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呼弱砾懿



呼玛繇施



序 言

中共呼玛县委书记王坚革

撰写一部《呼玛县志》，是我们由来已久的宿愿o

、伟大祖国最北部的呼玛县，山青水秀，土地肥沃，矿藏丰富，森

林茂密，江河纵横，历史悠久，几多变迁。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沃土

上的各族人民，团结战斗，携手前进，结成血肉相连的亲密关系。他

们伴随着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脚步声，诞育了千千万万的优秀儿女，

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谱写了源远流长的壮丽篇章，成为祖国

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份。然而，有很多人对呼玛县的历史脉络知

之不多，有文字记载的史料更寥寥无几。忘记旧社会的悲惨遭遇，就

不能理解新社会的幸福生活；珍重现在的美好，才能对未来充满坚定

信念；让历史的经验教训成为今天和明天的借鉴，才能把现在的每一

个努力都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结合起来。为了弥补这部份历史资料的不

足，为研究者提供资料；填补这部份历史知识的空白，使全县人民熟

悉家乡的历史，因此，编写这部县志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我们肩

上。

这部县志记载了从一六四四年清政府在呼玛设立牛录章京起到现

在的三百三十五年间的呼玛县的经济形态，社会生活，宗教信仰、风

俗习惯。它是呼玛县历史发展过程的缩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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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人员在撰写过程中，坚持了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观点对待历史，遵循着去伪存真、古为今用的原则，既排除了历代剥

削阶级为维护本阶级利益对历史事实的各种歪曲，又纠正了御用文人

对历史事件的各种粉饰，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人民创造的历史进

行了真实地反映。

历史上，呼玛大地曾被划分为三个县。一九一四年建立了呼玛县，

一九一七年建立了漠河县，一九二九年建立了鸥浦县。解放后，为加

强领导，发展经济，巩固边防，于一九四七年将原来的呼玛县、漠河

县、鸥浦县合并为呼玛县。呼玛县三百三十五年间的演变，虽然在历

史长河中是暂短一瞬，然而变化却是天翻地覆。前三百年人民受尽奴

役，挣扎在死亡线上，可称为黑暗时期；后三十五年人民当家作主，

进入了光明时期。为了保持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这部史志在

编纂中，采取了传统的通史和断代史相结合的方法。既使各编可以独

立成章，当成断代史看，又使各编前后衔接，做为通史阅读。

总览全书，这部史志的史料还算充分，内容比较全面，对重大历

史事件都做了真实反映。但是，原鸥浦县的历史档案随着日寇投降而

被烧毁，致使原鸥浦县的历史资料在本县志中没有充分反映。这已是

无法弥补的损失。这部县志五十余万字，解放前与解放后各占相等

篇幅。这样写，目的是突出呼玛县解放后的巨大变化。建国三十年来，

呼玛县的各族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真正成了历史的主人，时代

的主人，他们以主人翁的态度和极大的政治热情在各条战线上忘我劳

动，勇敢战斗。昔日蓬蒿无际的荒原，如今变成了碧波万顷的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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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史无足迹的荒漠僻壤，如今出现了繁花似锦的村庄和烟囱林立的

工厂。在这场波澜壮阔改天换地的斗争中，一代社会主义新人茁壮成

长。现在全县各族人民正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续写着更

加光辉灿烂的新篇章!

这部县志文字简练；语言通俗。但是，由于资料有限，时间紧迫，

在史料准确性、内容鲜明性、体例逻辑性上都有不足之处。恳切希望

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使它更加完善。

在此，我代表县委．．县革委对县志编辑人员的辛勤劳动和支持这

部县志出版的有关单位和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一九八O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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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 吉
刖 雷

黑龙江水奔腾澎湃，大兴安岭绵延起伏。在黑龙江上游南岸，大

兴安岭北部山麓，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城乡村落，象一串串矗明珠移镶

嵌在江岸之上，又象百颖矗繁星一闪烁在山谷之间。‘由这些“明珠"和

口繁星弦贯穿点缀而成的地方，就是祖国的“北极修——呼玛县。

，． 长江天下险，庐山天下秀。呼玛县山川壮丽，千峰竞秀，万汇争

流，如入画图。黑龙江上的尹家大炕岛、罗锅滩的奇险可与三峡争胜，

迎门砬子，八十里湾子的秀逸，堪同香炉峰比美。而开春时，江面上

那长琼大玉似的冰排，则是万里长江未曾有过的壮观；入冬后，大兴

安岭上那凌霜傲雪的青松，比起庐山劲松来，又是一番别样风光。

呼玛县物产丰饶也是人所罕见。大兴安岭特产质地如铁的落叶松，

纹理如云的樟子松，闻名世界，素有“绿色宝库：’之称，漠河，兴隆

盛产成色精纯、光泽耀眼的黄金，扬名中外，是著名黄金产地之一，

黑龙江里的鳇鱼、鲟鱼，呼玛河里的大马哈鱼，堪称鱼中美味；山林

中的猴头蘑，金厂请旁的毛尖蘑更是席中佳肴。至于飞龙鸟，熊掌、

犴鼻子早已是宴中珍馐。真可谓锦鳞在水，香蕈在林，珍禽在天，奇

兽在山。‘ ．·

辽阔的疆域，雄秀的山川，。陶冶了各族人民勇敢剽悍的性格；肥

沃的土地，‘1富饶的物产，培育了各族人民勤劳朴实的美德。早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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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古的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这白山黑水广大地区上披荆斩棘，

用勤劳的双手同大自然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开发了万古洪荒，创造

了悠久文化，推进了社会进程。随着历史前进，时间推移，生活在这

里的各族人民与中原王朝的政治臣属关系更加密切，经济往来愈加频

繁，我国历代王朝对这一地区的管理也越来越严密。

十七世纪中叶，东北边境上突然袭来了腥风血雨，沙俄侵略者闯

进我国黑龙江流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种种暴

行。我国各族人民奋起抗击沙俄侵略者，进行了一次又一次自卫的反

侵略战争，．于一六七八年取得了著名的雅克萨战争的伟大胜利。抗击

沙俄义士们的业绩为历代子孙传颂。‘

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抗日联军一部在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利

用得天独厚的大兴安岭深山密林的自然条件，同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殊

死斗争，播下了抗日种子。抗日联军的英雄们，用血与火描绘了一幅

有声有色的历史画卷。
’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呼玛县的各族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终于

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线曙光。一九四五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呼玛

大地光复，人民获得新生。一九四九年建国后，各族人民在党的教育

下，精神面貌为之一新。经过三十年的艰苦奋斗，生产一年比一年发

展，经济一年比一年繁荣，生活一年比一年改善，对国家的贡献越来

越大。现在，全县人民更加满怀胜利豪情，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

路线，为建设安定、繁荣、富庶的社会主义新边疆而奋斗!

为了使先辈们开创业绩的辛劳不被湮灭，借以告慰九泉之下的祖



先，他们用血汗浇灌的种子，终于开出了鲜艳的花朵，结出了丰硕的

果实；为了使人们知道呼玛的昨天，热爱呼玛的今天，从而以百倍的

努力把四个现代化推向前进；为了使后来人把这部县志放大开来，汲

取经验，汲取力量，把呼玛县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灿烂辉煌，我们根据

县委、县革委指示精神，编写了这部《呼玛县志》，以此做为呼玛县人

民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的献礼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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