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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依兰，旧称三姓。满语称依兰哈喇。依兰，即“三"I哈喇，

“姓"也。

依兰，历史悠久，闻名遐迩。1950年倭肯哈达洞古人洞穴的发

现，证明早在五，六千年前新石器时期，这里就已有人活动。渤海国

时期属德里府，辽属五国头城越里吉国，金属胡里改路，元属胡里改

与斡朵里军民万元府。明属忽儿海、一E河、呕里罕河诸卫。清顺治二

年(1645年)换旗兵驻防。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将土箸赫哲族舒

穆鲁、葛依克勒、卢业锄，胡什哈里四巨族(简称舒、葛，卢、胡四

姓)编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世管佐领。嗣以胡氏徙往宁古

城，只余舒，葛、卢三姓，遂呼斯地为“三姓"。雍正九年(1731 4F)

添设副都统，是为依兰设治之始。三姓副都统管辖黑龙江下游，

松花江中下游、乌苏里江以东及库页岛，鄂霍茨克海海域的广大地

区，是吉林将军辖区中最大的一个副都统。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设依兰府，是为依兰民治之始。宣统元年(1909年)裁三姓副都统，

设东北路依兰兵备道于此，民国2年(1913年)改府为县至今，同时

改东北路依兰兵备道为依兰道，仍驻依兰。

康熙四年(1665年)初筑三姓城，雍正十年(1732年)重修三姓

城，并建副都统衙署，这里便开始成为“群山万叠，雄峙东陲’’，

“三江襟束，高掌远疏’’的吉林将军辖区五城之一的东北部重镇；成

为“声闻黑北三千里，呜贯江南十六州，，的历史名城和“遐迩通衢"

舶·三姓京"。

依兰人文釜萃，文献颇多。仅就方志而言，较著名的就有富魁纂

修的光绪((三姓志》，杨步墀纂碜的民国((依兰县志＼)。为了使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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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了解、熟悉依兰的历史，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乡土文化的优

良传统，发掘、整珲乡邦文献，为研究依兰历史、黑龙江历史和新编地

方志提供有用资料和借鉴之用，兹将二志一并点校，同时还将祁裔藻

撰，约成书于咸同之际的地理专志——《三姓山川记》、《富克锦舆地

略》，刘绪宗辑的依兰简志——伪满《依兰纪略》，薛增福编的具有

一定方志性质的专记地方开发史的历史文献——伪满《依兰县开发略

记》汇为一编，加以点校整理，名日《依兰旧志五种》。据此一卷，

则有关依兰的重要历史文献已大备矣。

(<三姓山川记》一卷、《寓克锦舆地略》一卷，均为清代祁裔藻

撰，北京图书馆藏矗毒本。

祁裔藻，字叔颖，后改实甫，号春圃，晚号观斋。生于乾隆

五十八年(1793年)，是著名地理学家祁韵士之子。嘉庆十九年

(】814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道光间，累迁侍讲学士、

内阁学士和兵部、户部、吏部侍郎等职。道光十年(1839年)因奉命

视察福建海防及禁烟譬￡连擢左都御史、兵部尚书，为抗英禁烟派代表

之一。咸丰时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授札部尚书。诗古文辞，卓然成一

家。同洽五年(1866年)卒，年74岁。著有《马首农言》，《谩觎亭

集))，Ⅸ勤学斋笔记》等。 ．

．

((三姓--JIl记》，又名《三姓--N>>。记载了三姓境内的山川包

括水泡的方位或源流、山高或流长、面积、距三姓城或松花江的里数

等，对于他属山川未能准确标明里数者，则单独加以说明。这些记

载比((吉林通志》和《三姓志》显得更为详实。

《富克锦舆地略》记载了富克锦(今富锦市)境内的卡伦、古城．
村屯道里远近、赫哲兵驻扎地址等。

祁裔藻是否到过三胜与富克锦?无从得知，但其后人却曾徙居于

今之黑龙江省绥化等地，余1988年就曾在绥化市档案局见到过咸丰二

年(1852年)祁裔藻刊印的《祁氏世谱》，《世谱》中并有其序。同时还

见到了丙辰孟秋即成丰六年(1856年)祁裔藻书写的“勤慎力二字墨

迹和一方刻有“祁儒藻印"的名章实物。可见祁氏和吉林及黑龙江是

有着密切关系的，故《三姓山川记))、《富克锦舆地略》约成于咸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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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对于研究清代后期三姓地区的历史，起到了抡遗补缺和参证的作

用。

《三姓志》二十八卷。又名《三姓乡土志》。清富魁纂修。光绪

十七年(1889年)三姓副都统衙门抄门。

甯魁，一作福魁，亦即窟凌阿。光绪十六年(1890年)二月命三

姓剐都统，二十二年(1896年)正月痫解。

((三i姓：基》，叙事E起于后金天聪、崇德年间(1626--1643年)，

下迄光绪十六年(】890；F)，该志系遵奉吉林将军衙门志书肺所颁新i

的志书章程，按照章程的采访fj录采访编辑两成，抄录后成两册上报

吉林将辱衙门的。金志分为地表、学校、山川村落里数、富克锦山』ff

形势、lh)Jl险要古城河海、一期iI’建显沿革(内附兵翩、粮饷、器

备)、公署、衙门分司、库款、口j赋、户口、贡品，新设寓克锦霄

兵、防彳等、炮台、军器、枪池、练军、职官、名宦、科名、船舰、物

产、撕寺，旌袭、属站等二十八卷。

是志详地表，详Ilj川村落里数，详寓克锦山川形势，详llI川险要

古城河海，详建置沿革，详匝赋、详军器、详旌袭。其显著车孥点是直

记≥乓穹；，不羼议论，开门见山，记事有头有尾，文字记述闷以数‘j‘。

比较全面系统翔实地提供了清朝jr圄之初至光绪十六年(】890={r-)

270余年间三姓的建置沿革、fj然地理、i玎赋、户口、驻军、叠：备、

人物及其它方面的内容。

一、详细记载了建置沿革方面的内容，有卷一地表，卷：二三曩：：域，

卷八建咒i曲革，卷九公署，卷十衙门分司等。

卷一地农，首先记述了三姓名称的出来。接着}已述了三姓这／卜瞥

为赫哲人的故乡形成的历史过程，四姓赫哲族原居住区域、户数及和

清政时的裔切关系，以及推举葛依克勒民哈资达(族长)索索库为盟

长，并赏葛依克勒索索库为国罗达，赏卢业锄、胡什哈里为剐酬罗达

的协况。另外还记载了顺治I-I三年(1645fl--)葛依：范勒哈资达斐雅勒塔克

塔镑谢}的赫哲人因为出力改为新满州，HIj伏册满洲，随之将卢业勒、

葛袄克勒、胡什哈哩、舒穆舀等四姓族长编为世管佐领，因以名城的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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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疆域，则详细记载了三姓原来的疆界是由城中起东至海滨

4 000余里，自成丰十一年(1861年)不平等的中俄(<j艺京条约》签定

之后，与俄则以乌苏里江为界，东距姓城仅l 500余里。“城西至玛延河

东岸，与阿勒楚喀接界，距城二百八十里；南至蜂蜜山子与宁古塔接

界，距城六百里，城以北松花江北岸三四十里不等，自古穆讷城向西到

卜雅密河东三百里，与黑龙江接界。"

卷八建置沿革中兵制详细{已载了三姓自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

幽三姓打牲人等挑放披甲200编为四旗，由四族长为世管佐领四员，

并设骁骑校四员，由吉林乌拉拣派协领一员，防御四员，雍正五年

(1731年)添设副协领一员，十一年(应为九年)添设副都统一员，

乾隆元年(1736年)副协领改为正协领，一直到光绪十一年(1885

年)三姓兵制的变化，旗官的增设移拨，以及粮饷、器备，俸银等支

付情况。

卷九公署，详记刹都统衙署，包括印务处、左、右司房、银库、

印库、仓司房，果子楼、前锋营，火器营、街道厅，以及各种堆拨和

其它各种办公用房的问数。

卷十，衙门分司，详记了三姓副都统中印务处，左司、右司，承

办处、银库、官参局、仓司，果子楼、前锋营，火器营、官庄、永凝

社、税课司，护江关，洋土药扔输局、街道厅，督捕厅等衙司的职

责，分管事项。

二、详细地记述了地理方面的内容，有卷四出川、村落里数，卷

五富克锦山川形势，卷六山川险要、古城、河海，卷二十五物产等及

卷二十八属站(即驿站)可占全志五允之二以上。

三、详细记载了三姓的库款，田赋、户口、贡品等内容。

卷十一库款，记载了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四十五年(1780

年)、五十四年(1789年)、嘉庆十二年(1807年)，威丰玉年(1853

年)、光绪六年(1880年)三姓副都统衙署库存银支付，存储情况。

卷十二田赋，记载详细，内容丰富，是研究簌税的重要资料。首

先，从中得知三姓义仓地(乾隆八年设义仓地450垧)、官庄(乾隆

西十五年设官庄15屯，150壮丁，每壮丁地12垧，共种地180垧)、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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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社(乾隆二十九年设阴甲，丁民409丁)设立之年限，设立和耕种

地的垧数，兵丁，壮丁或丁民的数字，纳谷或征银的数额。得知乾隆

四十六年(1781年)新征地66亩，统共一年应征丁地米折等项银70两

7钱6分2厘零5丝，应征耗羡银6两7钱8分3厘。

其次，田赋志中详细记载了三姓官兵原来并无随缺地，于光绪六

年(1880年)十月经吉林将军铭安等会奏朝廷，以三姓官兵办公苦

累，请拨随缺地亩，招佃待耕，八年七月十七日奏准，共拨随缺地
62 080垧，从中得知自副都统、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笔帖

式，领催、前锋直至兵每人的随缺地数。

第二，田赋志巾详细记载了三姓自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经部

议覆，准照《阿勒楚喀、拉林抽收税课章程谤开始办理应征杂税事

项，是为三姓征税之始。应征杂税1 2种，每年收税银827两7钱2分

5厘，一年实应交纳税钱706两9钱零9厘。记载了土税于咸丰五年

(1855‘F)设征。所谓土税即山海士产税，应征者凡37种，一年额征

钱3 509吊709文，实应交税钱2 983吊320文。光绪四年(1878年)加交

税额952吊，每年应交纳税额3 935吊320文，洋土药捐于光绪十一年开

征，每土1厘，捐银2分。洋药每百斤收捐银86两。

第四，田赋志还详细记载了光绪七年(1881年)在三姓东北30余

里之巴彦哈达地方即护江关处就关设立税局，派员照依《土税章程》

抽收下往商船货物税课，应收税课货物24种，每年税额饯4 500吊，应

交正税饯3 825吊。

现存黑龙江地方志中如此翔实记载田赋的尚无超逾《三姓志》

者。

卷十三户口，记载了三姓八旗l 570户，共9 606口，官庄1 015P，

6864I：1；永凝社416户，5 091口。共计3 001户，21 561口。从中可以看

出三姓八旗每户平均6．1口；官庄平均每户6．8I：1；永凝社平均每户人

口最多，达1 2口。

卷十四贡品，记载了三姓地区的进贡制度及每年进贡的数额和方

式。

四、《三姓志》详细记载了三姓的官兵，驻军和武器装备。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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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除卷八建置沿革详细记载以外，记官兵和驻军，卷十五单独记载了

光绪六年富克锦新设官兵即添设协领1员，共设官兵433名；卷十六防

营单独记载了光绪六年(1880年)三姓设立绥字军——防营及其变化

和十年改为靖边后路的历史，卷二十练军记载了同治六年(1867年)

以来奉文添设马队兵的历史。记军械、器备，卷十七记载了光绪九年

三姓设立的炮台，卷十八军器、卷十九枪炮，记载了自康熙五十三年

(1714年)三姓初设官兵以来的军器数字。

五、比较详细地记载了三姓的有关人物。如卷二十一职官则为乾

隆三年(1738年)至光绪十六年(1890年)间的三姓剐都统名表。卷

二十二名宦，则记录了春胜保、常在、金保、乌尔德山、罕彰阿、富

尼扬阿、德廉等官至青州、宁古塔、京都镶红旗副都统、伊犁领队大

臣的三姓人氏。科名，记载了三姓满洲正黄旗依尔根觉罗氏崇礼为戊

子科举人，可见当时三姓入文之一斑。卷二十七旌表记载了自乾隆二

十年(1755年)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233名受旌表的三姓节烈妇

女。 ．
，．·

六、《三姓志))还记载了三姓的学校、庙寺。特别是学校一卷，

通过对三姓学校创设与兴办、学官与教员的配置、校舍改修，旗煮学

习考核等情况的记载，使人得知三姓官学创于雍正五年(1727年)，

是黑龙江设立官学较早的地区之一。 ，

综前所述， (<三姓志》实为清代黑龙江体例比较完备，记载比较

全面翔实的地方乡土志，但也其不足之处。

一，篇目设置。首先篇目排列顺序有些不当，如卷一地表、卷二

学校、卷三疆域，而疆域以下的五卷均为地理和建置内容，学校置于

各地理、建置内容的中间，并放在疆域之前实属不当。其次，个别篇

名称与记述的内容不一致，如卷一名为地表，实为三姓的沿革，而另外

知又单独设了建置沿革一卷。第三，个别篇目设置过细，有的类目完

全可以合并。如卷十八军器，卷十九枪炮可合并为军器一卷。其它，

如卷五富克锦山川形势，卷十五新设富克锦官兵，既然富克锦嚆于三

姓副都统辖地，二卷完全不必单列。

二、内容记述。首先，个别记述内容重复，如卷一地表中记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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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姓的疆域，卷三却又单没了疆域一章。其次，有的内弈记载过略，

如入口，有的记载不全，如职官。其中职宦中剐都统仅从乾隆三年
(1738年)开始，而缺少雍正九年(1731年)设立副都统之后的人

名。再次，有的记载失误，如三姓副都统设于雍正九年，但志书巾记

载却是雍正十一年。

尽管《三姓志))有上述一些不足，但仍不失其为研究古代黑龙江

地方史，民族史，研究三姓地区的历史的宝贵资料，对丁．新方志的编

纂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珍贵的史料。

民国《依兰县志))不分卷，杨步墀纂修，郝联芳协修，刘文风主

校，民闻10年(1921年)吉林青东印刷社铅印本。

杨步墀，宁幼琢，福建阕侯县人。历任穆凌、方正县知蓼，民国

8年至9年任依兰县知事。所到之处皆有修志之举。于穆陵之时挺认

为官欲勤民事当修志书为急，遂锐意调查，但因病乞假，假满回任后

移官方正，而穆援之志未成却成于方正，是即为流传至今的民圈《方

正县志》。杨步墀到依兰仅一年时间便又“就王l=之所闻，}．{之所见，

足之所经者，分类{5之。"主持完成了《依兰县志》的编纂，其体例

大同于方正。“其用心之苦，敷政之勤可知矣。”方正、依兰二部

县志能在任期内短时间完成便是实证，正如依兰道尹阮忠枇所云：如

“果吾吉之县令皆仿是而行之，不惟道志可成，即省志之成亦可期之

旦暮而令之克。’’

县志叙事始予后金天聪年问，沿革则追溯于帝舜二十五年肃慎氏

贡梏矢石警之时，下迄于民国9年(1920年)。全志分为形胜、建

置，乡闾，政治、祀典，赋役、学校、风物、物产、宗教，职官、职

业，封表、人物、拾遗、岂文171'-]69日，门类齐全，眉f1清楚，纲举

目张。

是志详形胜、赋役、风物、物产、职官、职业、人物、艺文渚

门。是一部洋溢着浓厚的爱土爱乡之情，激荡着强烈的爱网主义思

想，地方特点突出，并注重经事致用的好志书。

形胜门c弘疆域一目，详细记载r三姓的由来，疆域的演变过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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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俄蚕食乌苏里江以东领土、领海的历史。邻乡道里分别记载了依兰

至方正，至穆棱，至勃利、密山、虎林，至桦川、富锦、同江、绥远之

途程，并将各条路线中途经的地名，里数、险要、邻县的分界线记载

得十分清楚。

建置门中，，记载了自雍正十一年经副都统修筑土城以来，三姓

城池的兴衰变化情况和县公署的现状。

乡间门，除设有全县各村道里表外，尚有市集、船渡、桥梁等内

容。其中市集除县城一处外，尚有两处，亦做了详细的记载： “二在

土龙山，名日太平镇，尚觉民户云集，工商辐凑I一在草帽顶子，名

日吉兴镇，近年稍觉起色，陆军巡警学堂俱备。"但因民国9午

(1920年)畚阆驻吉兴镇的陆军忽然调防，镇之商农学警多被匪劫，

曾经做为招垦巍芽之区域的集镇便成为焦土，从中可见依兰市集兴衰

发展之一斑。

政治门，详记了三姓历史之沿革、兵制之演变、政体之变化，警

察官署组织之分区和依兰之兵事。兵事中记载了同治元年(1862年)十

二月二十七日三姓所属黑背金场挖金工人葛成涟等聚集数千人起义，

最多达万余人逼近姓城，于仅距姓城18里许演武厅地方被协领永祥带

领兵勇镇压的历史。同时也记载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初三

日沙俄轮船数十艘侵入三姓，清军将领予枪林弹雨之中英勇抗敌，先

后阵亡官兵193名之多， “百姓逃生，哭声遍野黟，姓城被俄人占据

的历史。这些史料及其珍贵，记庚子俄难者，除民国《瑷珲县志))、

宣统《呼兰府志))之外，鲜有详于民国((依兰县志》者。

兵事中还记载了民国8年7月16日，依兰道尹阮忠植夫人黄淑芳

御寇的事实。7月16日胡匪突犯依兰，焚完县署即欲焚道署，掠市

廛，而此时又值道尹阮忠植因公晋省，署内无主事人之际，阮忠植夫

人黄淑芳便挺身而出，从容公庭，义正严辞，剀切谕破，并赏以酒

食，使胡匪惊感后各自散去，衙署得以保全，城内商民秋毫无损。这

位临危不惧，沉着果断的女英雄跃然纸上。

祠典门除记载依兰的各种庙宇外，在记载孔庙时也记载了光绪二

十六年(1900年)孔庙包括魁星楼被俄人烧毁的历史。连同建置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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