赴京请愿，在长春被
捕。

二十八日 日军在延吉、珲春、和
龙、汪清四县各商埠处设立“归顺者取
引所”，强迫各乡垦民一律归顺日本。
并挨户发给警约书，规定韩民遵守日本
法令，不准组织“匪党”。

是月 日本开始由延吉、珲春一带
逐步撤兵。

是月 9、10、13日的《上海时报》记，
“进犯青山里的日军，将附近的朝鲜族
千余户住房全部烧为灰烬。敌人每到
一屯将男女捆在一处，或枪毙，或烧

死。10月31日，日军十五联队某部，烧
毁龙井獐岩洞村落26座，杀死居民145
人。”

1921年（民国十年）
一月七日 吉林省政府与日本代表

东福石井就珲春事件签订暂时办法，规
定：日军撤出之地由中国军队接防；中
日两军之地相接者，双方诚意相待；日
军驻地发生“匪警”，知照中国军队后始
往进剿；延珲地方秩序由中国军警维
持。此后，侵占各县的日军昼撤夜返，
仅将表面军事设施拆除，并继续设警。

十五日 珲春、延吉、东宁、宁安、和
龙等五县代表抵京，上书北京政府，痛
陈五县人民受日军残害情形：人民伤亡
近万人，财产损失2000多万元，以及日
军奸淫烧杀等罪行。要求日军撤退，并
赔偿损失。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