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中叶，先后有 6-8 万俄罗斯移民入驻该地区，虽然其中大部分他迁或回

迁，但仍有数以千计的俄侨永久定居下来，其中多数为俄罗斯妇女，她们与中国男性结成混合家庭。经过大半个世

纪的繁衍生息，她们的后代如今已遍布黑龙江中上游边区各市镇村屯，成为地域经济开发、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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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地区地处中国的东北部边疆，占有重要的军事

地位。这里森林、石油、矿产资源丰富，土地广袤，河流畅

通，旅游文化产业发达。黑龙江地区移民问题不仅仅是地

方性问题，而且影响边疆安全、民族安全与社会经济发展

的重要因素。由于历史的原因，20 世纪前半叶的黑龙江行

政区划变动频繁，其人口的发展状况随之复杂，于各个时

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黑龙江地区的俄国移民历时较长，人数较多，活动地域

广阔，影响很大。俄国移民进入黑龙江地区居住，源于 1858
年《瑷珲条约》和 1860 年《北京条约》的签订。这两个条约均规

定了俄国可以在贸易口岸处设立领事馆，因此，在这些领事馆

的庇护下，许多俄国商人、传教士等便开始移居黑龙江地区。
一、中国居民进入俄罗斯的经济因素

自《中俄瑗珲条约》、《北京条约》签订后，中俄民间贸

易中心移到黑河与海兰泡之间。中俄双方“所定交界各处

准许两国所属之人随便交易不纳税。各处边界官员护助商

人按理贸易”。于是中方由瑗珲副都统派官员组织商户集

中渡江到俄国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在市内指定地址搭设临

时售货板棚，当日往返两岸。每日上午七时中国商人敲锣

集中乘船过江,下午四时敲锣收盘返回。华人商户营业时，

俄人争先购买中国的衣料、食糖、茶叶、粮食等商品。后俄

不遵守“边境百里不纳税”的规定，要收缴华人在此地经商

板棚的地皮税。交涉无效后，于是瑗珲衙门就将在(布)市经

商的板棚全部强行拆除，改集中经商为分散的自由经商。
此后中国商户便可以在(布)市自选地址,开设商号，俗称“开

交通”。当时俄国远东地区粮食和日用品奇缺,大部分依靠

从中国输入。中国商人，有的在中俄双方开设分号，有的则

进入中俄腹地经商。（布）市华商和盛义，则由哈尔滨、天
津、上海和日本大阪进货,对活跃俄国经济占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
华人出国原因主要是为谋生计，但出国人数多少及往

来频率，与历史各个时期的政治因素、经济状况、国际环境

相关密切。赴俄居民大致分四种情况：一是春去冬回，季节

性侨居佣工；二是来往于中俄两国之间进行贸易；三是受

雇华工，完工后多数回国;四是滞留在俄国定居。因为流动

性较大，给统计造成困难。据有关资料记载，仅阿穆尔省自

1906 年至 1910 年间，有户籍可查者，定居人数达 15 万人，

华工及流动人员，更大大超过此数。赴俄者多为贫困所迫。
他们在居住国多从事苦、累、脏的工作，政治无地位，人格

无保障，收入少，只够维持生存而已,更无积储，甚至回乡无

望。其中，如，采金工人，偶有发大财者，但为数甚微。另有

一些经商者。经商者有三种形式，一是在俄经商，从国内进

货；二是上好设在中国，在俄设分店；三是跑商行，由俄国

买进毛皮，从中国贩中草药、茶叶、布匹、食品等去俄。其中

也有贩卖私酒的，把禁运的白酒，偷运去俄获取高利。1900
年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沿黑龙江岸修

建了许多条宽阔的马路，沿黑龙江上行有兵站仓库和兵

营。沿洁雅河上行 600 俄里有一个洁雅码头，当时只有几

家大金矿公司在此地工作。这个地方有阿穆尔和洁雅公司

的简陋仓库，到 1900 年已发展成为一座有 5000 人定居的

大镇，镇上有商店、小铺、酒店、教堂、火警了望台等，但没

有任何社会组织和行政机构，是既非村镇也非城市的“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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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7 页）仅为“他者”在主流文化中找到一席之地，

更溶入了白人主流文化“中心”。“但我还保持向前看”（伍

彗明，陆薇译，2004：95）可以说是莱拉和白人主流文化碰

撞的号角，但与此同时，她有时刻向后看着祖辈留下的文

化遗产：

我看到的最后一件东西就是那块蓝色的旧门牌———
“2—4—6 号楼上（updiare）”。没有人更正过它，却每年都会

有人把他重新刷新。就像老人们的照片一样，里昂的证件

和梁爷爷的遗骨都会时刻提醒我们向后看，记住这一切。
（伍彗明，陆薇译，2004：182）

尽管在确信里昂还是爱母亲的之后，莱拉还是搬出了

鲑鱼巷，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一个华裔美国人的后代，

莱拉在与主流文化的碰撞中能够像花木兰那样彰显出自

己的民族特色。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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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码头”。那里住着一名山区警察局长和几个哥萨克人，住

着一名调节法官，一名公证人。但那里经常有数千至数万

名来来往往的金矿工人和上万名中国的采金工人。所有的

金矿除了管理人员是俄国人外,采矿工人全是中国人。由于

边境变更,留住在俄国的中国人,以及后来去俄国谋生者，

便构成了中国在俄国远东地区一带的侨民。
二、俄罗斯人进入黑龙江沿江地区采金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清末时期的俄国侨民，以淘金

人居多。早在 19 世纪初期，在远东地区“淘金”的很多俄罗

斯人就知道黑龙江中上游两岸富含黄金，因而四处探查。
漠河、呼玛、嘉荫是俄罗斯人采金的主要区域，也是早期俄

侨入居的重要目的地。
光绪八年（1882 年）春天，游猎在大兴安岭北麓的鄂伦

春族猎人无意中在漠河带发现金矿，这一消息很快被俄国

投机商人谢力德吉获悉。惯于投机的谢力德吉意识到这是

一个极好的机会，立即约来通晓矿学的工程师，招俄人数

十名，越江进入漠河一带，建造房屋，偷偷地开采起来，结

果大获其利。于是，漠河一带发现金矿的消息便在俄国的

阿穆尔洲和外贝加尔一带广为传播。因而这股淘金热席卷

着西伯利亚地区，越境而来的采金人越聚越多。
1884 年清政府官员发现有大批俄国人移住漠河偷采

黄金，便上奏朝廷请求“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俄国公

使转饬海兰泡城固华尔那托尔将漠河俄人勒限收回”。但

几经交涉，这些俄人拒不退出。直至 1886 年，清政府在多

次交涉无效的情况下，令清军各路官兵进行围剿，驱散淘

金俄人，焚毁房屋，并“将所俘俄人督兵抽令出山，点交俄

站官接收”。在漠河老沟等一些主要采金点的大批俄人被

迫回国，但在中国黑龙江沿边地带仍有少部分定居中国。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俄罗斯淘金者到来的还有他们

的女眷以及数量可观的俄罗斯妓女，这批俄罗斯妇女很多

与前来淘金的中国单身汉结婚成家，落地生根。当今黑龙

江中上游沿边地带，如漠河县洛古河、北极村等地的许多

俄华后裔就是当年俄罗斯淘金人的后代。到此，才使在西

伯利亚风靡一时的淘金热冷了下来。
三、进入中国的俄侨的其他身份因素

在早期进入中国的俄侨中，除了淘金、经商的外，还有

一些其他身份的。1905 年俄罗斯在黑河设立领事馆后，少

数俄外事人员及其家属成为俄侨的一部分。此外，还有一

部分俄罗斯的技术工人受雇于中国企业。《黑河道尹政务

志略》卷五记载，民国 2 年，黑河城内有“火磨掌机器俄人

男女 5 名，海关充差俄人男女 5 人”。
所以，以采金、经商、外事或为人佣工等原因进入黑龙

江边境地区的俄罗斯人多数并不以移民为目的，多是短期

行为，但仍有一部分留居下来，成为该地区居民的一部分，

他们与当地居民一起成为该地区的开拓者和建设者。但由

于历史档案的缺失和时代的久远，我们已很难对这部分留

居下来的俄罗斯族人的数量和流变进行准确描述了。
四、清末民初边界往来

依照外国习俗，使用俄国度量衡为准, 甚至货币也通

用。如“羌帖”可在我国通用，侨居俄（苏）的中国男性与俄

(苏)女性通婚，回国后俄语便带入沿江一带。例如北极村中

俄之间的通婚史，就是一段很富有浪漫色彩的历史。这段历

史并不长，大致集中在 1877 年俄罗斯哥萨克人进入漠河老

沟盗采黄金，到 1934 年日本占领漠河，大约 57 年时间。
总之，在 20 世纪前半叶，黑龙江地区的开发吸收了大

量的移民，也涌出了大量移民。除了战争以外，国家政策、
经济条件和人民生活习惯的变化也是对其产生影响的重

要因素。总体来看,20 世纪前半叶黑龙江地区的受教育程

度普遍偏低,城市化速度快，人口迁移率高。对于这一时期

黑龙江地区移民特点的研究，能够看出其对社会经济的影

响，从而对今后各方面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葺

7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