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朝时期咸丰年间 

1851年（咸丰元年） 

 

1月 11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太平军在广西省桂平县金

田村起义。清政府从此开始频繁地从吉林抽调军队进关镇压太平军起

义。 

1月：俄国乘中国发生太平军起义之机，加快侵略东北领土步骤。

沙皇尼古拉一世命令皇太子亚历山大主持召开“基立亚克（即费雅喀）

委员会”会议，讨论侵占中国东北领土问题。亚历山大宣称，俄国“应

占领黑龙江口”。2 月下旬，俄国政府决定从西伯利亚舰队调兵组成

以涅维尔斯科依为队长的“黑龙江考察队”。 

4月 28日：（三月二十七日）吉林将军奏准变通捕盗章程，裁撤

原设专司巡捕人员，改为遇有盗贼随时派遣官兵搜捕，照例发给盘费。 

5月 7日：（四月 7日）中国理藩院接到俄国枢密院咨文。内称：

阿穆尔河（黑龙江）口屡有外国兵舰出现，“任何海上大国占领阿穆

尔河口或占领该地之某据点，亦为敝国所不容。盖因阿穆尔河发源于

我国境内，因此，决不许外国船只在该河航行，并占有该河口”。公

然将中国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领属的内河宣布为俄国所有。 

是年末，黑龙江下游左岸沃依德屯费雅喀和满族人民举行抗俄暴

动计划泄露，涅维尔斯科依派兵前往镇压，被愤怒的村民包围。侵略

者凭借武器威胁村民交出酝酿暴动的头人，村民拒绝交出，许多人被

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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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2年（咸丰二年） 

 

1 月 2 日：（咸丰元年十一月十二日）因户口日多，公事渐繁，

清政府允准将双城堡协领升为副都统衔总管，并增设委协领一员。 

9月 21日：（八月八日）清政府下令释放于吉林效力赎罪的已革

陕甘总督琦善回旗。琦善旋署河南巡抚。 

12 月 31 日：（十一月二十一日）吉林协领富呢雅杭阿因把持参

局，勒扣“帮费”，纵容揽头种植秧参而获罪。清政府派恩华、赵光

严前往查办，并谕该案即使牵扯将军、副都统等大员，亦不准回护。 

 

1853年（咸丰三年） 

 

1 月 7 日：（咸丰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为镇压太平军起义，清

政府谕令从吉林征调马队 2000名。13日，调双城堡总管西昌阿、三

姓副都统伊勒东阿驰赴河南，指挥该地吉林军队。 

2月 27日：（正月二十日）吉林将军固庆因“私硝案”和奏事不

实被革职，盛京刑部侍郎景淳调任吉林将军。景淳到任前，暂由恩华

署理。 

3 月 29 日：（二月二十日）清政府谕令恩华挑选劲旅 2000 名备

调。4月 7日，令该起军队迅速开赴京师。 

5月 27日：（四月二十日）吉林将军奏请将吉林参局烧锅票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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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俸饷；将双城堡、夹皮沟官荒招垦升科，以增加国课。是日，清政

府谕令景淳议订章程，待奏明之后实行。 

7月 23日：（六月十八日）涅维尔斯科依在彼得冬营接到东西伯

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关于沙皇命令占据库页岛的通知。要求他首先在

库页岛南部占领 3 个据点。构筑工事，置炮升旗。8 月 11 日，涅维

尔斯科依乘“外贝加尔”号驶抵库页岛南端的阿尼瓦角，进入鞑靼海

峡。21 日，进入克默尔湾，建立亚历山大哨所。随后前往奇集湖，

在阔吞屯附近建立马林斯克哨所。接着又在库页岛西岸建立伊利印斯

克哨所。至此，俄国基本完成了对库页岛的武装占领。 

10月 2日：（八月三日）涅维尔斯科依一伙再次驶至阿尼瓦湾。

4日，俄国水兵强行登岸，在库页岛南部建立以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

名字命名的穆拉维约夫哨所，并悍然宣布：“库页岛作为黑龙江下游

的延伸地区，属俄国所有”。 

是年，吉林人口 32.8万人。 

 

1854年（咸丰四年） 

 

1月 23日：（咸丰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沙皇尼古拉一世指令皇

太子亚历山大主持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穆拉维约夫关于利用外贝加尔

哥萨克军向中国“大显兵威”并沿黑龙江航行的方案。会议决定，不

管中国同意与否，俄国从今年起开始沿黑龙江航行。 

2月 26日：（正月二十九日）针对俄国关于重新勘定中俄边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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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中国库伦办事大臣德勒克多尔济照会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

维约夫。照会说：经黑龙江将军和吉林将军派员查明，中俄两国在格

尔必齐河无需勘界立牌。至于黑龙江下游近海之处，俟明年春季双方

派员查明后，再商议分界立牌之事。 

4 月 24 日：（三月二十七日）清政府谕令从吉林调兵 1000 名，

迅速开往山东军营备调。 

5月 19日：（四月二十三日）穆拉维约夫驶抵航行黑龙江起点—

—石勒喀扎沃德，视察航行黑龙江准备情况。石勒喀河上停泊着满载

军需物资的大小舶只，教堂和街心悬挂着巨幅“颂词”：“拿下黑龙江，

守住这边疆”，“蒙古，勿开口！中国，莫争辩！对于俄国，北京也并

非遥远的地方！”侵华狂叫，不可一世。 

5月 24日：（四月二十八日）吉林将军派署三姓副都统富尼扬阿

前往黑龙江下游与俄国商议该处边界问题。 

5月 26日：（四月三十日）穆拉维约夫不顾清政府反对，下令俄

军入侵黑龙江。这支俄国“远征军”包括第十三、十四、十五西伯利

亚边防营，约近千名，随带大批辎重，分乘“额尔古讷”号等大小船

只 80余艘。30日，侵华俄船先锋越过乌斯季——斯特列耳卡，侵入

中国内河黑龙江。 

6月 17日：（五月二十二日）侵华俄船越过乌苏里江口。穆拉维

约夫指着伯力一带说：将来俄国要在这里建立一座城市。24 日，俄

船驶抵阔吞屯。大部份俄军在阔吞屯、庙街至克默尔湾一带安营扎寨。 

6月 24日：（五月二十九日）清政府谕令吉林将军景淳：俄船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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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黑龙江，应严饬属下勤加侦探，不可率尔与之交接。 

8月 24日：（闰七月一日）吉林将军景淳下令封闭本省各处煤窑。 

8 月：景淳奏称：吉林俸饷及各项杂支，每年需银 32 万两（包

括打牲乌拉在内，每年共需银 37万两），除以本省地丁银、各项地租

和烧商票钱抵充外，不足部份向由部拨，但本年应拨俸饷银，至今分

毫未到，春秋两季应放俸饷只能以他项经费挪借，十分困难。 

是年秋，根据谕旨，从今秋始，本省凡发放俸饷，由实银改为制

钱（以银 1两折制钱 2000计算，当时本省时价为银每两易制钱二千

七八百文）。官员俸廉及杂支款项，亦从今秋起改发五成官银票，另

五成按银每两折制钱 2000文发放。 

10月 17日：（八月二十六日）清政府谕令库伦、吉林、黑龙江 3

处勘界委员于明年春季到黑龙江将军所属格尔必齐河会齐，会同俄官

商议边界事宜。 

是年，清政府谕令吉林设立官钱号，自铸铜钱。次年末，景淳奏

称，吉林不产铜，民间铜器甚少，无法开铸。 

是年，为加强防御，在三姓副都统境内设立乌苏里江口卡伦。 

是年，吉林人口共 32.7万人。 

 

1855年（咸丰五年） 

 

3月 2日：（正月十四日）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照会中国理藩院，

声称奉沙皇之命，为“防堵英夷”，本年航期一至，俄船仍将运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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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和武器，由黑龙江下驶。 

4月 28日：（三月十三日）中国勘界委员富尼扬阿、吉尔哈善等

沿黑龙江前往格尔必齐河，途遇穆拉维约夫沿江下驶，声称原定在格

尔必齐河商定勘界之事不能举行，需他到黑龙江口以后再定，要求中

国委员在瑷珲等候。 

5月 6日：（三月二十一日）清政府谕令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

如俄船再由黑龙江行驶，反正告俄官，以后必须由海外行走，不准由

我国内地通过。 

5月中旬；穆拉维约夫下令第二次武装航行黑龙江。俄国这次出

动哥萨克军 3000 人，分乘 120 余只船，分 3 批出发。此外还有 400

余户移民和以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成员马克为首的“黑龙

江考察队”随行。 

6月下旬：第二批侵华俄军陆续到达黑龙江下游，在该地区屯兵

安炮、修路盖房，在阔吞屯至庙街长达 300多公里地带建立起第一批

哥萨克“移民村”。至是年冬，侵驻黑龙江下游地区的俄人达 7000多

名。 

8月 19日：（七月七日）库伦、吉林、黑龙江勘界委员惠霖、富

尼扬阿、吉尔哈善一行由瑷珲启程，前往黑龙江下游，9 月 20 日抵

阔吞屯。 

9月 22日：（八月十二日）中俄在阔吞屯举行边界谈判。俄国首

先提出旨在侵略中国领土的“划界意见书”，要求把俄国已经占领的

一切地方和整个沿海地区划归俄国所有；把黑龙江作为两国“最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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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辩的天然疆界”。次日，穆拉维约夫进一步提出，俄中两国应以黑

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富尼扬阿严词拒绝，重申中俄东部边界应依据

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自（外）兴安岭山梁至东海为界，山阳

地面为中国所属，山阴地面俱系俄国所属”；中俄东部边界只有乌第

河一带尚未勘界立牌。穆拉维约夫仍坚持因黑龙江发源于俄国所以黑

龙江北岸应划归俄国的谬论，致使谈判宣告中断。 

9月 26日：（八月十六日）穆拉维约复夫照会中国理藩院，声称

他受命于明年航期将再次取道黑龙江运送军队和军需物资。 

10月 4日：（八月二十四日）为防御俄军扩大侵略，吉林将军景

淳奏准将侯旨调往关内镇压太平军的吉林军队 1000名留驻本省。 

11 月 12 日：（十月三日）清政府谕令景淳：加紧训练从阿勒楚

喀所调闲散余丁 500名，俟接到命令，即赶赴湖广总督官文军营。 

11 月 24 日：（十月十五日）清政府在接到景淳关于中俄阔吞屯

边界谈判的奏报后指出：黑龙江北岸“为我国所属之地，诚无可疑”，

令景淳等向俄国提出抗议。 

12月 28日：（十一月二十日）清政府诏准于吉林试行“厘捐”。

次年，于省城建立厘捐总局。 

是年，在省城建立吉林土税总局，并设南城子分局和马家、头台、

小河台、放牛沟、河南屯 5个分卡，由将军衙门派员征收鹿角、牛鹿

筋、芝麻等 36种山货、土货税。 

 

1856年（咸丰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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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9日：（咸丰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景淳奏报：通省额兵 1.0105

万名，为镇压太平军起义，先后征调 7000 名，今三姓、宁古塔、珲

春等边疆要地仅有军队近 800名。为防御俄国扩大侵略，请将调往关

内的吉林军队撤回 2000名。2月 2日，奉到御批：“惟此时粤匪未平，

正在攻剿吃紧之际，调出官兵，万难遽行撤回”。对俄“惟有设法羁

縻，善为开导，断无轻率用兵之理”。清政府否定了景淳以武力对付

俄国侵略的正确建议。 

3月 25日：（二月十九日）清政府续调吉林军队 500名，派赴山

东曹州一带，防御太平军北进。 

4月 25日：（三月二十一日）为解决财政困难，清政府大量发行

“官票”、“宝钞”等纸币。吉林遵旨于省城设立通济官钱局，发行部

颁相当银 4 万两的“官票”，强迫用银两兑换。通济官钱局为吉林第

一个有权发行纸币的官办金融机构，截止 1858年 2月 13日，该局共

买票银 7.12万余两。 

6 月：俄官卡尔萨科夫率船 120 余艘，运载哥萨克 1600 余人，

分 3批侵入黑龙江，陆续到达中游北岸。随后以“借地囤粮”为名，

在北岸盖房驻军，并先后建立 4个军事哨所——呼玛哨所、结雅哨所、

兴安哨所和松花江哨所，为吞并黑龙江以北地区作了准备。 

7月——8月：霪雨连绵，松花江泛滥，省城被淹，北极、致和、

德胜城门外一片汪洋，附近田庐淹没甚多。 

10 月 8 日：（九月十日）广州发生“亚罗号事件”，英法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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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11月 9日：（十月十二日）清政府调吉林“西丹”（未成年男丁）

100名，驰赴湖北加强官文军营。 

 

1857年（咸丰七年） 

 

5 月 1 日：（四月八日）吉林烧锅因缴纳“票钱”增加而纷纷倒

闭，清政府谕令景淳根据实情，先令其复业，然后订立章程，酌减“票

钱”。 

5 月——6 月：在穆拉维约夫和卡尔萨科夫指挥下，俄国第四次

武装航行黑龙江，往中下游运送大批哥萨克及其家属。至此，俄国已

将黑龙江北岸置于自己的军事控制之下。 

7月 26日：（六月六日）三姓副都统所辖额兵几经征调，仅剩 400

名，无力防御俄军入侵。是日，景淳奏准于吉林乌拉调兵 100名，驰

抵三姓驻防。 

8月 16日：（六月二十七日）为筹措军饷，吉林将军衙门决定对

从前不征税的 35种货物，按照时价，设局抽税。 

8月 19日：（六月三十日）两只俄船闯越黑河口卡伦（黑河口，

即松花江和黑龙江会流处，该卡伦属三姓副都统管辖），驶入松花江，

逆流而上，遭到当地赫哲族人民拦截。佐领春福率赫哲族人民追赶

60 余里，至图期克地方，赫哲人所驾桦皮小船横于江面，阻挡俄船

前进，并将俄船布蓬扯落。次日，俄船被迫退出松花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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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俄国向黑龙江北岸移民 2400 余人，并建立许多哨所和移

民点，将其占领的黑龙江上游、中游和下游地区连成一片。 

是年，吉林始征铺商日厘捐。将城乡铺商分成等次，按等摊派。

城市每月汇交一次，村镇分两季缴纳，统计每年可征捐钱 9万余吊。 

是年，吉林人口共 32.8万人。 

 

1858年（咸丰八年） 

 

5月 23日：（四月十一日）中俄在瑷珲举行边界谈判。俄方代表

穆拉维约夫首先提出中俄东部边界应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妄图

使其非法占领的黑龙江以北地区合法化，并进一步吞并乌苏里江以东

地区。中方代表黑龙江将军奕山坚持中俄东部边界应以《尼布楚条约》

为准，只有乌第河一带尚待勘界。次日，举行第二次会议，中方代表

断然拒绝俄国的划界方案，俄方表示“以河为界字样，断不能删改”。

27 日，在俄方武力威胁下，奕山表示愿意接受俄国的要求，但必须

删去“以乌苏里江为界”字样。因俄方急于签约，要求将乌苏里江以

东地区改为“两国共管”。 

5月 28日：（四月十六日）奕山和穆拉维约夫签订中俄《瑷珲条

约》，共 3 条。主要内容是：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中国领土

划归俄国，只有精奇里江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地区（即江东六十四屯）

的中国人仍可在原地“永远居住”，俄国“不得侵犯”；乌苏里江至海

的中国领土由“两国共管”；黑龙江、乌苏里江两岸中俄边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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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边界贸易。根据这一不平等条约，俄国不仅吞并了中国黑龙江以

北 60 多万平方公里领土，还将原属吉林将军管辖的乌苏里江以东地

区作为“两国共管”，为进一步鲸吞该地区作了准备。 

5 月；因英船侵入天津海口，清政府命景淳从吉林挑选精兵 500

名，派得力协领率领来京听调。 

6月 12日：（五月二日）穆拉维约夫驶抵伯力，擅将伯力改名为

哈巴罗夫卡（1893年改为哈巴罗夫斯克）。 

6月 13日：（五月三日）在俄使普提雅廷胁迫下，清政府与俄国

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其中第九条规定：“中国与俄国将从前未经定

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员秉公查勘，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项和

约之内”。为俄国进一步吞并中国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和西部领土埋下

伏笔。 

是日；穆拉维约夫乘船驶入乌苏里江，于喉温地方停泊登岸，窥

探形势，绘制地图。次日，派遣俄官布多戈斯基率“考察队”溯江上

驶，查勘所谓“中俄边界”，为明年屯驻哥萨克选择地点。 

7 月 14 日：（六月四日）穆拉维约夫率俄官 14 名、俄人 100 余

名，乘轮船驶入松花江，上行 60 余里，于沿江测绘地形，并声称欲

赴三姓等地贸易。 

8月 23日：（七月十五日）景淳派署宁古塔副都统富隆额前往绥

芬河一带调查俄国侵略活动。9 月 11 日，派三姓副都统图钦由北向

南查勘乌苏里江一带，发现俄国在该江东岸图勒密等地擅自建房，任

意占据中国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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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0 日：（九月二十四日）为镇压太平军起义，东三省军队

几经征调，精壮兵丁所剩无几，清政府命东三省将军从猎户中挑选技

艺娴熟、情愿当兵者作为“余丁”训练，以备加强本地边防和供外省

调拨之用。 

11月 6日：（八月一日）长春厅十一、十二、十四、十五甲乡约、

甲长、牌头等民户 140人共立“夹荒十一、十二、十四、十五甲纳租

报竣章程碑”（该碑于 1982年在长春市西四道街原财神庙院内发现）。

碑文申明：“蒙古公与民户等妥议”，四甲“共出新陈租四万五千垧，

照此数咨部报竣，永不加增”。 

11 月 12 日：（十月七日）调赴湖北的吉林马队伤病官兵撤回，

清政府谕令吉林将军挑选精兵补足缺额，并再派“西丹”一二百名，

一并前往湖北，交官文调遣。 

11 月 22 日：（十月十七日）俄国东西伯力利亚总督向中国库伦

办事大臣递交 8条照会。其中第七条要求中国于明年 2月派员会同俄

官在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勘界立牌。 

12月 8日：（十一月四日）因津、沽海口炮台修竣，需派兵驻守，

清政府命景淳备马队 1000 名，于明年阴历二月初务必抵达天津，交

僧格林沁调遣。 

是年，至是年末，驻黑龙江北岸俄军达 4400 多人，驻乌苏里江

以东地区俄军达 3200多人，连同家属共 2万余人。 

 

1859年（咸丰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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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4 日：（咸丰八年十二月一日）调往安徽镇压太平军起义的

吉林马队大批阵亡、病故，吉林将军遵旨选派马队 220名，前往安徽

胜保军营补充缺额。 

1月 24日：（咸丰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清政府谕告吉林将军景

淳：乌苏里江、绥芬河一带系中国内地，俄国“若肆意侵占，扰我参

珠貂鼠之地，是有意违背和约，中国断难再让”。 

2月 25日：（正月二十三日）为防英、法侵略军进入津、京，清

政府命景淳备兵 1000名，听候天津防所调遣。 

3月 26日：（二月二十二日）清政府调宁古塔副都统富明阿帮办

钦差大臣和春镇压太平天国军务。 

4月：黑龙江将军奕山与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在瑷珲

订立《通商条规》14 条，规定两国边界贸易以货换货，俱不纳税，

官为照料，以免争端。吉林与俄国的边界贸易亦按该条规实行。 

5月 24日：（四月二十二日）俄官奇萨罗幅率众由图勒密沿乌苏

里江上驶，声称赴兴凯湖一带“勘界”。 

5月 28日：（四月二十六日）俄使彼罗夫斯基照会军机处，要求

中俄东部以乌苏里江为界。 

6月 10日：（五月十日）清政府谕令黑龙江将军奕山转饬吉拉明

阿（参加中俄《瑷珲条约》的中方代表之一），与穆拉维约夫重新交

涉，将《瑷珲条约》中“两国共管”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一语删去，以

免俄国借口侵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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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5日：（五月十五日）俄官彻卜勒幅溯松花江驶抵三姓，要

求通商，并在三姓街坊窜扰，图奸民妇，引起民愤。29 日，彻卜勒

幅被当地居民刘有殴毙。此案引起中俄严重交涉，清政府迫于压力，

将刘有逮捕处决。 

6月 16日：（五月十六日）俄国凭借《瑷珲条约》中“两国共管”

一语，不断派兵侵占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奕山和吉拉明阿因此获罪。

是日，清廷下令将奕山革职，暂留本任；将吉拉明阿革职后，押赴乌

苏里江地区“枷号示众”。 

6月中旬：穆拉维约夫乘军舰到果尔涅特角与图们江口之间海岸

一带视察，将该处海湾命名为大彼得湾，并留军舰在波谢特湾过冬，

修筑炮台。 

7月 29日：（六月三十日）清政府谕令奕山和景淳会商后，设法

与俄交涉，更正《瑷珲条约》中有关规定，重订中俄边界条约，重申

除黑龙江以北空旷地方外，其余地区不准俄国侵占。9 月 24 日，清

政府再次谕令景淳：向穆拉维约夫重申，俄国不得侵占吉林地界，黑

龙江下游北岸除已占领的奇吉、阔吞屯等地外，必须立定四至，划清

界限，即使是空旷之地，也不得任意占据。 

10月 2日：（九月七日）景淳奏请除吉林副都统所属的罗拉密、

英额岭等处参山照旧封禁外，拟开禁宁古塔副都统所属的绥芬、三姓

副都统所属的乌苏里一带山场，准许揽头招募刨夫，前往打牲、伐木、

采药、开荒，借以保护山场，防止俄国侵略。8日，清政府准行。 

10 月 20 日：（九月二十五日）穆拉维约夫乘船驶至黑河口，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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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姓副都统富尼扬阿登船诘问，重申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不与俄国毗

连，不必勘界。穆拉维约夫态度骄横，忿忿而去。 

11月 8日：（十月十四日）为借人民群众的力量和声威制止俄国

侵占中国领土，清政府谕令吉林将军组织城乡抗俄团练。 

12 月 22 日：（十一月二十九日）俄人百余名手执刀枪，强行占

据乌苏里卡伦，将驻卡官兵驱逐出卡。 

是年，为防御俄国侵略，三姓副都统辖境增设挠力河口、尼满河

口和黑河口 3个卡伦。 

是年，吉林人口共 32.9万人。 

 

1860年（咸丰十年） 

 

1月 13日：（咸丰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俄使伊格纳切夫照会军

机处，胡说“乌苏里江至海地区，在中国不过弹丸不毛之地”，割让

俄国，对中国毫无损伤。 

1月 17日：（咸丰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景淳奏报：世居乌苏里

江以东地区东部滨海一带恰喀拉人六七百名，因不甘受俄国侵凌，前

来珲春协领衙署，要求迁往内地。清政府旋命景淳将恰喀拉人迁往内

地，拨给土地和军械，令其安居并协助官兵御侮。 

1月：俄国一伙暴徒闯入黑龙江北岸彪尔郭赫哲族噶珊达（乡长）

扎拉住所肆虐，调戏妇女，焚烧房屋，威逼扎拉“归顺”俄国，将其

强行押赴薛尔古（位于黑龙江北岸今列宁斯科耶附近）。5 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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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拉从薛尔古逃出后，将居住在黑河口至阔吞屯、奇吉一带的眷属

30户（共 269人）迁至黑龙江南岸居住，摆脱了俄国的殖民统治。 

2月 13日：（正月二十二日）景淳召见刨夫徐得林等。徐得林历

数了俄国侵占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的罪行，表示“愿自备武器，应募效

劳”。吉林官府当即发给“腰牌”20面，令其招募刨夫，设营联防，

保护山场。4月上旬，吉林揽头张登瀛和刨夫徐得林等在乌苏里江以

东设营 150余座，共招募营夫万余人。 

3月 10日：（二月十八日）为防御俄船由黑河口入侵松花江，景

淳于是日和次日派两起官兵、“西丹”共 1000人，变装前往黑河口驻

扎。4月 3日，又派打牲乌拉壮丁 300名驰赴珲春，屯驻沿海一带，

防御俄军从海上入侵。 

4月 30日：（闰三月十日）景淳奏报：为防御俄国入侵，于三姓

至尼满河口之间新设台卡 8道，由三姓派兵 200名，前往尼满河口以

西的老岭驻扎；命阿勒楚喀副都统备官兵、“西丹”500 名，听候调

遣。 

6月：俄军占领吉林将军境内重要出海口海参崴，改名为符拉迪

沃斯托克（意为“控制东方”），从此吉林失去了重要的出海口。 

9 月 6 日：（七月二十一日）英、法侵略军向通州进发，清政府

命景淳速于本地挑选马队“余丁”1000名、猎户 1000名，赶赴通州，

听候调遣。 

9月 22日：（八月八日）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咸丰帝以“巡幸

木兰”为名，逃往热河行宫。次日，清政府谕令前调黑龙江和吉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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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如已进关，即折赴热河“护驾”。旋因英、法船舰驶入山海关老龙

头海口，又命山海关副都统截留前往“护驾”的吉林军队 1000 名，

协同山海关驻军防守。 

11 月 14 日：（十月二日）恭亲王奕訢被迫与俄使签订中俄《北

京条约》，共 15条。第一条规定了中俄两国东部边界的走向，承认《瑷

珲条约》，并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划归俄国。第三条规定，关于中俄

东界（指兴凯湖至图们江口一段），两国将派勘界代表，于咸丰十一

年三月在乌苏里江口会齐，前往乌苏里地区勘界。俄国通过这一不平

等条约，攫取了吉林将军管辖的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40 多

万平方公里领土。 

12 月 30 日；（十一月九日）清政府任命仓场侍郎成琦为钦差大

臣，于咸丰十一年正月前往吉林，会同吉林将军景淳办理与俄勘界事

宜。 

 

1861年（咸丰十一年） 

 

2 月 2 日：（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清政府允准开垦凉水泉

南界舒兰以北土门子一带荒地（约 10万垧）、省西围场（约 8万垧）、

阿勒楚喀东蜚克图站一带荒地（约 8 万垧）、双城堡剩存圈荒以及恒

产夹界边荒（约 4万垧），5年后升科。 

是日，因江道冻阻，中国勘界钦差大臣成琦等未能如期到达，清

政府命成琦于春季赶至兴凯湖、图们江。6日，奕訢照会俄国，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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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界大臣改于咸丰十一年四月下旬在乌苏里江口会齐。 

3 月 4 日：（正月二十三日）清政府寄谕吉林、黑龙江将军：各

省驻防八旗营员均准保升绿营之缺，唯吉林、黑龙江等处八旗营员不

准保升绿营员缺，以示限制。 

3月 14日：（二月四日）矿工李凤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才宝善

和刘珠等率众六七百人，举行反清起义，攻入朝阳县城。起义队伍迅

速扩大。很快进入吉林境内。 

4 月 3 日：（二月二十四日）营口正式开埠，成为资本主义国家

在东北掠夺原料、倾销商品的贸易港口，对吉林经济的发展影响颇大，

加速了东北地区半殖民化进程。 

5月 5日：（三月二十六日）勘界钦差大臣成琦一行抵吉林省城。

28日，清政府发给成琦、景淳“全权大臣便宜行事”上谕一道。 

6月 7日：（四月二十九日）中俄两国勘界代表分别于是日和 11

日到达兴凯湖西北。俄国勘界全权代表卡札凯维奇、布多戈斯基等在

土尔河口扎营，并于湖岸安置大炮。双方约定于 6月 15日在兴凯湖

附近的达连泡举行会议。 

6 月 8 日：（五月一日）中国勘界代表发现俄国在兴凯湖西北的

快荡必拉（今黑龙江省密山县当璧镇）砍树盖房，成琦与景淳连衔照

会卡札凯维琦，要求俄国不得在中国领土上任意占地建房。 

6月 18日：（五月十一日）俄国勘界代表爽约食言，不按期与会，

成琦等不得不于是日前往俄方营地，双方开始谈判，史称中俄兴凯湖

勘界会议。双方首先就白棱河的方位进行辩论。俄方强指被其占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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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凯湖西北的土尔河为白棱河，中方则以充分的根据认定兴凯湖西南

的白珍河即白棱河。次日，俄方代表图勒宾携带照会至中方营地，要

求将距松阿察河甚远的穆棱河流域作为中俄“公共之地”，被中方严

词拒绝。22 日，卡札凯维琦带兵数十名来中方营地，要求将珲春河

流域作为两国“公共之地”，亦遭中方拒绝。28日，双方代表达成协

议，签定了中俄《勘分东界约记》和《交界道路记文》，作为中俄《北

京条约》的补充条款。条约规定，自乌苏里江口至图们江口立“耶”、

“亦”、“喀”、“拉”、“那”、“倭”、“怕”、“土”8个界牌。除少数界

牌由双方会立外，大部分由俄国一手包办。通过这次勘界，俄国将兴

凯湖大半及其相连领土以及图们江沿岸一带纳入俄国版图。 

6月 20日：（五月十三日）据盛京将军玉明奏报，起义军才宝善

部已进入吉林和科尔沁境内，起义人数发展到三四千人。清政府谕令

玉明全力镇压，将所调吉林军队交恩合统带。 

11 月 28 日：（十月二十六日）清政府寄谕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

军：“东省官兵素称劲旅，近调赴各省军营之吉林、黑龙江马队，每

以幼弱西丹充数，以致剿捕不能得力，实属不以军务为重。嗣后遇有

征调，该将军等务须选派精壮官兵，驰赴各路军营，听候调遣，毋得

以幼弱西丹充数，致误事机”。 

是年，裁撤伯都讷城东的挫草顶子、凉水泉子、莲花河口卡伦。 

是年，吉林人口共 3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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