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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说 明

磐石县是一个历史悠久和富有革命传统的县份。磐石县各族人民在为开发和建设磐

石的长期发展过程中，都作出过自己应有的贡献。为了激发各族人民，尤其是各少数民族

对自己历史的自豪感，发扬爱国主义精神，进～步加强民族团结，共同建设磐石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我们出版了《磐石县少数民族志》。

《磐石县少数民族志》，比较系统地记录了磐石县少数民族光辉的斗争历史。全志

共十章四十一节，约十二万字。

本志编写组在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指导下，由朴仁权、朴世荣、廉太祜等三名同志组

成，由朴仁权、朴世荣执笔，朴世荣撰写序言、第一、二、三章，朴仁权撰写第四至第十

章，并请张帆同志作了文字修改。整个书稿最后由朴世荣统一修改并总纂成书。

在编写过程中，承蒙县志办、县档案馆、县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县水利局等有关

单位以及许多知情者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给予了大力协助和支持，谨此一并致以诚挚

的谢意。

本志的编写仅能从目前所掌握的史料出发，加之我们编写的水平有限，错误之处，

在所难免，希望读者给于指正．

磐石县少数民族志编写组

一九八七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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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历史，是各民族的共同史，不是一

个或几个民族的历史，也不是中原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族人民共同为我们

伟大祖国的统一和繁荣富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磐石县也是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各族人民勤劳勇敢，酷爱自由，渴求解放，具有光荣

的革命传统，在我国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篇章，在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磐石，是中国共产党在三十年代初，在东北地区农村第一个建立党组织的县分之一。

一九三。年七月，中共满洲省委首先在磐石成立党的县委，领导各族人民进行反帝反封

建斗争。一九三一年八月，又成立了磐石中心县委，负责领导磐石、双阳、伊通、东

丰、海龙、辉南和桦甸等七个县的抗日斗争。

磐石，又是东北抗Et联军第一路军第一军的发祥地。“九·一八’’事变后，磐石成为

南满抗日斗争的中心。⋯九三一年十月，在中共磐石县委的领导下，由李红光同志领导建

立了农民赤卫队(又名打狗队)。在此基础上，于一九三二年六月，在杨林同志的协助下

建立了磐石反日工农义勇军。同年冬，在杨靖宇同志的主持下，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

十二军南满游击队(通称南满游击队)。一九三四年冬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第一军，一九

三六年七月改编为东北抗Et联军第一路军。

解放前，磐石各族人民深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和国内封建、军阀势力的阶级

压迫，过着饥寒交迫的苦难生活。 “九·一八”事变后，磐石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建立抗Et游击队和游击根据地，与日本帝国主义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侵略

者。在解放战争时期，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1，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作出了

应有的贡献。磐石县少数民族，尤其朝鲜族人民，在组建磐石县委和创建抗日武装力量

的过程中，在与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同各族人民一道，付出了巨大的牺

牲，做出了重要贡献，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战斗篇章。

建国以后，磐石县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同汉族人民一

道，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

成就。特别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及时地把工作重

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积极进行改革，使磐石县各个领域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城乡

面貌焕然～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本书记载的磐石少数民族在革命斗争和生产斗争中前仆后继、

艰苦创业的光荣史迹，必将激励磐石各族人民，在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扬光

荣的革命传统，团结一致，共同奋斗，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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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自然概况

。。 磐石县位于吉林省的中南部，在北纬42。39 7至43。27，，东经125。38，至1266417之

间，距省会长春市120公里，属吉林市所辖。东邻桦甸，西靠海龙、东丰、伊通，南与

辉南毗连，北与双阳、永吉接壤。全县东西宽86．7’公里，南北长88．7公里，总面积为三

千八百六十七平方公里，人口为五十三万九千多人。九个镇、十五个乡、二百七十九个

村、九百六十个自然屯。

第一节 自然条件

磐石县属于半山区，海拔在二百至～千米之间，地处长白山区和东北中部平原的交

接点上，平原与山区的过渡地带，地形较复杂。哈达岭山脉的支脉横贯东西，较高的山

有鸡爪顶子(海拔1049米)、大青顶子(981米)、帽山(880米)、大荒顶子(830

米)、牛心顶子(864米)、红石镀子(878米)、桦旬界有一面城山(90I米)。

县内河流以哈达岭山脉的支脉老爷岭为分水岭，构成南北两个水系。南部辉发河，

在县内流程四十六公里，流经牛心、细林、黑石三个乡镇，在桦甸县注入第二松花江。

南部主要河流还有小呼兰河、富太河、挡石河、亮子河、依次与之汇合；北部驿马河，

发源于县内驿马山和官马筏子山，流经驿马、官马二个乡镇，在烟筒山与饮马河汇合；

饮马河流经大旺、吉昌、明城、烟筒山等乡镇，县内河段五十二公里。

磐石县的气候属于北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4．1℃，最高气温36．1℃，

最低气温零下42．6℃，年平均积％盈2760。C上下。__『霭期为一百～十至一百三十五天，初

霜日期一般在九月二十日前后，终霜日期一股在正月十五日左右。冻土层最深达一百九

十六厘米。年平均蒸发量为一千三百六十六毫米，年平均降水量676．5毫米，最多降水

量为829．7r毫米(1971年)。最少降水量466．8毫米(1958)，降水比较集中在夏季，六

至九月份平均降水485．9毫米，占全年总降水量的7r2％。

全县总耕地面积六万九千八百三十一公顷，其中水田一万五千一百一十公顷。主要

农作物有水稻、玉米、大豆、高梁、谷子等。一九八五年粮豆总产量为三十五万九千三

百九十三吨，其中水稻产量十八万四千四百三十一吨。主要经济作物有烟、麻、自瓜

子、大豆、葵花子、甜菜等。

令县林地面积为十五万六千八酉六十～公顷，其中人工林三了j．七干五百七十公顷，

森林覆盖率为4{．8％。木材蓄积量为一千～百五十五万立方米，年采伐量为三万五千立

方米。全县已有十四个国营林场，一个苗圃。四旁绿化初见成效，全县已经形成公路成

· l ·



荫树成行的美好景象。野生二E特产有人参、鹿茸、砖￥菇、术耳、蕨菜、JlI楂、山葡萄

等。蕨菜年年出口，颇受日商欢迎。

县内水利资源丰富，有大小河流五寸，一条，较大河川平原十八道。现已建成亚吉、

黄河、官马、柳杨等巾型水库四座，小型水库一百五十六座(f型二一fJ一座、正型一百三

十五喧)，塘坝五百六十五座，电灌站～百七十三处，电机井三百二十四眼，大口井三

百六十二眼，河堤四十八公里。淡水养鱼发展较快，主要鱼种有鲤鱼、白鲢、胖头、草

根等，仅四座中型水库捕鱼最达五十八万斤以上。

县内地下矿藏主要有镍、铁、锑、金、铜、煤、石景、石灰岩、花岗岩、方解石、

自云石、硅灰石、瓷土等十余种，其)扣石灰石、石墨、锑、铁、花岗节}埋藏量较多。

第二节 经济概况

建国以来，磐石县工农业生产发展较怏。～九八五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为三亿零

七百零六万九千元。其中工业总产值占44．95％。农业总产值占55．05％。

磐石县是吉林省商品粮食恭f_吐l县之～。建国以来。农业生产水平逐年得到提高，特

别是党的十一届三巾全会以来。发展更快。一九八五年粮豆总产量为五亿三千九百三十

九万三千斤，比八0年增长百分之三十八点八。

随着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农业机械化步伐也加快了。一九八五年全县大中小型拖

拉机三千三百四一f-匕台，各种型号播种机二十六台，农业机械配套九百零八台。全县九

酉五十八个自然屯都通了电，后勤加工基本上实现机械化。

解放前，磐石的工业很落后，除有～处石嘴铜矿外，只有几处手工业作坊。解放

后，工业有了较怏的发展。主要工业有：煤炭、炭素、农药、水泥、电器、针织、酿

造、砖瓦、陶瓷、木器制品、印刷、食品等十余个工业部门。据一九八五年统计，县、

乡办工业～百二十九户，工业总产值为～亿三千八百零二万元。其中，乡办企业总产值

二千二百一十一万元。

磐石交通比较方便。沈吉线铁路纵贯南北，烟白铁路横穿东西。公路也比较发达，

除安大公路纵贯南北外，还有磐朝、明孟、磐双、磐桦、长天、伊抚等公路，构成四通

八达的公路网。邮电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全县安装电话冈千三酉零三部。报刊发行歹L于

了L百零三十份，邮路总长二千七百六十九公里。

商业财贸，同样有很大发展。国营(包括供销)、集体、个体商业和集市贸易等商

业网点遍布城乡。财政收入逐年增加，外贸事业逐步发展。

教育、文化、卫生、科技、广播电视、体育各方面都已有很大发展。

第三节 历史沿革

磐石历史悠久。夏、商、周、豢忖期属肃慎地，膳继肃慎人。西汉、二三困咐‘期隶属元菟郡，

居住扶余、勿吉、高句丽人。晋、南北朔、隋l黝量住勿吉、高旬丽人。腐、五代属渤海，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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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鞣褐、高旬丽人。宋、辽时期为回跋大王府定安国地，居住棘褐、契丹、高丽、女真

等民族。元朝时期先属开元路，后隶辽东道宣慰史司，居住女真、高丽、蒙古人。明朝

属塔山、雅哈河、伊敦河、拉克L【J、发河等，后为辉发部，居住女真人。清朝初地属盛

京围场和围外禁区。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从l}I东、{ig．1L等地劳动人民开始向东北流

入，从而磐石一带也有一部分劳动人民私自进入围场，从事狩猎和农业生产。光绪七年

(1881)经吉林将军铭安奏请，闰七月二十七日议准，扎派荒务总理彭明道始行开放，三

年放竣。光绪八年(1882)五月二十日，经吉林将军铭安奏请，六月七日吏部奉旨依议，

磨盘山巡检隶于伊通州。光绪十三年(1887)，经吉林将军希元奏请，第二年正月二十二

日，吏、户、刑部遵者议准，设磨盘山分防州，仍属伊通州。光绪二十八年(1902)八

月二十九日，经吉林将军长顺奏请，十月二十六日议准设县，设县知事、警察、团练，

称磐石县，属吉林府。居住有满、汉、回、朝鲜等民族。清朝光绪年代(光绪十五年至

宣统三年)全县划为五社十五乡。民国元年改属吉林省，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年)全县

划为六区十六乡。六区：一区(县城)、二区烟筒山、三区呼兰、四区黑石、五区朝阳

山、六区吉昌。 “九．一八”事变后，伪满洲国时期设伪县公署，仍属吉林省。居住

汉、满、朝鲜、回等民族。行政区划先是六区，一九三八年改为十六个保，第二年改为

十八个街村。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光复，同年十一月建立民主政府，全县划十个区。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军队占领磐石，民主政府转移至江南(今松山乡)，坚持游击

战争。国民党时期，全县划为十八个乡、一百五十四个保。一九四七年五月(民国三十六

年)，磐石第二次解放，同年秋冬进行土地改革。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仍属吉林省。全县行政区划为十四个区，一九六。年改为二十四个乡(镇)，

。即=镇二十二个乡。现在划为九镇十五个乡。

第四节 少数民族及其分布

磐石县有朝鲜、满、回、蒙古、壮、锡伯、藏、苗等八个少数民族。

据一九八二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统计，今。1总人口有539，¨5人，其中汉族

493，024人，少数民族有46。088人，占伞县总人口j_勺8．5％。在少数民族中，朝鲜族有

9．38)人，占总人口的5．4％，}oi：l>数民族的63．7r％；满族有】4．746人，占总人口的

2．7％，占少数民族的31％；回族有1612人，I与总人口的0．3％，占少数民族的3．5％；

蒙占族有32 5人，占总人口的0．06％，占少数民族的0．7％。此外，还有壮族15人，锡伯

族8人，藏族1人，苗族1人。

朝鲜族在全县分布最广，24个乡镇均有居住户。主要分布在磐石镇、磐郊、安乐、

明城、吉昌、烟筒山、取柴河、官马、呼兰、富太、宝山、三棚、大旺等乡镇的平原地

区，从事农业生产，历来以种植水稻为主。烟筒山镇朝鲜族有3882人，明城镇2919人，

磐石滇730lA，磐郊乡2897人，安乐乡1924人，取柴河乡1785人。此外，居住1000人口

以上的还有呼兰、吉昌、宝山、寓太、官马、三棚等乡镇。烟筒山长富村、吉昌烧锅

村、安乐南胜利村都是朝鲜族聚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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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县工商经济的发展，朝鲜族职工队伍也逐年增加。全县朝鲜族入口中，从事农

业的人口有24．924人，占朝鲜族人口的83％，城镇职工人口有4．950人，占朝鲜族人口

的16．5％。

满族散居在全县各地。主要分布在磐石镇、烟筒山镇、明城镇、宝山乡、牛心乡、

细林乡等乡镇，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满族在我县定居较早，从清朝末年开禁以来，满

族人口有所增加。尤其是近年来，由于落实党的民族政策，满族人[-q猛增。据几次人

口统计，1964年满族人口有8．659人，到1982年猛增到14．746人，比1964年增加7．030

入。

回族同样散居在全县各地，其中磐石镇、烟筒L【l镇、明城镇比较多。他们除少数从

事农业生产外，大部分从事商业、饮食业及手工业。近二十年来，回族增长也比较快，

1964年回族人口有1．120人，到1982年增加到l。612人。

蒙古族人口虽少，但敞居在全县21个乡镇。除少数职工、干部外，大部分从事农业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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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少数民族历史沿革

早在二干多年以前，磐石地区就居住着东北古代民族，从事狩猎和农业。历代王

朝，先后在这里设置地方行政机构，进行治理。磐石各族人民的祖先就在这里劳动、生

息、繁衍，用自己的双手开拓了磐石疆土，发展了磐石的经济和文化。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磐石县少数民族同汉族人民一道，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反抗

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尤其是二。世纪二O年代以来，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少数民族人民同汉族人民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进行了反帝

反封建的伟大斗争，表现得英勇顽强，写下了光辉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实现了民族平等，

从而进一步激发了各少数民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十多年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磐石县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民并肩

战斗，互相依存，互相支持，亲密合作，建立和发展了团结友爱、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

民族关系，促进了我县政治，经济、文化的大发展。

第一节 朝鲜族人民迁入磐石及磐石水田的开发

(一)朝鲜族人民迁入磐石

朝鲜族是我国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他们具有悠久的历史与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我

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

设中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我国朝鲜族的祖先，很早以前就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劳动、生息和繁衍。后来，由

于历史上每次的民族迁徙，频繁的军事征调和移民实边，大部分向东南迁徙，留在东北

的则与其他民族融合了。现在我国朝鲜族是近代从亲密的邻邦朝鲜迁来的。

一-／k六。年至一八七。年间，朝鲜北部连年发生前所未有的水、旱和虫灾，民不聊

生。濒临死亡的朝鲜贫苦农民，为谋求生路，便犯禁潜越，在鸭绿江、图门江北部流域

垦荒谋生。据有关资料记载：一八七O年前后，朝鲜饥民迁入集安县已达干余户，临

江，集安和浑江两岸山问的居民几乎都是朝鲜饥民。

～六七七年(康熙十六年)清政府把长白山和鸭绿江、图门江以北干余里作为清朝

发祥地，定为盛京围场属禁区，专为八旗官兵围猎、练武和为皇室提供贡品之地，严禁

移垦、挖参、采珠、伐木和狩猎。但是从十七世纪末开始，朝鲜贫苦农民“冒禁潜

入”。后来，地方官吏只好默认越境私垦。清政府为了加强边防和增加财政收入，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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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五年(光绪元年)废除封禁令，一八七六年没置风凰直隶厅，下设安东(今丹东)

县，一八七七年又设宽甸、怀仁(今桓仁)和通化等县。同时设抚民局，招恳开荒。清

政府撤销封禁令，实行移民实边政策，为关内汉族和朝鲜边民大批迁入东北提供了方便

条件。一八八三年-_--61，清政府为开展东边道贸易，与朝鲜签定“奉天与边民交易章

程"，不仅促进了两国边民的贸易往来，并为朝鲜边民迁入东北大开方便之门。据有关

资料记载：--)t．JL,七年迁入通化怀仁、宽甸、兴京(今新宾)等地已有八千七百多

户，三万七干余人，并设二十八个行政面(相当于乡)。--：)L0五年，迁入长白、临

江、集安等地已有八干七百五十余户，三万九干四百四十余人；安东、风城、宽甸有一

千～百九十户，四千九百二十余人。

自从一九一O年，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朝鲜后，不堪忍受!Et本侵略者残暴统治和压迫

的朝鲜人民，更是大批地迁入东北各地。

磐石县也属请朝“同场’’，直到一卜九世纪末始开放禁区，--JL,0二年设县。一六四

四年清军主力进关时，边内地区的女真族各部几乎全部随军入关，这个地方变为入烟稀

少的“荒凉区”。到光绪年间逐步开禁，冀鲁豫晋等省的大批灾民陆续逃荒到东北来，

其中～批入冒禁潜入磐石地区垦荒占草，生息，繁衍。

朝鲜族迂入磐石的时间，大约在一--JL00年左右，而大批迁入是一九一O年日本帝

国主义吞并朝鲜之后。他们迁入磐石大体上分为三条路线，一是从通化地区如集安、通

化、柳河、海龙等地，移居到磐石；二是由通化延边地区路经桦甸迁移而来；三是从朝鲜直

接经奉天、四平等地迁徙丽来。据有关资料记载，一九二一年居住吉林地区如永吉，桦甸

蛟河、舒兰、磐石等六县及蒙江、双阳等地的朝鲜族有一·万五千多人，耕种六干多垧水

田和旱田，磐石县就居住五百八十户，三干多人，耕种一千二百多垧水田和旱田。

(二)千辛万苦、开发水田

勤劳勇敢的朝鲜族迁入磐石各地以后、不艮严寒，不避艰难，刨草旬，挖水渠，修

池埂，引河水，开发水田，种植水稻。

他们刚刚迁来的时候，一贫如洗，处境十分困难，既无住处，又没粮‘Ⅱ乞，但是在汉

族和满族人民的帮助下，以自己的辛勤劳动，披荆斩棘，开I』j破土，垦拓荒地，建立家

园。朝鲜族以擅长在寒冷的北方种植水稻著称，他们在磐石的农业史上，特别是水田开

发史一k写下了光荣业绩，'fiIfr]开出的每寸土地都浸透着艰辛和血汗。

磐石县最早开水田的时间是一九一七年。经朴东树在五区大安屯(今三棚乡)租汉族

地主土地开了一垧水田。第二年，又经营正浩、朴春吉等十一户农民开荒二十三垧第三年，

申义均等九户农民又开了二十五垧荒甸子。这样，大安屯在三年内共开了四十九垧水

田。从此，揭开了磐石县种水田的新篇章。

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O年问，继大安屯之后，磐石各地朝耸族农民继续开了水田。

第五区福安屯(今三棚乡)安应根、申昌顺等四』、，开了十二垧，拐子炕屯郑永烈、朴

永运开了三垧，朝阳屯车尚坤、窿JY吉等三户j r r四!礼大㈣fj屯尹洪奎、尹!寻五、尹吕

五、金昌洙等八户开十五垧(均属今三棚乡)；第～·区兴隆屯朴昌洙开了四垧半、石头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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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善俊、金贵龙等三户开八垧；第暇区殍捕谆重屯朴永石等爿：十六垧，胡芦头沟申尚和等

开十六垧，三区扇车山黄炳道等开十垧，石河屯成喜得等开三十垧，共开了一百二十四

垧半。

一九二二年以后，越来越多的朝鲜族从各地迁入磐石。巾丰起在二区杨木岗屯开

地，白兆玉在四区猪蹄河开地，几年的时问分别开出了■．十四垧和三十垧水田。一九二

三年以后，开垦水田面积逐年增多，当年开六十垧，～九二四年开了二百九十八垧。如

一区长岗屯，二区梨树沟、七间房，三区小孤山、长水、东北贫、石咀、富太、翩东山、

胡芦头沟、双马架，四区三个顶子、小呼兰、色力河、呼兰口都开了水田。这一年，一

区长岗屯汉族毛万林在朝鲜族农民朴进基的帮助下，将自己一垧旱田改种了水田，到秋

获得了丰收。第二年本屯毛广臣也改了三垧水田。二区梨树沟李永年在朝鲜族农民李和

善的帮助下旱改水八垧，七间房子高明俊雇朝鲜族农民旱改水二十五垧，而后租给朝鲜族

农民耕种。三区向阳屯杨兆范旱改水七垧。从此，结束了磐石县汉族农民不会种水田的

历史，在全县各地相继出现了汉族种水田的农户。到一九二八年汉族种水田的面积已达

三百四十垧，占全县水田面积二干三百二十二垧的百分之十四点六。

“九一八”事变前后，由于社会动乱，土匪到处出没，加之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

民族压迫和挑拨离间，使各族人民尤其使朝鲜人民所受匪害更是苦不堪言。当时的朝鲜

族农民大都散居在沟沟岔岔，易受匪害，毁房烧屋，劫掠一空，甚至遭到杀害，家破人

亡，流离失所。仅在一九三一年“磐石事件”时，被杀害的就二百多人。这样磐石县境内

朝鲜族人沟大大减少，多数水田无人耕种而荒废。据资料记载：一九三O年以前，全县

朝鲜族有二千零六十八户，～万零～百四十六人。

。一九三三年以后，社会秩序渐趋安定，又有大批朝鲜族农民流入磐石，到了～九三

四年增加到一千七百十三户，六干四百八十四人?一九三六年增加到二千九百零六

户，一万零四百六十八人，到一九四。年猛增翌f四千余户，二万六干三酉八十二人(其

中男一万四千七百七十八人、女一万一千六百零四人)。

随着朝鲜族人口的不断增加，其社会职业也有了变化。除大部分从事农业以外，出

现了从事其他职业人口。据《磐石史志资料》{∥。，一九三四年统计，官吏、教职员二

十户，四十六口，k。；医药业三户，_『口人；商业～：十四户，二百圈十九口人，磨米场三

户，十四口人；饭馆、旅馆七户，网十一，入。

朝鲜族人民历来重视教育，关心子女受教育。一九二二年在细林河办起第一所《东

光学校”，校长安昌河，三名教员和四十三名学生，经费全由群众负担。一九二五年在

蛤蚂河又办起了“东兴学校"，校长张起龙，四名教员、五十三名学生(男四十二，女

十一)，年经费二干元，全内群众负担。“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从农村各地逃难来

磐石县城的朝鲜族居民增多，一力，三三年一月份去城内创办了临时夜问讲习历。同年四

月十五日，在讲习所的一琏础上建立了“磐石普通学校”一所(现新华书店后院)。校长

元容同，教坝I-=I金松淳、金奎渭，蒋快出等人。三个年级四个班，～酉四十三名学生。第

二年在烟筒山镇建立了磐石普通学校分校。一年所需经费二干元，除官府补助六百元

外，由群众筹集一千四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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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朝鲜族迁入磐石开发水田，繁衍生息，大约有七十多年的历史。因为逃难来

的农民一贫如洗，仅仅靠几户农民是无法开垦平原地区，再则山区荒地较多。地主势力

较为薄弱，租金较少，所以只好寻找小山沟、小溪流两岸落脚谋生。后来，大批朝鲜族

农民的迁入，方定居平原地区开发水田。

(三)受双重压榨的苦难生活

朝鲜族是～个勤劳本分、忠厚而又善良的民族。自古以来，祖祖辈辈以农业为

主。他们善于稼穑，勤于耕耘，但在那黑暗的旧社会，这个勤劳的民族，生活却十分贫

寒。

“九·～八"事变以前，朝鲜族同各族人民～样，遭受清政府和封建军伐势力的残

酷压迫和剥削。特剔是散居在磐石各地的朝鲜族农民．政治、经济上毫无地位。清朝的

地方官吏、封建军伐和兵勇到处敲榨勒索，土匪”绑票”，兵燮匪患陷于饥寒交迫的困

境。因而他们的生活极不稳定，经常迁徙流动。每到一地，架木结茅为庐，临泉择溪而

饮。屋舍亦十分简陋，夏不避雨，冬不御寒。少数生活略优者，炕上仅能铺上一树皮编

织的坑席，夜间全家伙盖一床破被，大多数贫寒户则连一床破棉褥也没有。每到夜间只

能上复麦秸下铺草，合衣卷缩盼天晓。室内更是空空如也，唯一的家当就是几只祖传的

铜制碗筷。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疯狂地掠夺东北资源，残酷压榨东北

各族人民。他们疯狂地利用警察、特务统治，到处设领事馆、警察署，利用宪兵警察和

“特种部队"，伪自卫团反动武装，残酷统治各族人民，疯狂镇压朝鲜族的反日斗

争，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任意屠杀人民。同时，还组织许多亲日团体，如

“保民会”， “朝鲜人辅导部刀，专门压榨朝鲜族人民。

一九三七年以后，更加疯狂实施奴化政策。政治上实施“皇国臣民化"。强迫朝鲜

族人民做日本天皇的”臣民’’，要信仰“天照大神”。一九三八年发布“朝鲜教育

令”，朝鲜族学校不准学习和使用朝鲜语言文字，不准学习朝鲜历史。一九三九年一月

发布“创氏改名”令，强迫更名改姓。一九四二年五月，在朝鲜族中推行“征兵制”，每

年强征成千上万的朝鲜族青年充当侵略战争的炮灰。它们肆意制造各民族之间的纠纷，

挑拨离间破坏各民族的团结。

经济上掠夺，粮食一直是日本侵略者在东北进行掠夺的重要目标。太平洋战争暴

发后。在农村强行“粮食出荷"。每年秋天目伪官吏、警察和“兴农合作社’’的职员

倾巢出动，挨村挨户地搜刮农民的粮食。强迫农民低价交“出荷"，发现藏粮或卖粮

者，没收其粮食并以“通匪黟、 “经济犯’，等罪名严加惩处。朝鲜族农民种水稻都不准

吃大米，必须全部交“出荷”，而后换蜮发霉的杂粮吃。

一九四二年开始，强迫农民，城镇居民“勤劳奉仕”，为军事工程做苦役，甚至把

姑娘征到“慰安队”遭受日军蹂躏。它们强行收缴金属品，是日本侵略者的又一罪

责。强行收缴人民手中的金、银、铜、铝、锡等金属制品。朝鲜族日常生活所必需的铜

盆、铜碗、钵、匙等一律被收缴归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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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满族的渊源、分布与发展

满族是我国东北的一个历史悠久、勤劳、勇敢的民族。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末，在

祖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满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和其他兄弟民族共同对祖国的统

～事业，建立了重要的功绩。在现代革命史中，满族人民积极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英

勇斗争，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人物，为祖国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东北的“白山黑水”是满族的故乡。满族的形成，确切一点说十七世纪初，即明代

末期，从女真人中间形成了一个民族共同体。从女真到满族，这是民族发展史上一个飞

跃，是历史进步的重大成果。但是，满族的源流，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肃慎以及后

来的挹娄，句吉，袜褐和女真。他们很早以来就和中原地区频繁地交往，在政治、经

济、文化各个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

肃慎人是我国东北最早见于记载的居民之一，他们生活在长自山以外，东频大海

以及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传说中的舜、禹时代就和中原地区建立了联

系。

战国以后，肃慎人改称挹娄，居住地区略有扩大。除东三省外还有乌苏里江以东，

黑龙江以北。挹娄人猎取野兽，种五谷，长子养猪。能织麻布，会造船。四世纪六世纪

(南北朝，隋、唐时期)，肃慎，挹娄的后裔、相继的勿吉，鞣辊的名称出现，人口发

展多达数十个部落。棘羯后来发展为七部。

七世纪末，大祚荣以栗末棘韬为主体，在松花江上游、长白L【I北麓一带，建立了称

为“震国’’的地方政权。七一三年唐朝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加授“忽汗州都

督黟，从此便以“渤海"为号。它的政治、军事制度均按唐制建立，使用汉字。国王更

焕，皆受唐朝册封。渤海是满族祖先在中网史上第一次建立地方政权，延续二二九年，

传位15代王。当渤海强盛时，部分黑水袜褐人为其部属。辽亡渤海后，南迁渤海部民，

黑水鞣鞫随之向南伸张，逐渐取代渤海而兴。契丹人称黑水袜褐为“女真”，此后，女

真这一称呼代替了抹褐。

十二世纪初，以完颜部为核心的女真人，在首领阿骨打的领导下，起兵反抗辽朝取

得胜利，建立了金国政权，并先后取代辽和北宋，成立与南宋并立的王朝。大量迁入中

原地区与汉族杂居的女真人，后来同汉族逐步同化。

十三世纪初期，蒙古灭金，女真人受元朝统治。女真人以今。黑龙江街依兰为中

心，分布于松花江和黑龙江中下流域以及鸟苏里江流域，元朝在这里“设官牧民”，

“随浴而治”。当时，这些女真人大致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满族就是由女真逐渐演化

而于明代末期形成的。

明代，女真人逐渐南迁。建州女真各部迁至抚顺以东，以浑河流域为中心，东达长

白山东、北麓，南至鸭绿江边。海两女真迁徙后，分布于开原边外辉发河流域，北至松

花江中游大曲折处。东海女真(野人女真)分布于建州，海西以东和以北的广大地区。

建州、海两两酃南迂定居后，以农业为主。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建州、海西女真之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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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征战，互相残杀。建州左卫的酋领努尔哈赤顺应形势的需要，完成了女真各部的统一^

事业。

一五八三年，努尔哈赤被明朝封为都指挥使。一五八九年，被封为都督佥事。一五

九五年，又晋封为龙虎将军。努尔哈赤从～五／L-Z年起兵，在短短三十多年中，把东至

海滨，西达开原，北抵嫩江流域，南至鸭绿江分散的女真人全部统一起来。

在统一过程中，努尔哈赤把女真人出师行猎的生产组织变成了军政合一的八旗制

度。先是一五八五年设立了牛录额真，管辖三百人。～六O一初编八旗，立四个牛录，

以黄、红、蓝、白四种颜色的旗帜相区别、每个单位称为～旗。一六一五年正式扩大为

八旗。八旗制度具有军事、政治和生产三方面的职能，成为满族社会的根本制度。

随着满族统一事业的完成，八旗制度的建立，满文的制订，努尔哈赤子一六～六年

称“英明忏"，建立了奴隶制政权的“金网”(后金)。他死后被追谥为清太祖，成为

清王朝的创始人和奠基者。

一六三五年、努尔哈赤之子清太宗。汪太极废除诸f_}=1(女真)的I口称，定旗名为满

洲。第二年即帝位，定国号为“大清”。

一六四四年．清军进关，统一全国。-一六六七年康熙帝亲政以后，实行奖励农民垦

荒等项政策，大力开垦荒地、整顿赋役，一；修水利，缓和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各族

人民获得比以前较好的生产条件，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到十八世纪中期，全围

人口、耕地面积和农业、手工业产品都有显著的增加和提高，资本主义有了萌芽，超过

了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

从康熙以至乾隆大大地加强了祖国的统～，巩固了幅员广阔的多民族国家，这是各族

人民共同缔造的结果。满族于十八世纪前后起了很大作用。中国的统一经历了慢长复杂

的过程。秦汉统一了汉族地区和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为中国统一奠定了基础。唐朝第一

次实现了全国统一，元、清继承和巩固了我国的统一。尤其是清朝对中国统一的加强和

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我国目前的疆域基本上是清朝疆域。

⋯磐石境内的满族

磐石原属辉发部。磐石境内的满族原住户甚少。～六四j兀f年，清军进关统一全圈。

大部分随军进关，留下来的寥寥无几，致使这个地方人烟稀少。一：六七匕年，辉发部境

域被封禁为围场，磐石境域属盛京围场。自从十九世纪中期以来，有一小部分从关内

路经辽宁迁入此地私垦耕种的汉族和满族农民。十九世纪末叶，lk乏：，河：比、河南、L『_I

西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贫穷的汉族和满族农民迁入翳石。：危其是一yLO二年围场开放

后，又从辽东、辽西地区大批迁入磐石。一郑分路经双阳、伊通迁入磐石烟筒山、明城

境内，一部分是路经海龙、辉南，迁入宝山、江南、黑石、细林、牛心等境内，开垦荒

地，耕种玉米、高梁、谷子和黄米。满族喜欢吃，J、米，小米干饭与黄米饽饽(豆包)。

一九三一年“九·-j＼”事变后，东：{匕沦为日本帝困主义的殖民地，满族也同样陷

入殖民统治的苦难深渊，惨遭R寇的蹂躏。磐石的满族人民，在|_㈦乓磐石县委的领导

下，同汉族、朝鲜族人民一道，踊跃投入反F!斗争，坚持寸‘几年的游击斗-争，英勇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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