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朝时期同治年间 

1862年（同治元年） 

 

2月 18日：（正月二十日）是年初，阿勒楚喀荒山嘴子等地农民

数百人在张玉率领下举行反清起义，起义军渡过松花江，直抵呼兰城

下。是日，清政府谕令吉林将军景纶（景淳因避讳同治帝载淳名，于

咸丰十一年九月改名景纶）、署黑龙江将军特普钦派兵联合镇压。 

2月 24日：（正月二十六日）清政府调吉林军队 200名、打牲乌

拉壮丁 500名，分赴扬州和湖北镇压太平军。 

4月：吉林将军遵旨调派吉林乌拉、伊通、宁古塔、伯都讷等处

“西丹”500名赴京训练。 

是年夏，矿工葛成隆（朝阳人，曾参加李凤奎起义军）与王天阶

等密赴三姓城，以贩鱼卖炭为掩护，发动农民和矿工，筹划起义。秋，

葛成隆进入三姓黑背金厂，与谢福等拜为兄弟，聚众百余人，拟于明

年春举行反清起义。 

 

1863年（同治二年） 

 

1月 13日：（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因起义计划泄露，葛成

隆遂率众提前起义。起义军兵分 3路进攻三姓城：一路取道乌斯浑，

一路进攻黑瞎子沟，一路直扑漂阳河。沿途矿工、农民纷纷响应。14

日，葛成隆率众于三姓城外与清军接仗，起义军受挫，葛成隆身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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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军师董任田阵亡。不久，这支号称万人的起义队伍节节失利，仅

剩千余人退回黑背金厂。 

3月 16日：（正月二十七日）清政府闻讯葛成隆联合金厂流民从

黑背出击，向兴凯湖一带转移，命三姓副都统富尼扬阿派兵跟踪追击。 

4 月 16 日，葛成隆率部于兴凯湖附近与清军接仗失利。葛成隆

不久被捕，被押至省城，英勇就义，起义失败。 

7 月 24 日：（六月九日）清政府谕令景纶挑选余丁 1000 名，由

记名副都统善庆带赴河南镇压捻军。 

8 月 1 日：（六月十七日）内蒙古喀尔喀与巴尔虎人互争莫端哈

沙图、阿鲁布拉克两卡伦地界，事隔多年未结。是日，清政府命景纶

与特普钦派员驰赴西巴尔台，查明界限，秉公处理。 

9月 27日：（八月十五日）李凤奎、才宝善起义队伍一部分，在

李维藩（绰号“乌痣李”）、王五（绰号“滚地雷”）率领下于今怀德

县八家子大败乡团会勇，黄花甸子会总董曜束手就擒。12月，王五、

许占一率众五六百人进攻今梨树县小城子，旋据榆树台，清军 300余

名前来镇压，被起义军全歼。不久，王五率部南下，进入奉天围场，

在与清军的一次战斗中牺牲，起义暂告失败。 

是年，吉林人口共 33.1万人。 

 

1864年（同治三年） 

 

1 月 9 日：（同治二年十二月一日）清政府谕令奖励调赴湖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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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牲乌拉壮丁，准将 600名壮丁户口永远归入吉林各旗册档，与各旗

丁一体挑补甲缺。 

5月 30日：（四月二十五日）据报：吉林东起伊勒门河，西至伊

通河，其间可垦地约 2.8万垧（包括已撤的伊巴丹等 5处废围）；又

东自庙岭至一座毛，复由该处向南至钓鱼台，其间可垦地约 8000 垧

（包括已撤的孤拉库等 2 处废围）。是日，清政府诏准开垦，并命景

纶督饬承垦人认真经理，不准私占偷种。 

6 月：马振隆（又作马震龙，绰号“马傻子”）在梨树一面城竖

起“替天行道”大旗，聚饥民百余人举行反清起义，很快发展到千余

人。7月下旬，马振隆率部北上，联合各路起义军，击败榆树台千总

马瑞图所部清军。 

是年夏，活动于昌图、梨树一带的农民起义军首领王起率众在四

平街聚会，开展反清斗争，散在各地的起义军纷纷加入。 

8 月 2 日：（七月一日）俄国一支庞大的远征船队在队长希什马

廖夫率领下闯入松花江，声称受沙皇之命，经三姓至省城面见将军。

21 日，俄船抵达省城。景纶奉旨拒绝接见，令其回国。26 日，俄船

被迫返航。9月 4日，驶出黑河口。 

8月：李维藩、马振隆起义队伍迅猛发展，达 2万余人。马振隆

率部转战伊通境内，攻克赫尔苏街，击败长春厅马队，缴获众多军械。  

10月 4日，马振隆率部 2000余人围攻梨树城。攻城 3昼夜未下，

后用湿谷草为掩护，破城而入，活捉守城照磨徐棠和土豪劣绅数十人，

当即处死，并开仓济民，释放囚犯，焚毁一切文书卷宗。马振隆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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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连获胜利，把东北人民起义推向高潮。 

9月 12日：（八月十二日）因清军攻克太平天国首都南京，清政

府遣官至吉林告祭长白山、松花江“诸神”。 

10 月 17 日：（九月十七日）清政府派户部左侍郎皂保为钦差大

臣来吉林调查“赌匪”、“盗匪”、“山匪”情况以及吉林将军景纶、协

领常明等劣迹。 

11月 1日：（十月三日）为镇压新疆回民起义，都兴阿奏调吉林

马队 1000 名。是日，清政府以吉林边疆紧要，已准停调。但以“回

疆事体重大”，又命吉林将军酌情筹备。17日，景纶以“吉林自军兴

以来，征调频仍，存营兵数仅止五千余名”，奏准暂缓征调赴疆马队。 

12 月 20 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因吉林狱讼繁多，清政府旨准

设立刑司，专办刑名，派汉、满郎中各一员，分别掌管主稿和掌印，

归吉林将军直接统辖，裁撤原设理刑主事。 

是日，吉林将军景纶因任用协领常明等把持公事、营私舞弊而被

交部议处，吉林将军由户部左侍郎皂保署理。 

是日，吉林将军奏准吉林厅征收烟酒木税以银 3.17万两为定额，

土税以京钱 2.8万吊为定额；长春厅各税以京钱 2.8万吊为定额；伯

都讷各税以京钱 2万吊为定额。以上各税均从同治三年开始征解。 

12 月：马振隆起义军 30 余人，与长春厅官兵、联庄会勇 40 多

人激战于张家店（今九台县境），起义军失利，阵亡过半，其余被俘，

是役被后人传为“炮打张家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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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同治四年） 

 

1月 12日：（同治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景纶被革职，任命皂保署

吉林将军。 

5 月 8 日：（四月十四日）吉林赌风日盛，往往酿成抢杀重案。

清政府谕令吉林将军制订禁赌章程，对“放头设局”、同场聚赌和失

察官员一律从严惩处。 

5月 23日：（四月二十九日）清政府调吉林马队 500名赴直隶镇

压捻军。28日，命皂保再备马队 500名，听候京师神机营调遣。 

5月 30日：（五月六日）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从吉林征调的

军队大都以“西丹”、农民充数，清政府甚为不满，令皂保将所调出

的军队改派经过训练的食饷官兵，不准再以“西丹”老弱充数。 

7月 18日：（闰五月二十六日）皂保调往喀尔喀查办巴尔虎争界

一案，锦州副都统恩合升任吉林将军。9月 16日,恩合调署盛京将军，

皂保仍署理吉林将军。11 月 3 日，改任阿勒楚喀副都统德英署吉林

将军。 

11月 2日：（九月十四日）清政府寄谕吉林将军：按军机大臣所

陈章程，嗣后在所获“马贼”中有悔罪自新者，可按捕盗多少分别奖

赏；地方盗案限 3日内申报；如获邻境盗匪，准其抵免处分；匿盗不

报者从重治罪；兵役通匪者斩枭示儆；捕获著名巨盗及斩盗多名者酌

赏翎支，破格奖励。 

11 月 22 日：（十月五日）清政府谕令吉林将军派兵于奉、吉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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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一带协助盛京镇压农民起义，并发告示，悬立赏格。 

是年，为防起义军进攻，商民捐建宽城子木板城垣，高丈余，周

长 20里，护城河深 1丈，设崇德、全安、聚宝、永兴、永安、乾佑

6个城门。 

 

1866年（同治五年） 

 

1月 25日：（同治四年十二月九日）起义军刘果发部由奉天围场

进入吉林境内，占据吉林厅岔路河、一拉溪等地，零星起义军纷纷四

起，距省城不过数十里。是日，清政府谕令盛京将军迅速派兵协助吉

林镇压。 

1月 28日：（同治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因吉林赌风严重，官员失

察，吏部议覆《吉林官兵失察赌博处分章程》。章程规定：凡文职官

员管辖地方，如有“放头设局”，开场聚赌，如地方官自行查拿，免

予处分；倘别经发觉，则革职留任；如纵容、受贿，立即革职，武职

官员则降 4级调用。清政府命盛京、黑龙江也遵照执行，并“纂入例

则”。 

2月 11日：（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探闻起义军欲攻长春，

清政府谕令德英从伊通拨兵往援，固守长春，并命户部尚书文祥（1865

年 12月，清政府派文祥率神机营、健锐营等京兵 1000名，至奉天镇

压东北人民起义）将调赴盛京的吉林军队迅速回师吉林。13 日，马

振隆、许占一率部攻长春未下，遂北上克农安，进伯都讷，捕获署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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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讷副都统等。 

2月 19日：（正月五日）王起、马振隆率部直扑双城堡，署总管

佟兴带兵 200余名在城郊应战，清军溃败，“死伤相继”。起义军被商

民迎入城中，焚署劫狱，踞城数十日。23 日，起义军一部进逼阿勒

楚喀，署副都统永寿带兵抵御，被起义军围困，阿城遂下。随后起义

军攻克拉林、五常。刘果发率众 500余人直奔松杉、额穆赫索罗站（今

吉林省蛟河县）。马振隆、王起率红、蓝、黄、白、黑 5队约 5000人

占领省城西部交通要道法特哈边门，旋踞乌拉街，省城告急。至此，

东北人民起义队伍大部转入吉林境内，造成全省“面面有贼”、“处处

有警”的局势。 

3 月 2 日：（正月十六日）清政府谕令文祥督率各路清军，会同

吉林军队从三面包抄起义军。4日，命文祥将调赴奉天的黑龙江马队

1000名回援吉林。13日，命哲里木盟马队 1000名驰援吉林。16日，

谕令鲁抚阎敬铭派参将李其昌带直、鲁壮勇 1000 名驰往吉林，限 3

个月赶到。 

3月 12日：（正月二十六日）因阿勒楚喀、五常堡等接连失守，

清政府令将德英交部议处，前任江宁将军富明阿调任吉林将军。 

3月 20日：（二月四日）起义军与清军、洋枪队战于中阳堡，次

日，战于朝阳坡，起义军伤亡很大。当晚，在新开河战斗中，起义军

又蒙受重大损失。4月，马振隆率余部转移到清河门一带。5月 16日，

马振隆、齐海等起义军首领被文祥所部围捕杀害。在各路清军联合镇

压下，起义军势力锐减，转胜为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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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3日：（三月十九日）清政府谕令富明阿率黑龙江军队、“西

丹”和鄂伦春壮勇 500名驰往吉林，扫清起义军各路余部。 

7月 13日：（六月二日）为镇压西北回民起义，清政府调吉林马

队 500名前往新疆军营。 

10 月：吉林将军富明阿、吉林副都统富尔荪倡率文武官员捐建

吉林省城城墙，共捐钱 16 万余串。同治五年九月兴工，六年十月竣

工。将原木墙改建为土墙，高 1.1丈，周长 14里，设 8个城门，共

用钱 13.2万余串。 

11 月 22 日：（十月十六日）因“韩边外”协助吉林官府镇压李

维藩、刘果发起义军，富明阿奏准将木齐河、漂河和桦皮甸子等处荒

地拨给韩宪宗耕种，3年起科。 

是年，伯都讷副都统乌里布捐钱修建伯都讷城土城，周长 1400

余丈，高 1.2丈，用钱 1.36万串。 

是年，吉林人口共 33.2万人。 

 

1867年（同治六年） 

 

2月 19日：（正月十五日）为镇压山东捻军起义，鲁抚丁宝桢奏

请于东北招募壮丁 3000 名。是日，清政府命特普钦于黑龙江招募壮

丁，如果不足，酌于吉林招募，加紧训练，开赴山东，交丁宝桢、阎

敬铭调遣。 

3月 16日：（二月十一日）为镇压西北回民起义，清政府谕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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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将军富明阿和阿勒楚喀副都统德英从台丁内挑选炮手 2500 名，驰

赴督办陕甘军务左宗棠军营。 

4月 21日：（三月十七日）据报，珲春北部现聚淘金流民千余人，

清政府命吉林官军联合地方绅团进行驱逐，严防潜入俄境。 

5月 14日：（四月十一日）富明阿奏准编练“专备防剿马贼，保

卫地方治安”的吉林练军，是为近代吉林军制第一次变革。练军分为

马队、步队，设有捕盗营、吉胜营、骁勇营、洋枪队和靖边军。至光

绪三年，规制始臻完备，计有马队 2004名， 内分 7起，每起分 4扎

兰；步队 700余名，洋枪队 198名，抬枪队 47名。武器装备有所改

进，备有洋枪（后膛枪）。设全营翼长 2 名，除吉胜营马步队、骁勇

营步队直属将军外，其余统属翼长，分扎各城、站。 

9月 18日：（八月十九日）为镇压捻军，清政府征调吉林马队 1500

名。10月 2日，命立即启程，驰赴山东。 

是年，吉林人口共 33.3万人。 

 

1868年（同治七年） 

 

5 月 1 日：（四月十七日）青岛（海参崴附近的小岛，满语名勒

幅岛，俄名阿斯科尔德岛，盛产金沙）中国淘金工为反对俄国驱逐当

地淘金工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军转战苏城等地，联合当地“沟民”，

迅速发展到二三千人，威震南乌苏里大陆，给沙俄殖民者以重大打击。

为收复失地，起义军提出“攻破海参崴，即进取摩阔崴”的战斗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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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7日，为防止起义军转入国内，富明阿派兵赴珲春与俄国殖

民当局共议“剿办”事宜。起义军在孤立无援情况下，英勇奋战一个

多月，最后在中俄军队联合镇压下失败，首领石才、许元丰等被捕牺

牲。 

8 月 8 日：（六月二十日）吉林军饷支绌，富明阿奏准开荒 2 万

余垧，收取地租，以补军费不足。但清政府重申，此后不准继续开垦。 

10月 9日：（八月二十四日）户部奏称：前任吉林将军奏准开垦

的夹信沟、凉水泉荒地 25万垧，今已认领征租者 13万余垧，未报升

科地尚有 12 万余垧。土门子一带、省西围场和阿勒楚喀等处，续报

垦地 30万垧，应交押荒钱和地捐钱文 102万余吊，尚有 62万余吊未

交。是日，清政府谕令富明阿派员查明土门子等处已交押租佃户，造

具清册，迅速报部，并追缴历年所欠地租，以充兵饷。凡未报升科地，

应立即派员履勘，限一年之内招佃认领，按饷升科，并严防“已垦未

报”和“认多报少”流弊。 

11 月 13 日：（九月二十九日）调往关内的吉林军队陆续撤回，

为加强官兵骑射训练，清政府命富明阿筹备恢复“冬围”旧制。富明

阿拟带省城内外军队 1500名举行本年“冬围”，旋因经费无着而停止。 

是年，双城堡总管双福监修双城厅城土城。 

是年，吉林旗民文武生童历来赴奉天寄棚科考，为解决路途遥远

困难，富明阿奏准于吉林省城设立考棚，奉天府丞按临吉林开考，自  

是年吉林始有学政。 

是年，在农安古城南街路东发现一处窑藏铜钱，共 2亿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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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9年（同治八年） 

 

1月 30日：（同治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富明阿奏报吉林全境咸丰

五年至同治六年放荒和收押荒钱情况：五常堡所属夹信沟和凉水泉两

处，咸丰五年至同治六年放荒 13.095 万垧，收过正项压荒钱 26.19

万吊（每垧 2吊）；省西围场边荒，咸丰十一年至同治二年，放荒 6.7826

万垧，收过正项压荒钱 13.5625万吊，为筹集海防经费，收过地捐钱

9.429万吊；阿勒楚喀所属蜚克图站以东围场边荒，咸丰十一年至同

治元年，放荒 4.9185万垧，收过正项压荒钱 9.837万吊，收过地捐

钱 6.4924 万吊；双城堡所属剩存圈荒和恒产夹界余荒，咸丰十一年

至同治元年，放荒 3.316万垧，收过正项压荒钱 6.6321万吊，收过

地捐钱 4.3771万吊；舒兰土门子一带，原拟放荒 10万垧，实有可垦

地五六万垧。 

2 月 8 日：（同治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盛京东部凤凰、叆阳、

汪清边门外，中朝流民偷垦者越来越多，清政府命盛京将军都兴阿等

派员查勘。旋据都兴阿、延煦奏报，浑江一带流民已妥善安置，并制

订边外垦地章程 8条。清政府以汪清门外一带地近永陵“风水禁地”

和进贡方物地方，谕令都兴阿照旧封禁，不准招民开垦。 

是年，吉林人口共 33.4万人。 

 

1870年（同治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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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清政府照会俄国政府，驳斥俄国对《瑷珲条约》中松花江

问题的歪曲，重申条约中所谓松花江专指松花江和黑龙江会流以下一

段黑龙江而言，非指中国内地松花江。 

7月 25日：（六月二十七日）因发生天津教案，清政府调吉林马

队 2000名，赴古北口一带驻扎，以备不虞。8月 15日，富明阿奏报，

所调马队拟分 8起启程。 

7月 31日：（七月四日）因珲春协领边务交涉繁重，富明阿奏准

将珲春协领讷穆锦加副都统衔，以资镇摄。“嗣后珲春协领一缺，即

作为副都统衔协领，永为定制。” 

10月 15日：（九月二十一日）富明阿因病解职。17日，锦州副

都统奕榕调署吉林将军。 

12月 1日：（闰十月九日）清政府谕令玉亮、古尼音布从古北口

撤回的吉林马队中挑选 1000 名，取道张家口迅赴乌里雅苏台，交乌

里雅苏台将军福济调遣。 

是年，吉林、长春、伯都讷三厅旗民捐银 3.5万两，以 1.5万两

修建吉林考棚，其余 2万两发商生息，作为考棚常年经费。 

是年，咸丰壬子进士云南太和张沄卿首任吉林学政。次年按临吉

林府。 

 

1871年（同治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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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8 日：（同治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吉林将军衙门发布严禁屯

积、私贩硫磺、焰硝条例。条例规定：凡私贩硫磺 10斤以下者杖 100，

10斤以上杖 60，徒 1年，100斤杖 100，流 3000里，百斤以上发近

边充军；私自合成火药，10 斤以下者发近边充军，10 斤以上处以斩

刑，妻子缘坐，财产入官；如以硝磺济匪，则以通贼论处。 

6月 14日：（四月二十七日）实授奕榕为吉林将军。 

10月—11月：因乌鲁木齐防兵不足，清政府命从吉林十旗乌拉、

伊通、宁古塔、三姓等处备兵 1000名，加紧训练，听候调遣。 

11 月 25 日：（十月十三日）奕榕奏报：时届小雪，拟于本日携

篆率领省城官兵和随员 1000余人，前往本地围猎山场举行“冬围”。 

是年，吉林人口共 33.5万人。 

 

1872年（同治十一年） 

 

3月 14日：（二月六日）清政府调吉林马队 500名，赴甘肃肃州

军营，听候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调遣。 

是年，于拉林城东北与东南增设花园卡伦和老岭卡伦。 

是年，于文庙西创设长春厅训导衙署（光绪十五年改升长春府教

授署）。 

是年，绅士朱琛等捐款修建长春文庙，地址在东二道街，建大成

殿 3楹，东西庑各 3楹，另有泮池，棂星门等，是为长春第一个学宫。 

是年，伯都讷厅在孤榆树屯（今吉林省榆树县）建立种榆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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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在今榆树镇东胜街东南半公里处，建筑面积为 1.02 万平方米，

内分培英堂、右文堂以及尊德斋、乐道斋等 6斋，是为伯都讷厅的最

高学府。 

是年，吉林人口共 33.6万人。 

 

1873年（同治十二年） 

 

1月 18日：（同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汪清门外浑江以西查出

熟地 10.31万余亩，是日，清政府命盛京将军都兴阿从同治十三年升

科。 

6 月 2 日：（五月八日）清政府谕令吉林将军严禁“奸民土豪”

在封禁地承揽土地，转售渔利。对钻营地亩的揽头，依照土豪恶棍例

从重惩办。对已开垦土地，务须编立户口，随时稽查，不许“容留外

匪”，“以清盗源”。 

6月：阿勒楚喀城发生大火，烧毁房屋 7000余间，烧死 8人。 

7月 29日：（闰六月六日）据御使邓庆麟奏称，吉林、盛京积案

甚多，地方官不认真审断，各厅州县狱中犯人不下数千人。是日，清

政府命两处将军派员分赴各处，会同地方官查明积案，开具清册，据

实申报，并参照直隶总督曾国藩所定《清讼事宜十条》，秉公审断，

迅速结案。 

是年，奕榕奏称：吉林岁需俸饷等项，除本省征收各项银钱抵充

外，不足之数，历来靠各省拨款协济。自咸丰四年至同治十年，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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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欠部拨吉林俸饷银 55.6 万余两，致使本省连年积欠，不能及时开

饷。请催令山东、河南迅速报解。 

是年，盛京将军奏准商民采伐鸭绿江、浑江流域木材。木材在大

东沟集散，运往天津、上海、广州等地销售。 

 

1874年（同治十三年） 

 

9 月 5 日：（七月二十五日）因大伙“马贼”攻入宁古塔城，清

政府将署宁古塔副都统双寿革职留任，摘去顶带。 

是年，绅士捐建吉林厅崇文书院。书院建于省城朝阳门内试院以

东。吉林将军奕榕、学政张沄卿等捐银 600两。光绪七年，吉林将军

铭安由考棚息银中提取 5000 两发商生息，为书院常年经费，贡生晋

昌捐密什哈安子沟学田 153垧，共有官租地 189垧。该书院几经扩建，

成为吉林规模最大的书院，也是吉林第一个招收包括汉族子弟在内的

学校。 

是年，绅商捐建伯都讷厅学宫，地址在孤榆树东南角。 

是年，商民捐建双城厅学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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