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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延边朝鲜族生态文化资源保护与文化产业研究》主要讲述了以生态人类学的理论为依据，应用生态
博物馆理念，提出了保护好图们江区域生态文化资源、研究文化产业的最高端生态文化产业的模式--
可持续发展的三种实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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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喜淑，1963年生，吉林龙井人，曾先后就读于延边大学、韩国国立济州大学、中央民族大学，
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曾被中央民族大学“211”工程项目选派到韩国首尔大学文化人类学系学
习研究。　　现在中央民族大学工作，并兼任中央民族大学韩国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朝鲜族史学
会副秘书长、韩国全球文化产业学会海外理事、韩国在外韩人研究学会海外执行理事等。主要研究方
向为北方民族文化，曾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中国朝鲜族文化资源与旅游文化产业策划》和《朝
鲜族文化变迁与文化认同》等多篇论文，参与《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与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研究
》等多项国内外课题研究。曾主编《朝鲜族语言文化教育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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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天佛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996年3月，经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龙井天佛指山松茸省级自
然保护区，于2002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总面积为77317公顷（其中核
心区面积17577公顷，占总面积的22.7％；缓冲区面积10998公顷，占保护区总面积的14.2％；实验区面
积48742公顷，占保护区总面积的63.1％），包括智新、白金、三合、开山屯四个乡镇，松茸生长分布
区面积32000公顷。保护区内现有集体林地20972.8公顷，其中私有林2054.1公顷。（集体林地也包括私
有林）东部和南部与朝鲜隔江相望，集中分布着松茸资源和多种国家重点保护物种。3.敦化雁鸣湖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 雁鸣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始建于1991年，是敦化市政府批准成立的第一个县级自然保
护区。2002年12月经吉林省政府批准为省级自然保护区，2004年成立了保护区管理局，于2007年4月晋
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该保护区位于敦化市境内，保护区总面积为53940公顷（其中，核心区面
积19649公顷，占保护区总面积的36.4％；缓冲区面积24846公顷，占保护区总面积的46.1％；实验区面
积9445公顷，占保护区总面积的17.5％），有林地26383公顷，其中集体林面积为5207.8公顷，属于“内
陆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牡丹江上游湿地。三 图们江区域朝鲜族
聚居村历史环境 早在26000多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图们江区域延边大地上已有“安图人”生
息活动。后来，从事狩猎和农业的氏族公社部落，渐渐流布在图们江及其各支流、牡丹江及绥芬河上
游一带。自远古以来，东北地区各民族的祖先共同创造了祖国灿烂的古代文化。18世纪中叶后，关内
地主豪绅大搞土地兼并，迫使更多的破产农民流入东北。山东、河北等地的贫困汉族农民首先流人敦
化、安图一带，从宁古塔进入珲春地区，由此逐渐迁入延吉、汪清、和龙一带。延边地区以图们江为
界与朝鲜隔江相望。清朝时期实行封禁政策，朝鲜统治者也实行锁国政策，严禁朝鲜人民越境私垦。
但是，朝鲜北部的穷苦农民犯禁潜入沿江地区的活动却从未停止。清朝对越垦的朝鲜农民，毁田平舍
，驱逐出境，而朝鲜农民则采取朝耕暮归、春耕秋归、令紧暂退、令弛又回的办法，坚决在沿江一带
垦种，使得地方官兵无可奈何。1860年以后，朝鲜北部连年发生灾荒，1869年灾情更加严重。于是，
大批朝鲜饥民被迫扶老携幼，冒险破禁迁入延边地区。他们披星戴月，开垦荒地，逐渐建立起新的家
园。19世纪80年代，清朝统治者为了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防备沙俄的侵犯，就地解决饷源，逐步废
除东北边境的封禁政策，实行招民垦荒的实边政策。1878年，吉林将军派员复查敦化一带的私垦地亩
数，根据旗民的呈报，实行领照升科。1881年，吉林将军秦准废除禁山围场之旧制，在珲春、南岗（
今延吉市）、东五道沟（今珲春市马滴达）、黑顶子（今珲春市敬信一带）等处设招垦局，以招引移
民开发。至此，延续二百多年的封禁制度终于全部废止。1883年9月，清朝政府为改善与朝鲜的关系，
缔结了《吉林朝鲜商民贸易地方章程》。1885年，依据该章程在和龙峪设通商局，在光霁峪（延吉）
、西步江（珲春）设通商分局，办理与朝鲜会宁、钟城、庆源等地的通商事务，并废除两国贸易旧例
，允许朝鲜人前来贸易。同年，又把图们江以北长达350余公里、宽225公里的地区划为朝鲜族专垦区
，设越垦局专管朝鲜族垦务。从此，大批朝鲜族农民纷纷迁入延边地区。19世纪后半期以来，图们江
区域各族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内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终
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共同走进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进入20世纪，特别是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不甘心做亡国奴的大批朝鲜反日人士、反日士兵及破
产农民纷纷迁入东北。1910～1926年，经图们江迁入延边的人数共计有126964人，年均迁入7935人。延
边地区朝鲜族人口，1910年为109500人，1936年为474333人，26年间增加364833人。1937～1941年，以
集团移民、集合移民形式迁入延边2911人。到1944年，中国朝鲜族人口达到170万人，其中，延边朝鲜
族占东北朝鲜族总人口的47.6％。从此，延边逐渐成为中国最大的朝鲜民族聚居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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