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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1

盛世修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 《珲春市民族志》身勺
闻世是我市民族事业中的一件：赶事。

我国是一个统～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朝鲜族、满族等少

数民族如同汉族⋯榉勤劳勇敢，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近代反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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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 、

这部民族志，着重记载了19世纪中叶以来，朝鲜族人民同其他

备族人民一道，开发珲春，建设珲春的光辉业绩；叙述了各族人民

在中国接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的英勇斗争史；展现了建国后，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跃下，在

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

此志，实事求是地反映了栽市民族事业的历史和现状，认真总

结了民族工作屿经验教训。它充分体现了时代特点、地方特点和民

族特色，力求做到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能够起到存吏、资政、
潜鉴、教育等作用。

此志是我市民族安上向∥第一部专业毒。修志是．⋯项艰苦的开拓

性工作。参加编写本i}!；：f≥同寒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付出了很大心

向。能够在较短的时闻内完成修志任务，其精神可嘉，是值得庆贺
的事情。

此志在我市民族工作中，必将做出应有钓贡献，在改革开放的
过程中取得更加辉煌的成绩。

金 允 植



带 孝
刖 雷

编修民族志，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我们遵照市人民政府和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的部署，经过两年的努力， 《珲

春市民族志》终于成书出版了。这是我市民族事业中昀一件大事。

这部民族志，着重记载了19世纪中叶以来，100多年间珲春市

民族事业的兴衰与发展；展现了朝鲜族人民同其他各族人民一道，

开发珲春，建设珲春的光辉业绩；记述了我市民族事业的经验教

训。其内容包括概述、大事记、民族与人口、各族人民的反帝反封

建斗争、解放后的社会变革、民族工作、氏族经济、民族文化、民

族风俗、宗教、人物录、文物与古迹等12个方面，形成10章41节20

余万字。 j

为了编写出一本具有时代特点和地方特点、民族特色的社会主

义新志方，修志人员。广泛收集资料，深入调查研究，、经过归类整

理，综合分析，去伪存真，力求使采用的资料可靠有据，修志人员

不辞辛苦，努力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较好地完成了修志任务。

市委、市政府对本志的修志工作十分重视。市长金允植同志为

本志写了序言，市委副书记李春禄同志亲自过问，市人大副主任崔

锡升同志亲自审阅；市志办和州民族志办具体指导，这是写好本志

的重要保证。在编写过程中我市各部门和辉南县民委提供了大量的

资料和必要的指教，为此，在本志成册间世之际，向您们深表谢意。

1988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撤县设市，本志书名为珲春市民

族志。

金 仲 哲

198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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