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咸丰中叶， 俄国开始对东北进行屯垦和移

民。这种侵略活动持续至十月革命前后，严重侵犯

我国领土主权。关于十月革命前俄国的移民，从俄

国角度看， 学 术 界 大 体 将 其 分 为 军 事 移 民 阶 段

(1855-1882)、农 业 移 民 阶 段 (1882-1904)、城 镇 化

阶段(1904-1917)。但从中国角度看，以东省铁路的

修建为分水岭，前期主要在黑龙江、乌苏里江左岸

移民，主要是巩固侵略成果；后期是以此为基础，
逐渐向东北腹地渗透。

一、黑龙江、乌苏里江左岸移民侵略

俄国初期抱着“军队到哪儿，移民据点就到哪

儿”的态度。目的是强制占领黑龙江左岸，然后迫

中国就范。1857 年， 穆拉维约夫从外贝加尔哥萨

克军中向黑龙江左岸移民 450 户， 最后实现 384
户 1086 人 ， 还 携 带 马 520 匹 ， 母 牛 710 头 ，
羊 1158 只，猪 110 头，各种谷物若干。① 截止该年

底， 哥萨克在黑龙江上游共移民 1850 人， 建立

了 17 个永久性村屯。1860 年，黑龙江左岸哥萨克

村屯已达 61 个，男女人口 11 629 人。② 据俄财政

部 出 版 的 《阿 穆 尔 河 沿 岸 地 区 哥 萨 克 移 民 》统

计，1857 年 至 1863 年 ，黑 龙 江 沿 岸 哥 萨 克 移 民

13 879 人共3095 户，加之 2215 名受惩戒士兵，总

共 16 094 人。③ 1858 年至 1862 年，在乌苏里江

沿岸移民 661 户，共 39 个村屯。④ 俄国在黑龙江、
乌 苏 里 江 沿 岸 的 自 由 移 民 数 量 较 少 。1857 年 7
人，1858 年 8 人。1859 年，俄政府决定资助 500 户

国 有 农 民 向 黑 龙 江 迁 移。 该 年 度 自 由 移 民 227
人，1860 年 来 黑 龙 江、 乌 苏 里 的 移 民 已 达 2395
人。⑤

俄国对黑龙江、 乌苏里江沿岸的殖民是有计

划的稳步推进。1856 年， 穆拉维约夫代表俄政府

决定从外贝加尔向上述两区域移民， 计划每年花

费 10 万卢布， 用五至六年时间， 移民 1.5 万至 2
万人。 ⑥ 截止 1862 年， 哥萨克军事移民已达 1.6
万之多，这还不算各类自由移民。穆拉维约夫的计

划是稳步在推进。如保守估计，从 1857 年至 1863
年，俄在上述两区域的移民在 2 万至 2.5 万之间。
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官员缺乏有效的反制措施。
瑷珲官员称穆拉维约夫为“木喇福福”，与之交往

有明显的畏惧情绪。根据俄人记载，瑷珲副都统对

俄国人在自己领土上发号施令，没有任何举动，也

不阻止俄人在黑龙江沿岸定居。 由于地方官员的

行政不作为， 致使穆拉维约夫决定以后不理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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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只管移民。
这个时期俄国移民多以哥萨克为主， 属政府

强制性移民，其他移民则较少，移居地多集中在黑

龙江流域。1856 年俄国设立滨海州。1858 年 12 月

设立阿穆尔州。 在人口如此稀少的区域连续设置

了两个州级行政机构，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它显示

了俄国已完成对黑龙江左岸事实上的占领， 而且

在立稳脚跟开始图谋黑龙江右岸， 最终将整个东

北据为己有。
在军事移民后， 滨海州和阿穆尔州地方当局

希望能建立持续而稳固的移民链。 因为靠人口自

然增长短期内解决不了问题， 而且还面临中国潜

在的反击，对此俄国政府似乎疑虑重重。主要是担

心农户移往东方，造成欧洲腹地的劳动力短缺，直

接损害了地主们的利益， 这不符合贵族政治的需

求， 它也就不再大张旗鼓的动员农户移民。1861
年，《阿穆尔州和滨海州移民法令》 就是这个矛盾

的产物。第一，允许每户移民可获不少于 100 俄亩

的土地，但需支付 300 卢布进行购买，而且路费自

理，这点普通移民是做不到的。第二，鼓励有家资

者移民远东， 说明此时俄政府希望从有产者角度

出发，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们的利益。但一厢情愿地

希望有产者举家迁徙，似乎也不合常理，而且事实

证明确实如此。1861 至 1881 年二十年间，移居者

共 16 843 名。⑦ 显然，移民效果与预期差距较大。
1882 年，俄国认为在远东实施侵略活动较易

得手，便抛弃了先前那种瞻前顾后的想法，开始为

移民远东提供便利。《关于向南乌苏里边区官费移

民法令》⑧ 就应运而出。第一，为了降低移民的开

销决定采取海路移民，而且政府还提供补助。规定

自该法令公布第二年起三年内， 每年从俄国欧洲

部分各省经海路迁移 250 户移居者到南乌苏里。
每户可得 100 卢布安家费、 两匹马或两头牛及初

播种子和农具等，不需偿还。第二，在海参崴设立

专门的移民局负责移民的挑选、运送，以及在迁人

地的安置责任。移居者曾拖欠未缴的税款和赎金，
一律予以免除。 政府还给予移居者在迁人地免除

赋税、徭役、拨给份地、廉价购买土地等优惠。第

三，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参加移民，从 1887 年起，该

法令扩大了资助对象的范围， 规定海路自费移居

者也可得到部分优惠待遇， 并可获得政府提供的

安家贷款， 分 33 年还清。 第四， 俄政府还规定，

从 1881 年起政府资助越过西伯利亚去远东的移

居者，并于 1889 年把这一规定变为永久法律。
由于俄国政府采取多种手段鼓励其居民移居

黑龙江、 乌苏里流域， 所以， 定居者人数增长飞

快。1882-l901 年， 远东地区共迁来 99 773 人⑨ 。
平均每年近 1 万人，较 1861 年移民法令，有质的

飞跃。“自 1883 年俄国通过海路移民南乌苏里区

域以来，在波谢特、兴凯和上乌苏里诸区的‘蛮子’
(即东北本地的汉族居民)人口明显地减少了，其中

尤以波谢特区为最。”⑩ 1861 年至 1901 年，经过

四十年的移民扩张，不仅增加了“北满”俄国居民

的数量，还顺便抑制了中国民众的增加，使俄国人

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一支独大，战略性的破坏

了中国对“北满”的控制。

二、东省铁路的修筑与移民

1896 年，俄国胁迫中国修筑东省铁路。同时，
又在黑龙江右岸掠取土地、盗采煤炭、盗伐森林资

源，并积极进行移民侵略活动。计划在未来几年间

向铁路沿线移民 60 万，引起清政府高度警觉。
其中，《东省中俄合办铁路公司合同章程》之

第六款规定，“凡该公司建造经理防护铁路所必需

之地。又于铁路附近开采沙土、石块、石灰等项所

需之地。若系官地，由中国政府给予，不纳地价。若

系民地，按照市价，或一次缴清，或按年向地主纳

租，由该公司自行筹款付给。凡该公司之地段，一

概不纳地税”輥輯訛。俄遂以此为基础，在其所经之地，
随意占用耕地。 为了遏制俄此等强盗行径，1907
年吉林派道员杜学瀛、江省派宋小濂，与公司总办

霍尔瓦特分别订立了《江省铁路占地合同十四条》
和《吉省铁路占地合同十三条》，将地亩分熟地、荒

地、水荒地三等。吉林东自小绥芬河交界站起，西

至阿什河车站止，共计占地 5.5 万垧，江省自满洲

里以西入中国境起至哈尔滨松花江北岸石党止，
共计占地 12.6 万垧。 輥輰訛 吉黑购地合同共计掠夺

217.1 万亩。
江省铁路局总办周冕曾与俄方擅订合同，对

俄采伐森林区域，自行规定。陆路一段，自成吉思

汗站至雅克山站铁路两旁，长六百里，宽六十里。
水路两段，呼兰、纳敏两河各自水源为止，长三百

余里，宽一百余里。枚林、浓浓两河各自水源止，长

一百七十余里，宽七十里。界内山林统统归铁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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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砍伐，华人不得过问。这种自卖主权的行为使我

国在外交上无比被动。1908 年， 经过我方多次交

涉，俄方才同意另订合同。规定吉林界内之石头河

子、高岭子长八十五里，一面坡宽二十里。江省火

燎沟、皮洛以各长约三十里，宽十里，枚林河口溯

流而上，长五十里，右岸二十里，左岸宽十五里。在

此界内俄人虽仍可砍伐树木， 但砍伐的范围有所

压缩。
关 于 私 采 沿 线 煤 炭 资 源 问 题 ，1907 年 杜 学

瀛、宋小濂在哈尔滨与东清铁路公司商办订议，俄

人所享有之开矿地段， 以铁路两旁各 30 里为界。
《吉黑东清铁路煤矿合同》第六条，“俄每千斤铁路

公司交纳(吉黑)省平银 0.12 两，每年分四季交清；
又每窑交纳山课平银 17.64 两，一次性付清”輥輱訛。

在移民问题上，俄人 1900-1903 年，农业移民

达 54 000 人。1908 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上外

务 部 函 》 中 提 到 ， 俄 人 殖 民 黑 龙 江 北 意 图 明

显，1907 年从欧洲移民约八万人，来年可能加倍。輥輲訛

1904-1914 年间， 在远东边区大约安置了 25.2 万

移居者。輥輳訛

日俄战争后，俄人曾叫嚣“失之于日本，补之

于东蒙”。东蒙之呼伦贝尔土质肥美，千里旷野，久

为俄所觊觎。1905 年， 自海拉尔至莫力勒克河一

带 ， “俄 人 搭 盖 窝 棚 三 百 余 处 ， 蒙 包 五 架 ，男

女 1500 余口，开垦荒甸十二段，约耕熟地一万余

垧。”輥輴訛 中国闹义和团期间，俄乘机占据“北满”，并

越垦殖民。据徐曦《东三省纪略》卷五《边塞纪略·
额尔古讷河右岸》载，距根河较近的曲水泡，沿岸

皆漫岗，土质肥美，多为俄人越界垦殖。额尔古讷

河南段，吉拉林河以南，土质优良，为天然殖民之

地。俄在吉拉林河口及吉拉林沟，长 40 余里宽 20
余里，进行垦殖。在珠尔干河总卡伦及莫伦勒克卡

伦所辖范围内，俄人窃垦随处可见。
1907 年，徐世昌督政东省，相继沿中俄边界

设卡伦 40 处，并制定出俄人越界割草、畜牧及伐

木等章程，有效遏制俄人的骚扰。但辛亥革命后，
中国局势趋于动荡，俄人侵略行为死灰复燃。海拉

尔的俄移民已达 300 余户， 在长 300 余里， 宽约

50 里的地段，大举耕种土地。

三、宋小濂与《呼伦贝尔边务调查报告书》

俄国在东北的移民侵略行径， 引起当时一些

有识之士的忧虑。自从康熙二十八年(1869)定《尼

布楚额尔古纳河界约》 后， 中国东北边防逐渐荒

废。到光绪后期，居然对中俄边界具体状况不甚了

解。被誉为“吉林三杰”之一的宋小濂輥輵訛 为此对东

北边疆进行了近一年的实地考察，不久形成了《呼

伦贝尔边务报告书》輥輶訛 。该《报告书》共三万余言，
分国界、河流、山脉、地质、气候、物产、部落、卡伦、
治所、交通、税务、兵防及俄屯等 12 部分，是研究

近代中俄边疆关系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 徐世

昌主持编纂的《东三省政略》，在《边务卷·呼伦贝

尔篇》 中将其全文收录。 徐曦编写的 《东三省纪

略》，在山川、河流及额尔古讷河右岸垦务方面将

其作为主要参考文献。 万福麟监修的 《黑龙江志

稿》卷六十《艺文志·呼伦贝尔边务报告》存其目。
李兴盛主编的《黑龙江地方古籍整理》在第一辑也

收录了《呼伦贝尔边务调查报告书》。
1875 年 后，俄 国 在 江 北“设 屯 置 戍，沿 江 上

下，声势联络”輥輷訛。哥萨克村屯沿黑龙江和乌苏里江

如恶性肿瘤般地蔓延不已。1888 年， 宋小濂由齐

齐哈尔经墨尔根赴漠河，途中见俄国侧“自瑷珲至

漠河，数十里有一屯，屯皆人烟腾密，闻上至俄都

皆然，星罗棋布，户口日增”輦輮訛。每屯或百余户，或数

十户不等。夜宿至俄屯的宋小濂，发现“每至一家，
无不儿女满室”。与彼方的经营有方相比，我国侧

人烟稀少，令他忧虑不已。
1907 年 10 月， 宋小濂被任命为暂护呼伦贝

尔副都统。为加强边疆防务，他踏查了 1500 余里

国境线，提出了“防维之要，首在边务，而筹边必先

实边，实边必资屯垦”的主张。屯垦即移民，“移民

实边”遂成为防俄抗俄之国策。
该《报告书》“国界”一节所用篇幅最长。在回

顾呼伦贝尔地区土著部落与中原王朝交往的历史

之后，又对中俄两国的“天然界线”及“人为界线”
进行详细勘察。1689 年， 两国以额尔古讷河为界

河，河之南岸属中国，河之北岸属俄罗斯国，“此即

天然界线之属于呼伦贝尔东北部者也”。但经宋小

濂实地考察之后，发现额尔古讷河有东西岸，而无

南北岸，最后他认为“或以将近黑龙江处河水微曲

而东，故曰南北岸”。1727 年，两国又议定《恰克图

界约东西“鄂博”案》輦輯訛，布尔古特依山南巴彦梁起

至东边额尔古讷河源阿巴哈依图山分为界， 共立

“鄂 博”48 处。后 所 订 立 之《阿 巴 哈 依 图 约》共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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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博”62 处。所立之“鄂博”即为“人为界线”。但

到光绪年间，旧有“鄂博”已无从查证，有的是俄人

擅立之木标，上订“双头鹰”铁牌，作为两国国界。
宋小濂在《报告书》中提供了一则重要资料，

即《界内俄屯之大小疏密及兵村、民村生产风俗》。
该节记录到，沿边俄界大小村屯 45 个，除一个是

民村，其余皆为哥萨克兵屯，118 户至 275 户的大

屯有 13 个，其余皆不足百户，总共 2660 余户，人

口 18 400，分布在 1442 里的国境线上。在宋小濂

看来，哥萨克兵屯与清八旗制类似。男子 20 岁入

兵籍，60 岁出兵籍，无事居家为民，有事则入营为

兵。无事时，哥萨克出行须有票，将所要去的地方

及要办之事写在票内， 如无事出百里之外则视为

逃兵。兵籍不用纳赋，且政府还有补助。此节虽字

数不多，但却是最早的俄“武装屯田”记录。
光绪中叶，我国始仿俄制，在两国边境每七八

十里至百里设一卡伦。宋小濂考察期间，即以此为

坐标，将对岸之俄屯与我侧之卡伦作了番对照，结

果是俄国侧村屯错落有致，而我侧卡伦虽立，却是

百里人烟可数。俄国依靠哥萨克兵屯，彻底地将广

义上的“北满”给俄罗斯化了，进而又在中东铁路

沿线进行移民、掠取土地活动。我国对此虽有反制

措施，但效果却难令人满意。在《报告书》中，俄人

越界割草、越界牧畜、越界砍木采石等屡屡发生，
清政府居然无所作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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