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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一年底，呼伦贝尔盟交通局将编写《海拉尔会路

交通史》的任务下达给我局。这对我们来说，是一项陌生的

工作，感到难度很大。但我们认识到编史修志是有利于社会

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给子孙后代造福的好事，便毅然接受

下来。为了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我们在八二年三月二卡

四日成立了“海拉尔公路交通编史领导小组”，并组织人

力，着手编写。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在各方面的协助下，

《海拉尔公路交通史》终于问世了。

．在(<海拉尔公路交通史》中，我们尝试用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和方法将海拉尔有史以来，特别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至一九八二年之间公路交通的发展

变化真实，系统地记述下来，供当前和后人研究利用，以便

找出海拉尔市交通运输的特点和规律，迟到承前启后，继往 ，

开来、古为今用、今为后用的目的。 ．’ ．

但是，由于从事编写的同志，都是初次涉足这项工作，

没有经验，更主要的是我们水平很低，常常感到力不从心。 ．

因此，这本书不仅文字不够精炼，结构不够严谨，就是在一

些基本观点上也不够正确。至于疏漏谬误之处，更是在所难

免，请同志们谅解和指正。 ，

．

本书在鳊写过程中，得到海拉尔市档案局，呼馆见尔公 ．

石交通史编辑室，哈尔滨市图书馆、大连市图书馆、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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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图书馆、呼伦贝尔志办公室，海拉尔市统计局等单位

和同志的协助，特剔是海拉尔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的有力支

持．在兜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海拉尔市交通局

二九八三年十二月十}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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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拉尔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是内蒙古自治区呼

伦贝尔盟公署所在地，全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
枢纽。

7

．

， ．：

海拉尔市位于北纬49。13 7，东经119045 7，面积为128ff

平方公里(一)。东面以特泥河为界与喜桂图旗相连，南面

以防汛小坝与鄂温克族自治旗为界，最南点为大洼子，北、、

西两面都与陈巴尔虎旗为邻，最北点为651高地，最西点小良

车站。 一

海拉尔市区划分为六个街道办事处j 90个居民委员会。．

郊区划分为三个人民公社，15个生产大队，并驻有谢尔塔拉

种牛场、哈克牧场两个国营农牧场。

全市印÷住蓿蒙古，汉、达斡尔、回、满等22个民族、总
人口为163．549人(二)。

’

第一节：建置沿革 一

1689年(清康熙二十八年)， 《中俄尼币j楚议界条约》

签订以后，呼伦贝尔便成了沙俄从东北西部侵掠我国的门

(一)：海拉尔市统计局1 9 8 1年数字。

(=)：．为1 9、8。2年6月3 0日人口普查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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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为了防御沙俄对我国的侵略，藩政磨于1727年t靖雍

正五年>裾颓尔古纳河的巾俄边境设立了12处卡伦‘、，’之

后，在1732年(清雍正十年)，从布特哈(现嫩江流境)迁
来索伦(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巴尔虎骑兵3000人，

编为两翼八旗50佐领，划分界线，驻牧在海拉尔诃和伊敏河

两岸，以切断沙俄东侵的通路。1734年(清雍正十二年)，

又从车臣汉‘现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呼伦贝尔相邻的地区)．调

来巴尔虎蒙古2984人，驻防在哈拉哈河、鸟尔逊河沿岸，以

及呼伦湖，贝尔湖周围。委派副都统衔官员统率这些军队。

并采纳黑龙江将军珠尔海的建议在这一地区建城，做为发号
施令的地方。 ，

．

最初，城址选在现扎罗木得一带。珠尔海根据扎罗本得

的降霜太早不利于农业生产这个缘故，建议改变建城地址J旨

来选中了现海市正阳街一带的地方，当时这个地点叫“扎可

大“(二)。改址的建议被清政府批准以后，并没有立即动

工建城。后因购买生活必需品到卜魁(现齐齐哈尔)，来往

都需要翻越兴安岭，路程又远又险，十分不便，遂于1734年

(清雍正十二年)开始建筑房屋，并招来山西商人做买卖。

海拉尔就此成为呼伦贝尔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并逐渐发

展起来。

建城以后，由于这一地区有两个有名的湖泊一一呼伦湖

和贝尔湖(当对叫布雨尔湖)，官方给城市命名为呼伦布雨尔，

后来，把布雨尔切读成“贝尔"便称为“呼伦贝尔城力，简

(一)：守望所，兼有收税等政行职能。

(二)《盛京遁志》卷之十八、十四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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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呼结_民阀则以城市傍依海拉尔河，而称为“海拉尔，，。

1903年，中东铁路正式通车，车站设在呼伦贝尔城北，取

名“海拉尔站"，从此，就以“海拉尔”作为城市的正式名

税丽逐渐不用“呼伦贝尔"这个名称了。 ．

海拉尔自lT34年建城以后至1743年(清乾隆八年)，由

清政府委派尉都统官员来海拉尔镇守，三年一换。1743年以

后，在海拉尔旋副都统衍总管进行统辖。1880年(清光绪六

年)呼殓贝尔的镇守官员升格为副都统，海拉尔则为副都统

公署所在地。从1734年至1907年，海拉尔一直隶属于黑龙江

将军，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清政府在东三省实行

“民治"，废三省将军，置行省，海拉尔归属于黑龙江省，

一直延续弱1932年(中华民国二十年)。

，1908年(澹光绪三十四年，清政府废呼伦贝尔副都统，

置呼轮兵各道．呼伦直隶厅，海拉尔则为道尹公署直隶厅所

在地。 ·
．

·1920年至1932年间(民国九年至二十年)，北京政府在

呼伦贝尔实行存旗设县的办法(即蒙不归县、汉不属旗)，

造成一地二主旗县并存的紊乱局面，海拉尔当时有呼伦贝尔
副帮统公署和呼伦县署两个政府。 一 一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以后，将兴安岭以北、以西的地区

划为兴安北省，海拉尔市是兴安北省省会驻地。

1948华1月，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取消以后，海拉尔

市则为呼伦贝尔盟人民政府，以及后来的呼纳盟人民政府，

呼伦贝尔盟人民政府、呼伦贝尔盟人民委员会、呼伦贝尔盟

公署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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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拉尔设市始于1940年。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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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历史概述
’

根据出土文物来推断，在一万年以前，中华民族的先人

在这里居住过。

1928年，在现在海市铁路机务段以西的铁路两侧发现了

几十个洞穴，从洞内和附近的红褐色土层中，挖掘出大量的

经过打制的石器。有。石斧．石箭头，石刀等等．经专家鉴

定，这些石器制成的年代早于新石器时期，距今约八，九千年

左右(一)。与海拉尔西山遗址年代相近，古人类活动遗址，在

海拉尔周围曾发现多处，如。陈巴尔虎旗的哈吉北山高力好，

鄂温克自治旗西索木，新巴尔虎右翼旗等地。其中。扎来诺尔

曾因在本世纪初发现了古人类的头盖骨化石而闻名予世，这

些化石被舍名为“扎来诺尔人’’l勺73年以后，在该地灵泉东。．

露天矿又有所发现。“扎来诺尔人”化石的年代也与海拉尔 ．

西山遗址相仿佛。这些遗址中的石器风格与在东北，华北出土

的同对代的石器十分相近，由此可以判断，当时居住在这里

的人就与东北、华北居住的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商初：居住在

这一带被称为“东胡族”入(一)(汉朝时把居住在匈奴东

部的民族统称为东胡人)。秦汉之际，匈奴击败东胡，其势

力达蛰J大兴安蛉西麓。公元91年后，匈奴衰落，东胡族的一

支鲜卑逐渐强盛，他们从大兴安岭经海拉尔河南迁到这一

带。隋唐时，这一带居住的也是东胡族系统的室韦入。当黄

(一)黑龙江文物考古队：

(一)《伊尹朝献商业》

《黑龙江原始文化初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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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以甫处宋朝统治时，东胡的另一支一一契丹族在宋朝北方 l i
建立了辽政权，当时这一带属上京道。金灭辽后，这里归北京 j i

路(遭，路皆是行政单位，约相当于现在的省)一。元朝统一 } 塔

中国后，置呤北行省管辖这一带，并把这里封给铁木真的弟 lt

弟合擞凡。明朝在东北广大地区不派官驻兵，而采用给当地 ．．f

酋长拥封官职的办法来统治，海拉尔由奴儿奴儿干都司斡难
8

河卫海莉见千户所管辖。明朝时，这里仍然是元顺帝后裔脱
。

木思帖木见的驻牧地。清朝统一中国以后，．这里属黑龙江将 甘：

军管辖。

巾国同俄国原来并无边界，贝加尔湖一带直到外兴安岭

一带原来都是甲国北方各民族游牧采捕之地。卡六世纪末叶 ．

沙俄越过乌拉尔山向东扩张，清朝政府被迫抵御，进行了 ：

两次“雅克萨战役"，并签订了Ⅸ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
z

把贝加尔湖以东的领土都让与戚国，两国这才以额尔古纳 絮

河、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为东段边界。但沙俄并没有就此 ·
=

收敛侵占中国领土的野心。雅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加剧 荔

了对我匿侵略的步伐，沙俄比其他帝国主义更狡猾，贪婪， I

它不以通过《爱辉条约》和《北京条约》夺走黑龙江以北、 =

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领土为满足，还企图鲸吞东北、外蒙 嘲

广大地区。1896年沙俄收买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攫取 ．，，
么

了东清铁路的建筑权，沙俄希望“二十年以后，满州(即包 誓
括海拉尔在内的我国东北地区)，会象一个熟透了的果子落 ≤

在俄国手里万．o ．～ ；

1904年，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我国的领土 挚

发生火拼。日本战胜了俄同后，也开始向海拉尔一带渗透， I 。

l_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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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在这里展开了角逐。 一 ．‘’
·‘·

． 二十世纪初，中国和世界上民族民主解放运动风起云

诵。1900年在中国爆发了以义和团为代表的反帝斗争，1911

年发生了辛亥革命，清王朝被推翻，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

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不久，俄国发生十月社会主义革

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民族民主

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开始从这里传播开来。另一方面由于中

．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的惰性和清政府执行两百多年民族

隔离、封禁政策所造成的偏见，而使这里显现出鱼龙混杂，

纷乱动荡的政治局面。

1900年7月，沙俄出动了15万侵略军开进我国，镇压以

义和团为代表的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其中的一路即是沿阿

巴该图一～海拉尔而深入东北腹地。沙俄在这年7月30日占

领了海拉尔，在海拉尔附近残害了近三千中国人(一)，并

谠毁副都统公署，关帝庙以及几乎所有民房，档案、库存粮

食、财物，银两等亦被劫掠一空，呼伦贝尔军民在海拉尔一带

对沙俄侵略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曾“连获胜仗三次，踏破俄

营九座压追二百余里"(二)，但终因清政府的出卖，寡不敌

众而失败。． 。 一

1911年lO月t日，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宣布独立。

沙俄驻海拉尔领事吴萨缔歪曲同盟会“驱逐鞑虏，恢复中

华"的反帝反封建纲领，挑拨蒙汉两民族问的关系，煽动呼伦

(一)中华转局《中国近代史》、《义裥团档案史丰．}》、《黑龙江

‘志稿》。 ·

‘

’

(二)嗣上 ．

，

’

1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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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民族上层背叛祖国。在沙俄的支持下，额鲁特总管胜裤

于1912年1月2日攻占海拉尔，宣布“独立’’并接受库纶(外

蒙)叛圆q：团的策封。这次“独立”延续了将近九年'．1915

年中俄裕订敢呼伦贝尔条件》后，又改成，特别区域"，直

到1920年才取淌了“特别区域，，。

1917年6月，受日本支持的，以复辟清朝统治为目的的

宗社党丹jli巴斫i扎匪帮余部，色前，精额等攻占了海拉尔和西、

南两屯，他们枪杀右厅厅长成善，抢光了副都统公署内的财

物，并征市内进行劫掠。他们企图以海拉尔为根据地恢复清

朝的统治，派人送信给宗社党头子，清肃亲王善耆，．要求废

·副都统称号，任车和扎为提督、邦恭扎鲁为邦办。8月1 4-

日，额鲁待总管凌升率索伦兵将这伙匪徒击溃，逐出海拉

尔。
’‘

191了年至1920年，在俄圈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相

当长一段时『f{J内，俄国远东、西伯利亚和我国境内的中东铁

路仍然税沙俄的残余势力控制下，大批自俄分子、资本家窜

到海拉尔、满洲里，哈尔滨等地，逃避革命的打击。沙俄军

长谢米诺大和原沙俄中东路总办霍尔瓦特利用中东路做为反

对革命的丛地。谢米诺夫在日本的支持下，多次到海拉尔涪

动，游说于呼伦贝尔民族上层之问，企图在海拉尔组织一个

“政府”。再fq苏联红军在国内迅速取得胜利而没能得逞。

俄凼I‘，j革命胜利后，苏联曾于1919年7月25日和192ff

年9月2T日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言中说l“愿将中国中东

铁路及租让之一切矿产、森林、全产及他种产业，由俄皇政

府克伦斯基政府及霍尔瓦特，谢米诺夫，高尔察克等贼徙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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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从前军民商人及资本家侵占得来者，一概无条件交还中

国，毫不索债黟。但后来苏联自食前言，没有将中东路交还

巾国，这个事情被当时反动的蒋介石政府所利用，1929年5

月．27日，东北军阀以苏联宣传“赤化黟为借口，搜查丁苏联

、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武装逮捕，驱逐了在中东铁路总局工作

的苏方人员，企图强行接管中东路，最终酿成军事冲突。

】1月17日，苏军进攻并击溃了驻在扎来诺尔的中『国军队，空

军对海拉尔进行了轰炸，中国军队于11月23日放弃了海拉

尔，苏联红军遂即占领。

1928年总部设在乌兰巴托，受外蒙、苏联政治指导和物

资援助的呼伦贝尔青年党，在苏联策动下，武装举事，史

称“呼伦贝尔第二次独立"，黑龙江省派马占山带领军队开

进海拉尔进行镇压，并在将军庙发生战斗。后来郭道甫接受

了东北保安司令张学良的招抚、与张学良合作，其它人退入

，外蒙境内而结束。1928够K苏军占领海拉尔时，呼伦贝尔青
年党又活动起来，在12月24日成立了由七人组成的“海拉尔

苏维埃政府椤，其中有两名苏联人。直到1930年1月13日，

苏联军队撤出海拉尔前夕才缒自动取消一。

总之，苏联的这些错误做法，给海拉尔以及巾国人民造

成了不良影响。 。

海拉尔被1905年《中日东三省条约》定为商埠以后，19

j07年正式开放i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开始侵入海拉尔。1922

年日本在海拉尔设立了领事馆之后；其势力更是日益增大，

海拉尔成为其在呼伦贝尔的特务据点，大批特务以旅游、考

察之名，以职业为掩护进行搜集情报．策反等活动，其中

13



最著名灼有寺团光利，他曾以“国际运输株式会社秒嘱托的身

俭在海拉尔隐藏多年I震惊世界的“中村事件謦中的日本特

务中村震太郡就是从海拉尔出发潜入索伦山偷测军事地形而

’被中国军队捕杀的。日本帝国主义者，并以此制造侵华舆论，

不久，即发动了侵华战争。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

由于蒋介石执行“不抵抗，，政策，辽、吉两省很快陷入故

手。黑龙江省则由于马占山、苏炳文的抗日斗争而延迟了

被侵占时间。1932年10ff 1日，苏炳文在海拉尔宣布成立了

“东北民众救国军，，，积极抗日，后来因孤军无援，被迫放

弃海拉尔退入苏联境内，日本帝国主义于l 2月4日占领了

海拉尔。

1 9 3 2年伪满洲国成立以后，这里巳成为日本的殖民

地。日本帝国主义把海拉尔做为其在中国东北、西北部的军

事基地，派驻了大量的军队。并从1 9 8 8年开始修建山洞

等永久性工事以及以海拉尔为中心的公路网。海拉尔至三

河、海拉尔至哈尔滨、海拉尔至杜拉尔的公路都在这个时期

加以整修，并陆续修建了海拉尔周围的五座钢筋混凝土结构

大桥， ．

臼术帝国主义在占领海拉尔期间，侵略者对海拉尔各族

人民进行了残暴的统治。在政治上他们不许中国人称自己为

中国人，强迫学生学习日语，实行“保甲制”，推行“国兵

法"，在经济上则把持一切要害部门。当时，人民稍有不慎，

说上两句牢骚话，就可能被军警冠以“反满抗日"的帽子

加以逮捕和杀害，就是对其高级奴才也不例外，伪兴安北省

14

、

■■■，1■■■■iI靖{f，



，·

¨

‘

j
．

省长凌升就因为对满系官员有职无权和日本的殖民政策说了

些不满的话，而被日本帝国主义以“通苏通蒙”的罪名于1 9

3 6年4月枪杀。
’

1 9 4 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并在8月1 1日‘ ．

、 占领了海拉尔。在苏联占领海拉尔期间，伪兴安北省省长在浦}

拉尔组织了“海拉尔自治政府，，“付锦堂等人也组织了“海

拉尔自治政府”，时隔不到半年又由伪海拉尔市战震寰出任
市长，群众说这段政权是“二满州J，。

1 9 4 6每4月’，’苏联红军撤出东北，5月，民主联军

西满军区第一旅在旅长王化一，政委苏林带领下接收了海拉

尔。9隽，召开了海拉尔第一届参议会，选举刘继良为议

长，苏林为市长。贾石，冯志达都参加了这次大会的筹备工

作。1 0月1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海拉尔市政府成立。

从此，海拉尔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第三节：自 然地理概况
‘

(一)
‘

。

海拉尔地处内蒙古高原的东北部，位于高原向大兴安岭

山地的过渡地带。地势东高西低，一般在海拔6 10"-"6 7 O

公尺之间，平均海拔(市区)为6 1 3公尺。境内最高点为

扎罗木得以北的黑头山，海拔7 6 0．8公尺，最低点在红

星队十七组以西，海拔6 0 3公尺。

由于处在大陆内部、高纬度，高海拔，决定了海拉尔气

(一)：本节资料来源：《海拉尔自然资料考察报告》以及呼盟
气象局、呼盟水文站、呼盟水利勘测设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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