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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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珲 春 大 事 记

齐涛一贯反对以权谋私搞特殊

化。他任梨树县委书记时，了解到县里

有的领导干部让公务员给自家干私活，

他禁止了这种现象，带头做到自家的活

和事由自家人干。他乘公共汽车，到粮

店买粮都和群众一样，排队买票。他在

公主岭专区（原称怀德专区，1956 年设

置1958年撤销）工作时，老伴儿托梨树

县商业局长买了15尺当时紧缺的灯芯

绒，被他在大会小会批评了数次。1957

年，他有个侄子从河北来想求他找工

作。他说：“不行，到农村种地可以。”后

来，他侄子学木匠去了。他妻弟考大学

没考上，求他找工作，他还是说：“到农

村种地吧。”他有个老朋友，家里生活困

难，带着孙子来求他给孙子找工作。他

说：“找工作不行，困难我可以帮一点。”

他从家里拿出几十元钱,连同人家带来

的礼物——两只鸡，一起给这祖孙二人

带回去了。1966年，县里动员知识青年

下乡，有关部门为了“照顾”书记，决定

齐涛的大女儿不下乡，他说：“不行，别

人的孩子都下去，我的孩子更应该带头

下去。”就这样把大女儿送下了乡。

齐涛生活朴素，从不讲究吃喝穿

戴。平时总是穿着粗布衣服。来珲春

后做了一套料子服，也只在出国访问时

穿过两次外，以后再没穿。他对孩子要

求很严，老伴儿公出时，他带几个孩子

到食堂吃午饭，每人一份“定食”（四两

米饭，一碗白菜豆腐汤），孩子们吃饭不

准掉饭粒。一次，年小的孩子吃饭时把

饭粒掉在桌子上了，服务员要擦，齐涛

把孩子掉的饭粒都捡到自己的碗里吃

了。服务员见到劝说：“齐书记，掉在桌

上的饭别要了吧。”他微笑着说：“农民

种地不容易，一粒粮食一滴汗，糟蹋粮

食不对呀，这桌子你们每次都擦得挺干

净嘛！”

齐涛干工作认真扎实，从不虚夸。

上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初期，他主张

“稳步发展”。1953年，他到梨树县，全

县有67个车马公有组，经过整顿保留了

19个，把二十多户的大组，改为十几户

的小组，稳定了农民的生产情绪，当年

农业丰产丰收。他还提出要允许个体

经营，给社员放假，让社员上山搞副

业。在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时，他支持当

时公主岭地委书记李树仁的观点，不要

“年年购过头粮”，并提出要无条件地在

农业合作化中普遍推行“以队自负盈

亏”的制度。他认为“大跃进”是虚夸，

他对虚夸粮食产量的评论说：“吹牛！

哪有那么多的粮食！”他坚持据实上

报。在视察深翻地时，他说：“深翻地深

度要适宜，过深了不行。”有的地方深翻

地，让群众光着膀子干。他说：“穿着衣

服也可以干嘛！不要搞形式主义。”由

于他认真求实，1961年3月被定为右倾

机会主义分子，由地区副专员降为公主

岭农业机械化学校第二副校长。当年

11月14日，他得到甄别、平反，恢复一切

职务。

齐涛到珲春后，为了建设好中苏朝

三国交界的边疆重镇——珲春，改变城

乡面貌，首先踏察了山形水势，邀请专

家研究制定稻田林网化和荒山绿化的

防海风规划，并为建设边疆、巩固边疆

组织军民进行联防。由于他工作的过

度操劳，身体越来越差，潜伏的癌症开

始萌发。可他一心扑在工作上，根本不

考虑个人的身体状况，经常是强忍着病

痛工作，又经常下乡，药不能按时服，针

不能坚持打，致使病情发展到不可医治

的程度。直到他那魁梧强壮的体魄已

不能支撑，才经医生会诊确认为原发性

肝癌、食道癌。1966年10月，在省医院

医治无效而逝世。

齐涛的遗体火化后运回珲春，葬在

县城西北山松林中。他生前曾在这里

说：“这里多好，能俯瞰整个珲春城和四

野平原。”开追悼会时，延边州内各县市

代表，县城干部、职工、学校师生，各公

社大队干部、农民、群众近万人参加了

追悼会，其中大多数农民群众是闻讯后

自发前来送葬的，连哈达门公社和平大

队的五保户老人闻讯后，也从30多里外

赶到墓地。人们在哭泣，在默念齐涛，

平凡的形象和不平凡的作为，三年多来

给珲春人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人们惋

惜地告别这位不可多得的好书记、老百

姓的贴心人。

音列与节拍 萨满神歌的旋律结构是以五声调式即

宫、商、角、徵、羽的调式和音列为基础而组成。在运用的过

程当中主要有二音列、三音列、四音列以及五音列、六音列

几种形式，其中五声音阶为主要存在形式。

通常宗教音乐的曲调都比较单一，旋律线条也比较平

缓，所以只交替出现两个音而构成的二音列旋律作品并不

多见；满族萨满音乐的主要构成元素就是的三音列，这也是

曲调能够变换的基础；四音列是以三音列为基础发展而来

的音阶结构；萨满神歌音阶形式中的基础就是五声调式音

阶，它是在三音列以及四音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也可以

看作是以三音列为基础交替组合而成；六声音阶在萨满神

歌中并不常见，主要是在五声音阶中加入了变宫的元素构

成，加入了变宫的旋律在听觉上色彩更加丰富，神秘性也更

强。

节奏是音乐作品中重要的组成之一，节拍更是重中之

重。在萨满祭祀的音乐中多数都为打击乐器，音域起伏又

不明显，所以节奏的作用至关重要，在萨满神歌中亦是如

此。

在萨满音乐中单拍子的运用十分广泛，被运用最多的

就是2/4拍。拍子简单重复的力度变化，为音乐增添了庄

重沉静的感觉。而3/4拍子与3/8拍子在萨满音乐就比较

少见，因为萨满祭祀时是比较紧张激烈的，而三拍子给人安

静平缓的感觉，所以并不多见。在萨满神歌中出现率极低

的就是混合复拍子，在变换复拍子中出现较多。

满族萨满音乐产生条件
在东北地区的萨满音乐文化中，满族萨满音乐文化之

所以能够影响至深，除了地理因素外，历史发展也是一个重

要的原因。

首先在地理位置上，满族的先祖女真人就几度统治过

东北的大部分地区，范围达到了东至海滨、西至开原、北达

嫩江、南达鸭绿江，为之后的满族文化在东北地区的发展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之后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正式建立

满洲，一个新的民族就此诞生。可以说满族在东北地区的

历史发展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得

满族萨满音乐文化能够相较于其他民族流传更广，根基更

深。

其次在历史发展上，相较于其他民族，满族作为中国最

后统一全国的封建王朝在中国统治了近二百年，其宗教文

化在我国北部尤其是东北部影响最为深刻。在满族萨满音

乐发展的过程中与汉族文化又进行了相互渗透，使得它的

音乐形式也更加的丰富多彩。他们非常重视对于萨满祭祀

过程的规范与严谨，甚至在乾隆时期官方对萨满祭祀的仪

式进行了正式的规制并且归为一册，使满族成为萨满文化

中记录最为完善与规范的民族。

满族萨满音乐的影响
满族音乐在金代的女真时期发展就已经初具规模，此

后在我国东北部发展的过程中与当地的汉族及其他的民族

进行了交流融合，循序渐进的扎根渗透进了东北地区人们

的民间音乐之中，同时也衍生了许多具有地方性特色的民

间艺术形式，比如二人转以及太平鼓等。（摘自中国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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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满族的达官权贵，对云纹、水

纹图案是既重视又讲究，在龙袍、朝服、

常服、便服及男女老少的长袍、马褂、马

甲、靴子、帽子上，都是主要的装饰图

案，可谓屡见不鲜。云纹、水纹图案在

清代甚为推崇，有天地吉祥、江山万代

的象征 ，被誉为“五彩 祥云、五色纷

纭、五色云出、天下太平、海水江崖、八

宝水平”。

满族的服饰绣品上，海水江崖、彩

云迭出，将水、云、灵禽、祥兽、奇花、异

草和谐结合，可谓色彩丰富，气势万千，

有的是玲珑隽美有小家碧玉之秀，有的

则是雄浑大气，云水天地尽涵其中，有

皇、王、贝勒之风。满族的云纹、水纹图

案，充满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表

现着北方民族对自然及宇宙的理解及

对求福纳祥的祈盼。

昔日，富贵男士的瓜皮帽不但绣有

云水纹饰，有的还缀有红片金或用石

青、水蓝锦缎包边。正如一诗所唱：“瓜

皮小帽趁时新，金锦镶边窄又匀。”早年

的瓜皮帽，既可作礼帽又可作便帽戴。

帽子的顶上缀有一个丝绒疙瘩有黑红

两色，有的年轻人在帽顶后还垂红瓜皮

帽也不是随意可戴的，在帽檐正中钉有

一“帽正”，为帽之前方。帽正由玛瑙、

玉石、翡翠、东珠、琉璃等材质所制，起

到很重要的装饰作用，当年帽正材料的

贵贱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帽正之处

佩这些名贵的饰物，是满族万物有灵萨

满教信仰灵石崇拜的一种遗风。

（摘自满族文化网）

在全球化的

过程中，语言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朝鲜语不仅是

中国重要的少数民

族语言，而且作为

一门外语在语言学

方面成为一个不可

缺少的领域。

亲戚称谓的
重要性

亲戚称谓语

在朝鲜民族日常

语言生活中占重

要的比重，据韩国

著名语言学家黄

炳教授的观点，很

久以前朝鲜民族

以男性为中心，在

特定地域构成了

集团，形成了独特

的文化，这可以说

明亲戚文化的特

征就是朝鲜民族

的文化特征。近

年来，国内外的许

多专家对亲属及

亲族的称谓进行

了研究，在诸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

果。

亲戚称谓语跟一般词汇不同，是

与文化状态最密切相关的词汇领域。

亲戚称谓语系统地反映了亲属组织的

语言现象。朝鲜民族的亲戚称谓语以

多样而复杂的形态出现，中国朝鲜族

的一部分是韩国移民的后代，还有一

部分是朝鲜移民的后代，他们大部分

受到父母及祖父母的影响，使用韩国

或朝鲜的语言和文字，还受到了中国

的影响，所以他们使用的语言与韩国

或朝鲜有不同之处，这也反映在亲戚

称谓语中。 （摘自中国知网）

珲春人民通过抗日战争的实践对中

国共产党有了正确的认识，在党的领导

下，不仅能抗日，而且有能力将敌人御于

领土之外。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实践

中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中国共产党不畏

牺牲，领导珲春人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

最终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在反帝反封建斗

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27

年，中共满洲临时省委成立后，坚持马克

思主义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提出，在东

北的中国朝鲜族人民，是中国的一个少数

民族，他们同其他各族人民一样享有政治

权利和土地所有权，极大地发动了东北地

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1928年，共产

国际决定解散朝鲜共产党以后，中国共产

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建党原理，争取东北地

区早期共产主义者。经过中国的反帝反

封建斗争考验，个别吸收到党组织，扩大

了党的力量，为珲春以及各地广大朝鲜族

人民抗日斗争奠定了牢固的群众基础。

“九一八”事变后，党正确分析东北地区原

国民党部队所面临的前途问题，积极团结

一切可以挽救民族危亡的力量，尤其是愿

意参加抗日斗争的救国军，加入到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内，为东北地区全面掀起党领

导的抗日武装斗争，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王明“左倾”错误占据党中央领导以后，珲

春党组织总结正反教训，表明当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理论同当地实际相结合的时候，

革命斗争形势就要向前发展，反而要遭到

严重损失。这就要求我们在今后的任何

工作中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承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夺取革命和建设的更

大胜利。

第三、烈士无畏的斗争精神是抗日

斗争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中国共产

党领导珲春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者进行顽强的斗争中出现了很多可歌

可泣的英雄人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赢得了抗日的胜利。中共珲春县委从

1930年10月成立到1935年3月撤销，共

存在 4 年 5 个月的时间，县委书记更迭

11次。前后共有党员531人，其中牺牲

的党员227人，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英

烈共有377人。

他们抗日斗争的信念坚如磐石，面对

日伪残暴统治，勇于扛起民族救亡大旗，

舍生取义，救国救民。不惧艰难险阻，不

惜牺牲一切、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团结友

爱、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血肉

相依、生死与共。顽强不屈的革命精神，

是中华民族屹立不倒，誓死抵御外辱保卫

领土完整不可侵犯为决心的民族精神的

最高体现，是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和

强大精神动力。他们谱写了气壮山河、永

世传颂的壮丽篇章。

日本帝国主义1907年就入侵珲春，

因此珲春人民的抗日斗争开始的比较

早。珲春人民开展反日民族教育，培养

反日骨干，建立反日民族主义团体，同

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但是

由于缺乏正确的思想认识和指导，不久

就转为低潮。

十月革命后，珲春人民开始接受马

克思主义，在早期共产主义团体的领导

下继续开展反日斗争。1928年8月，中

共珲春党支部宣告成立，党领导人民的

进行反日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

大。“九一八”事变前后，珲春人民的抗

日斗争亦随之发展到了新的阶段。

1932 年，珲春成立抗日游击队，并

在斗争中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发展壮

大革命力量。1934 年在日伪讨伐军的

多次“围剿”下，烟筒砬子和大荒沟等抗

日游击根据地先后遭到破坏，抗日军民

被迫离开抗日游击根据地。根据抗日

战争形式的变化，珲春游击队先后编入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第四团；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第二师第四团；东

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五师四团、五团；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

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战延边和东

北，进行可歌可泣、视死如归的抗日武

装斗争。在东北抗日联军遭受严重困

难和挫折的形势下，转入苏联为抗联部

队休整创造了有利条件，抗联部队以派

出小部队的方式，开展游击侦查活动，

最终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这漫长的革命斗争岁月里，珲春

人民为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光复，做出

了重大的贡献，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中

国共产党领导珲春人民战胜种种艰难

险阻，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经验，进一

步证实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

性。了解百年来珲春人民反帝反封建

的英勇斗争，有利于加强革命传统教

育，提高民族自尊心，以史为鉴，投身到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

（摘自中国知网）

啃青 啃青是指缺粮的农户把尚未

成熟的庄稼收割下来食用的意思。在

过去缺粮的年代，每年年初时往往陈粮

已掏空，而新粮食还未成熟，这个时期

被称为“春穷期”。农历七月断粮则被

称为“七穷期”。春穷期收割尚未成熟

的麦子，七穷期收割未成熟的稻子，“啃

青”是过去常有的现象。

相对来说，度过春穷期更加艰难，

因为田地里青黄不接。而七穷期时，虽

然缺粮，但还有如土豆、地瓜等可以填

饱肚子的蔬菜及各种瓜果，所以，相对

春穷期好过些。

秋夕是重要的节日，所以即使是在

七穷期，秋夕祭祖的食物也马虎不得，

一定要用新谷做供品奉祀祖先。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很多朝鲜族村庄还有

啃青的现象。（摘自延边博物馆公众号）

焦裕禄式的好干部 原珲春县委书记齐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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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珲春人民抗日斗争研究（十三）

满 族 服 饰 俚 俗（七）

朝鲜族岁时风俗之秋夕节（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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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928年（民国十七年）
一月十一日 孔宪琳创办启新长途

汽车厂（汽车运输业）。
三月十五日 裁撤旗务科。
三月至六月 北京香山慈幼院40余

名毕业生应聘到延吉县、和龙县、珲春
县各地担任小学教师。其中17名中共
党员，分别派往各地进行党的地下工
作。

四月 北京香山慈幼师范班毕业生
应邀，首批来珲春任教。

是月 吉林永衡官银总号执照转租

于李义亭等人，于长岭子张六沟、孙家
窑开采煤矿。

五月十五日 建立珲春利通电话公
司，开通市内电话。

七月十六日 俄商葛达耶因与旭春
电灯公司发生债务纠葛，强运电机。

七月二十二日 珲春降水量 132.1
毫米，6月22日至7月末敬信圈河涨洪
水 9 次。1929 年 1 月当局劝赈珲春水
灾，安置受灾难民。

八月 建立中国共产党珲春县支部
委员会。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