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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河历史文化系列丛书》是在党的十八大提出文化体制改

革及文化大发展战略这一关键时期得以出版的，这是我们漠河的一

件大事，更是我们在文化发展与战略上的一个重大举措，同时也是

我们建设旅游名城，打造最北文化品牌的一个新突破。这套丛书共

计四本，分别是以北字元素为核心的北文化《寻北之旅》、以百年

采金史为核心的金文化《黄金史诗》、以鄂伦春民族为核心的土著

文化《远古呼唤》及以黑龙江源头历史为核心的龙文化《龙之源

头》。四本书，涵盖了漠河文化的四个方面，这里有几个世纪以来

抗击外侮的英雄史诗，有逾越百年的采金血泪史，有原始少数民族

的灿烂文化，也有中国最北山村的边塞风情。所有这一切，如同大

音希声的交响乐，奏响着黑龙江源头的迂回旋律。

人间冷暖，世事无常，我们无法完全再现历史的每个细节，

但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心、我们的笔，尽可能地记述那曾经发生过的

中共漠河县委书记　王开明

漠河县人民政府县长　孙喜国

总　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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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并从这些往事中，找到我们先民创造的文化精髓，在这文化

中，我们去感知那曾经有过的静谧生活和铁与火的硝烟。那么漠河

文化的特点是什么？我们研究黑龙江源头历史及文化，其意义又是

什么呢？

提纲挈领，漠河文化的特点归结起来，应该有以下三个特征：

一是以狩猎文化为基础。漠河历史悠久，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据史

载，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类活动的记录，历史上，黑龙江源

头一带一直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繁衍生息之地。鄂伦春、鄂温克、

达斡尔等游猎民族创造了独特的狩猎文化，因此，北方少数民族的

狩猎文化构成了漠河文化的基础。二是以欧洲文化为特色。随着胭

脂沟发现黄金，漠河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历史阶段。俄罗斯人为

盗采黄金大举侵入，给漠河带来了异域的文化，时至今日，北极

村在建筑、饮食、语言及人种上还相当程度地保留着欧洲文化的色

彩，如大举架尖顶的木刻楞房屋、大列巴、“卫大锣”（水桶）、

“暖巴啦”（仓房），及二代、三代的混血儿。因此，异域风情构

成了漠河文化的特色。三是以移民文化为主流，以齐鲁文化为代

表。俄罗斯人被清廷驱逐出去之后，随着李金镛创办漠河金矿，

中原文化大规模渗透到这个边远的荒夷之地。特别是宋小濂、刘臣

五、屠荫堂等人创办的“塞鸿诗社”，为这片古老的土地注入了鲜

活的文化元素。宋小濂所著的《北徼纪游》与袁大化所著的《漠矿

录》成为研究漠河文化及历史仅存的翔实史料。世界上最大的移民

潮同样涉及漠河，齐鲁文化迅速成了当地的优势文化。因此，中原

文化构成了漠河文化的主体。基于以上三个特点，历经几代人的磨

合与改造，从而形成了迥异于内地的北极文化。

我们研究黑龙江源头的文化，我想，至少有以下六个方面的意

义，这些意义也构成了黑龙江源头文化的内涵。

一是从整体上看，黑龙江流域与中原的长江、黄河流域一样，

都是孕育人类文明的摇篮。考古研究成果表明，在黑龙江流域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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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活动的历史可追溯到石器时代。这个时期，正处于人类文明的启

蒙阶段。应该说黑龙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同样做出了突出的贡

献，这是黑龙江源头文化的价值所在。

二是尽管黑龙江流域的人类发展进程与长江、黄河流域具有

同根性，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黑龙江流域又与长江、黄河流域存

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主要表现在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自然环境

上。与长江、黄河流域相比较，这里的自然环境更加苛刻。反过来

说，在这片广袤的大森林中，繁衍生息着种类、数量繁多的野生动

物。这些野生动物为生存在这里的人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正

是由于这一点，在黑龙江流域，打猎成为一种最有效，也是较其他

任何地方持续时间都长的一种生产生活方式。在这种原始的生产生

活方式之下，形成了独具特色迥异于中原的渔猎文化和原始的宗教

信仰。在这种文化的熏染下，北方各民族都具有善骑射、好迁徙、

民族与民族之间易融合易兼容的特点。同时，这种特殊的自然环

境，造就了这里的人们强悍的体魄与粗犷的性格。

三是在历史上这里就是政治界线收放明显的天之一隅。在历

史的发展进程中，秦朝以前，这里就是东胡人的聚集地，西汉时期

黑龙江全流域就已经是鲜卑人的生活区域，到了唐朝时，我国北方

的疆域就已经到达贝加尔湖和叶尼塞河上游，而元朝时，中国版图

更是横跨亚欧大陆，这个时候中国的北部边境已经越过西伯利亚到

达了北极圈，黑龙江一带完全是中国的内地。明代至清康熙朝中俄

《尼布楚条约》签订，中国版图虽略有收缩，但整个黑龙江仍然

是中国的内河。从1858年5月俄国强迫清王朝签订了中俄《瑷珲条

约》到1860年签订中俄《北京条约》，随着黑龙江以北大片土地的

丧失，持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内河黑龙江，最终变成了中俄界河，

成就了它世界第一大界河的地位。几经历史变迁，黑龙江成为中国

的北大门，它的边境地位及位于中国最北的地理位置，吸引了众多

国人的目光。



黄
金
史
诗

004 005

四是这里既是一个远离中原的政治中心，又是兵家必争之

地。从1587年（万历十五年）俄罗斯一小股哥萨克人越过乌拉尔

山开始向亚洲扩张起，到1643年沙俄匪军波雅科夫入侵黑龙江上

游，黑龙江就开始了它不同寻常的命运。同时，俄罗斯人、汉人

及鄂伦春等民族也开始了民族的大融合。到1934年日本人入侵黑

龙江以后，黑龙江源头的文化也开始渐渐发生变化，就是在这290

多年（1643—1934）中，俄罗斯民族的语言、风俗、建筑、宗教

等诸多文化涌入黑龙江一带，并留下许多混血儿。日本人侵占黑

龙江流域长达11年，这11年的独裁统治，使得黑龙江一带的许多

老人略通日语。至今还有那个年代留下的遗孤，致使漠河的历史

文化呈现出多元的特点。

五是百年采金史造就了一个独特的自然村。闻名全国的最北小

村——北极村从产生的第一天开始，就不同于内地的任何一个自然

村。由于漠河老沟发现黄金，首批进入漠河的是俄罗斯人，漠河便

不可避免地成了老金沟的中转站。也就是说，漠河的出现，不是以

农业为诱因，而是从工业（矿业）起家，由商业支撑，之后才逐渐

出现农业的，渔业则一直是处于附属的地位。今天的北极村，正是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展而来的。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漠河渐

渐走上特色农业的道路，一种新型的农业，渐渐在漠河火爆起来。

最北的瓜果，因其含糖量高、纯天然、无污染、营养保健价值高，

而成为市场上的紧俏产品，受到游人的喜爱。多种的生产、生活方

式，形成了漠河独特的农村文化。

六是独特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造就了这里独特的地域风情。

地处最北的漠河，神奇的北极光、白昼现象，秀美的黑龙江源头

自然风光，远眺异国风情，著名的神州北极石，独一无二的最北

人家，古朴的黑龙江源头第一村，百年采金遗址，金圣李金镛祠

堂，俄罗斯文化突显的北红村，已经湮灭于历史长河中的边贸古镇

连崟，闻名于世的雅克萨遗址，原始的木刻楞民居，质朴的民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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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所有的这一切，都让这里的旅游资源自然天成，为黑龙江的

旅游文化加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神州北极村，中国龙江源，滔滔黑龙江水，默默诉说着几度

沧海桑田。《漠河历史文化系列丛书》是目前我们研究漠河最为深

透、最为全面的一套历史文化丛书，涵盖了漠河的历史、地理、宗

教、民风民俗、传说故事、动植物资源等诸多方面，填补了漠河许

多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空白，纠正了部分约定俗成的说法，其科学和

学术价值极高，是学习、研究漠河及中国北方历史的珍贵资料，具

有极强的参考价值和收藏价值。

《圣经·创世纪》中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水是生

命之源，水是一切生命的初始。一条黑龙江，滋养着亿万的生命，

同样也静静地看着这些生命为生存进行的抗争。一条黑龙江，流淌

的是一段久远的人类历史，吟咏的是一部不朽的民族诗篇……

2013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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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如同一釜鼎沸的开水。整个中原大地，

动荡不安，危机四伏。中国，这艘依靠封建帝制运转了两千多年的

古老航船，已经是千疮百孔，风雨飘摇了。生活在这艘航船上的人

们，渴望获得一种新的国家制度，引领他们走向新的生活。

一个时代的大变革已经不可逆转地拉开了序幕。这时的清朝帝

国已经走向末路，各种新思潮风起云涌。新旧交替，旧思想已经成

为桎梏时代发展的镣铐，西方随着工业革命而产生的各种新思潮也

随着两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撬开了国人尘封的头脑。

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摇摇欲坠。

而地处最北一隅的漠河却还是一片荒芜，地老天荒。与中原

大地的动荡不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只有

质朴的鄂伦春人骑在矮小的鄂伦春猎马上，手里握着刚刚从俄罗

斯人手里换来的火绳枪，寻找着他们的猎物。他们不知道森林以

外世事的变迁，那里发生的一切对他们也没有产生任何直接的影

响。天还是那样的蓝，水还是那样的清。一切，在他们眼里，还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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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样的安详。

然而，他们不知道，就是在他们矮马的脚下，早就已经孕育了

引发人类贪婪之心的宝物。而这宝物，也正是被他们首先发现了。

这就是黄金!

一点也不夸张地说，采金业是漠河百年风霜中最具浓墨重彩的

一笔。这一熏染着人类灵魂的贵重金属，成就了漠河的百业俱兴，

同时也造就了漠河这一中国北方重镇。

面对那光彩熠熠的黄金，折射出的是人类灵魂的丑恶与良善。

就是人类这种不同秉性的释放，在漠河这个小小的天地里上演了一

幕幕令人荡气回肠的历史悲喜剧。一个个满面风尘的封疆大吏，如

李金镛、宋小濂、袁大化、赵春芳等；一个个民族不屈的脊梁，如

桂古达尔、乔树桐、李士林、孙良宇；一个个面目狰狞的金匪，如

谢立对吉挪、谢列特金、谢廓宜司克。这些人物构成了漠河胭脂沟

丰富的历史内涵，构成了历史的风暴，拂去了久远的烟尘。今天胭

脂沟已经没有了昔日的疯狂与繁华，只有一堆堆裸露的黄沙，还向

人们述说着当年的苦与乐。

从1860年（咸丰十年）鄂伦春人在元宝山谷地得金数块，到

1877年两个俄罗斯人到漠河境内打猎，再度发现黄金，由此扯开

了沙俄盗采黄金的序幕。也由此，展开了漠河村从无到有的发展

历程。

自1883年（光绪九年）起，漠河这片原始森林，就成了俄国

金匪、逃犯和冒险家的乐园，他们由着自己的性子，肆意盗挖漠

河老沟一带的黄金。甚至一度建立一个颇具荒诞色彩的“热尔图

加共和国”。

1887年清政府得知了俄人盗采的消息，由北洋大臣李鸿章提

起奏议，派遣了吉林候补道李金镛到漠河开办金矿。在俄人盗采近

十年之后，漠河老沟金矿才回到了中国人的手中，并更名为“胭脂

沟”。然而，由于国力的衰退，这些宝贵的黄金仍然是诸列强觊觎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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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1900年庚子俄难，胭脂沟再次落入俄国人的手中。1934年

（民国二十三年），日本人占领漠河，漠河一度沦陷在日本侵略者

的铁蹄之下，被掠抢黄金长达11年。直到1945年苏联对日宣战，东

北解放，胭脂沟才真正回到了中国人的手中。然而，此时胭脂沟的

漫漫黄沙已经经历了长达百年的淘洗，所剩无多。2000年漠河县全

面停止了采金业，而那百年沧桑所留下的历史遗迹就成了后人凭吊

怀古的圣地。

路边早已摧颓的地窨子，于残垣断壁间，我们还似乎可以听

到淘金汉们出入的脚步声；庄严肃穆的李金镛祠堂，他那布满皱纹

的脸，似乎还在向后人述说那曾经的苦难与辉煌；静卧于柳兰花丛

中的妓女骨殖，谁又能知道还有几缕香魂，徘徊于群山峻岭之间？

还有那曾经歌舞升平的“八里房”，今天的我们还似乎能领略到当

年的燕语莺啼；舞榭歌台的“百万街”，旧日烟花却已然散尽……

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只有那老人口中的故

事，还时时讲述着曾经的峥嵘岁月。其中起起伏伏，构成了一幅长

达百年的瑰丽画卷，在这幅画卷中，我们领略着整个漠河的历史。

是黄金，打造了漠河的百年历史；是黄金，记录了漠河的荣辱

与兴衰。淘金者的脚步已经渐渐离我们远去，一个崭新的漠河正生

机勃勃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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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现黄金

 第一节　典出 

纵观漠河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脉络，这条脉络就像

一条闪闪发光的条带，将漠河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逐一串缀在一起。

这条脉络，就是漠河的采金史。可以这样说，漠河的百年历史，就

是漠河的百年采金史。每个重大历史事件，几乎无一例外地与黄金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百多年来，在这小小的漠河，上演了一幕

幕令人荡气回肠的英雄历史剧。正义与邪恶，盗窃与反盗窃，掠夺

与反掠夺无不在这种闪烁着冷光的金属跟前暴露或彰显出来。漠河

人与黄金结下了深厚的情缘，这情缘让漠河以独特的姿态耸立在祖

国的最北端。那悠远而璀璨的光华，照亮了漠河深邃的极夜天空。

据胡维革、乔钊著《淘金王传奇》上说，1860年（咸丰十年）

鄂伦春人在元宝山谷地得金数块，首次发现金矿。但这次发现并没

有引起什么轰动，这是因为鄂伦春人一向以游猎为其主要生活方

式，黄金之于他们并没有一只狍

鹿对他们的吸引力大。况且他们

与外人接触不多，故于漠河发现

黄金之事，消息并未外泄。虽然

也有少数俄罗斯人来此，但都因

没有找到正经的金脉而作罢。

《漠河金矿沿革纪略》中说：

1861年（咸丰十一年） “有俄漠河胭脂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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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嘎（哥）萨克人数名私做糊口”开始盗采，“因未得佳苗，是以

无人知觉”。

这里说的元宝山谷地就是现在北极村南边元宝山的南沟，即元

宝山下之溪。元宝山西侧之溪今名头道沟，东侧之溪今名二道沟。

《漠矿录》在记述产金地形、地貌中有“元宝山之左”的记载。根

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地形图，实地考察头道沟，当年

采金遗迹依稀可辨。

真正引起轰动的是在1877年（光绪三年）的春天。这一年在

《漠河金矿沿革纪略》中是这样说的：“1877年春，有鄂伦春人在

漠河地方因葬马掘穴得金块数粒。遂告之俄商名者。”这个俄商是

第一个将漠河发现黄金之事向外宣扬的人，他的名字叫“谢立对吉

挪”。也就是这个谢立对吉挪，第一个开始了对漠河黄金的掠夺，

甚至一度建立了一个所谓的“热尔图加共和国”。

《中国古近代黄金史稿》记述清代后期（1840—1911）东北

地区金矿产地时称“漠河附近的金矿床有洛古河系的洛古河、兴华

沟、阿马扎尔河的小沟，热尔图加河上游的老沟和小北沟等处”

（引自《漠河县志》）。据此，鄂伦春人在漠河地方因葬马掘穴得

金块数粒，就是在今天的老沟河。

还有一种说法出现在《漠河史志》中，《漠河史志》记载说：

光绪初年，清朝政府在漠河一带无兵驻守，就给俄国人随便出入我

国沿江一带造成方便条件。许多俄国人夏季过江到我们沿江地带牧

马，秋季则过来打马草，冬季过来狩猎。甚至有的俄国人还在我们

这边沿江一带，开荒种地。这里成了他们的“地营子”。

光绪初年的一个冬天，两个俄国人越境到漠河老沟一带打猎。

他们在一个未冻的泉水中饮马的时候，无意中发现泉水中荡漾着美

丽而灿烂的光芒。他们心里十分奇怪，就用手捞上一把沙子，细看

时，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阳光之下，闪烁发光的金子几

乎占去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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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俄国人看了，大为震惊，欣喜若狂。他们用树枝掩盖了

这个泉子，悄悄退了回去。第二年春天，他们伙同另外几个人一起

潜进了老沟，开始了盗采黄金的勾当。由于老沟内黄金储量十分丰

富，这几个俄国人大发黄金之财。

开始时，他们还秘密地行动。但随着盗采的深入，黄金产量的

增多，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加上当时中、俄双方均无人问津，他

们干脆招兵买马，大张旗鼓地干了起来。据说，这个时候，他们一

天就能采到黄金二至三普特（注：普特是俄国的计量单位，一普特

大约合现在的16.4千克）之多。

他们的频繁活动引起了沙俄政府的注意，沙俄政府很快了解到

了事情的真相，感到有机可乘。于是赶跑了那几个人，而把老沟作

为了沙俄的官办金场。

当时，俄国人在老沟采金的方式是十分落后的。主要就是人工

挖掘。工人使用的工具十分笨重，一把镐长达一米，十几厘米粗。

镐头有三四十斤重。为了最大限度地牟取暴利，俄国统治者无限地

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随着采金工人筋骨的消瘦和

金沟里尸骨的增加，工头们的腰包鼓起来了，沙俄地方政府获得的

黄金也越来越多。随着老沟金矿的声名鹊起，清政府于1884年（光

绪十年）得到老沟金矿被俄人盗采的消息。

 第二节　民间传说 

传说一

有关漠河老沟出现黄金，在漠河民间也有很多说法。其中，流

传最广的说法是：第一个发现金子的人名字叫扎合台，是鄂伦春族

一个年轻猎手，常年在漠河老沟一带打猎。1877年仲夏的一天，他

一个人来到元宝山下。这里平时很少有人来，高高的森林和大片的



黄
金
史
诗

004 005

草甸子，除了微风轻拂树梢发出沙沙的声响之外，就一点声音也没

有了。扎合台站于山坡之上，回头向黑龙江方向看去，那里笼罩着

淡淡的蓝烟。也许是走得太累了，他感到很疲倦。他向山下走去，

一直来到沟谷之中。他找一片茸茸的草地，便倒在一株巨大的樟子

松树下歇脚，一会儿就睡着了。

睡着睡着就感觉有什么东西硌着他的腰，十分不舒服，就猛然

醒来伸手到身下一摸，果然有两块石头一样的东西。他心里气恼，

死命扯出一块，向草丛中丢去。这一丢，让他心里一惊，他感觉那

东西十分沉重，不像是一般的石头。这回他彻底醒过来了，细看身

下，却于草叶下面露出一抹黄色。他拨开草，这时他才看清，那不

是石头，却是一块金子。

扎合台又到草丛中把他才扔的那块找回来，也是同样的一块。

扎合台一见，知是难得的宝物，便赶紧回到家中，将那两块黄

金珍宝一样珍藏起来。

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扎合台虽将这两个宝贝深藏

不露，但他却是个心里装不住事的人，自打得了这两个宝贝，这心

里就像开了锅一样，老想找个人说说这个怪事，其实是想显摆显摆

自己的运气有多好。况且，他和所有鄂伦春人一样，生性贪酒。一

日与同村的叫日阔勒的朋友一起饮酒，就顺嘴说道：“你说，这人

要是运气来了，你挡都挡不住，是不是？”

日阔勒听得心里糊涂就追问，什么运气？扎合台就再也兜不

住自己的嘴，把那天自己到元宝山后打猎不成却捡回两个金疙瘩的

话讲给了日阔勒。那日阔勒一听，立即来了精神，脸却忍着不露声

色，说：“你一定是喝多了，就你也能捡着金疙瘩？你当是石头块

子呢？我可不信。”

扎合台本是个心浅之人，经不得日阔勒一语相激，立即跳起来

叫道：“不信你和我打赌，你敢不敢？”

日阔勒见目的达到了就对扎合台说：“你说，你说赌什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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