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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元年（1644 年），清军趁关内混乱之机，夺取了中央

政权。迁都北京后，清廷把辽东地区的绝大多数人口迁往京畿

地区，东北地区的人口数量进入一个低谷时期。随着清政权在

中原的统治基本稳定，统治者逐步认识到东北地区政治国防

上的重要地位。顺治六年（1649 年），清廷开始调整政策，鼓

励向辽东地区移民开垦，在一系列积极政策的刺激下，大批民

众纷纷涌入盛京地区。移民政策实行的数十年间，辽沈地区不

断有移民迁入垦荒，民地增长的加速度越来越快，而土地总

量有限，民地就会挤压旗人土地的增长空间，对其垄断地位

提出挑战，这是清廷不愿发生的事情。但是政府采取的“展皇

边”及封禁等针对外来移民的政策都收效甚微。清廷遂考虑以

“狭乡”向“宽乡”的移民方式来满足旗人发展的要求，边外地

广人稀的呼兰地区就是迁移这些旗人的理想场所。

呼兰地区即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一带，位于黑龙江

地区南部呼兰河下游广袤的松嫩平原上。境内流经的河流有

松花江、呼兰河、漂河等，水资源丰富。地势北高南低，河流由

北部山岭向南而下，形成肥沃平坦的冲积平原，适宜大规模农

业耕作。虽然每年适合谷物播种的时间短，但农作物的生长速

度快，加之优越的地理条件，造就了呼兰地区发展农业得天

独厚的优势，“黑龙江省精华全在呼兰一隅，地气和煖，土地

膏沃，为关外所艳称。”[1]73 呼兰地区的丰腴很早就引起了清廷

的注意，在清朝初年便开始呼兰的开发建设。

一、康熙、雍正年间清廷于呼兰地区进行的一、康熙、雍正年间清廷于呼兰地区进行的

屯垦尝试屯垦尝试
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雅克萨之战爆发，清廷从黑龙

江地区调拨军队粮草支援前线。但黑龙江此前实行封禁，开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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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甚少，出产粮食无法供给前线，异地调运军粮又费时费

力。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清廷便调官兵于墨尔根、呼兰等

处驻防。呼兰驻军的粮草虽由边内供给，但清廷鼓励官兵就地

垦荒。此时垦荒规模虽然较小，但粮食收成不错，也使呼兰地

区得到了初步开发。

雍正十二年(1734 年），黑龙江将军卓尔海上奏请求在呼

兰地区加派驻军以防止流民偷盗人参东珠，“（呼兰）偷盗人参

之弊，难于查察，请于白都纳、打牲、瓜尔察挑兵一百八十名，

齐齐哈尔城旧兵内挑选三百二十名，驻劄其地。”[2] 为解决粮

草问题，驻军加大了垦荒规模。经过数年经营，呼兰地区的垦

荒事业卓有成效，粮食出产不仅可以实现自给自足，每年所剩

粮食还可设仓储存备用。

康熙雍正年间呼兰地区的垦荒多以军屯的形式进行，其目

的主要是满足军需，增强边境防卫。虽然此时屯垦规模较小，

却是清廷于呼兰地区屯垦的首次试验，其良好成果坚定了清廷

开发呼兰地区的信心。

二、乾隆年间清廷向呼兰地区进行的二、乾隆年间清廷向呼兰地区进行的

大规模移民屯垦大规模移民屯垦
乾隆朝时人口迅速膨胀，边内人地矛盾尖锐，清廷遂考虑

向边外移民。呼兰地区地广人稀，加之有前朝屯垦的良好效果，

成为移民的理想地点。乾隆二年（1737年），清廷于呼兰地方设

立官庄，将盛京地区的八旗户移往呼兰，“盛京将军于八旗开户

人内，选能种地壮丁四百名，携带家口前往开垦……共设官庄

四十所。”[3] 对于迁往呼兰地区的民众，清廷给予一定的扶持帮

助，移民每丁给碾磨银五两，随迁家人各给整备行装银二两，并

于沿途给予口粮，拨发车辆船只送至呼兰，“初至呼兰，每丁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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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衣夏帽。其家大口每月给粮二斗四升九合，小口半之。每开垦

地六亩，给耔种二斗……”[3]，并委拨当地官员采木造屋，这样

移民就具备了基本的生存条件。移民在赋税上也享有一定优惠，

清廷允许他们第一年赋税全免，第二年交纳半额，第三年正常

交税。乾隆二年的这次移民共设屯庄四十所，规模较大，推动了

呼兰地区的进一步开发，清廷令“盛京将军于八旗开户人内，再

查有愿往呼兰垦种官地之人，应增设官庄若干，再议具奏。”[3]

乾隆六年（1741年）时，呼兰地区人口增多，清廷增设新

的官庄，“呼兰地方宽衍，可设官庄之处尚多，应将前设四十官

庄内、闲丁一百三十八名选择五十名，增设官庄五所，拨地开

垦。”[3] 新设官庄内的屯丁每人给地六十亩，耕牛稻种等物资均

照乾隆二年例供给，并拨发银两令其自行盖造房屋。乾隆八年

（1743 年），黑龙江将军博第上疏称“呼兰温得亨山并都尔图一

带，地广土饶，水草佳美，请安设官庄五座。”[4] 清廷准奏，命

盛京将军于当地旗户中，选择善于农垦的壮丁五十名移往呼兰，

增设官庄五座，赏给移民的银两、农种器具等一如旧例。乾隆

十年（1745 年）时，黑龙江地区闲散流民增多，产生了一些社会

问题，户部郎中福明安建议将他们移往呼兰，“现在各城壮年

闲散，计有五千余名，若不早谋生计，将来必至穷乏。呼兰有地

可耕，请照雍正十三年将奉天开户旗人、移屯呼兰设立官庄之

例，酌借卖米银两，令往耕种。”[1]68 当地官员上奏呼兰之东佛忒

喜苏苏地方有地径二百余里可供屯垦。清廷遂令将这些流民移

往呼兰之东屯垦，“其佛忒喜苏苏地方虽列次等，而距该处旗

人尚不甚远，以之移驻屯垦，亦足资生。”[4] 并拨发银两、农种

器具。乾隆十年后，呼兰地区垦殖事业发展稳定，只乾隆十六

年（1751年）时呼兰温德亨山地区的八座官庄因受水灾，农地

不堪耕种，遂裁撤官庄将民众移往别处。

总体来说，乾隆时期是呼兰移民社会兴起之时，官庄数量

逐年上升，福明安曾上奏“呼兰千里膏腴，可以大兴屯田。请以

奉天开档之人，每年酌立屯庄十余座。”虽然呼兰每年实际新设

官庄不及十余所，但其数量还是在稳步增加。在乾隆朝大规模

移民之前，呼兰地区地广人稀，原住民以驻扎军户和一些游牧

部落为主，从事耕种的民众较少，人口共计千余。从乾隆二年开

始，移民涌入呼兰地区，早期移民大致可以分为八旗官屯户和

旗籍之外的流民这两种类型。虽然两种移民在民籍、开垦政策

上有很大差异，但是它们的数量在呼兰社会兴起的百余年间都

呈现上升趋势。

表1 乾隆十六年至同治十年呼兰地区人口数量变化（单位：丁）

乾隆
十六年

乾隆
二十六年

乾隆
三十六年

乾隆
四十六年

嘉庆
十三年

咸丰十
年

同治十
年

旗户 3123 5172 7540 10279 11914 — 14391

民户 — — 1856 2739 3216 4100 余 5000 余

资料来源：（民国）张伯英等篆《黑龙江志稿》卷十二，“户籍”。

最早来到呼兰地区的移民是编入官屯的八旗户。因清廷优

厚的移民政策，旗户们获得了较好的生存条件，加之清廷陆续

在呼兰地区新设官庄移入旗民，因而旗户在当地民众数量中占

比最高。此外呼兰社会中还存在着广大的流民群体。咸丰朝以

前，黑龙江地区实行封禁政策，关外流民因生计所迫私自潜入

呼兰地区。随着呼兰官屯规模壮大，产生了较大的劳动力需求，

便招募流民来此从事农耕，“呼兰旗营官庄利其工勤而值贱也，

往往收为赁佣。”[5]222 随着时间发展，流民不再满足于屯庄内部

耕作，开始私自开垦官庄外荒地。咸丰九年（1859 年），黑龙江

将军特普钦曾对呼兰垦荒情况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呼兰私垦

土地已达 8万余亩，私垦流民2500 余人。据此情况，清廷决定

调整封禁政策，在呼兰地区进行大面积的招商开垦，使得大量

关外移民涌入呼兰，民户数量持续增长。

三、早期移民垦荒对呼兰地区产生的影响三、早期移民垦荒对呼兰地区产生的影响
经过清代前中期的移民开发，呼兰地区的人口数量迅速增

加，不仅使当地耕作农业迅速发展，粮食产量居黑龙江地区前列，

而且对呼兰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移民迁入推动呼兰地区行政管理体制的变革

随着呼兰地区的人口不断增加，其旧有的行政管理体制

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乾隆元年（1736 年）清廷移八旗驻防呼

兰，建立旗署城守尉衙门，实行军政合一的八旗管理体制，旗

署掌管境内各项事务，下设屯官、仓官等分司。其中屯官于乾隆

二年（1737年）设立，其职能为“掌官庄四十屯丁户词讼租赋

事宜”[6]86。在呼兰刚刚兴起之时，八旗移民数量有限，这种单

一管理体制还是有效的。但随着移民数量增多，特别是咸丰年

间大批关外移民的到来，使得旗人与民户之间围绕土地、习俗

等方面产生了很多矛盾，呼兰“命盗案件近年以来案牍繁增，

倍于往昔”[6]410。屯官无权解决旗民之外纠纷，大批诉状投到

城守尉衙门处，但军政长官对汉文法律不甚了解，断案难免失

之偏颇；诉状官司的积压也使得衙门无法兼顾其他政务，行政

效率日渐低下。旗署一元的行政管理体制此时不太适应呼兰地

区社会发展状况了。

基于上述情况，清廷在呼兰地区开始行政管理制度改革

的探索。同治二年（1863 年），清廷设立呼兰厅机构，下设理

事同知官职，来“管理呼兰城所属各境赋课刑名旗民交涉事

件”[6]86，同时设巡检一员缉拿盗匪，管理监狱。理事同知及巡

检官职的设立，将原旗署的民政权力分离出来，相当于在旗署

外设置的专门机构对移民等事务进行管理。这时的理事厅还

不是完全的民署，因为还受城守尉衙门的管辖；但从其基本职

能来看，它无疑是一个民政部门，所以理事厅是从旗署向民署

过渡的产物[7]270。从这一点来看，呼兰厅的设置可以视为黑龙

江地区旗民二元行政管理体制形成的开始。改革之后呼兰地区

的民政事务处理得更加专业有效，行政效率也得到了提升。

（二）呼兰地区的农副产业迅速发展，加速了呼兰地区的

商业发展

呼兰地区自然地理条件优越，适宜多种农作物的生长，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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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主要的粮食作物以外，当地民众还广泛种植高粱、大豆等作

物。随着移民开垦的推进，呼兰各类农作物的产量大幅上涨，

当时“呼兰农产以小麦、元豆为大宗，高粱、谷子次之，大麦、

苞米又次之。”[5]229 这些作物为呼兰酿酒、榨油等农副产业提

供了原料。呼兰地区早期的酒类产品有黄酒、白酒两种，其中

白酒以高粱合曲酿造为主，又称烧锅酒，酒性甚烈。东北地区

气候苦寒，烈酒御寒效果好，故呼兰白酒销路甚广，“酒坊日夜

并作，贩运各城，时有供不应求之虞。”[1]125

制油业方面，呼兰地区出产豆油、麻子油等油类产品。呼

兰黄豆品质最佳，每饷地可出产六七石之多，其时呼兰地区油

坊甚多，豆油产品行销遍布黑龙江地区及邻省。此外榨取豆油

所剩的渣滓做成豆饼，可作牲畜的饲料，也可作土地肥料之用，

出产数量也非常庞大[8]。

移民开垦使得呼兰地区农副产品出产甚多，且呼兰处于吉

林、黑龙江两省往来要道，往来车马轮船日以万计，加速了当

地的商品流通，呼兰商业日趋繁荣，几冠全省。商品经济的快

速发展诱发了货币的变革，呼兰地区最早以白银为货币，但是

“银贵质重，难于剖析制钱”[9]1017，货币匮乏。后来随着呼兰地

区的商品贸易量扩大，人们在交易中开始使用纸帖这一交易媒

介代替银两。纸帖相较于银两质量更轻，易于制作流通，故深

受呼兰地区商户欢迎，并在黑龙江地区各城流通，“维时烧锅

有帖，当铺有帖，小本商户往往有帖。”[6]181 纸帖的出现适应了

商业流通的需要，对呼兰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三）促进呼兰地区多元信仰文化体系的形成，加速民族

间文化融合

移民不是从甲地到乙地的简单位移，而是涉及社会生活多

方面的迁移。在移民形成的新社会中，文化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文学艺术、风俗习惯、民间信仰都是移民精神活动的重要组成

部分[7]354。移民们迁入新的社会单元中，辛苦劳作之余，心灵

上也需要一点慰藉，神坛庙宇的营建就是其信仰的一种物质表

现形式。乾隆初年移民们刚刚迁入呼兰地区，就开始修建一些

庙宇，早期庙宇大概为表 2中几种：

表 2  乾隆初年呼兰地区所建庙宇

庙宇名称 修建时间 庙宇选址

关帝庙
先农坛
龙王庙
观音庙

乾隆十五年四月
乾隆元年
乾隆十七年
乾隆元年

呼兰城东南河沿
呼兰城东南

呼兰城大街东南
呼兰城东南河沿

资料来源：（清）黄维翰修：《呼兰府志》卷六，“祠祀略”

在表 2的庙宇中，呼兰地区修建最多的是关帝庙，“帝之

忠义深入人心，而捍灾救患往往有奇验，故民间多立庙私祀之，

岁时伏腊祈福禳灾，奔走道路相属。”[6]246 早期移民披荆斩棘开

垦土地，对于自然灾害的防御能力较差，便寄希望于神灵护佑，

关帝信仰盛极一时。这一时期也有观音庙、娘娘庙等庙宇修建，

同样也是移民祈福禳灾的一种体现，但是它们在数量及营建规

格上逊于关帝庙，在乡间这些神灵往往配祀于关帝庙中。

除了一些供奉关帝、观音等神灵的庙宇外，呼兰地区还广

泛存在着祭祀土地、龙王等具有自然神特征的庙宇，其中普遍

可见的是农业神庙坛。种植农业是呼兰早期的支柱性产业，因

而上到官府，下到百姓，每年都要祭祀农业神灵冀求丰收。官

府农祭以祭祀先农神为主，“先农中祀也，岁以春秋吉亥致祭，

府州县长官主之，在城文武咸与祭。礼成，举行耕耤礼。”[6]249

对于下层民众来说，耕作收获的农产品是解决温饱的基本生存

物资，因此他们对土地的诉求格外强烈，民间主要祭祀的农神

为土地神，土地庙各村俱有之，经年香火不断。除了上述神灵

祭祀外，呼兰地区还存在着一种原始信仰，即对狐仙神灵的供

奉，“狐产北方，土人狃于迷信，谓其能够通神为祸福也，相与

立庙虔祀之，谓之大仙堂，官署巨宅多有之，不可胜记。”[6]254

狐仙信仰是呼兰境内原住民的文化，但这种信仰并没有随着移

民到来而消逝，反而成为一种普遍的民间信仰。通过共同信奉

祭祀狐仙神灵，移民与当地土著之间有了更多的理解和沟通，

呼兰地区的社会精神和民间文化也得到了重新整合。总体来

看，清代前中期对呼兰地区进行的移民屯垦对当地社会产生了

全方位的影响。此时尚属呼兰地区的兴起阶段，虽然移民垦荒

规模较大，但尚有大片荒地未经开发利用。随着时代的发展，

清廷逐渐放松了对黑龙江地区移民流入的管制，重视边地开

发建设，呼兰地区也在清末迎来了更大规模的移民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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