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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革命前沙俄向黑龙江流域移民政策浅析
①

霍金萍

(黑河学院 社会科学系 ,黑龙江 黑河 164300)

[摘　要 ]扩张移民伴随着沙俄东侵的脚步就已经开始了 ,1861 年农奴制改革后 ,东部边疆开始成为沙俄的重点
移民开发区 ,中东铁路的修建为沙俄向东移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0 世纪初 ,斯托雷平的改革将东部移民运动
推向高峰 ,东部始终以“国内殖民地”的身份参与俄国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本文论述了十月革命前期沙俄向移民
政策的背景及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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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国历史一直以移民扩张为主要国策 ,世界近代史
上向外扩张疆土最多的沙俄 ,在工业革命后掌握了先进
武器和运输手段 ,再次盯上了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黑
龙江流域。沙俄政府向东移民的过程大致可分三个阶
段 :第一个阶段是 17 世纪之前。这一阶段的开拓移民
伴随着俄罗斯民族的形成和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出现。
第二个阶段是 17 世纪后的整个沙俄时期。这一阶段俄
罗斯为建立地跨欧亚非的帝国而向外拓展移民 ,是具有
扩张性质的。第三个阶段是苏联时期。苏联时期的俄
罗斯国家依然具有扩张主义倾向。本文探讨的是十月
革命前的沙俄向远东包括黑龙江流域的移民政策。

一、十月革命前沙俄政府关于移民政策的颁布
1904 年沙俄政府颁布放宽对远东和黑龙江流域的

移民限制的法令 ,到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前 ,是沙俄远
东移民行动的新阶段。

1900 年沙俄颁布了《在阿穆尔边疆省和滨海边疆省
建立移民地段的暂行规定》指导移民事宜。1904 年 ,沙
俄政府又颁布法令放宽了对移民的限制 ,规定任何人都
有不受财产状况限制的迁徙权利。1906 年 ,沙俄政府又
颁布了《执行 1904 年移民法令的相应章程》,取消了一
切迁移的限制 ,允许从内陆任何一个地方向边疆地区自
由移民。移居者可享受乘车优惠 ,并可得到 150 卢布的
资助。上述法令同样适用于黑龙江流域。这一时期的
移民政策比较宽松 ,措施极其完备。沙俄政府不仅对移
民进行组织 ,还在俄内陆农村中广泛进行宣传 ,介绍西
伯利亚和远东及黑龙江流域的情况 ,鼓励向那里迁居。
1906 - 1907 年 ,沙俄政府改组了移民局 ,凡有关移民的
事务都转归移民局管理 ,从而使政府对移民行动的组织
和管理更为直接有力。其中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
地区被列为移民区中的重点。沙俄政府还划分了专门
的移民区 ,政府在移民区内建立了负责土地开垦、水利
灌溉和道路修筑等事务的机构 ,并设立了农机具货栈 ,
为移民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二、沙俄政府关于移民政策的颁布的背景
第一 ,沙皇俄国向西伯利亚及黑龙江流域移民 ,推

行边区“俄罗斯化”。近代 ,伴随着沙俄东侵的脚步 ,便
开始了“移民活动”。最初只是派遣军事移民万余人。
大规模移民是在 1861 年《农奴制改革》以后 ,沙皇颁布
“移民法”。俄土产部在远东开放 47 万亩优质土地 ,又
将免税期延至 24 年。19 世纪 60 年代便有数十万俄人
翻越乌拉尔山向西伯利亚迁移。“俄”方阿穆尔省、黑龙
江、额尔古纳河一线数以百计的村庄如雨后春笋般出
现。

第二 ,列强争夺远东的需要。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
间沙俄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不仅攫取了中国的
大片领土 ,而且重新划定了中俄东段边界 ,在黑龙江边
境线上有一段中俄两国人民可以自由出入、交往贸易的
“开交通”。19 世纪末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清
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把中国
进一步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日本成为远
东的主要战争策源地。而日本的崛起又改变了远东地
区英、俄对立和争霸的原有格局。列强在远东的角逐日
趋激烈 ,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彻底打开。这时 ,居住
在中国北部的俄罗斯人乘机向中国东北渗透 ,在短短几
年间 ,东北几乎成为沙俄的殖民地。俄罗斯工业家首批
到达这里 ,东北大地上出现了俄式城市和村庄 ,俄罗斯
的教堂、学校、剧院、宾馆、企业等在黑龙江流域大地上
随处可见。

第三 ,国内阶级矛盾尖锐的结果。20 世纪初 ,俄国
国内 ,尤其是欧俄地区革命风潮迭起 ,沙皇政权的统治
面临严重危机。为寻找政治出路 ,缓和国内阶级矛盾 ,

俄国首相斯托雷平进行了土地改革 ,改革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了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 ,但是 ,农奴制残余依然存
在 ,众多的贫苦农民遭到野蛮的掠夺使农村阶级矛盾更
加激化。为防止国内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沙俄政府急
于把怀有不满情绪的贫苦农民驱往边疆 ,其中也包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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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视角下的明式椅类家具人文内涵研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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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采用学科借鉴法 ,对明式椅类家具的符号形式进行了分类总结 ,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明式椅类家具
各种符号形式所蕴含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礼教思想和中医思想 ,揭示出明式椅类家具无处不在的儒道、礼教和中
医学的人文思想内涵 ,研究成果有助于中国传统设计思想、哲学观念在国际舞台上的传递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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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式家具是中国古代高型家具的巅峰之作 ,是中国
古典家具的代表 ,在世界家具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其
总体特点是形态简洁、比例合理 ,结构科学、榫卯精密 ,
用材考究、质地优美 ,装饰适度、图案丰富 ,在突出木材

天然纹理之时 ,兼顾实用和美观。坐椅是明式家具中的
一个品类 ,具有明式家具的典型艺术特征 ,同时 ,椅子的
“坐具”功能又决定了它带有许多自身的艺术特点和人
文内涵。

往黑龙江流域。为此 ,沙俄政府放宽了移民政策 ,取消
了从前对移民身份的限制和移民财产状况的限制 ,实行
完全无限制的自由移民 ,从而大大地扩大了移民的来
源。东部边疆开始成为俄国的重点移民开发区 ,沙俄远
东移民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俄国从上层到民间掀起
东部移民开发的热潮。

第四 ,“中东铁路”的修建为沙俄移民起到了推波助
澜的作用。1896 年沙俄利用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
败的困境 ,以共同抵御日本为借口 ,诱迫清政府签订《中
俄密约》,其内容规定 ,为使俄国便于运输部队 ,中国允
许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 ,以达海参崴 ,《密约》的签
订和筑路权的攫取 ,为沙俄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和控制
中国东北三省提供了各种方便 ,大大加强了沙俄在远东
争夺霸权的地位。

1897 年 ,随着“中东铁路”修建 ,大批俄国勘测设计
人员、工程技术人员、一般铁路员工进入中国境内 ,同时
还招幕了大批俄国工人。铁路修成后 ,留下工作的便将
家属接来居住。众多工商业者也随之涌入铁路沿线 ,落
脚谋生 ,此时大批“俄”百姓也进入我国境内黑龙江和松
花江流域定居。西伯利亚大铁路大大降低了移民路费 ,
对俄罗斯早期移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 ,“沙俄”政府在十月革命前期不断的向远
东地区移民 ,以达到其侵略扩张的目的。

三、几点反思
第一 ,通过以上分析 ,十月革命前 ,沙俄的争霸重点

已经转向了远东。沙俄政府移民政策主要是加强了对
移民的动员和安置 ,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批示的“现在是
时候了 ,而且早就是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即是这种转
变的重要标志。同时 ,19 世纪 80 年代俄国把侵略目标

转向远东地区 ,也是促使沙俄注意力东移的原因之一。
沙俄的远东和黑龙江流域移民政策也有的放矢。移民
的方式也是海路、陆路移民并举 ,官费、自费兼行 ,一系
列优惠政策相继出现 ,沙俄内务部亲自确定挑选移民的
省份 ,并负责具体的移民挑选工作 ,被挑选的移民者大
多在故乡生活较为富裕。这一时期 ,平均每个迁往阿穆
尔州的家庭拥有 598 卢布 90 戈比 ,这些资金确保移民
成功。由此说明 ,随着沙俄侵略扩张重点的转移 ,移民
政策也加强了力度 ,以适应沙俄争霸远东的需要。

第二 ,尽管沙俄政府实行了各种优惠政策 ,但向中
国东北移民计划的实施并不理想 ,移居到东北的俄罗斯
人并不多。到 1905 年 ,只有 2518 人正式登记移居。几
年过后 ,沙俄军队被迫从东北撤军 ,沙俄妄图把东北变
成“黄色俄罗斯”的殖民梦破产。

第三 ,清政府在建立初期 ,为了使东北成为满族人
的“龙兴之地”,而禁止汉人向东北移民。忽视边疆移
民 ,鸦片战争暴露了清王朝的极度无能 ,俄军自 1847 年
起便进占黑龙江口和库页岛 ,对此危情 ,清朝黑龙江将
军几年内竟茫然不知 ,1851 年上奏朝廷还虚报“巡视”所
见“疆界安静”。殊不知 ,俄军在外贝加尔省已集结了
1. 6万军队 ,于 1854 年直逼瑷珲城下 ,并分头进占黑龙
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 ,移民建立村镇城堡 ,
这是导致在与沙俄冲突中处于劣势的原因之一。愚昧
昏聩的清廷想以封禁保存“龙兴之地”,反而导致外侵乘
虚而入威胁其祖宗家园 ,痛定思痛才改行“移民实边”,
19 世纪 70 年代 ,清政府取消了禁止汉人移居东北的法
令 ,加紧开发边疆。事实上 ,清政府的“移民实边”是一
种自我保护性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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