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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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三姓志》卷五《富克锦山川形势》记载：“拉哈苏苏起，对黑河口有古城，系三姓要隘，水
陆门户也。
”17世纪中叶，沙俄就是从这里入侵黑龙江流域及松花江下游，烧杀淫掠，破坏了东北边疆的安宁。
也就是从这时起，赫哲人民开始配合清军抗击沙俄入侵者。
　　乌扎拉村位于黑龙江下游宏加力河口黑龙江左岸，《黑龙江军事志》一书考证该村应当是现在同
江市街津口赫哲族村原址，可能在街津口斜对过100余里的赫哲族老村薛里固屯，大致在现列宁斯阔耶
附近，是赫哲族的一个较大的聚居区，沙俄称为“阿枪城”。
1651年（清顺治八年）10月9日，沙俄侵略军哈巴罗夫一伙侵入乌扎拉村，占据村边一个险要山头，修
建冬营，称之为“阿枪斯克”。
哈巴罗夫率领手下四出征索实物税，捕捉人质，抢劫粮食。
赫哲族坚决反抗侵略者，斩钉截铁地对他们说：“我们不能给你们毛皮，要用一万大军和你们交战，
消灭你们。
”赫哲族居民不堪其蹂躏，联合奇勒尔人、满族人，暗中调查哥萨克动向，时时准备给予匪徒致命打
击。
当赫哲人得知哈巴罗夫派100人外出捕鱼，冬营只有106人防守，于10月19日拂晓偷袭俄军发生激战，
赫哲族居民试图携带干柴，准备火烧匪巢。
哥萨克匪徒凭借有利地形和火力优势进行顽抗，使得奇勒尔、赫哲族、满族军民死伤117人。
进攻失败后，当地居民遂派出代表，向驻宁古塔的清军报告俄军的侵略罪行，要求政府出兵进剿。
　　1652年（顺治九年）4月4日拂晓，宁古塔梅勒章京海色率清军600人、达斡尔人500人、朱舍里
人105人以及从满泾站调来的420名兵勇进抵乌扎拉村，围剿俄军。
清军乘俄军酣睡之际，开炮攻城。
俄军从梦中惊醒，仓促迎战。
清军和各族人民猛打猛冲，用大炮和土炸雷轰毁3处城墙，迅速冲入城内，俄军势危，死伤近百，哈
巴罗夫亦被击伤。
胜利在望之际，海色竟传令“不许杀哥萨克，要抓活的”，严重地束缚了清军手脚，使俄军得以喘息
。
俄军乘机调遣火炮，向正在冲人城堡的清军开炮猛轰，清军伤亡重大，被迫后撤。
俄军乘势冲出城外，向清军进行反击，清军不支而溃败。
此次战斗，清军民伤亡670多人，损失马匹830匹、速射火枪17支、铁炮2门和一些粮食。
因为海色指挥错误，导致乌扎拉之战的失败，清廷将其处死。
　　乌扎拉战斗之后，清政府在宁占塔设置昂邦章京（都统）衙门，任命沙尔虎达为宁古塔首任昂邦
章京。
沙尔虎达奉命组织一支700余人的抗俄队伍。
朝鲜政府应清政府之邀也选派100名鸟枪手，在北虞侯边岌率领下，前往宁古塔助战。
两军会师后，即沿牡丹江和松花江下驶，准备截击俄军。
　　1654年（顺治十一年）航期一到，以斯捷潘诺夫为首的沙俄侵略军开始沿黑龙江溯流上驶，侵人
松花江口。
5月30日，斯捷潘诺夫率领的370人逆松花江进犯，6月11日与沙尔虎达率领的清军相遇，16日双方接战
。
这次战斗，清军将领克服了往日指挥上的错误，采纳了朝鲜将领边岌的建议，诱敌上岸，凭借有利地
形消灭俄军。
沙尔虎达命部分船只在江中截击俄船，主力在岸上利用有利地形布防。
经过激战将沙俄战船击退。
战斗持续3天，俄军伤亡重大，溃败逃散。
是役为清军抗击沙俄入侵的一次重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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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8年春季，沙俄匪首斯捷潘诺夫再次率领大股匪徒1000多人，渡过松花江来到南岸，窜至村屯
，进行抢掠，无恶不作。
当时达斡尔、赫哲、满各族军民3000多人，手持大刀、长矛蜂拥而起，拦截阻击俄匪，把他们打得溃
不成军，狼狈逃散。
　　1658年（顺治十五年）夏，清政府又派沙尔虎达再次率军征讨，并派使臣赴朝，再请出兵助剿。
朝鲜政府予以援助，“差北道虞侯申浏为将领，率哨官二名、鸟枪手二百名，旗鼓手、火丁共六十名
，带三月粮，六月渡江，至宁古塔”。
　　斯捷潘诺夫率俄军500名，上溯松花江抢粮。
7月11日，在松花江口与清军相遇。
沙尔虎达下令向俄军开炮，拉哈苏苏附近的满族、赫哲族民众也夹岸围击，火光冲天，炮声隆隆，箭
如飞蝗，杀声震天。
沙俄匪帮顿时隘做一团，俄军阵脚大乱，180人乘船驶出松花江，逃往黑龙江上游。
俄军在斯捷潘诺夫指挥下，慌忙组织余下的几艘匪船，负隅顽抗，一发发炮弹击中匪船，一支支响箭
射中匪徒，匪船上烟火冲天，狼哭鬼叫，300余名俄军被迫弃船上岸。
经过3天的激战，“烧贼十船”，击毙和生俘俄军270名，只有47人乘船逃跑，斯捷潘诺夫亦被击毙，
清军获得重大胜利。
　　1659年（顺治十六年），镇守宁古塔的昂邦章京沙尔虎达逝世，其子巴海继任宁古塔昂邦章京。
1660年（顺治十七年），巴海奉命率军挺进黑龙江下游，扫荡沙俄残匪。
在伯力北面的古法坛村，巴海率军痛击俄军。
同年秋，巴海奏报“臣等率兵至萨哈连、松噶里（今黑龙江、松花江）两江汇合处，侦闻罗刹贼众在
费牙喀部落西界，随同副都统尼哈里、海塔等领兵前进，至使犬地方，伏兵船于两岸，有贼艘奄至，
伏发，贼即回遁，发兵追袭。
贼弃舟登岸败走，斩首六十余级，淹死者甚众。
获妇女四十七口，并火炮、盔甲、器械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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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拉哈苏苏旧海关：同江镇纪行》作者将带您踏上寻访历史文化的精神之旅：探究这个小镇的历
史，寻访抗击沙俄的古战场、同江水战的发生地、抗联七军的游击区；还将向您全方位、多角度展现
今日同江镇的人文风貌，去感受那里淳朴善良的村民、兼收并蓄的文化、特色突出的农业以及社会各
项事业的发展变迁。
走进同江镇，不仅是为凭吊废墟和老屋，更是为展现希望的蓝图。
　　同江镇位于黑龙江省同江市西南部、松花江与黑龙江汇流处右岸。
这里是历史上赫哲族村落“拉哈苏苏”之所在，清朝末年为维护国家权益曾经在这里建立了海关分卡
，如今它已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稻米之乡，并且是同江这座城市建设发展的原点。
　　历史是如此的扑朔迷离，又是别样的荡气回肠。
毋庸置疑，同江镇是一座历史与现实碰撞融合的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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