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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黑龙江省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对开展边境旅游、

冰雪风光旅游、森林旅游、狩猎旅游、野生动物观赏旅游、避暑度假旅游等活

动，十分有利。 ，．

根据1982年考古发掘证明，早在4万多年前，即旧石器时代晚期，黑龙江

地区就有古人类活动。此后，黑龙江地区逐渐成为北方古人类生活的重要区域

之一，，是满、赫哲、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柯尔克孜、锡伯等少数民族的

世居地。众多少数民族和汉族不仅保卫和建设了祖国的边疆，也共同创造了灿

烂区域文明，这里的文化和民俗都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具有浓郁北国情调的

民俗风情和乡土文化，为开展北方人类社会古遗址与历史名胜、民俗与文化风

情、区域建设及其成就等项游览活动，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人文资源。

黑龙江地区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旅游业的发展比之沿海和中原地区相

对滞后。直至清末，伴随沙皇俄国、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列强势力的侵入，外

国资本渗透到黑龙江地区经济的各个领域，黑龙江境内的哈尔滨、齐齐哈尔等

主要城市，才开始有了一些旅游设施和旅游经营机构，初步形成了这一地区的

早期旅游业的雏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黑龙江地区各级人民政府对日伪时期遗留下来的

殖民地性质的旅游业，进行了彻底地整顿和改造，并使之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性

质的旅游事业。但是由于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内，在经

营管理及服务宗旨方面，只讲政治挂帅，不讲经营效益，只着眼于官方的接待

服务，而不注重经营管理，加之“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使得原本处于发展初

期阶段的黑龙江地区旅游业，更加步履维艰，在困境中维持。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在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方针指引下，黑龙江
·3·



黑龙江省志·旅游志

地区的旅游业才开始“转轨、变型”，步入了“友谊为上，经济受益”的健康发

展道路，成为方兴未艾的产业。

旅游包括旅行和游览两方面的活动。旅游作为一种初始形态的社会现象，

可谓“古已有之”。中国古代的天子巡狩、官宦出使，乃至商贾旅行、宗教信徒

长途跋涉的朝拜活动、文化科技考察等，都可以看作是早期旅行活动形式。黑

龙江地区的旅游活动，也同内地经济发达地区一样，伴随社会经济、政治、文

化及交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古代少数人的旅行活动发展成为现代旅游产业

的漫长过程，只是由于黑龙江地区地处边陲，加上饱受沙皇俄国的侵略，特别

是Et本帝国主义的14年殖民统治，这个过程更加曲折艰辛。

史料记载，从虞舜时起，居住黑龙江地区的山戌、发、肃慎等部族，，就曾

派出贡使，千里跋涉到中原，贡献方物。《竹书纪年》载：“帝舜二十五年，息

慎来朝贡弓矢。”汉时，黑龙江地区已出现地方政权夫余国，并与中原地区有密

切的经济文化交流。新莽时，曾遣使到夫余国“颁发印绶”o除了贡使来往外，

还出现了从事商贸活动的商贾旅行。魏晋时，黑龙江地区的地方政权与魏晋建

立了从属关系。南北朝时期，七大部族的勿吉族先后积极发展同南朝、北朝的

关系，直至北齐政权建立后，仍朝贡不绝。

隋唐时期，黑龙江东部地区因与中原地区联系更加密切，经济、文化，有

了蓬勃发展。公元698年(唐武则天圣历元年)以勿吉后裔粟末棘韬为主建立

了受唐王朝册封的地方政权震国，即后来的渤海国。755年(唐玄宗天宝十五

年)迁都至上京龙泉府(今宁安县渤海镇境内)。渤海国不仅官制全面效仿唐

朝，在其他方面，也积极向中原学习。因此渤海的经济、文化有了迅速发展。

除原有的畜牧业、渔猎业外，因受内地的影响，农业、手工业也逐渐壮大，商

贸亦较为活跃。

为了适应经济、政治、文化及对外交往发展的需要，渤海国还以上京龙泉

府为中心，积极发展水陆交通，先后开辟了通往中原、松嫩平原、黑龙江、乌

苏里江地区以及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水陆通道。各主要干线，都设有驿站，驿站

·4·



概 述

周围还建有店肆，．以接待过往使者及商贾行人o

．在发展与东北地区及中原地区交往的同时，渤海国还积极建立与周边国家

与地区的政治、文化及经贸联系。在对外交往中，以与日本的交往为最频繁，

渤海国存在的228年中，其使臣、商贾、航海家和游客，东渡日本进行经济贸

易和文化交流先后达36次，每次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最多一次达1 100多

人。日本的使者与商贾也不断往来。长达两个世纪中，形成了海上航船络绎、

商旅不绝的景象，开黑龙江地区与日本进行国际交往和经贸文化交流的先河，

为促进和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贡献。

渤海国于926年(后唐天成元年)为契丹所灭。后因渤海人不断反抗，929

年(辽天显四年)契丹将渤海的豪族及大部分居民数十万人迁置于辽河一带，

少部分人则自行流徙。渤海故地人烟锐减，田园荒芜，住宅宫殿被焚毁。已经

发展起来的封建经济、文化及商旅活动中辍。

自辽、金经元至明代，这400多年中，黑龙江地区虽然政权不断更迭，战乱

不止，但由于与内地的交往频繁，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经济状况不仅有所好转，

且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发展。为适应政治与军事的需要，旅行基础设施和旅行管理

制度进一步完善。如辽代，每年初夏，皇家大多要举行一次出游活动，奔赴黑龙

江下游地区，观赏当地特产名雕海东青捕捉天鹅的情景。为此，开辟了上京临潢

府(今内蒙昭乌达盟巴林左旗境内的波罗城址)至奴儿干城(城址在今黑龙江下

游人海口125公里处)的水上驿道，全长约2 500公里，时称“鹰路”。

金灭辽后，初都会宁(今阿城县白城古城)，至1152年(完颜亮贞元三年)

始迁都燕京(今北京)。阿什河流域一带，一度被视为“金源内地”，是金初的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各地的使者、商贾、游人云集。为此，金朝大力加强

驿站的建设与管理，由兵部施治于辅驿、车辆、险阻、要塞并编绘地图，修撰

舆志；由刑部管理关隘与渡津的旅行查验；由工部主办道路，桥梁的修筑、维

护。另设都水监，掌管水上旅行的设施事务。金朝还仿效北宋朝廷的制度，由

礼部主管“四方使臣，诸国进贡”，在宣徽院设客省，置五品官省使，直接“掌

接伴人使见辞之事”①又设馆伴使、出表人、牵拢官等职，从宾客入境起，直至

①<金史·卷五十六·百官--)(元)脱脱等撰。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 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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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志·旅游志

迎迓、宴请、馆宿、接见等，均形成制度。

如果说金代的驿站制度仍以官方的使者为主，至元代的站赤(即驿站)，不

仅数量随着驿道的开辟明显增加，驿站的性能亦略有改变，即兼有旅行接待与

管理的职能，可为过往旅行者提供住宿、饮食、乘驭等项服务。驿站设有专门

人员(称“脱脱未苏”)，负责查验旅行证件(即通用的牌面)，以辨明真伪，确

定可否通行和提供接待。

明初，由于元代的残余势力北逃至蒙古及东北地区并屡犯明朝边境，明太

祖、成祖均注全力平叛，因此东北地区战乱不止，但明朝在平定一个地方后，

立即设置地方机构，进行有效治理。至1409年，朝廷在黑龙江下游东岸(今苏

联境特林)设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统辖黑龙江流域设置的120多个卫所。为

了加强辽东地区同奴儿千之间的联系及对黑龙江中下游的控制，明廷置海西东

水陆城站、满泾等45站。为岁贡方便，奴儿干都司曾设有狗站，以解决马匹通

行困难时期的交通，可见当时驿站之盛。在一个相对稳定时期内，商贾往来，

也较为频繁，但驿站的使用，仍以官方为主。如1448年(明正统十三年)十二

月的8天中，奴尔干都司所属的184个卫中，向明廷入贡的就有166个卫，因本

年明廷规定，朝贡者在获得赏赐以后，可于街市买卖5 El o可见这种官方朝贡

使的往来，已具有商贸旅行的性质。

清王朝入关后，完成统一局面，为黑龙江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旅行交通创造

了有利条件。顺治时，朝廷于卜奎和墨尔根(今嫩江县)分别设南北路站官。

各站“皆有官房待过客。私开旅店，间亦有之”①，驿站对旅人的管理和接待作

用更加突出。1668年(清康熙七年)，清廷下令废除《辽东招民开垦例》，对东

北地区实行封禁，禁止汉人流入东北。但为了军事及政治方面的需要，驿站的

建设仍在进行，1681年(康熙二十年)建立墨尔根至雅克萨的驿道，设驿站25

处。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又在青林至瑷珲间，设驿站19处。《尼布楚条约》

签订后，自1698年(康熙三十七年)沙皇俄国对华贸易开始以国家商队为主，

此后20年中来华10次，最多一次来800人，一般也超过200人，都取道尼布

楚，经嫩江进抵北京，由此可见黑龙江西部地区商旅之盛。后来商道改由恰克

①<黑龙江外记·卷一>(清)西清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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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图经蒙古至北京，大批外国商旅不再经黑龙江，但地方上两国人民短途商旅仍

未断绝。

1762年(清乾隆二十七年)清廷颁布《宁古塔等处地方禁止游民例》，对柳

条边外的吉林、黑龙江地区实行严厉的封禁，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黑龙江地区

与中原地区的商旅往来。但实际上奏效并不大，加上伴随这一地区生产力的发

展，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为了适应经济的需要，与吉林、辽宁、内蒙古之间及

与中原地区乃至俄国、朝鲜之间的旅行和交通，仍日渐发达。黑龙江地区的驿

道，在元、明的基础上有很大发展，以省城齐齐哈尔为中心，北至瑷珲，南通

茂兴，与吉林、盛京(今沈阳)连结，直达京师，沿干线各驿站间形成了交通

网络。

1896年，《中俄密约》签订，俄国势力大举进入黑龙江地区o 1898年中东铁

路正式开工，历时5年，满洲里至绥芬河的干线与哈尔滨至旅大的支线，建成

7通车，不久，又与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相连结。1905年，沙皇俄国在日

俄战争中战败，将中东路南支线长春至旅大段(即后来的南满铁路)的权益转

让给日本。同年12月22日，中日．签订《东三省事宜条约》3条及附约两条，清

政府宣布开放东北16处地方为商埠，其中，当时属黑龙江管辖区内的有哈尔

滨、齐齐哈尔、宁古塔、三姓、海拉尔、瑷珲、满洲里等7处。

1907年2月，俄国最先在哈尔滨建立了总领事馆。同年，日本、法国也先后

在哈尔滨建立领事馆。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止，黑龙江地区的外国

领事馆达25处之多。大批外国商人、侨民涌入黑龙江地区，除俄国侨民多达20

多万外，还有日本人、德国人、捷克人、波兰人、瑞典人、荷兰人、英国人、美

国人等，他们的足迹遍及哈尔滨、齐齐哈尔、肇东、安达、呼伦、龙江、瑷珲、

嫩江、呼兰、巴彦、木兰等地。随着哈尔滨市区建设的发展，各国的旅游者也日

渐增多，这又推动了城市建筑规模的迅猛拓展。哈尔滨出现了许多欧洲风格的建

筑群落，公共娱乐设施、公共园林、旅游设施也相继出现，并日臻完善，迅速成

为东北亚地区商贸和旅游的大都市。一时竟有“东方小莫斯科”之誉。

为了加强对外国游历者的管理，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清政府将在黑龙

江将军衙门下设的黑龙江交涉处改为黑龙江交涉总局，下设和会科，专门负责

外国宾客接待，外国游历者旅行证签发和出入境管理。省和各府、县，对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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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入境游历，均采取了一些保护和监视措施，向有关上级按时填报外国游历者

统计表报。这些措施的实施，实际上是黑龙江地区国际旅游管理的发端。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清政府下令撤销全部驿站，驿站的职能，改由

新成立的相应职能部i'-J女H文报局、交涉局及新兴的旅店业负责。

随着中东路地区市政建设的开展，中华民国时期黑龙江地区的齐齐哈尔、

哈尔滨等地的旅游业已初具规模。1912年2月，中东铁路管理局与英国伦敦托

马斯·库克父子旅游公司，签订了全球客票联运合同。随后，中东铁路与南满铁

路、京奉铁路开始联运，与戊通航业公司实行水路联运，这一些交通运营方面

的改善，为旅游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哈尔滨马迭尔旅馆、新世界旅馆

的建成营业，标志着黑龙江地区现代旅游饭店的出现。

1915年11月4日，黑龙江巡按使公署向各县发出了《黑龙江通志目录咨

文》，目录建置志条目中专列了津梁、驿站、胜迹、城址、园亭、寺观等与旅游

有关的条目，要求各地广泛予以采辑，这实质上是对黑龙江地区旅游资源进行

的一次最早的普查。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俄国革命后远东地区的混乱局势，使黑龙江地区的旅游

业受到了一定影响，但随着局势的趋向稳定，特别是中国政府接管中东路及后

来中苏合办中东路后，黑龙江地区的旅游业有了较快的发展，来黑龙江地区的

外国观光团，日见增多，个人游客有较大增长。日本的旅行机构，在哈尔滨也

设立了分支机构，不仅负责接待日本来华的游客，也组织华人团出游。来黑龙

江地区的外国人除俄国人、日本人外，还有英、美、德、荷兰：瑞典、丹麦、

奥地利、挪威、波兰等国的旅游者。国内的旅游者除工商界人士外，还有许多

大学生及一些中小学生。在外国的旅游团组中，除正常的旅游者外，也不乏一

些带有政治目的的团组如日本众议院议员视察团(1927年7月)等政治、军事

团组。20世纪20年代中期，是黑龙江地区旅游业的一个旺盛时期。

东北沦陷时期，黑龙江地区的旅游业为日伪政权所把持，太平洋战争爆发

前，日伪当局在原有的“13本国际观光局哈尔滨分局”、“日本观光响导社”及

“铁道局旅客科”的基础上，又相继在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等地

设立了“观光协会”、“东亚旅行社案内所”等旅游分支机构。这些机构由铁路、

航运、公路、商务、警务、旅店等有关行业人员组成，名义上受伪政权的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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