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艰苦的解放战争岁月里，珲春朝

鲜族人民与各族人民一起，不仅踊跃参

军，而且还组织担架队和运输队，支援

前线。在1947年和1948年两年多自卫

战争中，珲春县先后出动民工4338人，

动员大车、牛车、爬犁 940 多辆，担架

421副。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

利”的口号声中，一批又一批的战勤人

员奔赴前线。

1947年5月，珲春县春化区要动员

150 人参加担架队，结果 400 多人报

名。他们没等县里通知，

就打着“旗开得胜”的旗

帜，徒步350里到图们，后

又经几天的行军，路经桦

树林子、桦甸、磐石、烟筒

山等地到达了前线八龙

山战场。这个区葫芦头

沟村一位 60 多岁的朝鲜

族老大爷也报了名，但因

年岁太大，没能去上。他

说：“不叫我去，我也得尽

义务”，他就把自己的衣

服拿出来给衣服单薄的

担架队员穿。1948 年秋

季进攻时，珲春县再次动

员民工 1336 人，担架 200

余副。

上前线参战的战勤

人员，冒着生命危险，跟

着部队救护伤员、运输粮

食、弹药，修铁路、筑工

事，一次又一次出色地完

成了任务。由兴仁、勇

智、敬信、纯义等区组成

的珲春县第二担架大队，

全队有 634 名队员，70 副

担架。

他们在整个战勤工作

中，4次共转运了182名伤

员，出色地完成了转运伤

员的任务。他们不分白天

黑夜奔波着，逢雨天队员

们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盖

在伤员身上。一些伤员感

动地说：“你们真是我们的

亲人啊！我伤好了马上到

前线去，多杀敌立功。”这

个大队的队员有7人立一

等功，9人立二等功，22人

立三等功，还涌现出9名模

范干部。

前方参战人员英勇

作战，出生入死，后方人

民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

的大生产运动。在这个时期，珲春县妇

女成为后方支援前线、组织大生产的主

力军。当时，全县妇女提出了“好男儿

参军去，好妇女下地去”的口号。在广

阔的田野上，妇女们翻地、耥地、锄草、

耙地、打场、送公粮，男同志能办到的事

妇女也不甘示弱。新华村姜古今，丈夫

参军后，她带领互助组积极生产，学会

了耕地和耙地，还帮助劳力少的军烈属

干活，1个人每年交公粮2000斤。新中

国成立后，姜古今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劳

动模范大会。

1946 年冬季，由于敌人的严密封

锁，给部队军需供应带来严重困难。珲

春县妇女在县妇女部的领导下，开展了

群众性纺织和“一双鞋运动”，不管农村

还是县城，家家户户动手摇纺车织布。

1945 年到 1946 年，珲春县妇女赶

制了 10000 多双军鞋，捐献 10000 块肥

皂及10000多条毛巾支援前线。哈达门

区妇女主任罗彩福同志把仅有的一条

裙子也拿出来制作了鞋垫。妇女们为

了前方战士的温饱不惜付出高昂的代

价。1947年，前方战士缺鞋，各族妇女

开展“一户献一双鞋”运动，支援了

13655双鞋。在“一双鞋”运动中，朝鲜

族妇女向汉、满族妇女学习做布鞋，增

进了姐妹情谊，加强了民

族团结。1947年春，板石

乡每3个朝鲜族妇女中搭

配1个汉、满族妇女，组成

支前小组，互帮互学，夜

以继日地工作，在不到 1

个月的时间内，就赶制了

一大车军鞋。

在三年解放战争期

间，珲春朝鲜族人民在党

的领导下，同各族人民一

道打了一场名副其实的

支援前线的攻坚战，充分

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为解放全中国、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成立作出了

贡献。

1950年6月25日，朝

鲜战争爆发。1950 年 10

月8日，党中央作出了“抗

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

略决策。珲春朝鲜族人

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

召，工会、青年团、妇联会

等群众团体，坚守岗位，

勤奋工作，随时听从祖国

的召唤。各工厂、农村、

街道、学校、机关相继召

开大会，纷纷表决心，要

求上前线去。1950 年冬

和 1951 年春，全县 8000

多 名 青 壮 年 要 求 上 前

线。1950 年 12 月 15 日，

全县有150多名青年参军

开赴朝鲜前线。这一天，

县里召开隆重的欢送大

会。此后，共有2064名青

年参军。

珲春县的优秀儿女，

带着祖国人民的重托，到

朝鲜前线，与朝鲜军民共

同战斗，英勇杀敌，立下

了不朽的功勋。杨泡乡

应征入伍的志愿军连长

崔淳岳、马川子乡应征入伍的朱时洽等

英模人物，在朝鲜战场上英勇善战，荣

获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颁发英

雄的称号，并被授予一级国旗勋章。珲

春县许多优秀儿女，为保卫祖国，为朝

鲜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珲春朝鲜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

行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

争等一系列伟大斗争，在闹翻身、求解

放、保家园、卫祖国等斗争中，经受了严

峻的考验和锻炼，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

英雄人物，徐光、吴彬、金元益、黄正海、

朴技荣、姜昌录、崔承河、朱时洽、崔淳

岳、黄贞信、李顺、李玉今等，就是他们

中的典型代表。

（摘自《珲春朝鲜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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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处祖国边陲，中、俄、朝三国交

界的珲春市，多少年来一直传颂着朝鲜

族女共产党员安顺花悲壮而感人的故

事。她的生命只有短暂的29个春秋，然

而，她的事迹泣鬼神、惊天地，至今还在

鼓舞和激励着人们为全人类的自由和

幸福而不懈努力。

安顺花，1908年生于朝鲜咸镜南道

瑞川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由于家

境贫寒，安顺花 15 岁就离开父母出嫁

了。她的婆家也很穷，丈夫李凤洙兄弟

4人，都是勤劳的庄稼人。一家人早起

晚归，拼死拼活地劳动，可仍然过着食

不饱腹、衣不遮体的生活。

1930 年瑞川郡闹灾荒，为了谋生，

安顺花随家人迁到珲春县炮台村，当了

大地主韩希三的佃户。炮台村距珲春

镇12华里，是一个以朝鲜族为主，满汉

杂居的自然村。大地主韩希三霸占土

地6000余亩，炮台村附近的农民都是他

的佃户。韩希三吃地租、放高利贷，仗

着有钱有势，敲骨吸髓般地剥削贫苦农

民。安顺花一家来到炮台村后，丈夫李

凤洙租种韩希三的土地。她也到韩希

三家做长工，为韩家做饭、洗衣、推碾

子。他们没日没夜地干活，一家人勉强

糊口度日。

1930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发表《全

满农民斗争纲领》和《满韩工农群众运

动的决议（草案）》。党的号召如春雷，

在延边大地上掀起了滚滚的春潮。5

月，党领导的“红五月”斗争，为流血流

汗的庄稼人指明了方向。

一个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

国民党军阀政府”“实行土地革命”“建

立苏维埃政权”为口号的反帝反封建的

群众运动开展起来了。10月，珲春县委

成立了。这年冬天，炮台村成立了党支

部。炮台村的贫苦农民在党组织的领

导下开展了反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封建

地主剥削的斗争。

就在这时，安顺花和丈夫李凤洙

一起加入了反帝同盟。在革命组织的

教育下，她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安

顺花利用中午给农工们送饭的机会做

群众工作，她亲切地对农民兄弟说：

“为什么我们拼命干活却吃不饱饭，过

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而地主不劳动却

吃穿那么好呢，为什么日本离中国这

么远，却竟敢任意剥削和欺负我们

呢？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觉悟，不明白

团结起来斗争的道理。”她还启发和自

己一起干活的妇女，只有斗争才能求

得妇女的解放。

1931 年，安顺花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党分配她做城区的妇女工作。从

此，她积极地投入到为劳苦大众的解放

而斗争的伟大事业中去。“九一八”事变

后，早已投靠日本侵略者的大地主韩希

三，勾结珲春日本领事分馆、警察署和

宪兵队建立了反动地主武装——武装

自卫团，韩希三任团长，在炮台村修起

了炮楼，帮助日本侵略者维持治安。武

装自卫团整日狐假虎威，荷枪实弹在马

川子、依力哈达、南山等村巡逻搜查，妄

图扑灭正在兴起的反日斗争烽火。

斗争环境越来越严峻了，安顺花在

党的领导下，紧紧团结群众同日本侵略

者及韩希三反动武装开展斗争。她披

星戴月行走在山间小路，深入到邻近的

南山、柳亭坪、电线、松林、庙岭、杨泡、

东阿拉等村召开妇女、儿童会议，把党

的指示传达给他们，发动他们起来战

斗。安顺花满怀深情地讲着话，她说，

妇女要解放就要在党的领导下赶走日

本侵略者，打倒汉奸走狗。她还说，要

彻底得到自身解放，必须要学文化，不

能当文盲，文盲怎么承担起教育下一代

的任务呢？

安顺花把胸中激荡的革命火种播

洒在布满干柴的珲春大地上，把光明

和希望送进每一个渴望翻身解放的妇

女和儿童心里。同时她也得到了炮台

村一带贫苦农民群众和妇女儿童的拥

护和爱戴。在安顺花的启发和教育

下，这些村子全部成立了妇女会、儿童

团，所有的妇女和儿童都组织起来了，

一些中小地主家的子女也参加了抗日

活动。觉悟了的农民、妇女和儿童在

安顺花和李凤洙的带领下，把县委分

发下来的传单贴在墙上、树上，把传单

包在石头上偷偷地扔到韩希三的院子

里。一时间，这一带到处可见写有“打

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大汉奸韩希

三!”等内容的革命传单，旧的传单被

风吹掉了，几天后又贴出新的传单，搞

得敌人惊恐万状。

当时，安顺花的丈夫李凤洙任炮台

村党支部书记，同时承担着县委的通讯

联络任务，上级文件和县委印发的传单

都要经过李凤洙分发到一些基层组织

去。安顺花协助丈夫出色地完成了党

交给的任务。为了妥善地保管好党的

机密文件，安顺花和李凤洙决定在村子

里挖一口井，在井壁处安一口缸，用来

收藏文件和传单。为了迷惑敌人，他们

找来几个农民商量，决定与韩希三交

涉，以全村只有韩家大院一口井为由，

使韩希三支持挖井。他们找到韩希三，

韩希三果然同意了，还派出两辆车让他

们拉石头，井很快挖好了。

一天夜里，安顺花和丈夫李凤洙趁

夜深人静来到井边。李凤洙把绳子系

在安顺花腰间，把她放下井去，在井壁

上，安顺花顺利地安进了一口缸。从此

以后，安顺花夫妇俩经常冒着被敌人发

现和掉进水里的危险，出入水井，放进

或取出文件和传单，没有发生过一次差

错，也从没被敌人发现过。

（摘自《珲春朝鲜族》）

“转塔”是源于佛教的一种仪式，即

在佛诞节这天，僧侣们拿着念珠，围着

佛塔转，以歌颂佛祖的大志和功德，信

徒们则跟在后面，手擎佛灯围着塔转。

后来转塔演变成了民俗游戏。

延边的朝鲜族会选择在四月八日

这天去野游，以弥补上祀节时因天气寒

冷没能去踏青的遗憾。

生活在吉林省的朝鲜族人们，在20

世纪60年代初期，到了农历四月八日这

天，会到有寺庙的地方祭祀。如果附近

没有寺庙，就会找到有泉水的地方蒸

饭，舀上一碗清水祭佛，这叫“佛诞节祭

拜”。

大炮安入炮位工程完竣后，曾进行

了一次试射。当时沙俄官兵隔山听到

隆隆的大炮声，惊恐万状，慌忙派出密

探潜入珲春，来探听炮台的情况和清军

的动向。据当年西炮台的炮兵军官（曾

参加西炮台抗击沙俄的战斗）讲，试射

结果证明大炮运转灵活，性能良好，瞄

准器与弹着点基本一致，最远射程达90

多华里。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

入中国，参加八国联军的沙俄帝国妄图乘

机侵占中国的整个东北地区，它动员了近

20万俄军，分多路先后侵入了中国的东

北。其中远东的一路沙俄侵略军，头目叫

艾古斯托夫，受命率军从符迪拉沃斯托克

及岩杵河出发，进攻珲春、宁古塔和吉

林。准备进攻珲春的俄军有步兵三个团、

炮兵两个营，共约5000多人。

进入阴历六月，整个珲春城笼罩在

战前的极度紧张气氛之中，老百姓受苦

受难干生气，只能怀着旧仇新恨听天由

命。随着形势的骤变，珲春驻防军官兵

们也紧张了起来。有的忙着作应战准

备，有的暗暗整理家财，一旦俄军来了

就准备逃跑。那些地方官僚、地主、豪

绅等大家大业的富户更是怕得要死，在

一片慌恐中度日如年，等待着灾难的来

临，随时准备逃命。

在一片慌乱中渡过了阴历六月，进

入到七月。俄军并没有打进来。人们

紧张的心情也就慢慢地松弛下来了。

一些驻防官兵认为俄军不来打了，恶习

重犯，不是吸大烟，喝酒划拳，就是逛窑

子、玩女人……七月初四夜里，俄军大

批人马真的摸到了长岭子东边，袭击了

清军前哨。当俄军偷偷摸进前哨时，连

一个清兵也没找到，俄军以为走漏了消

息，清兵有所准备，赶紧撤出营房，四处

搜索。恰好在营房附近烧锅（酒厂）里，

正赌钱的清兵中有一个出门撒尿，被俄

军捉住杀了。紧接着在屋里赌钱的一

个也没跑掉，都成了刀下鬼。剩下几个

抽大烟的、玩女人的也都被俄军干掉

了。就这样，由于清兵前哨丧失警惕，

毫无戒备，让俄军一枪没放都给收拾掉

了。再往前走，就是两座大炮台。俄军

司令心里明白，抢炮台可不像摸长岭子

前哨那么容易，弄不好还要挨炮弹，吃

大亏的。俄军小心地派出两小股前锋

马队，一股沿小道向东炮台侦察前进，

另一股沿大道向西炮台摸去。当时天

被浓雾笼罩着，往前看不出3丈远。这

股俄军马队胆胆怯怯、慢慢腾腾地摸到

西炮台南200米左右的地方就不敢再往

前走了，因为一直听不到炮台上的动

静。他们聚拢在一起低声“咕噜咕噜”

地说着什么……突然间，在他们眼前闪

电般地火光一现，同时“轰隆！”震天动

地的巨响，这股俄军顿时人仰马翻，血

肉横飞……

原来，西炮台却不象长岭子前哨那

样，而是从主将统领桂升到全体官兵，

都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枕戈以待。七

月三十日这天凌晨，因为睡眠少又习惯

于早起出外散步的老石“靠班儿”（炮

长），出营房东侧到炮台上散步，忽然，

隐隐约约听到有什么声音，天下着大

雾，四外啥也看不清，这位有经验的“老

行伍”（多年的军人）连忙卧倒在地，耳

贴地皮仔细听——是人“咕噜咕噜”说

话声，可是连一句也听不懂。“不好！俄

军来了！” （摘自《珲春满族》）

谭布，扬古利

从弟。天聪、崇德

年间征索伦部，攻

锦州、宁远，皆奋

战有功。顺治初

间，从入关，破李

自成、张献忠，讨

姜 瓖 ，叙 功 一 等

男 ，累 官 工 部 尚

书。

谭泰，扬古利

从弟。崇德年间，

屡与明军战，擒斩

俘 获 为 诸 军 之

最。顺治初年，从

入关，剿李自成，

张献忠，叙功一等

男。授吏部尚书。

哈什屯，姓富

察氏，满洲镶黄旗

人，世居珲春沙济

城。崇德年间，征

瓦 尔 喀 ，浮 获 甚

众。顺治时，提任

内大臣，位列议政

大臣。多尔衮辅

政，大臣多附之，

乃 独 持 正 不 阿 。

豪格为多尔衮陷

害 ，始 终 执 词 不

挠 。 加 太 子 太

保 。 卒 ，隘“ 恪

僖”。

米思翰，哈什

屯之子。以侍卫袭父一等男爵。总管

内务府，累官辅政大臣、户部尚书。撤

藩议起，坚持宜撤。吴三桂反，力治军

需，以劳卒。第四子李荣保袭世职。

（摘自《珲春满族》）

边
城
记
忆

转 塔

铁骨铮铮 气壮山河 （一）

——记抗日女烈士安顺花

珲
春
明
清
时
期
满
族
人
物
简
介

（一）

⇑哈达门乡森林山瀑布位于三道沟河中游、雪岱山脚下。瀑布浪花激越，水流清澈，周围山高林密，峡谷幽深。每

至春天，青山吐绿，鸟语花香；盛夏季节，绿影倒映，秀水奔腾；初秋时，一簇簇鲜红的枫叶点缀在青山碧水之间，五彩缤

纷，色彩斑斓，犹如置身于画景之中，悠然而又惬意。 高飞 摄

东 西 炮 台 史 话（三）

森林山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