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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剑为犁卫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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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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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大界江畔&mdash;&mdash;沿黑龙江百村历史文化行纪&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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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quo;课题组&rdqu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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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声二〇〇九年九月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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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剑为犁卫边疆》

内容概要

《铸剑为犁卫边疆:兴东村纪行》选取黑龙江省边境线上，沿黑龙江流域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有代表性
的100个村镇，以乡、村两级为调查基点，内容涵盖经济、社会、文化、风俗、基层组织建设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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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年庚子之变之后，沙俄乘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之机，在黑龙江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事件，
同时派兵匪越境袭击各金厂，劫掠黄金，抢夺财物，烧毁房屋，以太平沟为中心的各处金矿无一幸免
。位于观音山麓的朝廷储备库物资被抢，观音庙被烧，嘉荫河、桦皮沟、老沟、金满沟等矿区也先后
遭到沙俄兵匪洗劫。　　面对外敌入侵，督办衙门的官员们束手无策，火速禀报朝廷。但慈禧太后此
时自身难保，只顾携光绪皇帝出逃，根本无心处理边陲金厂之事。　　金厂官员们无奈之下只得听天
由命或者四处逃散，盛极一时的金厂很快衰落，繁华的太平沟变得破败不堪，一片狼藉，金厂的督办
衙门也被俄兵焚毁，淘金工人们也多弃业逃难，第一次观都金潮就此转入低谷。　　1904年日俄战争
爆发后，清廷乘沙俄陷于焦头烂额之际，下令开始第二次大规模驱逐沙俄金匪。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强
硬照会俄国领事，要求俄人速将各金厂退还中国。因战事紧张，沙俄已无力顾及所强占的各金矿。　
　1905年，程德全派马六舟进沟清匪，准备强行收回都鲁河金矿。俄匪占据都鲁河金矿已达六年，虽
因日俄战争影响，矿区兵力较弱，但也不会轻易放弃这块生财宝地。　　光绪三十一年（1872年）十
月，马六舟率兵百余人前往都鲁河金矿，到达矿区时正值中午，他一面让士兵在矿区外休息、吃饭，
一面让通释告知俄国人，中国军队要进沟清匪，让他们离开中国领土，退回俄国境内。俄匪自知马六
舟来意，坚决不退，并在矿区外设置防线，进行武装对峙，有七八十人。马六舟给俄人下了最后通牒
：如一天之内不退出矿区，中国军队将消灭所有的抵抗人员。他深知，没有强硬的态度，俄人不会轻
易就范，于是对手下进行了周密的部署。10名士兵换上普通百姓服装待命，30名士兵在正面与俄兵对
峙，其余人分两路，从侧面包围，留下后面一条通道，等到第二天天黑后，看到俄匪住所起火，即发
动进攻。　　第二天正午，给俄匪的撤退期限已到。俄方见中国军队没有动静，更加放心了，
在&ldquo;木刻楞&rdquo;里喝起了酒，还大肆嘲笑中国人懦弱无能。岂料到了夜里，马六舟开始行动
了，换好便装的10名士兵带着大量煤油包围了俄匪的&ldquo;木刻楞&rdquo;，点起了大火。一时间，
火光冲天，枪声四起，三面清兵同时发起进攻。俄兵猝不及防，阵脚大乱，死伤三十多人，剩下的在
慌乱中逃窜。这次进攻，清军无一伤亡。　　马六舟把在金矿工作的大多数中国人集中起来，向他们
讲明官府收回金矿的政策，愿意留下来的可以发给生活费，等到重新开工的时候继续从事筛金工作。
如不愿留下，也发给路费，即日就可返乡。金夫（矿工）大多都是为了赚钱谋生而来，所以大多选择
留下来。马六舟又向他们讲了时局变化，作了爱国宣传。金夫们了解到列强正在侵略蚕食我国的国土
，垂涎我国的金矿，都十分愤慨，纷纷表示支持国家收回金矿，赶走外来金匪。　　有一百余人还主
动参军，共同保护金矿。新兵没有枪支，他们就用挖金的锹、掘金的镐和斧头当武器，成为了保卫国
家的新力量。　　为了防止俄匪卷土重来，马六舟又开始新的部署，他命所有士兵脱下军服与金夫对
换，让穿了军服的金夫每人拿一根木棍留在矿区待命。命50名士兵在都鲁河与观音山之间的有利地势
修筑工事，建起第一道防线，并派50名新兵协助防守。其余人员在金矿四周修工事，建立第二道防线
。一切准备好后，除岗哨之外其余人抓紧时间休息，准备新的战斗。　　两天以后，嘹望哨观测到俄
匪一百多人朝都鲁河方向赶来。马六舟立即命令第一道防线士兵隐藏在工事里，并把枪露在外面，而
令穿军服的金夫退到工事后面一百多米的山坡上，藏在树后，但要露出一部分军服，让俄匪能够看见
。当俄军行至距第一道防线一百多米处时，清晰地看到中方新筑的工事，和一排排的枪支，向后望去
，山坡上也埋伏着上百的&ldquo;士兵&rdquo;。俄军顿时不敢轻举妄动，为首的军官命通释喊话，说
都鲁河金矿石北洋政府批准俄国人开采的，中国军队必须撤出，不然就下令进攻，还威胁说大部队随
后就到。　　马六舟对敌方的恐吓毫不畏惧，他让通释转告俄匪：都鲁河金矿是曹廷杰大人创办的，
所谓北洋政府发放的执照未经中国政府批准，是贪官的个人行为，是无效的。俄人在都鲁河开矿是违
法的，不仅要撤出矿区，还要归还观音山等金矿，从中国领土全部撤走。马六舟义正词严，俄军官无
言以对，气急败坏地命俄兵开枪。我方军队早已准备好迎战，工事内的士兵予以重重地还击，俄方伤
亡二十多人，最终撤退。　　之后，俄匪又多次骚扰，但都没有成功，只好放弃了都鲁河金矿。马六
舟也因收复金矿有功，由候补知县提升为候补知府。　　19015年，马六舟又奉程德全命收复观音山金
矿。有了收复都鲁河金矿的经验，马六舟依旧从长计议，没有同俄军硬碰硬。他发现观音山金夫大多
也是中国人，他们和都鲁河金夫也比较熟络，于是派人说服这些金夫，不要再为俄国人干活，只要回
到这边，不但能保护他们的安全，而且能分地段地让他们在都鲁河金矿筛金，等收复了观音山金矿再
让他们回去。　　随着金夫纷纷跑到都鲁河，观音山金矿逐渐停工停产了。俄匪却还是龟缩在太平沟
不走。马六舟采取化整为零战术，把士兵分成几个队，轮流到太平沟放冷枪。俄匪经不住惊吓，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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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马六舟谈判，要求对金矿的房屋和财产作价赎买，经过多次协商，最终于10月11日，我方以一万两
千卢布赎回观音山金矿。自此，萝北境内金矿全部收回。　　为了保卫边疆安全，守护沿岸金矿，清
政府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二月将黑龙江将军所属之绥兰海道移于内兴安岭以东，更名为兴东兵
备道。两年后的八月五日，在兴东兵备道内设萝北直隶厅同知，萝北之名从此问世。　　在中国的广
袤土地上，萝北的金矿并不出奇，但她的兴衰却影响了一个地区的命运。兴东道的历史，萝北的历史
，都如同这里的金矿一样，虽深埋边疆却绵延不绝。　　清朝灭亡以后，号称&ldquo;慈禧胭
脂&rdquo;的萝北太平沟金矿也随之衰落了。　　监管金厂的官员纷纷奔走逃亡，加上内外兵匪勾结，
横行劫掠，太平沟失去了往日的繁华。　　民国初期的兴东兵备道改为萝北直隶厅，降低了政权机构
的等级，由原来的二品省级，降为府级。后来又降格为县级，改为萝北县。但是由于太平沟金矿的存
在，各级军政官员对这一地区又重视起来。时任黑龙江省省长督军的张作霖更是关注金厂的恢复，有
黄金资源作财力保障，对其壮大实力，巩固军阀政权大为有益。于是，清末的观都金厂也从此由地方
省办，逐年演变为军、商一体化的联办。当时萝北厅所设的治员、知事、县长大多兼任观都金矿局的
局长，侧重主管金矿事务和矿区的税务征收。当时的县政府衙门设在兴东，金矿局在太平沟，官员们
沿着七十里黑龙江水路往返于兴东和太平沟之间，夏季乘船，冬季骑马或乘冰爬犁在冰封后的黑龙江
江面上行驶。萝北的边防驻军也分驻在兴东和太平沟两处，兴东驻两个连，太平沟驻两个连，一半是
骑兵，一半是步兵，太平沟还驻有专门护矿的警察卫队，以维护矿区的生产和安全。　　民国二年
（1913年）都鲁河金矿与观音山金矿合并，改名为观都金矿局，局址仍设在太平沟，观都金矿成为当
时仅次于漠河金矿的大金厂。　　在东北军阀的强硬态度和边境军民的严加防范下，沙俄对矿区的侵
扰有所收敛，加上各级官员的重视，观都金厂逐年恢复，产量也增长起来，出现了第二次&ldquo;观都
金潮&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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