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寻找裸露的石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寻找裸露的石头>>

13位ISBN编号：9787811292848

10位ISBN编号：781129284X

出版时间：2010-8

出版时间：黑龙江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作者：魏影，王阳  著

页数：17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寻找裸露的石头>>

前言

　　黑龙江是中国最北部的界江，黑龙江省是中华多民族聚居的边疆省份。
亘古以来众多先民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栖息繁衍，以博大的胸怀和独特的方式创造了黑龙江流域令世
人惊叹的璀璨文明，为开发和守护这块热土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中华民族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
形成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黑龙江流域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一样，历史上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的签订使黑龙江由中国的第三大内河变成了世界上最长的界江。
尽管这一地区很早就受到国外一些政府部门和学术机构的关注，但直至目前，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基
本限于边界、历史、民族、自然生态等领域，而对4000多公里长的边界线地区作整体的历史透视和文
化形态梳理、对边界线地区基层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状况缺乏系统的综合研究。
改革开放30余年来，黑龙江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
地区在党和政府的关怀、领导下，在社会稳定、民族团结、文化建设、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
成就。
科学、系统地调查研究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环境等各个方面，不仅可以进一步充实
、完善已有的文献资料，更重要的是将使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黑龙江省的历史与现实发展状况，为进
一步的发展决策提供参考依据，为实现边疆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发展，创造一个安定、和谐、繁荣
的社会环境提供有力支持。
　　基于此，在黑龙江省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和黑龙江大
学经过反复研讨准备，于2008年夏天正式启动了“大界江畔——沿黑龙江百村历史文化行纪”课题。
具体分工是由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的厉声、于逢春教授起草《当代中国边疆（黑龙江）地区典型百
村社会与经济发展调查大纲》与《当代中国边疆地区典型百村社会与经济发展入户调查问卷》，黑龙
江大学段光达教授组织该校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老、中、青三代学术力量，进行本地区有史以来最大规
模的学术调研与考察。
　　在黑龙江省各级党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学者们行走于中俄三千多公里界江地区，足迹上起洛古
河口，下至抚远三角洲，选择沿黑龙江边界地区具有典型意义的100个行政村，以基层社会与经济、文
化发展作为切入点，在了解该地区基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一般情况的基础上，根据项目的总
体设计，将调研重点放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谐社会构建、民族关系与民族团结、宗教活动、国家
认同和民族认同、民族文化、民俗风情、自然地理、人口状况、文化教育现状、社会稳定等诸多方面
。
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不仅深入挖掘黑龙江的民族特色和文化传统，还试图找出现实发展中存在的问
题和困难，提出对策和建议。
　　此次沿黑龙江100个行政村的调研是历史上第一次最大规模的系统调研。
调研获得的资料主要包括新发现的各种原始资料，如各级各类政府文件、统计资料、访谈记录、民间
书信、讲演稿、民间艺术作品、图片资料、影音资料等。
这为对该地区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较为充分、翔实且十分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黑龙江省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蕴藏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学者们在调研中深入挖掘黑龙江的民族特色和文化传统，这不仅为黑龙江文化产业的开发提供了宝贵
的资源，而且是弘扬黑土文化，发扬龙江精神，打造黑龙江的新形象、新特色，推动边疆文化大省建
设的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在庆祝建国60周年之际，根据调查研究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而编写的《黑龙江大界江百村纪行》，
由黑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编写者们用优美生动、深入浅出的语言，图文并茂地介绍各个调研村的历史沿革、风土人情和蓬勃发
展的新面貌，对掀起走进黑龙江、了解黑龙江、开发黑龙江的热潮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是献给建
国60周年庆典的贺礼。
　　最后，我代表“课题组”对大力支持本课题研究的黑龙江省委宣传部、相关的黑龙江省各级党政
部门，再次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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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声　　二○○九年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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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里的村庄，背靠莽莽苍苍的群山，面对浩浩荡荡的大江，山河吞吐，气象万千；这里的村庄，与一
江之隔的俄罗斯民居据岸相望。
既见证了战争的惨烈，又沐浴着和平的绵长；这里的村庄，繁衍栖息着勤劳勇敢的东北各民族百姓，
在风霜雨雪日月星辰的辉映中演绎了一段段美丽的传奇；这里的村庄，多种文化元素于碰撞中吸引，
在冲突中融合，山川灵秀，吐纳升沉，肝胆相照，胞族相依⋯⋯    《黑龙江大界江百村纪行》——从
北极漠河到东端抚远，从河网密布的赫哲渔村到烟囱林立的满族营子，一个个村庄见证了悠悠往事，
一行行文字承载着历史变迁，在纪行中回溯历史，在采风中体验民俗，文化之旅扬帆开启，地域风情
回肠荡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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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来到依西肯，问起本村的历史，村民们会告诉你这里原来是个卡伦，是清朝的依西肯卡伦，至今
已经有上百年历史了。
　　那么，卡伦又是什么呢？
卡伦是满语的汉语音译，其意为台，是清政府设在东北、蒙古、西北国境线内侧的军事哨所。
卡伦作为一项重要的军事措施，早在努尔哈赤时代即已出现。
当时设立卡伦主要是为了监视敌兵，报告信息，协助大部队作战，以便和明朝政府对抗。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正式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以外兴安岭（即斯塔诺夫
山脉）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界，为了加强边防，清朝政府采取了立界碑、巡边及设置边境卡伦
（雍正初年）等措施，从而形成了戍守北部边防的道路。
　　但是，由于黑龙江上游地区旷远荒僻，清政府对之鞭长莫及，漫长的边防线，实是有边无防，给
沙俄再次人侵造成了可乘之机。
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浪潮中，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再次率哥萨克军事武装袭扰黑龙
江一带，他们越界垦荒、割草、伐木、采金，并非法移民江左，强建村屯，在完成武装占领之后，又
于咸丰八年（1858年）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使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的国
土沦丧，黑龙江由中国的内河变为中俄两国的界河，所以自额尔古纳河口至乌苏里江口4000余里的黑
龙江沿岸，成为边防重地。
由于原来的5座卡伦划人俄界，实际只剩9座，不敷应用，手是清政府以瑷珲城为中心，于其东南沿黑
龙江沿岸先后增设卡伦12座，于从瑷珲至呼玛尔的黑龙江沿岸增设卡伦4座。
为保护漠河金矿，于呼玛尔以西至额尔古纳河口沿岸又增设卡伦18座，总计43座，由黑龙江城副都统
与兴安城总管分调官兵轮班巡守，派布特哈副总管一员驻漠河卡伦为总卡官。
　　光绪十年（1884年），为防护漠河金矿，清政府在呼玛尔以西沿江增设23座卡伦，其中包括依西
肯卡伦，归漠河总卡管辖。
然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沙俄乘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之机，一手制造了“海兰泡事件”和“
江东六十四屯事件”，残酷屠杀、驱赶黑龙江以北的中国居民，霸占了江东六十四屯，其时，包括依
西肯在内的中国沿边卡伦的房屋尽被焚毁。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夏，黑龙江副都统姚福升亲自至沿边，乘船上至额尔古纳河口，下迄逊
河口，勘察山川形势，决定在全长2100多里的黑龙江沿岸，度地据险重新设置卡伦，他们择草木畅茂
便于屯垦之地，每距80里沿江重新设卡伦20座，这20座卡伦为：　　从呼伦贝尔境内最北之额勒和哈
达卡伦起，向东北31里至洛古河卡伦，再经64里至纳钦哈达卡伦，74里至漠河卡伦（今黑龙江省漠河
县漠河乡），向东86里至乌苏里卡伦，112里至巴拉嘎力卡伦，92里至阿穆尔卡伦（今黑龙江省漠河县
兴安乡），向东南108里至开库康卡伦（今黑龙江省塔河县开库康乡），110里至安罗卡伦，82里至依
西肯卡伦，90里至侨西门卡伦（今黑龙江省呼玛县鸥浦乡鸥浦村），116里至安干卡伦，96里至察哈彦
卡伦，106里至望哈达卡伦，100里至呼玛尔河卡伦（此处为呼玛尔古城，今黑龙江省呼玛县荣边乡胡
通镇附近），111里至西尔根奇卡伦，95里至奇拉卡伦，60里至扎克达霍洛卡伦（今黑龙江省黑河市张
地营乡大新屯），100里至霍尔沁卡伦，76里至大黑河（今黑河市），65里至瑷珲城，100里至霍尔莫
津卡伦（今黑龙江省逊克县奇克镇），104里至逊河口。
　　由此可知，从上游至下游第9卡伦是依西肯卡伦。
它位于小西尔根气河上游北侧，当时归呼玛尔河总卡官管辖，有居民21人，主要是汉族地主和商人。
每座卡伦设卡官1人、卡副1人、卡目1人、马巡1人、步巡1人、卡兵20人，后来又增设通事1人。
依西肯卡伦卡官由5品军功府经历衔张景云担任，卡伦内设站长室、卡兵室、仆役室、通事室、办公
室、招待室、御者室、兵站室、储物室、厨室等。
　　据呼玛县知事民国年间的调查，卡伦制度基本上是一种军事卡哨性质的制度，但也具有行政管理
的职能，有管理、守护沿江土地、物产的责任，对行政、邮政、税收、垦荒等事务也负责办理。
这一时期，包括依西肯卡伦在内的黑龙江沿边卡伦的恢复和增设，起到了军事哨所的作用，为加强边
境管理、开辟边塞、管辖地方军政事务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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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保卫黑龙江航行权利、开辟水陆交通、开发自然资源、沟通内地与边疆联系等方面也起到了
一定的作用。
　　民国期间，当时政府为了保卫边疆地区安全，沿用了清朝卡伦制，依西肯卡伦仍然隶属于呼玛尔
总卡。
后来呼玛尔总卡衙门改为呼玛设治局，这时它的性质是基层政权组织，负责贯彻上级政府政策、法令
的执行，还负责本辖区政治、经济、文化、税收、民事和涉外等事务。
民国三年（1914年），呼玛设治局改为丁等设治县，即呼玛县，县知事公署设在金山镇。
民国十八年（1929年）4月16日，黑龙江省政府训令，将鸥浦设治局改升为丁等县，即鸥浦县，依西肯
归其管辖。
至此，依西肯卡伦同黑龙江沿岸的其他卡伦一道被彻底废除。
P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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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依西肯村隶属于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塔河县依西肯乡，以达斡尔族语“裸露的石头”而得名。
在《寻找裸露的石头：依西肯村纪行》中，作者将带您走过悠悠驿路与漫漫古卡．去体会闯关东的艰
辛，重寻古村的记忆；带您感受烛火下的乡村生活，去金黄的麦地收割，去追赶“跑山”的人；带您
去最纯净的大牧场策马扬鞭，去参加地地道道的江村婚礼，听老人讲述动人的传说；带您去访木屋、
游界江，去吃江水炖江鱼，闻花香，尝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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