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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

早在远古时期，黑龙江地区的古代先民就在黑龙江流域广袤的土地上生息

繁衍，从事生产斗争。最早载入史籍的有生存在黑龙江两岸、东至大海和外兴

安岭一带的东胡、索离、肃慎等少数民族。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私有财产的出现，

各部族之间发生了战争，并逐渐产生了专事征战的组织——军队和地区性的政

权组织——国家。早期见诸史籍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建立在松嫩平原的夫余国。秦

汉时期夫余逐渐强大，西汉元帝时开始建立奴隶制政权，并拥有一支数万人的

军队，设有“大使修“大使者"等军事官职。与此同时，在大兴安岭地区和呼伦

贝尔草原一带的东胡族亦建立了较大的部落联盟，并拥有数量较多的军队。战

国时期，东胡屡次袭击地处中原地区的燕国，燕“筑长城⋯⋯以拒胡"。东汉安

帝时，黑龙江西部地区鲜卑人崛起，在鲜卑“大人力檀石槐统率下，征服许多

游牧部落，占领匈奴故地，组成强大的军事行政联合体，“控弦’’10余万骑。三

国时曹魏政权设置“校尉"官职，节制东北鲜卑、乌桓等各族。大将忸丘俭征

伐高句丽时，曾率军深入到今牡丹江上、中游一带。晋继魏制，继续保持其领

属关系，晋武帝设“东夷校尉纾管领东北诸族。这时，居位在黑龙江、乌苏里

江下游一带的勿吉人(肃慎后裔)逐渐强大，494年(北魏太和十八年)攻灭夫

余。 ．

隋唐以后，随着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北方各民族亦渐呈兴旺，

各民族、部族间及与中原地区的兵事活动亦愈加频繁。667年(唐乾封二年)唐

征服高丽，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唐军一支占领夫余(今吉林农安一带)40余

城，前锋抵达粟末水(今松花江)流域。唐撤军后，居住于粟末水下游的黑水

秣鞫乘机南下，于691年(唐天授二年)爆发了一场唐军与黑水棘韬之战，唐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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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大胜，驱黑水秫鞫至黑龙江地区的张广才岭以东、三江平原一带。698年(唐

圣历元年)秫羯的另一部族粟末棘褐崛起，其首领大祚荣在牡丹江上游一带建

立“震国修。大祚荣被唐廷册封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兼领忽汗州都督。

震国改称渤海国，京都设上京(今宁安)。渤海国是有吏以来在黑龙江地区建立

的较完整的地方民族政权，其军事力量全盛时期兵力达10余万，并有较为完整

的军事体制。渤海国军仿唐“十六卫一兵制，设左右猛贲、熊卫、罴卫、南北

左右卫等10卫，分设大将军、将军统帅。10世纪初，契丹族(东鲜卑后裔)在

北方崛起，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947年建国号辽。925年兴兵征伐渤

海，次年渤海灭亡，其军事力量亦随之瓦解。

辽代全盛时期的疆域几乎包括整个中国的北方。其军事力量时称强大，据

《辽史·兵卫志》记载，“有兵一百六十四万二千八百力。辽军分为宫帐军、部族

军、京州军及属国兵等。在黑龙江地区既驻扎有部族军，又时常有宫帐军在区

内活动。宫帐军为皇室禁军，随“皇帝行在之所"(时称“捺钵’’)而调动，“凡

三十万骑"。，黑龙江地区的混同江、永安山(大兴安岭南麓)一带为辽帝春、夏

“捺钵’’之所，也是宫帐军季节性的驻防区。

lo世纪末至11世纪初，居于黑、松两江流域的女真人逐渐崛起。1114年

9月，首领阿骨打起兵反辽，在涑流水(今拉林河)誓师，1 1月，以3 700甲士

与辽lQ万步骑战于出河店(今肇源县境)，大获全胜。1115年8月攻占黄龙府

(今吉林农安)，9月，再破辽军主力于虎步岗(今五常西)。1115年建国号金，

1125年灭辽。金袭辽制，建5京、14总管府、19路，国都设上京会宁府(今阿

‘城境内)。1125年后出兵攻北宋，1127年北宋灭亡，徽、钦二帝被俘，囚于胡

里改路(治所在今依兰县)。金代的兵制较完备，因而战斗力亦较强。金军中实

行“猛安"、“谋克"军事制度。。猛安"为千夫长之意，。谋克"为百夫长之意，

300人为l‘‘谋克劳，10谋克为1“猛安’’。它是以军事为主体的军事、政治、经

济三位一体的组织形式，平时“以佃渔射猎习为劳事’’，战时“壮者皆兵一。1184

年(金世宗大定二十四年)时，共有202猛安，1 878谋克，615 624户。在黑

龙江地区的猛安谋克户约176 000余户，占全国1／4。其军事指挥机构，在上京

设都元帅府，“掌征讨之事"。诸京各设留守司，为军政合一的机构，主官为留

守，兼各路兵马都总管。各路设兵马总管府统领军务。
、

，．

金末，蒙古族(室韦后裔)在北方崛起，1206年首领成吉思汗统一各部即

汗位，于13一世纪初先后灭金及南宋，于1271年建立元朝。黑龙江地区属元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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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阳行省的开元路和水达达路。在军事上，于奴儿干(今苏联境内特林地方)设

东征元帅府，统领军务。元入主中原后，黑龙江地区因地方割据势力纷争而战

事频仍。先是乃颜于1287年(至元二十四年)四月于乃颜城(通肯河右岸)反

叛，联合西北诸王海都集兵lo万骑，进攻元大都(今北京)o．元世祖忽必烈亲

率骑、步兵46万迎敌，在达西喇木伦河上游一带激战，乃颜兵败被擒杀。乃颜

余党哈丹于同年9月以持浯喇(松花江)为根据地，联合叛元诸王继续内犯，元

军与叛军转战于洮儿河、第二松花江至明安伦城(齐齐哈尔南)一带，哈丹败 ．

走。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哈丹进犯胡鲁口(今肇源境)，战败后逃窜辽东、

朝鲜咸镜道一带。此次战乱给黑龙江地区各族人民带来极大灾难，“民废耕作一，

而“告饥’’(《元史》)。

一1368年．，农民起义推翻元朝统治，建立了明朝，但在东北地区的元朝残余 一

势力仍拥兵割据，是谓“北元"：1370年(洪武三年)。北元一太尉纳哈出拥众

20余万作乱，屡次进犯中原。1387年(洪武二十年)明师20万北伐，纳哈出

战败请降。1388年(洪武二十一年)，明军15万再次出征。北元"，战于捕鱼儿

海(今贝加尔湖)，“北元’’军溃败降明。1410年(永乐八年)明成祖亲率50万

大军北伐，消灭了蒙古残余势力，东北地区悉为明有。明统一全国后，在原元

东征元帅府故地设“奴儿干都司一，统辖东北地区各民族的军民两政。明代在东

北地区建立的地方基层军政机构是“卫’’，卫设管理官员称指挥同知。至万历年

间共有384卫，分布在东至库页岛北达外兴安岭，包括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

在内的广大地区。 、

明代末叶。女真族再度崛起。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自1583年(万历十一

年)起，’先后征服了松花江、乌苏里江和黑龙江中下游女真各部，并招降了额

尔古纳河流域的蒙古诸部，统一了整个黑龙江流域和东北地区。女真族于1616．_

年建立后金政权。1636年改国号清。1644年入主中原，建立清朝。黑龙江地区

被清廷视为“国家肇兴之地力，直至清末改制前，始终处于军事统制之下。清初

于宁古塔(今宁安)设“章京一管理军务政务。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又

设镇守黑龙江地方将军，与宁古塔分治。黑龙江将军衙门初设黑龙江城(瑷珲

旧城)后迁黑龙江新城(瑷珲)、墨尔根(今嫩江县)，1699年再移齐齐哈尔。将 ?

军为最高军政长官。下设副都统，或为将军副手，或单驻一方为地区主管。下

设总管、协领、城守尉、参领、佐领、防守尉、防御、骁骑校等职官，分级分

职统领军务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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