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朝时期宣统年间 

1909年（宣统元年） 

 

1月 1日：（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日）“满铁”日人箱田琢磨于

长春创办日文报纸《长春报》。1917年改名为《北满日报》。 

1 月 9 日：（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吉林民政司在省城通

天街开办官立西医院，民政司使谢汝钦为督办，候选道钟穆生为会办。

初办时，仅有医生 1人，每日就诊者 20余人。是为我省第一个官立

西医院。 

1月 11日：（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吉林劝业道筹办吉林

实习工厂，派候补知县万邦宪为监督。该厂以“挽利权、谋抵制、业

工艺、厚民生”为宗旨。于省城松花江南岸建厂房 70多间。10月至

11月间，正式开办。设官股 10万吊，招收工师、艺徒 150人，设有

机织、染色、造纸、木工、编柳、烛皂、织毯、缫丝等科。主要以土

法生产，佐以简单机器。原料以地方出产为主，产品销售本省。1910

年，全年盈余银 4.49万两。 

2 月 6 日：（正月十六日）日本驻京公使伊集院彦吉向中国外务

部提出关于东北三省的所谓“六项悬案”，其中之一即所谓“间岛问

题”。10日、17日，外务部侍郎梁敦彦与伊集院两次谈判，日本被迫

承认延吉地方系中国领土。 

2 月 9 日：（正月十九日）徐世昌调任邮传部尚书，原云贵总督

杨良调任东三省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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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10日：（正月二十日）吉林省民政司呈请建立吉林贫民习艺

所。11月至 12月间，在省城巴尔虎门外正式开办，候选同知赵仙赢

为坐办，官拨资金 10 万吊，设有建筑、缝纫、制靴、木工、机织、

制绳、筐筥、铁工 8科。该所以“寓教于养，化莠为良，扩展实习之

范围，裕游民之生计”为宗旨，目的在于缓和阶级矛盾，安定社会秩

序，减少流民，增加财源。1910 年，该所与吉林养济院、吉林女工

艺教养所合并，改为吉林工艺教养所，设有机织、缝纫、印刷、酿造

等 10科，工匠 16名，艺徒 200名。采用土法生产，间用机器，主要

生产布疋、靴鞋、木制家具、绳具等，大部在本省销售。 

3 月 1 日：（二月十日）日使伊集院与中国外务部进行第三次谈

判。日本承认“间岛”为中国领土，但要求将龙井、局子街、头道沟、

百草沟、上泉坪、铜佛寺开为通商地，在龙井设领事馆，在其余 5处

设分馆，拥有领事裁判权，要求在上述 6处以外各地，允许日本设立

警察署及警察官驻在所，专司“韩侨事宜”等等。 

3月18日：（二月二十七日）外务部参议曹汝霖赴日使馆就所谓

“间岛问题”与伊集院谈判。重申“延吉地方为我中国领土，征之历

史，考之图志，证据确凿，毫无疑义”。“至越垦之民，早已服我法

令，为我子民，成例具在，我之百姓，由我裁判，名正言顺”。曹汝

霖还向日使面交中国关于东三省“六项悬案”的答复节略。关于日本

要求将吉长铁路展至会宁一事，节略指出“此路之修造与界务无涉，

自无庸议”。至于“间岛问题”，中国建议提交海牙和平会议公断。 

3月22日：（闰二月一日）榆树县上桥子农民闯入官盐店抢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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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闰二月三日）外务部照会驻京俄使廓索维慈，抗议

俄国派警察在哈尔滨及中东铁路沿线向华商强索捐证，指出铁路公司

“既无收捐之权。亦无索取捐证之权”。 

3月，安庆新军起义领导者熊成基加入同盟会后，经黄兴同意，

化名张建勋，从日本东京潜人长春，拟策动新军第三镇举行反清起

义。熊成基住在《长春日报》社，与同盟会会员蒋大同、商震等密

筹在蜂蜜山建立革命根据地，联络当地“马贼”，伺机举行起义。 

4月3日：（闰三月十三日）中国同盟会在东北地区的重要报纸

《长春日报》创刊号出版。该报由同盟会会员蒋大同、徐竹平创办，

每日1张4版，设有“宫门抄”、“白话社说”、“商务大观”、“全

国要闻”、“东三省新闻”、“本埠新闻”等栏目，积极宣传民主

革命思想，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罪恶。旋因日俄两国驻长春领事的干

涉和经费困难，4月末被迫停刊，蒋大同北上黑河从事革命活动，

不久被俄兵枪杀在黑龙江上。 

是日：浑春县官运总局设立官盐分局，农民闻讯聚集数百人赴 

副都统衙门要求官盐减价。 

4月9日：（闰二月十九日） 外务部就日本增设所谓间岛事务官 

事照会日使伊集院，表示抗议。照会指出；“查延吉厅属向无间岛名

目⋯⋯现与贵大臣屡次会晤，业承认中国于该处有领土权，何以统监

府尚有任便增设职官之事，殊与贵大臣面允之言不相符合”。 

4月30日：（三月十一日）吴禄贞升任吉林边务督办。 

5月5日：（三月十六日）奉天省设洮昌等处分巡兵备道，兼管蒙 

 3



旗事务，驻辽源州，辖洮南、昌图二府；设临长海等处分巡兵各道，

驻临江县，辖长白、海龙二府和临江、辑安、通化县，宣统二年六月

裁撤。 

5月10日：（三月二十一日） 外务部侍郎梁敦彦、署滨江道施 

肇基与驻京俄使廓索维慈、东省铁路公司总办霍尔瓦特在北京签订 

《东省铁路公议会大纲》18条。大纲规定：中国在中东铁路界内的 

主权“不得稍有损失”；公议会只办理地方公共事务，交涉局总办 

和东省铁路公司总办有监察权，公议会所议事件，应报告交涉局和 

铁路公司总办审核后实施；中东铁路界内各埠，根据人数多寡，可 

设立公议会；中东铁路界内中外人民一律平等。 

5月19日：（四月一日）析海龙府东南一带设辉南直隶厅，治所 

大肚川。宣统二年八月移治谢家店。 

6月2日：（四月十五日）吉林省设东南路兵备道，驻珲春城，管

理珲春、延吉、绥芬一带边务和关税；设东北路兵备道，驻三姓城，

管理依兰、密山、临江（今黑龙江省同江县）一带边务和关税。 

是日，裁撤吉林、三姓、宁古塔、珲春、伯都讷、阿勒楚喀六

城副部统，延续200余年的副部统驻防制度宣告结束。原属副部统

所辖地区军事防务转归省、道管理。除富克锦外，其他各地协领以

下各旗官仍旧保留，专理旗务。 

是日，伊通州改为伊通直隶州。榆树县升为榆树直隶厅。延吉

厅升为延吉府。和龙峪分防经历升为和龙县。在汪清河流域设汪清

县，治所哈顺站，后移百草沟。设立珲春厅，与东南路道同城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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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四月二十日）奉临电报线（自奉天省城起，经抚顺、

兴京、通化达吉林省临江县）和奉临支线（由怀仁和辑安两路达通

化）动工架设，9月26日竣工，全长1080里，耗资库平银6．12万多

两。 

6月16日：（四月二十九日）吉林交涉司使邓邦述调任奉天交

涉司使，吉林劝业道徐鼎康任吉林交涉司使，吉林府知府张瀛调任

吉林劝业道。 

6月30日：（五月十三日）东三省总督钖良抵吉林省视察。 

7月2日：（五月十五日）东平县发生农民抗丈斗争，千余名农

民拥至奉天省城，控告东流围荒局肆意盘剥勒索。 

7月7日：（五月二十日）因日本宪兵在三道沟、百草沟强占民

地，枪杀居民，肆意骚扰，吴禄贞要求钖良转请外务部与日使严重

交涉。 

7月15日：（五月二十八日）钖良就日本宪兵击毙击伤和龙峪

中国官兵事电请外务部与日使严重交涉。 

7月25日：（六月九日）实授陈昭常为吉林巡抚。 

7月下旬，由于华北、江淮、蒙古气旋和低气压影响，东北地区

连降暴雨，吉林省内松花江、漂河、拉法河、牤牛河、团山子河、其

塔木河、拉林河、牡丹江等江河陡涨，奉化、农安、长春、安广、怀

德、额穆等地遭受严重水灾。8月3日，清政府发帑银6万两赈济吉林

灾民。 

7月——8月，洮南府靖安县、开通县和今镇赉县发生水灾，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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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耕地3万多垧，受灾民众2万余人，吉林省咨议局筹办处拨款5000

元赈济。 

8月7日：（六月二十二日）外务部照会日使伊集院，重申延吉

等地为中国领土，不准日本在该地设立警察和对当地朝鲜居民操有

领事裁判权。 

8月11日：（六月二十六日）东三省总督钖良奏准将原三省公

事皆由督抚联衔具奏，改为凡例行事件，由吉、江两省巡抚主稿，

关系重大和特别事件，由巡抚主稿后，送总督核定，或先与总督商

议，然后定稿缮发。 

8月15日：（六月三十日）吉林府二道河子、杨木林子一带乡

民四五百人，拥至缸窑官盐店，抢盐2万多斤，巡警向空中鸣枪恐

吓，众遂散去。次日，复有修鸿喜带领四五百人，连同沿途群众共

1000多人，再次前往缸窑抢盐，遭巡警镇压。17日，修鸿喜又率200

余人，至缸窑福兴当抢盐。18日，乌拉街居民1000余人再次掀起抢

盐风潮。 

8月17日：（七月二日）外务部照会日使伊集院。对日本在延

吉设警和领事裁判权事作出妥协。照会说；“延吉垦地之韩民，除

愿入中国籍者不计外，其余在将来商埠外居住者，仍当按照向例，

服从中国法权，归中国地方官管辖裁判”，但有关命盗大案，“由

中国官判定后，知照日本领事”，日本领事如有疑义，可“到堂观

审”。在商埠界内日本领事馆中“可附设司法警察，专司传讯该国

居留人民，惟不得出工商埠以外”。中国这两点让步，使日本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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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权侵入内地，并开了在领事馆设警的先例。 

8月18日：（七月三日）邮传部委员候补知府卢祖华与“满铁”

理事村野在北京签订《吉长铁路惜款细目合同》12条，并附《吉长

铁路借款还付表》。合同规定：日本借中国修筑吉长铁路经费之半

数，计日币215万元，借期25年，自第六年起，分40次还清；吉长

铁路营业收入存入长春或吉林省城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分行或代理

处。 

8月28日：（七月十三日）“满铁”在长春附属地高砂町四丁

目二番地（今长春市铁北）动工修建长春发电所，12月竣工，按装

200千瓦发电机1台。翌年2月正式发电，9月，增装200千瓦发电机2

台，总装机容量600千瓦，年发电量73万度，主要供应附属地和车

站照明用电。 

6月30日：（七月十五日）吉林官帖局与官钱局合并，改称吉

林永衡官银钱号，拥有资本现大洋1000万元，发行的货币有“永衡

官帖”、“吉大洋”、“吉小洋”等。1910年至1919年，先后在天

津、上海、大连、密山、宁安、滨江、长春、延吉、珲春、榆树、

伊通、磐石、扶余、农安、敦化等地设立分号，总分号营业员及附

属营业员最多时达1500多名，是为吉林省最大的官办金融机构。 

9月4日：（七月二十日）外务部尚书会办大臣梁敦彦与日本驻

京公使伊集院彦吉在北京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7款：（一）

以图们江为中朝两国国界，其江源地方自定界碑起至石乙水为界。

（二）中国开放龙井村、局子街、头道沟、百草沟，准各国人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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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日本可在上述商埠设领事馆或领事分馆。（三）朝鲜居民可

在图们江北垦地居住。（四）图们江北杂居区内朝鲜居民应服从中

国法权，归中国地方官管辖裁判，对朝鲜居民与中国居民一律相待。

（五）对图们江北杂居区内朝鲜居民的地产、房屋、中国政府予以

切实保护。（六）吉长铁路将来可展至朝鲜会宁。（七）在本条款

签订后两个月内，日本撤退统监府派出所及其文武人员，在上述所

开商埠地设立日本领事馆。在该条款附件内还规定：“天宝山矿务

如无轇轕，中日合办原无不可”。 

9月6日：（七月二十二日）外务部接到吉林全省商民反对《图

们江中韩界务条款》的电文。电文指出：“闻延吉交涉已解决，许

日人接展吉林至会宁路权，许开五埠，许裁判会审，许天宝山矿。

阖省传闻，人心惶惶，以为政府明弃我吉林矣。吉林系根本重地，

大错一铸，后患何堪设想”，要求清政府“取消此议，俾挽将亡之

吉省，借拯垂死之民命”。 

9月21日：八月八日）吉林省滨江道改为西北路兵备道，巡防

本省西北一带兼管哈尔滨关税及商埠事宜。西路道改为西南路兵备

道，巡防本省西南一带兼管长春关税及商埠事宜。两道驻地及辖区

不变。 

9月，孙中山派廖仲恺由日本经天津到吉林，以巡抚陈昭常幕

下翻译的公开身份作秘密策反工作。在此其间，廖忡恺与在吉林供

职的林伯渠经常往来，并协助吴禄贞与日本交涉“间岛问题”。 

是月，熊成基第二次从日本东京来到长春，住在顺和转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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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臧贯三家里，谋求向俄国出售有关日本军事秘密的“军事书”，

意欲换取重金，作为从事革命活动的经费。为此，至12月底，熊成

基多次往来于长春和哈尔滨之间。 

10月14日：（九月一日）吉林省出品协会成立。“本会系遵照

南洋出品简章暨参酌奉天出品通则，专以振兴实业，鼓励商情，并

期改良进步，扩张工商为宗旨”，定期举办全省各地产品展览。1910

年2月23日，举办第一次吉林出品展览会。 

10月20日：（九月七日）在长春成立吉长铁路总局。1913年12

月1日，吉长铁路总局改组为吉长铁路管理局。 

10月23日：（九月十日）吉林省东南路商埠局成立，延吉厅同

知陶彬兼商务总办。 

10月26日：（九月十三日）吉林省咨议局正式成立。 

11月2日：（九月二十日）龙井村、局子街、头道沟、百草沟

正式开为商埠。 

是日，日本在龙井设总领事馆，永泷任总领事。 

是日，吉林地方自治筹办处出版《吉林自治日报》，该报文白

相参，雅俗共赏，以提倡自治为宗旨。 

11月3日：（九月二十一日）龙井日本统监派出所人员、宪兵

撤退。日本总领事旋以“保护韩民，振兴商务”为词，派遣120名

警察再次进入龙井。 

11月，交通银行在长春设立分号。1913年3月在吉林省城设立

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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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十月二十日）在长春举行吉长铁路开工典礼。次

年5月9日正式开工。1912年10月20日通车营业。该线全长127．7公

里。1920年9月19日，长达488公尺的土门岭隧道工程完工，拨归正

线。 

12月上旬，吉林府乡巡警东分局上十甲乡约张凤阁率众抗交警

捐。 

是年初，吉林法政学堂学生文元等上书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要

求中国自筑吉长铁路。禀文说；“中俄一约，俄人铁路横绝东清，

庚子以还，日人铁路跋扈南满。弥天铁轨，如镞如锥，蜒婉纵横，

贯我心腹，满洲大势囊括一空”。“故宁为死争做中国之鬼魂，亦

不愿苟活供外人之奴隶，是以不避斧钺，昧死上陈”。请速将“吉

长铁路归中国集款自修，以重国体而挽主权”。徐世昌批示；“查

吉长铁路中日合办，久已载在约章，屡经磋商，碍难再改”，“不

准学生干预公事⋯⋯饬吉林提学司整顿校规，不得任意纵容，致滋

流弊”。 

是年，长春府设立医学研究所，招收学员30多人。次年鼠疫流

行，将学生派赴各地充当医生，因染鼠疫而殉职者20多人。 

是年，于省城通天街建立吉林省图书馆。1911年夏，因省城发

生大火，10万卷图书化为灰烬。 

是年，新城府、伊通州、桦甸、敦化等府县建立教育会或劝学

所。是年统计，吉林全省共有劝学所18个，劝学员102人。 

是年，吉林省各地建立许多中小学堂。至是年底，全省共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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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堂（农、工、商等）3个，学生186人；师范学堂（优级、初级、

师范传习所）7个，学生470人；普通学堂（中学、小学、半日学堂）

256个，学生10 578人；专门学堂（文科、法科）3个，学生245人。

各类学生共计11500多人，比1905年增加11000多人。 

是年，编撰的县志和乡土志有：《靖安县志》（朱佩兰修纂）、

《通化县乡土志》等。 

 

1910年（宣统二年） 

 

1月8日：（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天劝业道赵鸿猷与

中英美矿务公司代表唐元湛、柯敦在奉天城订立《海龙府金矿合

同》26条。合同规定，双方在海龙府的香炉盌、海仁社开办金矿。

每处以20平方里为限；公司出资金，劝业道为监督；双方各派代

表组成奉天海龙府香炉盌、海仁社金矿有限总公司，各派董事2人，

负责总公司一切事务。 

1月16日：（宣统元年十二月六日）在图们江上游红旗河以西，

南至石乙水，设安图县，治所娘娘库；在松花江上游下两江东岸的

双甸子设抚松县。两县均隶于奉天长白府。 

1月30日：（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日）由于奸商臧贯三的出卖，

吉林巡抚陈昭常派巡防中路马队管带刘燮松、长春巡警局局长陈友

璋在哈尔滨宾如栈逮捕熊成基。次日，熊成基被押往长春监狱。原

西路道颜世清亲自审讯，熊成基痛斥了清朝的反动统治，表现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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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献身的高贵品质，留下了彪炳于青史的《熊成基供词》。供词

说：“我之宗旨，事成则已，否则牺牲其身，社会上亦不无小受影

响也”。“譬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发达。我们之自由树，不得多

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我今早死一日，我们立自由树早得一

日鲜血。早得血一日，则早茂盛一日。早茂盛一日，花方早放一日。

故我现望速死也。呜呼！政府你等决不能诛尽我党，亦只有愈杀愈

多而已”。 

2月2日：（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熊成基被转送吉林省

城，临行前，向长春各界人民挥泪诀别。4日，被投入吉林监狱。

熊成基被押期间，同盟会会员廖仲恺、商震等曾多方营救，试图劫

狱，均未成功。13日、14日，熊成基写下了以“革命”二字代替手

押的《熊成基自书供词》，详述了安庆起义的经过。 

2月17日：（正月八日）裁撤延吉边务督办处，命吴禄贞回奉

天，延吉边务由东南路兵备道郭宗熙接办。 

2月18日：（正月九日）农安县成立贫民习艺所。“本所以督

责失业贫民从事工艺渐能自立为宗旨”。设有皮革、冶工、缝纫、

木工、织纴、筐筥、绳席、建筑等科，附设工艺学堂，招收学徒100

名，学制1年或2年。毕业后，择优留所，其余自谋生计。 

2月27日：（正月十八日）熊成基被押赴巴尔虎门外刑场。他

昂首挺胸，大义凛然，对沿途群众高呼：“诸君！诸君！勿疑我为

盗、为奸、为杀人之凶徒，我因一慈善之革命军人也！”临刑前，

熊成基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宣传革命宗旨。牺牲时年仅2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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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正月二十五日）珲春县因设关征收出口税，商人举

行罢市。 

3月26日：（二月十六日）吉林省与奉天、黑龙江省咨议局派

代表开会，联名向东三省督抚呈文，“为时局危迫，吁请速开国

会，救三省以保大局，谨请督抚代奏”。 

4月2日：（二月二十三日）外务部照复驻京俄使廓索维慈，声

明俄方所拟《松花江行船章程》（又称《松花江贸易试办章程》）

违背两国有关条约，有碍中国主权，中国政府不能接受。 

4月7日：（二月二十八日）日本违背《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

第二款规定，公然于珲春设立领事馆办事处。 

4月16日：（三月七日）吉林省度支司、交涉司、劝业道与驻

沪江苏补用道虞和德、候选同知朱江等签订官商合办天宝山矿务有

限公司合同22条。合同规定，为开采天宝山银矿，成立天宝山矿务

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设于延吉府，上海、吉林省城、珲春设立办

事处。公司股本额定上海规银100万两，每股规银50两，共设2万股，

官商各认股50万两。 

5月24日：（四月十六日）析长春府怀惠乡、沐德乡7个甲和东

夹荒，设德惠县，信所大房身，后移张家湾，改名德惠镇。在苏斡

延（双阳河）站设双阳县。 

6月18日：（五月十二日）吉林省满族外商富凌阿富兴阿兄弟

各出吉洋6万元，在阿城设立恒发裕机磨面粉有限公司，雇用俄匠2

人，富凌阿兄弟分任总经理、副经理。日产面粉1万余斤，销往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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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滨和中东、南满铁路沿线各大城镇，并远销俄国伯力等地。 

7月2日：（五月二十六日）因盐价昂贵，大赉厅农民三四百人

捣毁官盐局。 

7月5日：（五月二十九日）清政府诏准将吉林原有陆军1协和

巡防队左、右、中、后4路27营统一改编为全国陆军第二十三镇，

孟恩远任统制。原驻防延吉的前路各营不变，所缺炮队、马队两营

另外征募。11月2日，编练成军，是日起饷。 

8月1日：（六月二十六日）因西北路道施肇基试署吉林交涉使，

调留奉天补用道于驷兴署吉林西北路道。 

8月8日：（七月四日）根据1881年2月24日中俄订立的《陆路

通商条约》第18条，外务部尚书会办大臣邹嘉来与驻京俄使廓索维

慈在北京签订《松花江行船章程》及其附件（《稽查松花江往来船

只进出口货物暂行试办章程》、《哈尔滨江关暂行试办章程》、《三

姓分关暂行试办章程》、《拉哈苏苏分卡暂行试办章程》），重申

松花江航权属于中国，由中国设关收税，但承认俄国可在松花江航

行。 

8月，吉林府三岔河发生农民抢粮斗争。 

9月4日：（八月一日）《吉林自治日报》、在《长春公报》、

《滨江日报》派代表参加在南京召开的中国报界俱进会成立大会。 

9月6日：（八月三日）在原科尔沁右翼后旗地方设镇东县（今

吉林省镇赉县），治所南叉干挠，隶于奉天洮南府。 

9月16日：（八月十三日）原吉长道尹颜世清呈请东三省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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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巡抚立案，与上海美商协隆、慎昌两洋行订立合同，创立官办

的长春商埠电灯厂。翌年，厂房建筑和两台100千瓦发电机安装完

毕，由经理高鸿文接办，同年7月26日，开始向当地中国部分居民

供应照明用电。 

10月14日：（九月十二日）施肇基调任外务部右丞，东南路兵

备道郭宗熙接署吉林交涉使，延吉府知府陶彬调署东南路道。 

10月17日：（九月十五日）裁撤海龙总管一职，佐领以下各旗

官不撤。总管衙门原办征收土地、房屋钱粮税契等事转归海龙府管

理。 

10月20日：（九月十八日）吉林省咨议局代表全省人民“泣血

上书”，要求速开国会。上书说：“窃关外三省壤接日、俄，吉林

适介其中。近自协约发生后，外人兼营并进，一日千里。而都人士，

目睹宗国之危亡，即在旦夕，相与号呼奔走，痛不欲生”。“吁请

即开国会，以期号召人心，挽回大局”。 

10月22日：（九月二十日）吉林省商务总会上书吉林巡抚，以

“时局艰危，民心涣散”，要求速开国会，“以联民气，而挽大局”。 

10月23日：（九月二十一日）宾州府知府李澍恩（李金镛之子）

调署吉林省西南路道。 

10月26日：（九月二十四日）中东铁路满洲里站发生鼠疫。11

月9日，鼠疫传至哈尔滨，并迅速在东三省各地蔓延。 

10月，磐石铜矿改由上海商人唐鉴章经营，债权归吉林省官银

号。后因唐鉴章久欠官银号借款，将矿厂作价转交无锡商人张子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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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由于效益不佳，又将铜矿售给日商古河公司承办。1914年，

铜矿被日本三井洋行加价购去。 

11月3日：（十月二日）为满足住在长春的日本人（约800多户，

2000多人）读书需要，“满铁”建立“长春图书阅览场”。1917年

扩建为“满铁长春简易图书馆”。 

11月4日：（十月三日）吉林省咨议局通过发行地方公债议案，

决定从牲畜税、官运余利、斗税以及烟、酒、木税中提取二三成为基

本金，由大清银行分号发行地方公债500万元，债期20年，用以推广

新政和兴办垦荒、林业、矿业等。 

11月14日：（十月十三日）吉林省地方自治筹办处申请成立官绅

研究所，培养府厅州县各级自治机关职员。《官绅研究所简章》规定；

本所“以养成自治行政人材为目的”；招收研究人员100名，凡府厅

州县以下官员、举贡及有实官或曾在中学毕业持有文凭者，均有入所

资格；学习课程有《法学通论》、《宪法》、《行政法》、《政治学》、

《经济通论》、《财政学》、《国际公法》等；3个月为一学期，两

学期毕业。 

11月15日：（十月十四日）西北路道于滨江成立防疫局，于驷兴

任总办。为防鼠疫扩散，宣布傅家店与外界断绝交通，实行隔离。 

11月，吉林省各界代表公举文耆（同盟会会员）、李芳等为代

表，赴奉天省参加东北三省万人集会，请愿立即召开国会。 

12月2日：（十一月一日）鼠疫从哈尔滨传至长春。至次年6月

27日，长春累计死亡647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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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中日签订《吉长铁路和南满铁路联络线协约》，正式将

吉长路变成南满铁路的一条支线。 

是年，鸭绿江采木公司不断扩大机构，越界采伐，公然于鸭绿

江和浑江沿岸设立5个采木分局：通化分局，辖浑江五道沟以西地

区；八道江分局，辖浑江五道沟以东地区；帽儿山分局，辖辑安县

以北至临江七道沟（在今吉林省通化县境）地区，十三道沟（在今

吉林省长白县境）分局，辖由临江七道沟分水岭以东至长白十四道

沟地区；长白分局，辖由十四道沟分水岭至二十四道沟地区，并于

五道沟、十五道沟、十九道沟、二十道沟等处设贮木所、检验所、

编排放木所。1912年，于临江县望江楼（今吉林省浑江市大栗子镇）、

辑安县外岔沟等地设立临时检查所。 

是年，长岭县设立畜牧股份公司，资本2万元。次年6月，设立

天利公司，经营土地、房屋租佃，拥有土地 8．22万垧，在每50垧

耕地上建房3间，然后贷给佃户，收取租金。 

是年，鼠疫蔓延到榆树、农安、省城、延吉等地，死亡数以万

计。 

是年，“满铁”在长春创办日文报纸《长春日报》。日人山崎

庆之助在延吉创办日文报纸《间岛时报》（半周刊）。1912年，安

东贞元创办《间岛新报》。 

是年，编撰或印行的地方志有：《辉南厅志》（薛德履、张见

田、于龙长修纂）、《安图县志》（刘建封、吴元瑞修纂）、《辽

源州乡土志》（赵炳南修纂）、《东平县乡士志》（黄征修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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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在农安城发现窑藏铜钱一处，年代最晚者为金海陵王完

颜亮所铸“正隆元宝”。 

 

1911年（宣统三年） 

 

1月21日：（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署西北路道于驷兴因

办防疫不力被革职，由郭宗熙总办哈尔滨防疫，并兼署西北路道。

31日，试署西南路道李澍恩因办防疫不力被革职，以孟宪彝署西南

路道。4月17日，于驷兴、李澍恩恢复原职。 

1月26日：（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吉林省建立防疫总局，

是日启用关防。 

2月21日：（正月二十三日）因鼠疫流行，交通阻断，吉林省

提学司通令全省各学堂延期开学。 

2月29日： 中东铁路与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和南满铁路开办联运

业务。 

3月1日：（二月一日）吉林巡抚陈昭常电告外务部：日本领事

宣称，因“日韩合并”，侨居吉林省珲春一带的朝鲜人，遇有词讼，

应由日本领事审判。 

4月2日：（三月四日）为防止鼠疫蔓延，吉林巡抚下令；流行

鼠疫的哈尔滨、呼兰、双城、长春等地的行人车辆一概不准南下，

无疫情地方的行人车辆亦不准进入鼠疫流行地方。 

4月5日：（三月七日）东三省总督钖良奏准丈放洮辽站荒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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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余垧（自辽源州东北的阎家崴子北至郭尔罗斯旗界），共设14屯。

荒价分为上中下3等，以五成上交清政府，达尔汉王和多罗郡兰各

得二成五，6年升科。 

4月8日：（三月十日）清政府诏准于朝阳川（今吉林省舒兰县

朝阳镇）设舒兰县。 

4月15日：（三月十七日）外务部以统一全国币制和振兴东三

省实业为名，与英、法、德、美4国银行在北京签订《币制实业借

款合同》，借款1000万金镑，名为“大清整顿币制及兴办实业五厘

递还金镑借款”，借期25年，以东三省烟酒税、出产税、销场税和

各省新加盐价收入作为借款头次抵押。 

4月20日：（三月二十二日）钖良因病解职，四川总督赵尔巽

调任东三省总督。5月24日，赵尔巽到职视事。 

4月，桦甸县设立“联庄会”，入会约4万人，掀起抗捐斗争。 

5月1日：（四月三日）吉林省城中、小学堂学生为反对列强瓜

分中国，派代表上街游行，在北山举行会议，号召民众行动起来，

“为国而忧”。 

5月8日：（四月十日）吉林省城发生有史以来特大火灾。西江

沿锛城馆不慎失火，正值西南风骤起，火势扑向东北，延烧两昼夜。

繁华市区、各官衙署以及图书馆、医院、电报局等大半个城镇化为

灰烬，共烧毁官房、民房 5万多间，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11日，

清政府命度支部发给救灾帑银4万两。 

5月10日：（四月十二日）吉林省图书馆提调陈祺年禀报：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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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省图书馆藏书楼、图书发行所等所有房屋以及数千卷图书全部烧

毁，损失无法估算。后经与奉天省提学司磋商，奉省决定从本省图

书馆藏书副本中拨出100种，支援吉林省重建图书馆。 

6月21日：（四月二十三日）长春中学堂学生因故与长春清赋

局蒙租柜官员发生口角，聚集学生30余名，将蒙租柜什物捣毁。刘

宪礼等10名学生被当局开除。学生不服，6月3日，甲乙两班和师范

班学生70多人举行罢课。 

6月中旬，吉林省城造纸工人和吉林府岔路何瑞昌烧锅等酿酒

工人先后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伙食。 

7月31日：（闰六月六日）吉林府乡巡第三区第五分所西关贫

民掀起分劈榆树林子富户粮食风潮。8月1日、2日，江东长屯子、

孤店、红旗屯、大蓝旗屯、温得河子、阿什哈达等屯也发生分劈富

户粮食风潮。 

8月11日：（闰六月十七日）俄国要求在《图们江中韩界务条

款》规定的商埠以外地方设立俄国领事馆。是日，吉林巡抚陈昭常

致电外务部，要求严词拒绝。 

9月，黄花岗反清起义失败后，同盟会会员黄少维、阎汝林等

密赴吉林进行革命活动。 

10月9日：（八月十八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视察吉林、黑龙

江两省，是日抵哈尔滨。 

10月10日：（八月十九日）湖北省武昌新军举行武装起义，辛

亥革命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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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八月二十二日）赵尔巽向吉林、黑龙江巡抚和驻

东北新军各镇转发清政府12日关于武昌起义爆发密令各省严密防

范的电谕，要求各省“不动声色，广布侦探，防患未然”。 

10月18日：（八月二十七日）赵尔巽通令东三省各报馆“暂缓

登载”武昌起义消息。 

是日，陈昭常派人赴武汉探听武昌起义消息。30日，派人去河

南信阳侦探武昌起义消息。 

10月中旬，武昌起义消息传开后，长春、哈尔滨、吉林省城市

场动荡，纸币跌价，市民纷纷持纸币赴各银行挤兑现银、现洋。 

11月1日：（九月十一日）赵尔巽奏准于吉林省增募巡防队步

队、马队6营，用以防止和镇压革命运动。 

是日，驻长春新军第三镇分3批进关南下。 

11月3日：（九月十三日）为防止人民响应武昌起义，吉林省

发布告示，谎称武昌起义已被镇压，官军获得“大捷”，各省“安

谧如常”。严令吉林人民“务须照常安业，毋得听信谣传，徒滋纷

扰，是为至要。倘有匪徒造谣煽惑，一经访实，定行从严惩办”。 

11月16日：（九月二十六日）陈昭常秉承赵尔巽旨意，仿照奉

天模式，召集省城各界代表会议，建立保皇组织吉林省保安会。会

上，革命人土和学生代表坚决反对。在陈昭常的控制下，吉林省保

安会终于成立，正副会长分别为陈昭常和第二十三镇统制孟恩远。 

11月20日：（九月三十日）吉林省城各学堂学生一律罢课，反

对成立保安会，要求响应武昌起义，脱离清政府，宣布吉林省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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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长春府“夹荒”十三甲农民因每垧地增租240文和官府

勒缴木牌捐掀起抗租抗捐斗争。潘吉昌率农民20余人绑缚清赋局局

员，并联合附近十甲、十一甲、十二甲乡民百人聚抗。长春府被迫

答应暂缓增租。 

12月2日：（十月十二日）赵尔巽通令东三省严厉镇压各地革

命运动，要“乱来起，预防之，乱初生，力制之；乱既起，痛剿之。

勿再犹柔误事。” 

是日，民政司密告吉林省驻长春、哈尔滨、延吉、三姓四路道：

奉天联合急进会要求独立，闻现已派人来吉林活动，“除严密查探、

设法驱除解散外，望即严密侦探，预为防范，并希查复”。 

12月6日：（十月十六日）吉林省咨议局向东三省总督、吉林

巡抚禀报；遵照本年九月二十四日（阴历）上谕，公举本省士绅庆

康、松毓、李芳、王玉倚、于汇东 5名代表，赴京参加内阁召集的

征集国民意见会议。 

12月7日：（十月十七日）吉林巡抚陈昭常、第二十三镇统制

孟恩远电请收回令“监国摄政王载沣引咎退位”成命。10日，被“传

旨申饬”。 

12月8日：（十月十八日）为拢络民心，防止发生革命，吉林

巡抚陈昭常通令全省减免捐税，节约经费。凡属新旧苛细杂捐以及

重征捐项一律蠲免；地方所征学、警、自治等捐亦酌量核减。凡不

关重要或可缓办的审检各厅和堂、处、局、所应立即停办、裁撤；

必要而不须专设机构者，应立即归并；各属堂、处、局、所一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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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裁员减薪。 

是日，吉林巡抚陈昭常奏请“辞职”，清政府未允。 

12月21日：（十一月二日）吉林省咨议局、农务总会、商务总

会、工务总会、府议事会、城议事会、城董事会、劝学所、教育会、

绅董公所10大团体，在松毓主持下，于省咨议局开会，成立吉林团

体联合会，在满蒙中学堂设立办事机构。会议决定；“以后凡关本

省筹备善后要策，及全省人民公益事项之陈请案件，随时借用各团

体关防，以吉林团体联合会名义行之，用表大同而期统一”。 

12月25日：（十一月六日）署吉林省民政使邓邦述解职，奉天

交涉使韩国钧调任吉林省民政使。 

12月31日：（十一月十二日）驻奉天新军、巡防营统制、统领

潘矩楹、聂汝清、张作霖等联名通电吉林等省督抚；奉省现已“编

就勤王之师”，决定“以铁血解决政体”，愿联合各省对宣布独立

省份进行“痛剿”，希望吉林省一起行动。 

是年初，吉林省度支司、劝业道与上海商人朱江等签订合同，

成立图长航业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设在上海，在珲春设立分公司。

合同规定，该公司主要经营图们江至上海间的航运，从珲春发运士

产、木材等。该公司筹集股本上海规银48万两（每股50两，共设9 600

股），吉林省认2 400股，邮传部认1300股，其余为商股。公司内

部事务，官府不得干涉。该公司开办不久，即因往来运货不多和经

营不善而转交邮传部经营。 

是年，经吉林省劝业道呈请，农工商部批准广东香山华侨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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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少芹成立华信伐木公司，采伐松花江上游一带林木；准商人郑子

昆开办华兴伐木公司，采伐图们江左岸林木。 

是年，吉林省造币厂改为军械局，专修枪炮，制造子弹。 

是年，长春府同善堂改建为工艺教养所。该所以“兴业劝工、

教养兼施、养成贫苦有独立生活之资格，不妨碍社会共同生活为宗

旨”。开办费和资本金共中钱4．84万吊，设有织科、染科、缝纫

科、皮革科、印刷科、木科。学徒 3 年毕业后，择优提升工师、

工匠。 

是年，吉林士绅松毓等人创办《国民新报》，旋遭查禁。统一

共和党吉林支部在省城创办《新吉林报》，该报以“发表政见，鼓

吹舆论，促进完美共和政治为目的”，主笔陈铁悔。 

是年，编撰和印行的地方志有；《西安县志略》（雷飞鹏、段盛梓修

纂）、《安广县乡土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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