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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人物

边城史话

游在珲春

红
色
档
案

今天，在珲春市英安镇大荒沟

伪军起义遗址碑背后的那座山顶

上，79年前挖掘的工事战壕遗迹依

然清晰可见。当年，从那座山顶上

走下一位身着绿军装、头戴红五星

的指挥官，他只身一人深入敌穴，

成功说服了一个伪军连弃暗投明，

加入抗日队伍。这位大智大勇的

军事指挥员叫侯国忠。

侯国忠是东满地区抗日联军

著名领导人之一。曾担任东北人

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四团团长，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三方面

军副总指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他率领部队高举抗日救国旗帜，驰

骋在东满大地，转战于林海雪原，

历经数十次大小战斗，战功卓著，

威震东满。

侯国忠，1904年生于吉林省珲

春县大荒沟村一个贫苦农民家

庭。由于家境贫寒，小学还没毕

业，他便中途辍学，替父母分担生

活重担。生活在那个黑暗动荡的

年代，侯国忠目睹了封建地主阶级

的剥削压迫和人民生活的水深火

热。随着年龄的增长，侯国忠认识

到，要改变这种不公平的社会现

象，唯有拿起武器向这个旧世界宣

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

三省陷入日寇铁蹄之下，边陲珲春

也沦入敌手。日伪统治下的珲春

人民过着屈辱的亡国奴生活。生

于乱世的侯国忠，面对豺狼践踏下

的破碎家园，心如刀割，他摩拳擦

掌，苦苦寻求报国路径。

一次偶然的机会，侯国忠探听

到旧吉林军驻珲春王玉振部组建

了抗日救国军，苦于报国无门的侯

国忠迫不及待地投奔了这支队

伍。在救国军里，侯国忠英勇杀

敌，身手不凡，逐渐在士兵中建立

了很高威望。

然而，脱胎于旧军阀治下的所

谓“救国军”，其阶级本性决定了它

不可能为了民族大义而真正救

国。1932年2月，王玉振变节投靠

了日本侵略者，侯国忠所在的这支

“救国军”也被改编成伪军，枪口转

向了自己的同胞，侯国忠寄望在救

国军一显身手拯救国家和民族的

梦想就此灰飞烟灭。万般悲愤之

中，他在爱国士兵中宣传抗日救国

主张，发动他们积极行动起来把日

本侵略者赶出中国。1933年3月，

侯国忠在珲春县马滴达率领 24 名

爱国士兵从被日军改编的伪军中

哗变出来，打起抗日山林队的旗

号，报号“四季好”，辗转于珲春县

境的二道沟、三道沟一带，灵活机

动地打击日寇。

侯国忠的爱国举动引起了中

共珲春县委和珲春县游击队的注

意，他们派人与侯国忠联系。经说

服引导，侯国忠接受了共产党的抗

日主张，1932年11月，率队加入珲

春县游击队，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

路。不久，侯国忠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在向党宣誓中他表示：共产党

是真正为贫苦老百姓谋幸福的，自

己也是穷苦人，今后要永远跟着共

产党走，誓死打击日本侵略者。

1934年12月，侯国忠被中共东

满特委任命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

二军独立师四团团长，上任伊始，

就遭遇了日军对东满各抗日游击

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讨伐。

敌人实行野蛮的“归户并屯”政策，

制造了一个个无人区，企图将抗日

武装困死饿死。为打破敌人的封

锁，侯国忠率领第四团进入密林里

宿营，部队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

后，侯国忠率领一部分部队悄悄出

山，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仅仅几

天的时间，就接连占领了三个“集

团部落”，歼灭了三股伪军自卫团。

1935 年 2 月，大荒沟的雪下得

特别大。第四团转战到这里，深入

到一支伪军当中宣传党的抗日政

策，劝其倒戈起义。

1934年，大荒沟抗日游击根据

地军民撤退到汪清县境内后，日本

侵略者为加强对新占领区的统治，

派一个伪军连，驻守在大荒沟。侯

国忠率领第四团一部冒着严寒，在

密林和夜色的掩护下，悄悄占领了

敌人营房前的一座山顶工事。天

近拂晓时，埋伏在伪军营房山顶上

的四团战士，看见一名伪军士兵登

上山顶，来到四团战士面前，侯国

忠说服了这名伪军，并给伪连长赵

玉玺写了一封亲笔信让他送下山

去。伪连长读完信后，召集各排长

商量对策，给侯国忠写了回信，请

他下山商议。为了争取赵玉玺率

部起义，侯国忠将个人生死置之度

外，他孤身一人下山与其谈判，在

伪军连部，侯国忠晓之以理、动之

以情，讲日本侵略者亡我东北的狼

子野心，讲苦难受压迫的劳苦大

众，讲中国军人的责任和担当，他

千方百计劝说赵玉玺弃暗投明，抗

日救国。赵玉玺犹豫不决之时，山

顶上的四团战士也展开了政治攻

势，口号声和军歌声此起彼伏。这

时，几名伪军士兵点燃了营房，他

们高呼：“我们不当亡国奴！参加

抗日队伍去！”赵玉玺见抗日是众

望所归，人心所向，不得不下决心

宣布全连起义，加入抗日队伍，被

编入了第四团。后来，这支起义连

队在东宁县老黑山、汪清县罗子沟

战斗中屡立战功。

（摘自《红色记忆——珲春革
命老区故事汇》）

夜深了，金大姐轻柔地抚摸着

几件被她叠得整整齐齐的军装。

这几件洗了不知道多少遍的军装

上依然能看到淡淡的血迹。

金大姐年纪轻轻就守了寡，要

强的她拼了命将四个儿子和一个

女儿拉扯大。眼见日子好过些了，

可天不遂人愿，村子里闯进了日本

侵略者，他们烧杀抢掠

无恶不作。面对挎着

枪的日寇，村民们敢怒

不敢言。一次，村里吴

老汉家10岁的小孙子

在玩耍时撞了一个日

本人，结果被日本人活

活打死。日本侵略者

的恶行，让金大姐无比

愤慨。

一天，吃过早饭，

金大姐像往常一样去

地里干活。邻居朴大

姐热情地跟她打招呼：

“金子，这么早就去干

活啊。”随后，朴大姐走

到金大姐身边，小声地

说，“听说了吗？村里

的教书先生开了妇女

学习班，说每天晚上给

咱们妇女上课，你去

不？”金大姐犹豫了一

下说，“好吧，听着倒是

挺新鲜的，今晚一起去

听听吧。”

到了晚上，安顿好

孩子们，她们相约到了教书先生的

家。教室就设在先生家后院的一

间屋子里，屋里已经来了几个人，

有村里的、也有外村的。到上课的

时候，金大姐发现讲课的不是村里

的教书先生，而是一个没见过的

人。听人说她是山里来的。山里

来的“先生”梳着干净整洁的齐耳

短发，说话节奏慢慢的，声音极好

听。通过几天的讲课，先生教大家

了解了什么是游击队、什么是中国

共产党，还说要想摆脱日本侵略者

的欺压和国民党军阀的剥削就得

拿起武器奋起反抗。

这天，听完课后，金大姐郑重

地把孩子们叫到身边说：“孩子们，

日本鬼子进村后天天欺负咱们。

娘最近通过学习算是明白了，你们

已经长大成人了，也该有出息了。

怎么做才算有出息？那就是为咱

们老百姓、为国家出一份力！明天

我就把你们带到先生那里，我想让

你们跟着先生走。”就这样，金大姐

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

儿交给了先生，身边只

留下十岁出头的小儿

子。从此，她白天下地

干活，晚上闲下来就为

游击队员做鞋子，还把

省下的口粮送到部队

上。

转眼到了秋天，孩

子 们 参 军 有 两 个 月

了。一天，正在地里忙

着秋收的金大姐看到

朴大姐满脸焦急地跑

过来跟她说：“小金，快

回家看看吧，出事了！”

金大姐的心一下子提

到了嗓子眼儿。她一

路小跑回到了家，看到

许久不见的先生站在

自家门口，手里拿着个

包袱。见她回来，先生

说：“金大姐，您的大儿

子为了保护30多名乡

亲，牺牲了……这是他

牺牲前穿着的军装。”

听闻噩耗，金大姐心如

刀绞，打开包裹的瞬间，她的泪水

浸透了军装上斑斑血迹……

此后的几年间，金大姐又陆续

收到了三件血衣。她收拾出家里

唯一的柜子，将儿女们染血的军装

整齐地摆放进去。每当夜深人静，

她就拿出这几件军装一遍一遍地

抚摸，仿佛孩子们就在身边……解

放战争时期，金大姐又将小儿子送

上了战场。在珲春、在中国，还有

无数像金大姐这样伟大的母亲，正

是因为有无数位“金大姐”这种毁

家纾难的爱国志士，中华民族才最

终赶走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最终

的胜利！ 摘自《老刘讲故事》

韩文全（1871-1936），字郁如，珲春满族人。前清秀才，历任珲春县

劝学所长、珲春县立初等女子学校校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

占领珲春，在学校强推奴化教育，韩文全具有坚定的民族气节，不做汉

奸、不为日本人做事，毅然弃职赋闲在家，被日军限制了行动自由。

1936年，韩文全带着忧愤和惆怅与世长辞，享年65岁。

韩文全学识渊博，热爱珲春山水，在从事教育工作之余，遍访珲春

山川河野，将游览过的珲春南山神仙顶子、龙泉山龙王庙双龙泉、河南

七星屯七星泡、敬信九道泡、珲春城护城河库克纳河、城郊平原夏色、龙

泉山秋色、龙泉山冬色八处景观归为“珲春八景”，并为“珲春八景”题写

了八首诗，这八首诗生动描绘了百年前珲春清代至民国初期的美好自

然风光和人文景观。现今，这八首诗已成为珲春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四十八排，是日伪统治时期珲
春板石煤矿死难矿工的坟地，因当
年埋葬死难矿工时，按横竖顺序四
十八排埋葬，故名“四十八排”。它
位于板石镇南3.5公里的一个小山
坡上。坟地东西长约 93 米，南北
宽约 88 米。1968 年，珲春县政府
在坟地西侧设立了“日伪统治时期
死难阶级兄弟纪念碑”。

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长达14年。
在这14年的时间里，东北人民始终
生活在日寇的残暴统治之下。日本
侵略者更是把东北变成“以战养战”
的物资供应地和“以华治华”的集中
营，肆无忌惮地掠夺资源。珲春板
石因为煤矿资源较为丰富，成为了
日寇重点掠夺的地区之一。据资料
记载，1933年到1944年间，日本侵略
者共掠夺板石煤炭176万吨，这些煤
炭全部运往日本。

当年，在板石煤矿下井的中国
工人，没有因为他们辛苦的劳动得
到应得的报酬。相反，日本侵略者
根本不把矿工当人看，而是当成

“原材料”，和火药、雷管等一并列
在原材料消耗的栏目中。因伤亡
事故频繁发生，便留下了堆满中国
矿工遗骨的“四十八排”。据统计，
日伪统治时期，埋在“四十八排”的
死难矿工约有3000余人。

成立于上世纪30年代的板石
采矿所，所长是日本人，名叫高
桥。下设庶务系、劳务系、坑内系、
测量系、工作系、送炭系、用度系
等，各系的主任均由日本人担任，

使煤矿的管理权牢牢掌握在日本
人的手中。

为了让中国劳工成为采矿所
的奴隶，日本侵略者对劳工进行了
血腥的统治和迫害。负责指派工
人劳动的劳务系，便是日本所长为
了监视和镇压矿工设立的恐怖机
构。劳务系的小屋里，各种刑具一
应俱全，被矿工鲜血染的发紫的刑
具，使这个小屋成为一座人间炼
狱。管理工人的把头、警备队和特
务，随时出现在矿场上，工人们稍
有松懈便会遭到毒打。矿工常常
被抓到劳务系受刑，所以人们把它
叫做“老虎系”。“老虎系”刑法名目
繁多，惨无人道。进了“老虎系”的
矿工没有一个人能完整的走出来。

随着侵略战争扩大的迫切需
要，日本侵略者加紧了对板石煤炭的
开采与掠夺，毫无节制地把大批煤炭
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国内。板石采
矿所同时开采了中央坑、南山坑和东
坑，这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珲春当
地的劳动力远不能满足开采的需求，
日本人便以许诺高工资、优厚的生活
待遇等条件，从山东青岛诱骗破产农
民；利用舒兰煤矿的把头把工人招募
到珲春；强迫珲春当地的农民参加

“勤劳奉仕队”，还会随时抓劳工、季
节工等。板石煤矿每年有1000多工
人在井下劳动。

在生产上，日本人提出“要煤
不要人”，根本不管工人的死活。
矿井里没有任何安全措施，每天劳
动时间长达12至16小时。就是这
样，日本人还嫌不够，加倍增加劳

动定额，搞什么“大进炭”每人每天
定额由4车增加到8车，不完成定
额不准出井。

矿工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日
本人和把头巧立名目，克扣工人的
工资和财物。从一个当时矿工的工
资单上看，这个工人一个月共上班
28天，从36元工资中扣出伙食费、菜
金、瓦斯费、矿工罚金等各种费用以
后，倒欠20元。下井的矿工和家属，
大人只能领到18斤粮食。矿工和家
属吃不饱，不得不采野菜充饥，有不
少人中毒浮肿。矿工吃不饱或空肚
子下窑是常事，在井下饿晕也是家
常便饭。往往是用井下水沟里的污
水泼醒，缓过劲儿来再接着干。据
老矿工回忆，当时板石煤矿被残杀、
病死、饿死、累死的矿工几乎每天都
有，传染病盛行期死的人就更多
了。开始把头用薄木棺把死难矿工
埋葬，后来觉得不合算，改用活底木
棺把尸体抬到“四十八排”，扔掉后
再把棺材抬回来接着用，死亡人数
多时，便直接用铁丝套拉着尸体送
到“四十八排”。

“四十八排”是日伪统治时期
采煤工人的一部血泪史，是日本帝
国主义及其走狗残害中国人民的
野蛮罪证。记载了日伪统治时期，
日寇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如今，这块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我国
资源、残酷压榨中国劳工的历史见
证地，已经成为珲春市红色旅游路
线中的重要一站，将永远警示后
人，勿忘国耻。（摘自《红色记忆——
珲春革命老区故事汇》）

据《延吉边务调查报告书》《珲春县志》等

有关志书记载，朝鲜人迁居珲春，始于清同治

年间。随着朝鲜人的迁入，在珲春境内各地渐

渐出现他们聚居的村屯，遂产生了许多朝鲜语

地名。

珲春境内的朝鲜语地名，现留存的约有

60余个。其中，山名6个：敬信镇的水流峰、富

岩山、张鼓峰、沙草峰、老龙山和春化的二马高

丽高山。沟名8个：春化的金初试沟、三分沟、

大二马沟、小二马沟，敬信镇的朗沟、河芳沟

（今称解放沟），春化镇的南圣洞沟，密江乡的

金喜官沟。其余近50个均为村名。

这些朝鲜语地名的主要特点是，口语化的

地名多，朝汉语合成的地名多，有坪、洞、里字

样的村名多。还有原朝鲜语地名译成汉语时

因产生谬语，变为含义不明的地名也很多。

反映地形地貌和自然地理特征的地名。

英安镇大荒沟的“清水洞”，以其有清凉爽口的

饮用水而得名。杨泡满族乡曾有“三浦洞”（已

成废址），因位于三条溪水汇合之处而得名。

敬信镇的“玻璃洞”，原朝鲜语地名为“波尔

登”。在朝鲜语里，“波尔”就是平地，“登”则是

隆起之地，“波尔登”原指平地边缘处的台地或

小土岗，因取近似音，译成“玻璃洞”后，其原意

已失。

因重大历史事件而取的地名。例如：“张

鼓峰”，原朝鲜语山名为“长鼓峰”，因与其相连

的山峰，状如朝鲜民间打击乐器长鼓而得名。

朝鲜语里“长”和“张”同音，遂讹称张鼓峰至

今。敬信镇东面中俄国境线上，有座“老虎

山”，朝鲜语山名“诺鲁密”，意为颤颤巍巍之

山，因远眺此峰，好似在云雾中浮动，常呈现海

市蜃楼般的景观而被谓之，后取近似音写成汉

语地名为“老虎山”。敬信镇的“富岩山”也是

讹传的山名。朝鲜语里，此山原名“波恩木山”

即老虎，因山上有一岩石似虎而得名，后取近

似音，取汉语山名成了“富岩山”，与原山名含

意风马牛不相及。 （未完待续）
（摘自《档案吉林·珲春市卷》）

⇑“吃五谷饭、喝耳明酒”，是朝鲜族元宵节的重要习俗之一。耳

明酒一般为凉酒，需要空腹喝下。据传，元宵节喝耳明酒会让人耳

聪目明，一年之内不得耳病，而且一年到头听到的都是好消息。

⇑在珲春市春化镇境内距草帽山北不远的陡峭幽深山谷中，生长着大片奇特的“地下森林”。站

在崖边下望，丛丛树梢就在脚下，风景别致，实属罕见，可与镜泊湖的地下森林相毗美。图为地下森

林秋景。 （资料片）

虎 啸 东 满 驱 敌 顽（上）

——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副总指挥侯国忠传略
王兴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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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明酒

历史钩沉

令人发指的四十八排矿工冢

地下森林

珲春八景诗
韩文全

仙峰云笠（俗名神山峰）

海外飞来第一峰，

云横绝顶影重重。

晴空低覆如圆笠，

春月遥瞻逗笑容。

采药仙人骑只鹤，

观棋樵子倚孤松。

披来絮帽遮双髻，

共说天将雨气浓。

龙泉灵境（名双龙泉）

山泉两道一渊淳，

祷雨当年曾有灵。

水润涧旁肥草木，

云升天半起雷霆。

雌雄剑化腾空去，

琴瑟青谐彻夜听。

旧址龙祠遗迹在，

游人沽酒暂来停。

星泡珠光
星泡数里水平铺，

共说当年出宝珠。

岂但有光腾合浦，

不须掷米问麻姑。

中霄照澈渊生媚，

两岸滋荣草不含。

何用别寻江海去，

探骊共在此灵区。

莲池九曲（在黑顶子前）

散步南峰黑顶前，

有池九曲尽生莲。

亭亭净植凌波立，

冉冉娇姿映月圆。

幽谷如临君子国，

深山得睹美人仙。

香清益远红尘隔，

偷采花来未有船。

（未完待续）
（摘自《吉林省地名文化丛书·珲春地名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