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朝时期道光年间 

1821年（道光元年） 

 

2 月 8 日：（正月六日）阿勒楚喀、双城堡荒地已垦 9 万余垧，

可移驻闲散京旗 3000户，拟明年始伐木造屋。1824年分 4批移驻京

旗。是日，令愿移驻者于本旗报名，汇总后咨报户部。 

2月：恢复窦心传知县衙，使其办理双城堡屯田盖房、募商开铺、

烧制砖瓦等事更为得力。 

6月 9日：（五月十日）于梨树城添设分防巡磨，隶属昌图厅。 

11 月 14 日：（十月二十日）近年打牲乌拉所进东珠数减质次。

为保护蛤蚌，准所有采珠河口自明年始停采 3年，以资生养。 

12月 2日：（十一月八日）为解决修建粮仓费用，令每垧由征谷

物一仓石改征钱 300文。旋因谷价甚贱，征钱困难，仍征收谷物。 

12月 28日：（十二月五日）伯都讷空闲围场既无林木又无牲畜，

可垦地 20 余万垧。准筹备开垦伯都讷围荒，以备移驻京旗；待双城

堡屯田征租后再行试垦。 

 

1822年（道光二年） 

 

2 月 18 日：（正月二十七日）愿移驻双城堡屯田者仅有 28 户，

15年内移驻京旗 3000户难以实现。是日，定伯都讷屯田暂缓进行，

应集中办理双城堡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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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扎担保任三姓副都统，原副都统国勒明阿卒。 

8月 13日：（六月二十七日）黑龙江将军松箖（原名松宁）再任

吉林将军，原任将军富俊任理藩院尚书。 

8月 15日：（六月二十九日）吉林书院教读乏人。富俊奏请将废

员马瑞辰改发吉林，专司教读。是日，清廷以东三省为清朝根本之地，

原以满语、骑射为重，课生徒学文艺于满洲旧规无益，予以驳回。 

9 月 29 日：（八月十五日）双城堡屯田已达 6500 余垧。定于本

年秋后照承种 6年升科之例按垧纳粮。 

是年冬，阿勒楚喀、拉林各派兵 100 名，宁古塔、三姓各派兵

50 名，又各城派砍木官 4 员进山伐木，以备双城堡屯丁修造房屋之

需。 

是年，长春厅编定实在民户 1.0776万户，丁口 5.1879万人。 

 

1823年（道光三年） 

 

是年春，吉林将军衙门堂主事萨英额勘丈伯都讷闲荒地亩时，于

五家子站北荒发现“大金得胜陀颂”石碑，并将其文抄录，收入道光

七年编撰的《吉林外纪》中，遂得以传世（此碑今存）。 

5月 20日：（四月十日）伯都讷副都统和福任宁古塔副都统。拉

林协领永海任伯都讷副都统。宁古塔副都统达斯欢岱卒。 

10月 6日：（九月三日）以双城堡一带有流民携眷垦种，遂将协

领舒精额降为佐领，各屯骁骑校分别责罚，派兵将流民强行驱走。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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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出舒精额等人私典官荒，私允商民盖房开铺，坐取租银。舒精额旋

自杀。 

10 月 30 日：（九月二十七日）松筠任吉林将军，原任将军松箖

卒。 

11月 2日：（九月三十日）伯都讷副都统永海任拉林协领时，私

自挪用库银、虚报开销一事被查出。是日，革去永海伯都讷副都统职

务，任苏保为伯都讷副都统。阿勒楚喀副都统穆腾额疏职失察，佐领

阿勒金泰、防御岳陵阿等通同作弊，亦一并交部查处。 

12月：倭楞泰任吉林副都统，原副都统哈升阿解职。 

 

1824年（道光四年） 

 

1月 30日：（道光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因户部库银不足，决定本

年东三省官兵所需俸饷由浙江、湖南、山东、山西、九江关、浒墅关

等处拨出银 110万两供给。拨银尚未全数解到，先将打牲乌拉俸银全

部发给，其余暂发一半，俟后补齐。 

1月：硕德任伯都讷副都统，原任副都统苏伦保调往正黄旗汉军。 

2月 4日：（正月五日）愿移驻双城堡屯田者 53户，发给行装和

安置银两，安排驿车，由乾清门侍卫护送由京启程出关。 

3 月 3 日：（二月三日）吉林将军松筠奏请修订参务章程，并在

小绥芬、双城子、达塌河一带屯田垦种，以供参夫口粮。清廷以垦种、

采参不能兼顾，路途遥远，不便督查等为由，予以驳回。令仍按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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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揽头举荐熟悉刨夫在苏城、苏子海、讷恩屯、呢满口等处寻采。按

额交上等好参，挑剩余参方准售卖。每年留山过冬刨夫不得过每票人

数之半。如有事故，揽头于放参票前注册更换，严禁无票人夹带私参。 

3月 12日：（二月十二日）郭尔罗斯公鞥克托克托瑚私招流民垦

地纳租。长春厅所属郭尔罗斯扎萨克公旗地流民垦种已达 2700余顷。

清廷追究责任。鞥克托克瑚因已死免罚，扎萨克印务协理台吉巴彦巴

图尔、协理台吉托恩多克酌罚牲畜，并令将民人实有人数造册注档，

今后不得再招 1人、再垦 1亩。 

3月：新任吉林将军松筠，以举措失误，不能胜任被解职。富俊

第四次任吉林将军。富俊到任后奏报双城堡垦区建成住房 40 所，不

够移驻京旗 53户之用。准增盖 100所住房，供今明两年移驻京旗之

用。 

5月 19日：（四月二十一日）准内地商人于三姓地方购买貂皮不

必回吉林完纳税银，可就近在三姓副都统衙门纳税领票进关贩卖。税

银存副都统衙门库内，抵充官兵俸饷。试收 3年后，以多收之年定为

税额。 

5月 25日：（四月二十七日）前任吉林将军松筠听任废员王履泰

干预公事，因泄私忿，造成双城堡协领舒精额自杀一案发。是日，令

将王履泰发往伊犁充当苦役，松筠因未能及时公断此案，被交部议处。 

6月 14日：（五月十八日）双城堡连年丰收谷贱，而阿勒楚喀谷

价每石银 4钱 5分。令将双城堡仓谷 7000石，每石减价银 1钱就近

在阿勒楚喀一带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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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6日：（六月二十日）于双城堡移驻京旗中、左、右三屯建

义学 3间，由官租项下拨钱 400吊建造。每年拨给三屯办学费用钱各

200吊，选择通晓满、汉文者为教习。 

9月 14日：（闰七月二十二日）向例，吉林貂皮送京之年由打牲

乌拉派官兵 70 余名亲自护送，往返时逾丰载。是日，准再遇送貂皮

进京之年，派官 3员、兵 10名由驿站递送。 

是日，宁古塔编审原额、新增行差人丁 1350口，征银 157.5两。

三姓城编审原额、新增行差人丁 410口，征银 71.62两。阿勒楚喀城

编审新增实在行差人丁 3074口，征银 461.1两。 

是日，定三姓各项征收税额为：每张黄貂皮征税银 3分；每百斤

黄烟征税银 2钱；买卖牛马驴骡按价银每两收 3分；买卖牛皮每张征

税银 3分；买卖猪羊每头征税银 3分；木植税每 10根抽 1根；店房

每座征税银 2两；当铺每座征税银 2两 5钱；每杆官秤征税银 1两 5

钱；每面官斗征税银 1两；土药买卖除按交易分量抽捐银每两 2分 3

厘 7毫 5丝外，按价值课税每吊 39文。 

 

1825年（道光五年） 

 

1 月 14 日：（道光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富俊奏准将伯都讷 20

余万垧肥沃闲荒交由吉林、伯都讷、阿勒楚喀等处现在纳丁纳粮民户

认垦，不另招流民。自明年起每人认领 30 垧，牛具、籽种自备。移

驻京旗时，交京旗地 20垧，其余 10垧作为垦地者己产，按数纳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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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驻京旗分八旗为两翼 25屯，每屯各安置 30户，以“治、本、于、

农、务、滋、稼、穑”八字为号，每字各编为 25号，计 200屯。 

3月 20日：（二月一日）阿勒楚喀副都统德海与黑龙江副都统金

钦保对调。 

4 月 7 日：（二月十九日）富俊奏准颁发官刻善本书籍给满洲、

蒙古官学。是日，武英殿照开列书目，装订备齐。计有《开国方略》

等共 13种、62套、384部，满、汉文各半并蒙文 1部。 

6月 19日：（五月四日）因天花流行，贡貂之赫哲人半数未前来

贡貂，所收貂皮不足额。是日，三姓副都统衙门协领托精阿将所余

750套乌林作价得银 1500两，以每张貂皮银 2两计算，购得貂皮 750

张抵数。 

7月 27日：（六月十二日）吉林春秋祭祀“长白山神”享殿，原

由盛京工部派员督修，往返劳顿。是日，准改由吉林将军派员就近勘

估修理，修理费用估需银 109两，从正项银两内动支。 

8月 17日：（七月四日）三姓副都统衙门派佐领萨尔呼兰、防御

噶勒冰阿、骁骑校乌同阿等从赫哲费雅喀、奇勒尔、库页费雅喀人等

处收得进贡貂皮 2443张，以贸易得貂皮 246张，共得貂皮 2689张，

一并装箱运解。 

9月 14日：（八月三日）双城堡屯田移驻京旗，每年砍木、建房

以及各类诉讼案件日益增多，兵丁往返徒步递送文书，颇为困难。是

日，命从吉林所属西、北两路 38驿站内抽调官马 10匹、牛 1头，于

双城堡南门外设立双城驿站，仍归北路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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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5日：（八月四日）户部原拟修订双城堡移垦章程，将单身

按一户对待，以吸引来者，加快移垦进度。但单身一人到屯，举目无

亲，易至游荡。是日，准移驻京旗不要求必有妻室，只要父母子女或

伯叔兄弟、伯叔父母二三人以上者，均按户对待，给予全份地亩、房

屋、牛具。 

11 月 18 日：（十月九日）阿勒楚喀、拉林各有额兵 406 名，负

担双城堡垦区每年建房所需木植砍伐任务，不敷派遣。是日，命从吉

林额兵内抽调 150名，从宁古塔额兵内抽调 100名，从三姓额兵内抽

调 150名，共 400名，拨赴阿勒楚喀和拉林。 

12月 6日：（十月二十七日）吉林将军奏称，修订双城堡移垦章

程后，京旗闲散愿往者日益踊跃。预定明年愿移驻双城堡闲散京旗有

189户。 

是年，长春厅治所偏僻，垦民日益增多，遂将厅治所迁往新立城

北的宽城子。 

 

1826年（道光六年） 

 

1 月 4 日：（道光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定双城堡修造移驻京旗

住房奖惩章程：派协领工员监修 150所住房，供明年移驻京旗用。如

于 8月内照定式标准修完，准给记功 2次；如泥工完毕，木工于 9月

内完工，准其功过相抵；如修不如式或 9月底未完工，降一级留任及

罚俸 1年；偷工减料者严加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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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7 日：（道光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三姓副都统扎担保因事

降调，齐齐哈尔协领吉勒通阿任三姓副都统。 

1月：德海任阿勒楚喀副都统，原任副都统穆腾额卒。 

2月 28日：（正月二十二日）因富俊筹办双城堡屯田卓有成效，

晋加太子太保宫衔。 

3月：金钦保任阿勒楚喀副都统，原任副都统德海任黑龙江副都

统。 

5 月 7 日：（四月一日）富俊在前往双城堡垦区逐屯巡视时，有

镶黄等八旗闲散富珠、隆阿等 42人恳请朝廷“周知本旗”，准父子兄

弟于明年来双城堡垦区团聚，协力躬垦。 

6月 13日：（五月八日）双城堡陆续安置移驻京旗 270户，分拨

中屯两翼 40屯居住。每总屯达经营 20屯，副总屯达徒有差使，毫无

报酬，不便管理。是日，准照原设中、左、右 3屯，每旗 5屯放总屯

达 1名、副总屯达 1名之例，由京旗闲散中再添总屯达 6名、副总屯

达 6名分管八旗。总屯达赏金顶，每名月给工食银 1两，副总屯达赏

戴虚衔金顶，不给工食银。 

是日，因移驻双城堡京旗多不习耕作，生活不免拮据。准照拉林、

阿勒楚喀屯田之例，双城堡移驻京旗每名每年赏钱 12吊，以资补助，

只给 5年。 

8 月 20 日：（七月十七日）调吉林精兵 1000 名前往哈密军营遣

派。旋增调吉林兵 500名赴新疆，平定张格尔之变。 

9月 26日：（八月二十五日）富俊奏请将从舒兰、霍伦等处采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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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场查出的流民 1000余户，5700余口，就地安置，免于驱逐，建立

乡地保甲，按地亩纳粮，以利民生。清廷不允。是日，再令富俊务于

9 月内将流民迁往伯都讷、长春厅所属闲荒安置。有地 40 垧以上流

民不给钱文。有地 4垧以下流民 4000余口，按大口 800文，小口 400

文发给路费。 

12 月 29 日：（十二月一日）双城堡修建明年移驻京旗所用住房

中，佐领都隆诺承修的 18 所，未如式苫盖，令其重新返工，并照例

处罚。 

是年，向例吉林副都统年班进京 2员，遇将军年班副都统亦去 1

员。定自本年始应值将军年班，副都统不用进京。值副都统年班，只

须进京 1员。 

是年，长春厅设学额 3名，附吉林厅考试。 

 

1827年（道光七年） 

 

1月 10日：（道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清政府以吉林等地驱逐流

民不力，致使流民日渐增多，命将在任 5年以上的前任将军赛冲阿、

前任吉林副都统达禄各降一级留任；在任 2年以上的现任吉林副都统

倭楞泰、前任吉林副都统禄成各罚俸 1年；在任 3个月的前任吉林将

军松筠罚俸 6个月。 

3月 21日：（二月二十四日）因吉林围场时常有人搭设窝棚，私

自围猎，兽类被大量捕杀，数量日益减少，命增派官兵，前赴围场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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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将私猎人员全部驱逐。 

4 月 6 日：（三月十一日）打牲乌拉采珠河口自道光四年（1824

年）停采 3年之后，继采东珠颗粒甚小，准再停采 3年，并于水陆溢

口增设卡伦，严禁私采。 

4月 18日：（三月二十三日）赫哲、库页费雅喀人进贡貂皮，照

例应赏给毛青布 1.9389 万疋。因本年户部库存不敷，命从盛京库存

银内动支 9774两，由吉林将军派员采买苏布 35543.9丈抵给。 

9 月 6 日：（七月十六日）察哈尔都统博启图任吉林将军，原任

将军富俊授协办大学士。 

9 月：吉林将军衙门堂主事萨英额撰成《吉林外纪》（又名《吉

林统志》）10卷。该书是流传至今的吉林省较早一部方志性典籍，具

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12 月 27 日：（十一月十日）张格尔之变被平息，清政府为稳定

局势，命吉林马队 500名继续留驻西四城。 

是年，郭尔罗斯公奏准将长春西部、农安西部、农安东北沐石河

以东的土地招流民垦种。租界之外有续行开垦者以 10 年为限，按亩

勘丈，入册纳租。 

是年，建成伯都讷屯田 120屯，移驻京旗不多，准将屯田地亩照

荒价减半，卖给民人原主，永为恒产，照例纳租。 

是年，世一堂药店创办于吉林城内。 

 

1828年（道光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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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9 日：（正月二十四日）张格尔于除夕之夜被俘获。吉林官

兵始陆续撤回。 

3月 30日：（二月十五日）颁行严禁民间私造私藏鸟枪章程。规

定：八旗满洲、蒙古、汉军、正身旗丁、各边门守兵用于武备鸟枪不

在禁止之例。杂项壮丁、流民等私藏鸟枪一律限半年内上报销毁，由

税银内酌给折价银两。 

4 月 3 日：（二月十九日）成都将军瑚松额任吉林将军，原任将

军博启图授御前大臣。 

6 月 2 日：（四月二十日）双城堡一带粮食连年丰收，贮存仓谷

继增，粮多价贱，已就近减价卖给驻防官兵。是日，准将双成堡道光

六、七年（1826、1827 年）所卖出道光五、六年（1825、1826 年）

仓谷，依照该年时价减至 2钱 5分报销。 

6月 28日：（五月十七日）吉林围场与奉天围场毗连之处原设封

堆参差不齐，疏密不一。封堆外邻近处旗民居住甚多。各卡伦之间均

有车辙印迹，间有流民潜入垦种、打猎、伐木，奉、吉围场界限纠葛

由是而起。是日，命于二道沟、康家口子、锡伯霍落地方添设卡伦 3

处，平毁卡伦之间所有车辙印迹，加高封堆。每卡伦增设官 1员、兵

5名，每日分两路巡查防范。 

是年，商民乔西善等 7人一次从三姓购买鹿茸 440副，转运他地

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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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9年（道光九年） 

 

1 月 3 日：（道光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准赈济宁古塔等地水灾

旗民口粮，缓征新旧额赋。 

4月 12日：（三月九日）清政府允准照拉林移垦章程之例，增加

双城堡移驻京旗地亩。原定移驻 3000户改为 1000户，每户增加垦地

15 垧；本地旗丁 3000 户，每户增加垦地 8.33 垧。总计 9 万垧垦地

全部拨完。再有人口增加由大封堆外闲荒 6万余垧拨给。允许京旗闲

散买奴仆代耕或雇工助耕，不准买卖和私自典卖土地。 

7月 27日：（六月二十七日）贷给三姓地方上年被水灾旗民粮谷。 

12月 2日：（十一月七日）富经任阿勒楚喀副都统，原任副都统

金钦保内召。 

 

1830年（道光十年） 

 

1月 22日：（道光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准缓征宁古塔、三姓受

灾歉收旗民额赋。 

4 月 2 日：（三月十日）准驻防热河的 100 户闲散旗人自愿移驻

双城堡垦种。 

4 月 8 日：（三月十六日）察哈尔都统富克精额任吉林将军，原

任将军瑚松额任盛京将军。 

11 月 5 日：（九月二十日）令副都统倭楞额率吉林兵 100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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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四起陆续启程，前往新疆。旋因喀什噶尔等城解围，吉林官兵随即

撤回。 

 

1831年（道光十一年） 

 

2月 16日：（正月四日）贷给三姓、双城堡兵民被灾口粮，蠲缓

吉林、拉林、三姓、双城堡被水灾兵民新旧额赋。 

5月；富升任伯都讷副都统，原副都统硕德任齐齐哈尔副都统。 

10 月 20 日：（九月十五日）吉林将军富克精额因摊扣俸饷被免

职。吏部尚书觉罗宝兴任吉林将军。 

11 月 24 日：（十月二十一日）阿勒楚喀副都统福经因病解职，

张仲敬任阿勒楚喀副都统。 

12 月 12 日：（十一月九日）宁古塔、双城堡遭受霜雹灾害，准

减缓兵丁新旧额赋，贷给旗民口粮。 

12月：伊勒东阿任宁古塔副都统，原副都统和福任宁夏副都统。 

 

1832年（道光十二年） 

 

1月 25日：（道光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吉林官兵各项差务款

项每年约需银 3000 余两，除由马厂地租剩余款内动支外，不得不在

俸饷内按人头摊扣。是日，命今后于税银参款余项款发商生息利银内

取其一半利银 3000 两津贴吉林官兵差务之费；另一半利银用作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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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驻京旗。此后不得摊扣俸饷。 

2月 22日：（正月二十一日）为鼓励旗人操演鸟枪，特定吉林旗

人捕打牲畜地界章程。规定：吉林所属旗人初次逃走仍按旧例，被拿

获者鞭 100；一年内自行返回者免罪；一年以外返回者鞭 60；二次逃

走者一律销档为民；除松花江西岸、辉发河北岸封禁地外，其余闲旷

山场均许旗人使用鸟枪捕打牲畜；卖牲畜之人发给照票，不被查禁。 

4月 29日：（三月二十九日）调吉林兵 500名前往湖南镇压江华

县赵金龙领导的傜族起义。 

5 月 9 日：（四月十日）盛京五部侍郎及各省将军、都统、副都

统、城守尉、总管等，有年班轮替进京之例。是日，定上述各级官员

自到任之日起，满 3年后奏请进京。 

11 月：吉林、宁古塔、伯都讷、三姓、阿勒楚喀、拉林、双城

堡遭灾歉收，准减缓该处旗民应纳额赋，贷给口粮、籽种。 

1833年（道光十三年） 

 

3 月 3 日：（正月十二日）黑龙江总管长德任伯都讷副都统，原

伯都讷副都统富升解职。 

3 月 9 日：（正月十八日）潜入吉林等处参山种植秧参者越来越

多，先后捉获王树、杜育芳、马笃义多人。是日，清廷谕令严厉查处

历年失察的巡山官兵。 

5月 26日：（四月八日）热河都统保昌任吉林将军，原任将军觉

罗宝兴任盛京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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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9日：（六月三日）黑龙江各地歉收缺粮，准调拨伯都讷仓

谷 2万石，运往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城存贮备用。 

7月 25日：（六月九日）伯都讷副都统长德与三姓副都统吉勒通

阿互调。 

9 月 22 日：（七月八日）从乌拉、凉水泉开垦的 7.39 万余垧地

中拨出 2万垧地，以七成赏给乌拉总管衙门，三成赏给协领衙门招佃

租种，作为津贴官差、奖赏兵丁费用。 

 

1834年（道光十四年） 

 

1月 29日：（道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吉林绅士欲捐建考棚，

请学臣就近考试。是日，清廷以吉林为发祥之地，应恪守旧规，不得

习尚文辞，予以驳回。 

11月，准蠲缓吉林十旗、打牲乌拉八旗额赋。 

 

1835年（道光十五年） 

 

2月 23日：（正月二十六日）吉林将军保昌任黑龙江将军，伊犁

参赞大臣苏清阿任吉林将军，未到任卒。旋再任保昌为吉林将军。 

8 月 3 日：（闰六月九日）黑龙江将军祥康调任吉林将军，原任

将军保昌调往乌里雅苏台。 

9月 16日：（七月二十四日）颁行奉天、吉林查禁鸟枪与沿边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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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防范章程。规定：每年四五月间派官兵周查一次；靠近围场居住的

旗民，如携带鸟枪、斧锯者，不准卖给口粮；奉、吉围场毗连处，以

伊通河为界，奉天于西岸设那丹保卡伦，吉林于东岸设伊通卡伦，严

加查防。 

10 月；吉林遭受涝灾，准蠲宁古塔旗人旧欠公仓、义仓谷 3993

石，民户旧欠地丁米折银 824 两。蠲三姓旗人公仓、义仓谷 1.1723

万石。蠲双城堡屯丁旧义仓谷 1668石。 

10月：咸龄任吉林副都统，原副都统倭楞泰革职。 

12月：准缓征吉林本年旗人公仓、义仓粮谷。 

 

1836年（道光十六年） 

 

2 月 5 日：（道光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双城堡移驻京旗将原建

官房私自拆改 194所。阿勒楚喀副都统张仲敬查出后草草处理，敷衍

了事。遂将张仲敬降调。和伦任阿勒楚喀副都统，旋与盛京副都统察

隆阿对调。 

2 月 7 日：（道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吉林将军祥康因克扣

兵饷降任盛京副都统。广州将军乐善调任吉林将军。 

6 月 5 日：（四月二十二日）命盛京副都统祥康署理吉林将军衙

门，原任将军乐善内召。 

8月 26日：（七月十五日）道光二年（1802年）以来，双城堡一

带移驻京旗及屯丁私招携眷流民 252户佣耕。是日，清廷重申只准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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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雇佣单身民人，不得榕留携眷流民。 

9 月 9 日：（七月二十九日）通令双城堡垦区再有京旗私自拆毁

住房者，一经查出，即枷号责罚，游行示众。 

12月 7日：（十月二十九日）三姓地方受灾歉收，准缓征旗人本

年公仓、义仓粮谷 4920石，民户地丁米折银 69两，并道光十二年（1832

年）、十六年（1836年）旧欠公仓、义仓粮谷。 

12 月 14 日：（十一月七日）黑龙江协领富勒洪额任伯都讷副都

统，原副都统吉勒通阿因病退休。 

是年，长春厅新增民户 4494户，编定 1.527户；新增丁口 1.229

万口，编定 6.4168万口。 

 

1837年（道光十七年） 

 

3月 4日：（正月二十八日）再任盛京副都统祥康为吉林将军。 

4月 16日：（三月十二日）东三省饷银每年达 145万两，需运输

车 50 余辆，赴京预领时，仅由盛京户部派关防及协领各一员押送，

难以照护。是日，命从吉林、黑龙江应派领员名额内拨出数员一同进

京领取，一同押车运回。 

7月 25日：（六月二十三日）查出双城堡界外余荒私垦及三屯村

公所私垦地亩若干。是日，清政府命将所有失察协领、佐领、骁骑校

及侵垦官员交部议处。今后再有私垦禁荒者，官则降革，兵则革退钱

粮并枷责，民则一律解回原籍管束。 

 17



10 月：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所用砝码，仅自 1 分起至 500 两止，

正码一付，并无副码。准照例添铸副码一付，计 31 件，派委署骁骑

校玛金保赴工部领取。 

12月 5日：（十一月八日）三姓遭受霜灾歉收，准缓征旗人本年

公仓、义仓粮谷 5220 石，并旧欠公仓、义仓粮谷及民人地丁米折银

两。 

12 月 11 日：（十一月十四日）准将宁古塔公仓卖谷闲款银 1 万

两贷给铺商，每月息银 1分。每年将息银 500两归还原款，700两用

作官兵差务费用。20 年将原款归还，其本银照旧生息，永远作为官

兵差费津贴，不准再摊扣俸饷。 

12月 14日：（十一月十七日）本年考核各省驻防军政官员结果，

吉林将军所属卓异官 3员、有疾官 2员、骑射平常官 5员，照例分别

给予奖罚。 

1838年（道光十八年） 

 

3月 31日：（三月六日）以移驻双城堡京旗及盛京、吉林移驻旗

人多系满人，准所有双城堡协领官缺，从该处满洲佐领内拣选。如不

得人选，可于各处满洲佐领内选补。 

4月 18日：（三月二十四日）吉林各卡伦官员津贴短缺，准从吉

林库银内拨出 2万两，贷给铺商生息，将息银发给各卡伦官兵，做为

各项盘费、修补房屋及购买口粮之用。 

5 月 7 日：（四月十四日）宁古塔副都统伊勒东阿年老乞休，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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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德善任宁古塔副都统。 

9月 15日：（七月二十七日）清廷令吉林将军祥康察看吉林等处

副都统有无年力衰迈、才干平庸、不能胜任者。旋查明三姓副都统长

德年逾七十，步履艰难。遂决定长德以原品级退休，前宁古塔副都统

伊勒东阿任三姓副都统。 

9月 21日：（八月三日）吉林将军祥康先后两次保送进京官员 14

人，仅有 5人鸟枪弓马技艺尚可，其余 9人技艺不堪被辞回。清政府

令祥康拔去顶带花翎，与吉林副都统一并交部议处。 

10 月：伯都讷副都统福勒洪额解职，恒通任伯都讷副都统。旋

调恒通任宁夏副都统，呼伦贝尔总管巴雅尔调任伯都讷副都统。 

12 月 26 日：（十一月十日）宁古塔等地受灾歉收，缓征宁古塔

旗人本年公仓、义仓粮谷及民人地丁米折银两。缓征三姓旗人旧欠公

仓、义仓粮谷。 

12月：辑瑞任吉林副都统，原副都统咸龄留京。 

是年，打牲乌拉总管佗克通阿因年迈乞退，翼领楞额任打牲乌拉

总管。 

 

1839年（道光十九年） 

 

11 月 26 日：（十月二十一日）宁古塔等地连年遭灾歉收，准缓

征宁古塔旗民公仓、义仓粮谷及民人地丁米折银两。缓征三姓旗人旧

欠公仓、义仓粮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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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30日：（十月二十五日）以打牲乌拉总管衙门距吉林较近，

准今后所有差用、俸饷等银两交由吉林将军查明后，汇总核销。 

是年，吉林北路驿站私开八里荒垦地 3.4万余垧，擅作津贴，命

将所开地亩收回入官征租。 

 

1840年（道光二十年） 

 

4月 10日：（三月九日）英国国会通过军费支出案，决定发动侵

华战争。6月 21日，懿律率英国“东方远征军”侵入中国广东海面，

封锁珠江口，中国被迫还击。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5月 10日：（四月九日）成都将军经额布调任吉林将军。经额布

到任前，由盛京户部侍郎惟勤署吉林将军。 

12 月 27 日：（十二月四日）据给事中朱成烈奏称：阿勒楚喀和

双城堡三屯共有熟地 9万余垧，除授给移驻京旗外，余田甚多；伯都

讷围场亦有堪种荒地；大封堆一带有可垦土地 6万余顷。以上荒地，

请准开垦，以增加饷源。是日，清政府谕知惟勤派人查勘，倘可开垦，

即准招民认领。 

是年，吉林人口共 32.4万人。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 

 

1 月 6 日：（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为防御英军北犯，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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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谕令惟勤于吉林挑选精兵 500名，俟接到盛京将军耆英调令，即驰

赴盛京一带屯扎。2 月 2 日，清政府又命吉林备兵 1000 名，听候调

遣。 

1月 17日：（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据惟勤奏报：打牲乌

拉凉水泉官荒隙地例行封禁，今有民人李永发和王梦基占据官荒 7200

多垧，招民垦种，并领有乌拉总管和乌拉协领衙门所发印照。是日，

清政府令惟勤派员查办。 

夏季，伯都讷所属地方遭受雹灾，秋歉收。 

9月 13日：（七月二十八日）厦门失守，为防英军北犯，清政府

命惟勤再于本省备兵 1000名，开赴盛京，交耆英调遣。10月 11日，

令将前调吉林军队 1000名开赴山海关驻守。 

10 月 22 日：（九月八日）清政府调伯都讷副都统福勒洪额驰抵

山海关，与墨尔根城副都统乌凌额共同指挥黑龙江援兵，严防英军北

进。 

是年，法籍天主教主教方履活之俊在今农安小八家子建立天主教

堂，是为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在吉林省设立的第一个传教点。小八家

子教堂后经多次扩建，逐渐完善。1908年，用“庚子赔款”5万两银

建筑一座罗马哥特式双峰尖拱大教堂，成为吉林省著名的大教堂，培

养许多神甫、修士、修女，在省内外影响颇大。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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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22日：（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恐碍旗人生计，清政

府谕令吉林将军严禁流民携带眷属进入双城堡，每届年终，调查奏报

一次。 

4月 2日：（二月二十二日）吉林省城及其附近大雪成灾，雪深 2

丈，交通堵塞，房屋坍塌，人畜伤毙甚重，出动 3000余人清雪。 

5月 19日：（四月十日）清政府谕令吉林除禁山以外，仍遵照道

光十一年章程，准许旗人入山打猎，练习骑射。 

6月 22日：（五月十四日）因英军侵入吴淞口，宝山失守，清政

府谕令吉林将军经额布选精兵 1000名，配齐马匹、器械，驰往天津。

28日，续调吉林军队 1000名，其中 500名由协领桂林等率赴山海关，

另 500名由三姓副都统依勒东阿带赴锦州高桥驻守。 

10月 10日：（九月七日）《南京条约》签订后，出防盛京沿海一

带的吉林军队从是日起，陆续撤回原地。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 

 

1月 20日：（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据吉林将军经额布奏

报：珲春所属英安河、密占卡伦等处，旗人私自结屋垦地，现将房屋

数十处、垦地千余垧平毁。是日，清政府谕令每年于春秋二季，派协

领前往调查，由副都统加结呈报。 

12月 1日：（十月十日）鸦片烟毒泛滥，道光帝重申鸦片烟禁。

当时，吉林也有“暗销烟土”的据点，民间、官府和军队内多有吸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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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 

 

3月 17日：（正月二十九日）吉林实行新的捕盗章程。章程规定：

每年阴历十月至翌年二月，派骁骑校委官 3员带领兵役，分赴吉林、

长春两厅与奉天接壤处分段搜巡；每次分为 3班，每 50天轮换一次。 

4月 24日：（三月七日）清政府诏准《吉林调剂双城堡移驻京旗

章程》8 条。章程规定：将近屯荒地 8000 余垧分给 3 屯屯丁及官兵

子弟领种；未种耕地，令屯丁认佃代种；到屯之京旗，一律给予津贴

资助；设立满、汉义学等。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 

 

6月 25日：（五月二十一日）因凉水泉尚有官荒 8.1万垧，清政

府谕令经额布派员查明界限，设立封堆，重申禁令，不准流民再越界

偷种。 

是年，天主教东北教区（该教区于 1838 年建立）代理主教布鲁

尼埃携带祷告书和耶稣受难像进入阿勒楚喀、三姓和拉哈苏苏（今黑

龙江省同江县）等地传教。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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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4 日：（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清政府下诏：嗣后倘再

有流民私入双城堡各旗屯，或者雇用流民代耕，将土地私招民佃，致

使耕地被民人占据，即对将军、副都统从重惩处，决不宽贷。 

6 月——7 月，松花江、牡丹江、胡尔哈河因大雨泛滥成灾，三

姓、宁古塔、珲春所属各地大量房屋、耕地被淹，人民流离失所。9

月 19 日、11 月 10 日，清政府两次谕令吉林将军派员调查，筹款赈

济，准拨省城公仓俸米运往灾区。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 

 

3 月 7 日：（正月二十一日）户部奏准吉林珠尔山官荒（共 5.6

万余垧）除现已招垦 2626 垧外，其余照凉水泉官荒成案实行封禁，

并命吉林将军、副都统亲赴各地查勘余荒，自本年始，于扼要处设立

封堆，永远封禁。 

5月 27日：（四月十四日）因盛京境内贫苦旗人纷纷逃赴双城堡

投亲就食，清政府谕令经额布严守旧章，以“逃旗”论处。鉴于旗人

携眷前往者甚多，且因贫困所致，应加开导，令其各回本旗，对孤苦

无靠者准予容留。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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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流民韩宪宗违禁进入夹皮沟采金，与握有金矿实权的李成

等数十人结为兄弟，势力骤增。旋施巧计，擒杀匪首梁才，当上了夹

皮沟金矿“练长”。1856 年自封为“统领”，一时名声大噪，威震遐

迩，称霸吉林南山。其势力所及，包括今桦甸、安图、靖宇、抚松等

县大部分地区。其地在“柳条边”外，故被称为“韩边外”。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 

 

1月 19日：（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经额布因事降职，

荆州将军倭什讷调任吉林将军。 

6月 24日：（五月五日）俄国扩张主义者“外贝加尔”号运输船

船长涅维尔斯科依在俄国政府和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支持下，

在勘察加半岛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港卸货后，驾船驶入当时吉林将

军所属的库页岛和黑龙江口一带。7月 9日，涅维尔斯科依率水兵侵

入中国黑龙江口湾北部进行非法考察。22 日，至黑龙江口进行非法

活动。次日，侵入黑龙江，到达库艾格达岬，擅将该地改名为康斯坦

丁半岛。25日，侵入黑龙江口右岸。 

12 月 16 日：（十月二十二日）因吉林将军衙署银库被盗，清政

府令将银库值班官员立即革职，交吉林将军审讯。 

 

1850年（道光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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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 日：（五月二十二日）倭什讷改任成都将军，杭州副都统

固庆调任吉林将军。 

7月 24日：（六月十六日）涅维尔斯科依一伙携带火炮侵入黑龙

江口，溯江上驶 120公里，至中国明代奴儿干都司衙门和永宁寺所在

地特林。侵略者爬上岸，被当地 200多名村民包围。涅维尔斯科依以

武力威胁，悍然宣布外兴安岭以南、滨海一带和库页岛都是“俄国的

领土”。 

8月 13日：（七月六日）涅维尔斯科依一伙侵入吉林将军三姓副

都统辖境庙街，强迫附近费雅喀人到该地集合，在炮声中升起俄国军

旗，宣布在此地建立军事哨所——尼古拉耶夫斯克。该哨所是俄国为

大规模侵略中国黑龙江将军和吉林将军所辖地区在中国领土上建立

的第一个军事据点。 

11 月 26 日：（十月二十三日）清政府再次谕令吉林将军，双城

堡、珠尔山（除已准拨给官兵承种 1.979 万垧外）、凉水泉、夹皮沟

4处闲荒一律封禁，严禁流民偷垦。 

是年，吉林人口共 32.7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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