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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移民与鹤岗地区的早期开发
王海波

( 鹤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人文教育系，黑龙江 鹤岗 154107)

［摘 要］鹤岗地处“两江一岭”围成的金三角地带，森林密布，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由于鹤岗地区

僻远，交通不便，所以开发较晚。鹤岗地区开发始于清末太平沟金矿的开采，太平沟金矿开采吸引了大

批流民和商人来此谋生，为后来鹤岗地区农业、林业的开发奠定了基础。随着人口的增多，鹤岗地区的

村屯逐渐兴起，而兴东道的建立是鹤岗设治之始，拉动了鹤岗地区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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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岗位于黑龙江、松花江、小兴安岭“两江

一岭”围成的金三角地带，因“鹤立高岗”而得

名。鹤岗下辖萝北、绥滨两个边境县。域内有

都鲁河、梧桐河、蜿蜒河、嘉荫河、鸭蛋河等河

流，水资源丰富，土地肥沃。有清一代，鹤岗地

区是赫哲、鄂伦春等民族游猎之地，由于其地僻

远，交通不便，所以开发较晚。而汉人进入鹤岗

地区大致在清朝末年，始于太平沟金矿的开采。

一、鹤岗地区的开发始于太平沟金矿
的开采

黑龙江鹤岗太平沟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萝

北县与嘉荫县的交界地带，地处小兴安岭腹地，

东倚黑龙江，北有嘉荫河和乌拉嘎河流入黑龙

江，西南有都鲁河和梧桐河流入松花江，清末以

盛产黄金而著名。据《黑龙江省志·黄金志》
记载，太 平 沟 金 矿 的 开 采 始 于 嘉 庆 十 三 年

( 1808 年) ，相传是鄂伦春人最早发现了金苗。
但大规模开沟采金应该是道光元年( 1821 年)

以后。到了 19 世纪 30 年代，清政府以“矿工聚

众沦为匪盗”之名，下令禁封黑龙江沿岸所有

金沟，并以武力驱赶集结的矿丁，迫使其停止淘

金，弃沟逃生。咸丰元年( 1851 年) 以后，太平

沟一带所有金沟均被沙俄入侵强占，不久又被

清政府以武力收回。光绪八年( 1882 年) ，北洋

大臣李鸿章指定在太平沟矿区成立北满金矿总

局。光绪十五年，漠河金矿总局总办李金镛亲

赴太平沟督理观音山金厂后，短短两年中，观音

山金厂黄金产量急速骤增，产量份额达到漠河

金矿总局全部产金量的一半以上，成为黑龙江

省产金重镇。据史料记载，太平沟淘金矿丁最

多时达 2 万人，采金业发展迅速。随着采金业

的发展，太平沟很快成为黑龙江中游水上交通

枢纽和生产、生活物资集散地。每年 5—10 月，

往来于此的商船、货船多达数百艘，太平沟成为

重要货资的装卸码头，往来客商络绎不绝，热闹

非凡，太平沟沿江两岸逐渐形成商业集市，挂牌

的商号多达上百家，诸如益兴恒、永和成、天盛

永、德发顺、裕太和等，各金沟所产的黄金也由

太平沟“官银号”远销到哈尔滨、奉天、大连，乃

至伯力、海参崴等地。由于此地僻远，一些日用

物资，如油、盐、小百货、常用工具等都要从俄境

海兰泡、伯力等地贩运到此，所以沙俄、日本、朝
鲜等国客商也常来此经商。



到了民国 时 期，太 平 沟 仍 是 盛 产 黄 金 的
“聚宝盆”。1913 年 7 月，经黑龙江省府决定，

观音山金厂与都鲁河金矿合并，统称观都金矿

局，局址仍设在太平沟。观都金矿局的生产规

模进一步扩大，采金工人近万余人，年产黄金曾

高达 2 万两。当时，在太平沟的西、北、南三面

大大小小数十个金沟里，到处是工棚子，随处都

能听到锹镐的撞击声。
综上可知，鹤岗地区开发缘起于太平沟金

矿开发，虽历经庚子之乱，太平沟金矿被沙俄侵

占，但太平沟黄金开采从未停止过。太平沟金

矿开采带动了鹤岗地区的开发，吸引了大批淘

金者和商家来到这里“淘金”，为后来鹤岗地区

的农业和林业的开发奠定了基础。

二、清末民初移民与鹤岗地区的土地
开发

咸丰十年( 1860 年) ，东北边疆危机加深，

为了抵御沙俄侵略和解决财政负担，清政府被

迫打开黑龙江地区长期封禁的大门，将呼兰部

分地区向流民开放，从而拉开了黑龙江地区放

垦的序幕。此后，以呼兰城为中心，通肯 ( 海

伦) 、克音( 绥化) 、柞树冈( 青冈) 、木兰达河、白
杨木河等地区次第开放。东部的穆棱河、绥芬

河、三姓、汤旺河等地也陆续开放。光绪三十年

( 1904 年) 以后，黑龙江地区完全解禁，进入全

面放垦时期。“北起今嫩江县，南抵松花江一

线以东、小兴安岭山脉以西，再自哈尔滨市以下

的松花江沿岸平原地带，都在此时期尽行放丈。
此外，在今瑗珲、呼玛、海拉尔等地，也有新扩展

的农业区域。”［1］这一时期清政府制定积极的

移民政策鼓励移民，此时不仅有雄厚资本的富

商来此大包大揽以牟取暴利，贫苦流民为了谋

生也纷纷前来领荒。
清末，随着黑龙江地区的全面开放，鹤岗地

区吸引了大批商民来此包揽垦荒。光绪三十一

年，汤原县成立，鹤岗地区归属汤原县管理。第

二年，黑龙江省开丈了花尔市河( 今汤原法斯

河) 以东，梧桐河以西，松花江北岸到大山南麓

一带毛荒地，称为“鹤字段”，共投放毛荒一万

余垧，这是鹤岗地区土地开发之始。光绪三十

三年，黑龙江巴彦县夏树金一家四兄弟来今鹤

岗地区，购买了鹤字段毛荒，南至南河( 阿凌达

河) 、北至北河( 鹤立河) 、西至“驮子道”( 新华

火车站道线) 、东至黄花岗( 汤原县吉祥边界) ，

盖了两撮窝棚( 后称夏家窝堡，现新华乡东安

村) ，定居开荒。这一年共放出毛荒3 400余垧。
此后，鹤岗附近的不少荒原慢坡陆续被开垦，于

是出现了一些地窝棚和马架子房，再后来，逐渐

形成稀稀拉拉的小村落，在今鹤岗周边地区先

后出现鹿迹山屯、夏家窝堡、陈家窝堡、峻德屯、
串泡子屯、庆善屯、寿山屯、新华屯、永芳屯、宏

泽屯、洪园屯、熙春屯等几十个垦殖村屯。民国

初年，由于民国政府颁布了奖励边疆开垦农耕

政策，仅鹤岗地区新华一带又新建了 30 多个村

屯，人口增至7 000余人。
萝北地区，“此区域间，本为鄂伦春游猎之

所，自古以来，未经垦辟。惟幅员辽阔，可垦之

地极多，沿江一带，尤多沃壤”。清朝末年，只

有黑龙江沿岸和古道驿站两侧开垦少量耕地。
流传 有“六 十 里 地 是 邻 居，三 十 里 地 是 对 面

炕”，可见其荒凉。至光绪末年，“始稍讲求垦

务，复有商营垦务公司之设”。光绪三十二年，

兴东兵备道设立之时，即声明专办垦务、林矿事

宜。办理垦务的办法分三段出放: 科尔芬河迤

南为北段，道属一带为中段，汤原迤北为南段。
后来统筹全局，又划分兴安岭东、西两段，共计

五段。但“初期承领者无几，开垦速度缓慢，耕

地寥寥。”后“招徕有力农民创设公司以资提

倡，开通道路以利遄行，设卡驻兵以便保护。”
翌年，在美国旧金山经营种植业和畜牧业的粤

商陈国圻，闻讯回国兴办兴东垦务局，承领了大

片荒地，主要开发北靠烟筒山，东临都鲁河，西

越梧桐河，南到松花江北岸的下游地带。他集

资 16 万元从美国购置了拖拉机和犁、耙等农具

进行开荒，时称“黑省农业之倡”。同年，汤原

县在法斯河以东，梧桐河以西，松花江北岸，大

山南麓广大地区陆续放荒 4． 5 万响，统属“鹤

字段”范围。光绪三十三年、三十四年，岭西荒

地放出 2 万余垧，收经费 1 万余两，同时带动了

道署西南地区的开放。此外，鹤北地区荆莽丛

生，山水阻隔，向来无道路可通，光绪三十四年，

试署兴东道庆山勘查由兴东至汤原、由观音山

经汤原至三姓路线两支，随即派人到哈尔滨招

募工人修筑道路。但由于边荒寒苦，沿途工人

多有逃逸，最后到工者仅有 40 人。［2］( P335)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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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畅影响了萝北地区的移民与土地开发。宣统

三年，汤原县放荒委员范庆峰负责主持萝北、佛
山、鹤立岗和绥滨等地的大片毛荒。领荒人先

花一块银元买个“小飞子”，然后持“小飞子”到

现场看地。放荒的方法是: 自西向东按顺序排

号，然后对放荒之地再由南向北划成井字，每井

为 36 方，一方是 45 垧，须交白银 12． 5 两，交完

银款后便将“小飞子”收回作废，再给换一张官

家发放的《地照》。当时，萝北地区放荒面积达

1． 2 万方。主要认领大户有海参崴华侨王玉玲

和谦益桓商号老板。对尚未放出去的荒地，便

由县衙寇寿堂，携带“飞地照”到辽宁省的凤凰

城、大孤山、庄河和吉林省的西安县 ( 今辽源

市) 等地以低价转卖。
民国初年，由于大批新来的垦户无从插足，

省府决定重新放荒，出现新一轮放段垦荒热潮。
1914 年，萝北县在“鲁字段”( 都鲁河下游) 和

“梧字段”( 梧桐河下游) ，一举放荒清丈 28 万

垧。同时，还在“汤字段”( 汤旺河下游) 、“鹤字

段”( 鹤立河中下游) 等处又增放毛荒 4． 4 万

垧。这时，萝北地区农户已超千户，主要分布在

兴东、兆兴、鸭蛋河、都鲁河、梧桐河中下游。一

些招领大户将买到手的荒地或转让高价卖出，

或招流民垦种坐收地租。当时，人们把这类占

荒者叫做“没长牙的地主”，即处于“婴儿时期”
的地主，没等“牙长出来”，就要剥削农民的劳

动成果了。另外，初放毛荒时，依次分段出放，

不准越段选择。直至后来遇到有低洼贫脊地段

无人认领，只好打破了原有规定，任人占领。于

是导致地界紊乱，实际面积与放出毛荒登记不

符，造成土地争议纠纷，甚至发生恶性械斗事

件。1914 年 9 月，黑龙江省招垦总局决定重新

对垦荒土地进行清丈查实，将清丈权限下放给

萝北县公署。这项工作直到 1916 年 8 月结束，

最终核实萝北毛荒总面积为 25 万垧，但当年实

际垦种的土地面积却远远少于此数。

三、清末民初移民与沿江两岸林木的
采伐

在黑龙江部分开禁时期，森林资源的开发

主要限于招民开垦以及居民稠密的山林附近。
而大小兴安岭等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地带基本

上仍处于封禁状态。据史料记载，黑龙江蜿蜒

两千余里，两岸高山峻岭地带，有茂密的森林资

源。咸丰、同治年间，俄国人在黑龙江上用轮机

船托运货物，需要大量木柈子做轮机船动力燃

料，经常到中国一侧来购买，有些中国商人发现

有利可图，便在沿江一带选择运材条件便利的

林带，招引大批流民，从事林木砍伐。于是沿江

一带便产生了专门从事伐木打柈子的行业，伐

木之人也越聚越多。随着林木市场需求的不断

扩大，清政府对这一地区林木采伐加强了管理。
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在此设立兴东兵备道，道

台府衙门设有专职山林管治的官吏，对山林实

行分段管理，凡采伐林木要经府衙批准并发放

有牌号的许可证书后方可进山采伐，同时，在山

口、江道哨卡设置专门守卫人员盘查，制止乱踩

盗伐和黑市交易。对于民间所需木料也要进行

严格的限制和管理。宣统二年( 1910 年) 十二

月，黑龙江省巡抚周树模转发兴东道台府道员

庆山所呈报朝廷的《兴东政见书》，其中就有关

于实施商办木场开发林业事宜。这表明，清末

兴东道台府辖区的沿江伐木业，由于清政府加

强管理，已经形成了规模化生产，并取得了巨大

的经济效益。
民国初期，官方和民间对木材的需求量日

渐增加，一为建筑用材，二为燃料需求。这极大

地刺激了伐木业的快速发展。由于伐木业兴

盛，吸引大批内地流民涌入黑龙江沿江一带从

事伐木劳动。当时绥滨一带有个伐木大把头胡

春方发现伐木有利可图，便招雇 300 多民工，在

中兴码头附近伐木打柈子，卖给中俄两国轮机

船用做蒸汽机动力燃料。后被人们称为“胡家

柈子场”，渐渐形成了初具规模的产、运、销“一

条龙”的经营模式。不但经销木柈子，而且销

售不同规格的圆木。这一时期，沿江岸边已经

建立起专业伐木林场，并设有经营性木场，利用

黑龙江江道顺流运往下游码头销售。1917 年，

为了使黑龙江中放下来的木排安全顺利地停靠

在指定的岸边滩头，一些林商开始在沿江多处

开辟码头，并在岸边开拓平地，用于堆放储存木

材，这就是原始的储木场。据史料记载，除了在

大马河附近的胡家木场之外，还陆续出现了高

家店、安澜镇、敖来河口等多处木场。1918 年，

萝北林商齐树楠勘测划片，筹建林场，采伐面积

高达 100 方里，成为当时生产规模最大的伐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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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场。1919 年，黑龙江省农商部派员到萝北县

进行林木砍伐调查，决定对萝北县境内林区划

定 4 个林场，依法纳税经营。据《萝北县通志

调查录》记载，萝北县内地广人稀，山多林密，

观音山金厂批准辖区森林划片面积高达 4 万方

里，为淘金用材指定伐木地域范围。可见，当时

林区伐木，不但规模越来越大，而且由江边沿岸

就近伐木逐步通过河道向山区纵深拓展。
总之，民国初期，鹤岗地区伐木业一片欣欣

向荣，当时江上乘船的过往商旅，在白天随时能

听到远山密林深处伐树工人发出的“顺山倒”
的洪亮喊声，以及一棵棵参天大树倒下的巨大

轰隆声，与伐木工人集体抬运大木头的号子声

和江面上放木排的号子声交相呼应，被后人传

诵为“江中的号子山上的歌，出透的汗水换来

的馍”。
此外，民国年间，黑龙江沿江山区几乎到处

密布“炭窑”，伐木烧炭行业遍布林区。木炭除

本地自用外，还大量运往佳木斯、依兰、哈尔滨，

甚至更远地方。烧炭业的发展，也刺激了鹤岗

地区林木的开采。

四、清末民初移民与鹤岗地区的设治
沿革

鹤岗地区在光绪三十一年前，仍是僻远荒

凉之地，人口稀少，境内居民仅有太平沟金矿及

其下属的几个采矿金点、平原地带的兆兴等几

个村屯。光绪三十二年( 1906 年) 四月十五日，

署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奏准将绥兰海道移驻兴安

岭以东，名兴东兵备道。绥兰海兵备道设立于

光绪三十一年，取绥化、呼兰、海伦三地名称各

一字，故称“绥兰海”，“绥兰海道原驻绥化城，

管辖吉江两省松花江上下千余里，于江之南北

震慑甚为重要”。因吉林、黑龙江两省将军一

同奏请设立滨江道于哈尔滨商埠办理铁路交

涉，同时兼管呼兰等地，又因松花江南岸设有依

兰府、临江州，江北设有大通县、汤原县，沿江守

备空虚，所以奏请改设。主要目的是“经营招

荒、开路诸事”，而设立之初又“端绪繁杂，苦无

基址”。改行省后，派试署庆山前往进行勘查，

于是在“托萝山以北与江东俄屯之松由子地方

隔江相对，水陆卫途，形势扼要”之处建立衙

署，出放街基，属黑龙江将军。［3］( P887) 光绪三十

四年，建衙署于今兴东村，衙署称道台府，最高

文职长官称道台员，官阶三品，武职长官称垦务

管带，三品衔，隶属于道员。“兴东兵备道设有

承办处，有正副委员、收发委员、俄文翻译文员。
设工程处，有正副委员、差遣委员、俄文翻译委

员。设转运处，有转运委员。设兴延三段卡局，

有驻卡委员。是为兴东设官之始”，［2］( P332) 兴东

道设治后，“又以黑龙江沿岸数千里皆与俄邻，

非增设民官不足以言拓殖，因奏请添设道、府、
同、通、州、县各缺。与兴东属境设一府四厅一

县，拟既设者二: 日萝北直隶厅同知，驻萝山北。
曰鹤岗县驻鹤立岗。拟缓设者四: 曰佛山府，驻

观音山。曰乌云直隶厅通判，驻乌云河。曰车

勒直隶厅通判，驻车陸。曰春源直隶厅通判，驻

伊春呼兰河源”。［2］( P331)

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年) 五月十二日，东三

省总督徐世昌、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奏请设立萝

北直隶厅，七月初九奏准。萝北直隶厅归兴东

道管辖，隶属黑龙江行省，治所设在兴东。厅的

长官称同知，官阶为从六品。沿黑龙江及通往

汤原陆路设三处卡伦，由于“该处所需食量、物
料以及工匠，均须取给予吉林之三姓，此后招徕

民户，亦非由三姓一线陆路开通不可。查由三

姓抵汤原尚有草道可通，自汤原县至现修兴东

道署五百余里，一片荒凉，夙鲜人迹。拟先分段

设立卡局三处”。［3］( P887) 兴东兵备道的职能是整

饬兵备，署理政务，兼办垦务及林矿等事宜。道

台府下设司法、财物、垦务、旗务、文牍、交涉等

机构。光绪三十四年，又拟在烟筒山之东设延

东县，在道治添设兴化同知。最后付诸实施的，

仅有萝北厅和几处卡伦。民国元年废除萝北直

隶厅，建立萝北设治局，长官称设治员。民国三

年( 1914 年) 升格为县，此时全境仅有1 119户。
截至宣统三年，兴东兵备道所辖城镇、卡伦

及村屯共约 30 处。从表 1 中所列之村、屯、家、
堡等居民点和太平沟的一些采金点所见，清末

鹤岗地区人烟稀少。这些居民点或采金点的人

口，由于受匪患或生计等影响，具有很强的流动

性，有的村屯有名无实。但随着清末黑龙江地

区的完全开放，政府招垦放荒政策的放开，鹤岗

地区的人口逐渐增多，村屯也逐渐增加。到民

国初年，全县设有 3 乡，乡下辖 35 个屯，屯辖

闾，闾辖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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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911 年村镇卡伦表

地 名 今名或位置 建制时间 说 明

太平沟 太平沟乡 1886 年 观音山金矿所在地

都鲁河金矿 鹤北林业局金矿林场 1893 年

兆兴镇 肇兴乡 建治之前 采金点

裕兴镇 绥滨县同仁乡 建治之前 采金点

孙家地方 尚志村 建治之前

林家屯 在今梧桐河西岸 建治之前

椴树泉 在今梧桐河西岸 建治之前

飞金河 在今伏尔基河河源处 建治之前

鹤立镇 鹤立镇 建治之前

汤原县 汤原县 建治之前

大通镇 通河县 建治之前

道治 兴东村 1906 年

萝北厅 兴东村 1908 年 初拟设于延兴村

头卡 延兴村 1908 年

西二卡 在今延军农场西洋灰垛处 1908 年

西三卡 在今共青农场二十队，都鲁河东岸 1908 年

南二卡 莲花道班 1908 年

绥东镇 绥滨县绥东镇 1910 年

五、结语

清末移民加速了黑龙江地区近代化进程，

而鹤岗地区，由于移民进入较晚，各项事业发展

也较晚。后随着移民的涌入，加速了鹤岗地区

金矿的开采、土地的开发、林木的采伐以及行省

制度的建立。但鹤岗地区的各项事业仍缓慢进

行着，直到民国初期也没有更大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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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igr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Ｒepublic
of China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Hegang Area

WANG Hai-bo
( Hegang Teachers College，Hegang 154107，China)

Abstract: Hegang is located in the Golden Triangle area surrounded by the“Two Ｒivers
and One Ｒidge”，with dense forests，fertile land，and abundant resources． Due to the remote
location and in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in Hegang area，the development was delayed． The
development of Hegang area began with the mining of Taipinggou gold min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mining of Taipinggou gold mine attracted a large number of refugees and
merchants to make a living here，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later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in Hegang area． With the increase of population，villages and towns in Hegang area
gradually emerged，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Xingdong Ｒoad was the beginning of Hegang’s
governance，which stimulated the development of Hegang area．

Key words: immigran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Ｒepublic of China; Hegang
area; development; establishing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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