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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地风情

游在珲春

边城记忆

红色档案

本期人物

彭树棠（1873-1941），字华清，湖

北省麻城市铁门岗乡人，晚清举人，

肄业于两湖书院，是清朝末期珲春最

后一任知县，也是中华民国初期珲春

的首任知县。

彭树棠在珲春主政期间，正值清

朝被推翻、中华民国刚建立，社会剧

烈动荡的时期。彭树棠为稳定社会

局势、发展经济、开发教育呕心沥血，

深受珲春人民的拥戴。当他调任长

春知事时，珲春人民感恩他的为官清

廉、爱国爱民，为他立起了德政碑。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彭树棠

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选派到日本早稻

田大学法政专科学校读书。在日本

留学期间，彭树棠与其同乡——中国

革命先驱、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华

兴会创始人吴禄贞过从甚密，并参加

革命党人在日本的活动。光绪三十

年（1904）彭树棠回国，当时正值日俄

战争在东北爆发，边务事件繁多，彭

树棠被调到延吉，任边务公署参事兼

延吉开埠局坐办。后升为边务通判，

掌管涉外事务。

光绪三十三年（1907）至宣统三

年（1911），彭树棠先后在吉林巡抚

（原珲春第七任副都统）陈昭常和吉

林边务督办吴禄贞手下工作。彭树

棠恪尽职守，对中国同俄、朝边界及

日本人制造的中朝边界事端都“运筹

帷幄，消患于无形”，为维护边境稳

定、国土完整和国家尊严做出了突出

贡献，深得陈昭常、吴禄贞赏识。

宣统三年（1911）二月，经陈昭

常、吴禄贞二人保举，彭树棠升任珲

春厅署理抚民同知（知县）。彭树棠

在珲春任上期间，正值辛亥革命，清

朝被推翻。在这场社会大动荡、大变

革的潮流中，彭树棠目睹了清代的腐

朽没落，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

黑暗现状。通过同革命党人吴禄贞

等人的接触，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

望。

因此，彭树棠顺应历史潮流，出

任中华民国首任珲春知县。在珲春

组织起8个城乡自治会和县人民自治

委员会，建立起新的政府职能部门；为

维护社会稳定，彭树棠全力抓好社会

治安，亲任县警察局长；在教育工作方

面，4年任上新创办6所小学，使珲春

人民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安居乐业。

彭树棠重视利用珲春自然资源

和地理条件发展经济。在对俄对朝

贸易上，宣统二年（1910），珲春征收

海关关税8,972,580两银，至民国二

年（1913）珲春征收海关关税38,518,

691两银。彭树棠积极参与、大力支

持吉林巡抚陈昭常主持开发图们江

航运项目。在航运项目论证阶段，彭

树棠亲自率队沿珲春河、图们江进行

实地踏查，为制定图们江航运规划报

告提供了详细具体、切合实际的第一

手资料。在吉林图长航运公司筹备

期间，彭树棠鼓励和动员珲春的木材

公司将采伐的木材用放木排的方式，

将木材从珲春河顺流放下，进入图们

江，再顺流从图们江进入日本海。

为纪念辛亥革命胜利，彭树棠满

怀革命激情，按照中原居民习俗，在

珲春县衙署大门前，立下了正面刻有

“旭日东升”文字和祥云朝阳、背面刻

有辛亥革命的军旗及中华民国五色

国旗的“石敢当”石刻碑。碑高65厘

米、宽70厘米、厚21厘米。以此来宣

示和纪念辛亥革命。这是中国唯一

一块以“石敢当”形式来纪念辛亥革

命胜利的纪念碑。

彭树棠在珲春历任满清和民国

的知县，为政清廉，妥善处置同邻国关

系，发展经济，视民事如己事。考叙政

绩，民国三年（1914）十月，擢任长春知

事。珲春人民为纪念他在珲春主政时

期的功德，在城西郊“三幢碑”勒石铭

立彭树棠德政碑，其碑文为“绩迈龚

黄”。“龚黄”二字是龚遂、黄霸二人名

字缩写。此二人是汉代为官廉洁的清

官，后被世人传颂定为中国循吏的典

范。 （摘编自《珲春历史名人》）

中国的女权运动，最初是从兴

女学、不缠足开始的。而女学的兴

办、女子教育权的获得，是女权运

动得以开展并取得实质进展的首

要因素。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民国

档案中记载了珲春县第一所女子

小学堂的开办，见证了这一历史。

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清政

府颁布了《奏定女子小

学堂章程》，规定了女

子学堂分为初、高两

等，学制各4年，凡是女

子学堂学生，一律禁止

缠足。初办可由官府

筹设，并允许民办，学

制亦为 4 年。当时，举

办女学成为地方政府

的“时髦”之举，被当作

地方实行新政、立宪的

主要政绩之一，而远在

边陲的珲春县也不例

外。

据档案记载：宣统

二年（1910 年）珲春厅

知县梅颐上奏吉林提

学使司，为开通女子民

智，开办珲春官立初等

女子小学堂。他在呈

文中写道：“惟家庭教

育于女学，民智开通全

在演讲。诚以此二者，

一以增学校之根基，一

以促国民之进步，均为

立宪时期所不容稍缓

者也。”阐明了兴办女子学堂的重

要性。钦命署理吉林提学使司之

提学使曹广桢从速批示筹办。

宣统二年十一月一日，珲春官

立女子小学堂正式开学，暂借县城

东僻静之处的教堂作为校舍，共有

教室3间、教员室1间、女仆室1间、

厨房 1 间、体操场 1 处，不设寄宿

舍。由于女子入学堂学习的风气

还没有得到广大民众的接受，学堂

只设 1 个班，计划招收 40 名学生，

开学之初也只有32名学生报到，到

堂学习仅为21人，最大的16岁、最

小的7岁。学堂设校长1名、教师1

名、教务1名，还雇有女仆、女厨各

1名。

女子小学堂开办之初，珲春厅

还制定了《珲春官立女子小学堂章

程》。章程中规定学堂

共设学科5门，有修身、

国文、算学、女红、体

操。每星期授课时间

为24小时为限，每星期

修身1课时、国文15课

时、算学2课时等。

教科书的采用也进

行了精心筛选，修身课

教科书采用的是中国图

书公司张继良主编的初

等小学修身教科书；国

文课采用的是学部图书

局编初等小学五年完全

科国文教科书；算学课

采用的是学部图书局编

初等小学五年完全科算

术教科书。

女子小学堂各科

成绩计分方式与现代

相似，以百分计算，60

分以上为及格，80分以

上为优秀。第一学期

全堂 21 名学生均为优

秀，第一名是姚佩清，

年龄为 14 岁，修身、国

文、算学都是100分。

珲春官立女子小学堂的创办，

正处在中国新旧递嬗的历史时代。

女子学校的创办，其意义不仅在于

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新型的知识女

性，也是对中国沿袭了数千年的“男

尊女卑”封建陋习的挑战，成为近代

中国妇女解放的先声。

(摘编自《档案吉林·珲春市
卷》)

在珲春市春化镇西土门子村

东边的一个山坳，背阴幽静而神

秘，因多有“黑瞎子”蹲仓的树洞而

得名“黑瞎子背”。

每逢冬季来临，“黑瞎子”寻找

食物越来越困难了，它便寻觅一处

隐秘的地方去冬眠，以便挨过漫长

的冬季。它在森林里

找啊、找啊，见到粗大

的树，就用前掌用力

拍一拍。“梆、梆、梆”，

震得前掌发麻，再去

找下一棵树。“嗵、嗵、

嗵”，找到了，这棵树

是空心的。可是洞口

朝天，在树丫上，是个

“天仓”。“黑瞎子”就

爬上去，把两条后腿

伸进树洞里蹭呀、蹭

呀，蹭实成了，就稳稳

当当、不吃不喝，坐着

睡上一个冬天。有的

洞口在树根上，是个

“地仓”，它就把两只

前爪伸进去，把枯枝

腐木掏出来再钻进去

“蹲仓”。后来，由于

当地森林经营搞抚育

采伐，带树洞的好多

大树都被砍掉运走，做了附近农户

的烟囱，蹲仓的地方少了，找不着

树洞。“黑瞎子”就寻个岩石缝拱进

去，蹲“岩仓”。“黑瞎子”皮糙肉厚，

抵抗力强，有个容身的地方，就能

混过整个冬天。

“黑瞎子”蹲仓不像冷血动物

那样绝对地冬眠，它只是主动地减

缓新陈代谢的速度，不吃、也不动，

进入半睡眠状态。睡醒了，就伸舌

头舔一下掌心，睁眼看一下外边的

情况。要是外边天象没有变化，它

就接着睡。要是天暖了、雪化了，

它就结束蹲仓，出来活动。山里人

知道，在阴坡蹲仓的

“黑瞎子”出洞早，它

看到对面阳坡上的雪

化完了，就结束蹲仓

出洞活动了；在阳坡

蹲仓的“黑瞎子”则出

洞晚，它要一直等到

对面阴坡上由白变黑

了，才肯出洞。蹲仓

期 间 只 要 没 人 惊 动

它，它就这么半睡半

醒，安安静静地在仓

子里靠上四五个月。

可要是有人打扰这位

“隐士”的清梦，它就

会 窜 出 洞 来 跟 你 玩

命。即使受伤，它也

绝不屈服，继续同你

拼杀。

有经验的猎人如

果遭遇“黑瞎子”，甚至

被“黑瞎子”坐在屁股底

下，都会趴在地上用皮帽子护住脸一

动不动“装死”。“黑瞎子”见人不动，

便扔下倒霉的猎人，再去寻找别的冬

眠场所了。因此，过去山里边常见

“黑瞎子剩”（熊口余生,脸上有许多疤

痕的人），却很少有被“黑瞎子”咬死

的人。（摘编自《珲春地名故事》）

民生团是1932年2月经过日本

移民当局批准，由一伙朝鲜奸细、政

客组成的专门用于对抗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东满抗日武装斗争的反革命

组织。民生团鼓吹间岛韩人自治，破

坏朝汉民族团结、分裂中朝人民的抗

日和联合，还公开为日军对东满地区

的“大讨伐”张目。

1932年2月15日，朝鲜政界人

士曹秉相、朴锡胤在龙井成立民生

团，还计划在延边各县设立分团，

并派出骨干分子到各地进行组建

活动，企图把势力扩大到基层民众

中去。由于东满地区各级党组织

有很高的革命警惕性，对民生团的

活动进行密切监视，并予以迎头痛

击，让这些民生团分子有的被驱

逐、有的被抓住处死。民生团的计

划最终破产，这个反动组织只存在

5个月就“寿终正寝”了。

可是民生团所带来的祸患远

没有结束。就在民生团公开宣布

解散三个多月后的1932 年11月，

中共东满特委在东满党团组织及

其领导的武装部队内部开展了一

场长达三年多的“反民生团”斗

争。这场斗争的起因是中共延吉

县老头沟区委的“宋老头事件”。

1932年8月，老头沟区委秘书宋老

头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一周后逃

回。审查期间，和龙县游击队抓获

了四名日本宪兵，他们供认：“宋秘

书是我们派的特务。”因此，县委把

宋老头抓起来，大刑之下，宋老头

承认组织了“民生团”，并供出20余

名参加者。县委根据宋老头的口

供继续拷问，又抓出一批“民生团

分子。

这一事件，让东满党的组织错

误地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已派遣大

批民生团分子钻入东满党团组织、

游击队和人民革命军中，篡夺了各

级组织的领导权，从革命队伍内部

进行破坏。既然那些民生团分子

已经混进来了，那就得把他们查出

来，一个一个地收拾掉。与此同

时，日本的忠实走狗、特务头子进

东汉成立的间岛协助会，利用东满

革命队伍内部进行的反民生团斗

争，有意识地做起以前民生团的工

作，他们或潜入党内进行挑拨、或

制造假象，使对方产生错觉，误信

确有民生团分子混入党内。由于

协助会大施反间计，制造民生团大

量存在并钻入共产党内部的假象，

致使东满党组织确信民生团分子

已大量混入革命队伍内部，错误地

认为党组织内部百分之七十以上

是民生团分子。于是，从1932年11

月至1936年3月，在东满地区革命

队伍内部开展了长达三年多的“反

民生团”肃反运动，大力抓捕民生

团分子。

然而，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复

杂性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

争的尖锐性，在斗争中把党内宗派

主义问题、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问

题，都夸大为“民生团进行破坏活

动的罪行”，把党内矛盾、人民内部

矛盾扩大为敌我矛盾，并采取“残

酷斗争，无情打击”，搞逼供，抓住

一人、株连一大片的错误做法。一

时间，在党内、游击队内，风声鹤

唳、草木皆兵，“每个人都在怀疑别

人、每个人也都被别人怀疑”，任何

一件事，都可能被说成是民生团分

子的阴谋。

这次斗争使革命队伍内部人

心涣散，人人恐慌，互相猜疑、互不

信任，造成严重内耗、互相残杀的

混乱局面，严重挫伤了广大干部和

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同时，逮

捕了大批朝鲜族干部，有很大一批

被杀害。中共珲春县委书记崔昌

福、崔学哲，县委宣传部长金奎凤、

组织部长高学俊，共青团珲春县委

书记郑弼局、吴石泉等领导干部先

后被打成“民生团”分子而被杀害。

1933 年 7 月，中共东满特委书

记童长荣和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

潘庆由到珲春组织召开县委党团

扩大会议，传达“一二六”指示信精

神。潘庆由在会上讲话，点名批判

了已牺牲不久的县委书记徐光的

所谓错误，还点名批判了县游击大

队政委朴斗南闹“派争”，并以“派

系斗争”为由，宣布开除朴斗南的

党籍，撤消其游击大队政委职务，

缴了他的手枪。

会后，潘庆由在金南奎家吃饭。

有一个班的游击队战士执行任务回

来，把枪架起来也准备吃晚饭。架起

的枪中有一支缴获的三八式新枪，战

士们好奇地摆弄着。这时朴斗南走

上前来说：“我也看看。”他接过步枪

后装上子弹，冲到金南奎家，推开门

对潘庆由说：“你不是要杀我吗？那

我就先杀了你。”他搂动扳机，一枪打

死了潘庆由，随后走进屋拔下潘庆由

腰间的手枪退了出来，威胁游击队员

“谁敢动就打死谁”，他边说边退。游

击队员们都知道朴斗南的枪法，谁也

没敢动。朴斗南就这样跑掉了。事

件的发生，激起了特委领导人的怀

疑，认定珲春县“有的是民生团”，便

指派特委组织部长李相默到珲春县，

逮捕了60多名县区干部，开展反“民

生团”斗争。后来，又逮捕100多名

党员，并把他们分6批杀害。

在山林中徘徊一冬的朴斗南，

1934 年春下山到珲春日本宪兵队

投降叛变，不久充任“珲春正义团”

副团长。随后，朴斗南去伪满洲国

新京，担任关东军第二课特务，继

续进行罪恶活动。

东满特委开展的三年“反民生

团”斗争，给东满党、军队和根据地

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和极其严

重的后果。由于大批优秀领导干

部被诬陷、杀害，使党和军队丧失

了大批领导骨干，严重影响了各项

工作的开展，使东满党、军队陷入

了严重危机。另外，由于抓“民生

团分子”主要是在朝鲜族干部中进

行的，给汉、朝两个民族同胞和中、

朝两国同志间团结造成了很深的

“裂缝”，破坏了抗日队伍内部的民

族团结。

总之，东满地区革命队伍内部

开展的反“民生团”肃反扩大化斗

争，反映了东满党组织在思想上、

政治上还不够成熟，面对残酷复杂

的斗争环境和阴险毒辣的日本侵

略者，没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

冷静地、恰当地处理内部敌特问

题，缺乏客观分析事物的能力，给

党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其教

训是极为深刻的。

（摘编自《红色记忆——珲春
革命老区故事汇》）

朝鲜族角弓是具有悠久历史

的弓箭之一，已有 2000 多年的历

史。

角弓，顾名思义就是利用水牛

角、竹子、桑木、牛筋、桦木皮等材

料，用鱼鳔胶粘贴而成的传统弓

箭。朝鲜族最早的弓箭为“檀弓”，

就是古朝鲜时期（公元前2333年-

公元前108年，在中国东北辽河一

带和朝鲜半岛北部建成的古代部

族国家）用檀木制作的弓箭。到了

公元前后的高句丽时期（公元前37

年-公元前 668 年，在中国东北和

朝鲜半岛北部建成的古代地方政

权）便出现了“角弓”。

随后，经过几个朝代和近现代

文明的发展衍变，角弓成为带有极

强生命力和文化元素的大众性竞

技娱乐器具。十九世纪中叶，大批

的朝鲜人迁移定居于我国东北地

区，角弓制作技艺和有关弓箭民俗

游戏，在民间广为流传。

据调查，二十世纪30年代，在

延边地区有几处射箭场，利用春秋

季节组织一系列射箭比赛。二十

世纪 80 年代，射箭民俗游艺有了

长足的发展。在延边大学体育学

院设置弓道学科，传授角弓制作技

艺和弓箭的射法，普及弓道的礼法

等。

珲春市明珠广场音乐喷泉位于珲春河北岸中段，综合了声、光、电

技术，将视觉及听觉艺术有机融合，成为珲春旅游新亮点。每逢夜幕降

临，都会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观赏。图为美丽的喷泉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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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珲春反“民生团”肃反扩大化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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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
二月 珲春副都统恩祥因贪赃

枉法被撤职查办。

二月二十九日 调吉林副都统

英廉任珲春副都统。

春 赈珲春饥民。

十月二日 设立珲春地方属境

矿务公司，下辖三道沟和天宝山两

矿务局。公司总理由招垦总理兼

任。

十二月 在黑顶子地方大肚川

设立中国边境集市，每月逢二、七

日开市。

是年 省拨赈恤银五千两，赈

济珲春去秋农民。

是年 为赈济光绪二十二年

（1896）受水灾户，珲春发起募捐救

灾活动，共收集银2928两。其中有

本接铺商捐银2194两，八期官弁等

捐银734两。

是年 珲春地方，江河水暴涨，

除田禾冲淹以外，冲毁土地61垧。

是年 沙俄林业资本家入侵珲

春河上游、密江河流域、嘎呀河流

域等森林地带，强行采伐，掠夺大

量木材，造成这一带的荒山秃岭。

所掠夺的木材大部分运送到海参

崴。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
是年 裁撤驿站，改设文报

局。民国三年设邮政局。

是年 黑顶子镇远堡敬信社约

（屯长）安成福报称：本月初一日，

忽有俄官到我社接界处沙草峰地

方，立一木杆，声言：“木杆内是俄

国界；木杆外是中国界。”“沙俄越

界立杆，妄图蚕食我土（耕种地约

五、六十垧）”。

是年 朝鲜咸镜北道的李姓移

民，自带水稻种子，来密江下洼子

开垦水田，种植水稻，在珲春土地

上最早播下了水稻种子。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
三月二十六日 珲春俄文学堂

增加教习、学生和经费，以适应对

俄交涉。

秋 因水灾，大田仅收四成。

十一月八日 吉林将军长顺奏

请将珲春、宁古塔、吉林所属矿务

公司统归宋春鳌办理，允准。

十一月二十六日 吉林将军长

顺批准，珲春天宝山矿务委员车程

光第禀请招商股，续办银矿事宜。

十二月二十八日 夜，因大军

火烧毁商号 40 余户，房舍 120 余

间，灾情严重。

是年 天宝山银矿连续4个月停

发工人薪水，激起矿工愤怒，朝鲜族

矿工朴善等率领200余名矿工痛打

梁翰，烧毁梁翰和程光第的公馆，砸

破烧银炉，烧毁仓库，银矿停产。

是年 珲春地方管内三岔口

（东宁县城）张家磨房不戒余火，延

烧店铺69家。

是年 珲春县水灾，大田仅获

四成。

是年 西医传入。入侵珲春的

俄军，在珲春设立一处俄国医院，

但不给中国人看病。后于1905年

随俄军撤兵而撤去。（未完待续）

珲春大事记

⇑辛亥革命纪念碑石敢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