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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东北是我国重要的边疆地区之一。
它所处地理位置独特，与中原相距最近；地域辽阔，南北贯通，无门庭之限；生态资源丰富，可耕可
牧可渔可猎。
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渔猎及农耕诸民族世代生息的家园，相互角逐的舞台。
    东北地区的肥土沃野，培育出一代代强族，不断崛起，雄飞中原，如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
洲等，先后占有北方半壁，或一统天下。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东北长久处于战略地位，不断给中原王朝以强大影响，甚至决定其盛衰或
兴亡。
    东北之重要，朝鲜李氏王朝中有识之士作出这样的评论：“天下安危常系辽野：辽野安，则海内风
尘不动；辽野一扰，则天下金鼓互鸣⋯⋯此所以为中国必争之地，而殚天下之力守之，然后天下可安
也”(《辽东大野记》)。
    中国人感同身受，也作出了同样的判断。
明朝镇守辽东的巡抚王之浩说：“辽⋯⋯中国得之，则足以制胡；胡得之，亦足以抗中国。
故其离合实关乎中国之盛衰”(《全辽志·序》)。
    所谓“辽”“辽野”，确指辽东，相当今之辽宁省境。
在清以前，东北还没有一个整体性的统一名称，只有辽东为历代所通用，或指为行政区划，或用为地
区名称。
在辽东以外，即今吉林、黑龙江两省，除少数民族建立政权，有过短暂的行政区划名称，并无一个与
辽东并列的通用名称。
故上述引文中的“辽”，亦泛指东北。
古人洞察东北的战略价值，其识见当不在今人之下。
    至清，尤重东北，更远胜历代。
东北为清朝的发祥地，还是满洲及其先世的古老故乡。
清朝视东北为其“根本之地”，而盛京则是“重中之重”。
清入关后，设盛京为陪都，并开始在东北区划设治。
先于盛京设将军衙门，几度更名，最终定为镇守盛京等处将军衙门；顺治十年(1653年)，再设宁古塔
昂帮章京康熙元年(1662年)改称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
十五年(1676年)将军徙驻吉林乌拉(今吉林市)，不久改为吉林等处将军衙门。
吉林之名，沿用至今。
黑龙江地区尚未设治，归于吉林将军衙门管辖。
30余年后，迟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为反击沙俄入侵，正式设黑龙江等处将军衙门，标志清在东北
基本完成行政设治。
一改历代在此两个地区所行的羁縻之策，正式派将军、设首府，驻八旗，收赋税，纳入到国家行政管
理体制，在中国编年史上，第一次真正实现了中央王朝对盛京、吉林、黑龙江地区即东北的完全统一
。
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东北三将军衙门改设行省，比同内地，以东三省总督统辖。
从而完成了管理体制与内地“一体化”的历史变革。
    比较历代统治东北，唯清代统治最长久，以其完善的管理体制，实行一系列治边措施，推动并加速
了东北社会的变迁。
特别是近代以来，东北经济发展突飞猛进，领先于诸边疆，成为最富庶的边疆地区。
不言而喻，清代东北二百多年中所发生的变化，无不与一代代东北三将军的有效管理及其实践息息相
关。
这就提出了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即以东北三将军为研究对象，展开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用以阐述
有清一代东北历史与文化演变的历史进程，有助于揭示东北地区的历史真相。
    东北地方史学者对东北史的研究已经作出了显著的成绩，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对东北三将军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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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尚未启动。
在东北三将军衙门存续的二百二十多年中(最早建将军衙门的盛京将军已达二百五十多年)，任此职位
的将军几近400人。
除个案研究，尚缺乏“群体性”研究。
例如，将这些将军们的生平事迹写成传记，即是其中之一。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的学者们捷足先登，率先包揽有清一代120多位黑龙江将军，编纂《清代黑龙江将军
丛书》，打开此项研究的新局面，开了一个好头，足以起到示范作用。
    在东北三将军中，黑龙江将军居于特殊地位。
首先，黑龙江将军所辖之地，与中央王朝政治中心相距遥远。
无论是远古，还是清以前，无论是清代与沙俄划界前，还是划界后，黑龙江流域都被称为我国东北的
“极边”之地。
古代交通不便，鞭长莫及，一旦发生不测之事，难以迅速得到中央王朝的指令，如需支援，也难以迅
速到达。
这使黑龙江将军之处事，较之盛京、吉林两将军更难。
其次，这里自然条件虽说资源丰富，但气候更严酷，冬季漫长而寒冷，生存条件远不如盛京与吉林两
地区优越。
以致地广人稀，除游牧、渔猎等少数民族外，长期以来，汉人少见。
这又使黑龙江将军为政之难，又难于盛京与吉林两将军。
第三，更难更具危险性的是与沙俄为界，直面野蛮、贪婪，也更具侵略性的沙俄，其处境远比盛京与
吉林两将军更严峻。
与沙俄分界，是在沙俄入侵我国东北黑龙江地区之后，清军首度激战雅克萨，才迫使沙俄于康熙二十
八年(1689年)与清朝签订《尼布楚条约》，是为中国历史上首次与毗邻的国家划分边界。
自此，黑龙江遂成为名副其实的边防重地，在此任职的一代代将军们也置身于边防最前线，负有守土
之责，亦比盛京、吉林两地区的将军更重；办理外交、解决与俄的各种边务问题，又多了一份重要职
责。
    显而易见，研究黑龙江历任将军们的实践活动，其内容尤为丰富，特别是在抗击沙俄一次次入侵的
斗争中，更见英雄本色。
如，首任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军反击沙俄侵占我国的雅克萨，建树功勋；至近代，光绪二十六
年(1900年)，当沙俄大举进攻，寿山将军组织军民奋起抵抗。
在兵败之后，愤然自卧棺材，吞金自杀殉国，死得十分惨烈。
他们中，还有一些将军为治边、开发边疆作出了显著的业绩，因而推动黑龙江地区的经济向前发展。
当然，并非个个将军皆英雄，实际上，也有庸懦之人，亦有不廉不清之辈。
如同其他群体一样，黑龙江将军群体，也是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他们的将军生涯，各种实践活动，都在《丛书》的各个将军的传记中得到了充分的评述。
认真总结他们治理边疆的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充分认识他们的品质作风，对于当代人，确有参考
与借鉴的重要价值。
    这部《丛书》，较为翔实地展示了各个将军在黑龙江的历史活动，如把他们各自在黑龙江的历史相
互衔接起来，就组成了一部清代黑龙江地区的全史。
若想了解该地区的历史，或想了解每位将军的生平事迹，这部丛书值得一读。
同时，它也为史学工作者研究清代黑龙江地区史提供了新思路。
    黑龙江齐齐哈尔地方历史学者首次编纂这部大型人物传系列，颇具创新的学术意义。
但这仅仅是开始，有待于展开深层次的学术研究，给予每位将军以准确的历史定位，给予他们以中肯
的评价。
若想达到这一目标，进一步深入挖掘史料是必不可少的。
例如，将军们在黑龙江任职，他们向朝廷的奏疏必然不少。
除了《清实录》略有记录，大都保存在黑龙江省档案馆与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
无疑，这些难以计数的档案，是研究黑龙江将军的重要的史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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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期待齐齐哈尔地方史学者继续努力，为地方文化的发展作出多方面的贡献。
    丛书编纂成功，可喜可贺。
是为序。
    戴逸    201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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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东北地区遭遇了持续的灾荒，再加上繁杂的地租和捐税，
迫使一般的农民无法生活。
正是在这样一个最坏的时刻，由于清统治者不能在实际层面解决当地百姓的民生状况，如此一来，它
就把这一职能拱手让给了一些造反者，而后者会加以利用，赢得被遗弃者的忠诚和追随。
 其时，在伯都讷以及乌拉两地，孟毓奇（即孟福山）、朱承修等人借武圣教、如意教等名目，聚集民
众。
随后，其影响力渐次扩散。
在张家口、奉天、吉林、黑龙江等处，亦不平静，均有武圣教、如意教开坛拜教事。
孟毓奇、朱承修借教会的名义，大肆许诺授予老百姓土地、房屋和财产，以便获得穷人的支持。
此外，还用条文的形式规定了相关章程、仪式和会员应当遵守的戒律。
这些举动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动员群众的作用，据当时恩泽给朝廷的奏议称，教匪头目“煽惑匪党，
约期谋叛，被其诱惑者，实繁有徒”。
其中，以朱承修为首，自封为总兵元帅，其他人都有相应头衔。
面对此等危及帝国基业的事件，朝廷立即给予了回应，下旨谕令恩泽派员对该等“教匪”实施进剿。
 其时，恩泽初任黑龙江将军，在东北境内尚未立过战功，以震军威。
而此前新疆征战的荣光毕竟已经久远，恩泽亟须借助一两件大事提升军威。
这个时间节点出现的“匪徒流窜事件”对恩泽而言，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基于此，恩泽非常重视这次征剿行动。
恩泽领命后，迅即调派翼长富顺及营官保全等，在五常厅东山以内，并吉林府所属十六窝棚等处，分
队进剿。
是时，孟毓奇、朱承修等率领一班教众败入桦皮甸子，顽强抵抗。
清军则四面环攻，擒斩多名。
旋追至天成街，擒获孟毓奇，审明枭示。
复经翼长庆禄等派委营员，协同当地民团，在黑林子地方擒获朱承修及起义军总兵岳祥，并就地正法
。
毋庸置疑，作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黑龙江将军恩泽，剿灭叛逆、维护地方稳定乃是其职责所在，我
们没有必要从道德的高度对他的这一行为作严格的评判。
相反，我们更应该看到其难能可贵的一面：与当时一般的朝廷官员滥杀无辜、邀功请赏略有不同的是
，恩泽在这次征剿的过程中，除对首犯给予严厉打击外，对于一些被裹胁的百姓作了宽大处理，讯明
情况后即予开释。
 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孟、朱等人发起的这场教众叛乱最终被恩泽统领下的驻防清军基本
荡平。
尽管业已消弭祸端，清廷仍然感到心有余悸，在其发给恩泽的谕令中严厉申斥，“教匪造言惑众，并
且刊刻邪书，到处散布谣言。
时间长了，很容易蔓延，引起民心的波动。
为此，亟宜设法查办，以期消患于未萌。
”但与此同时，清廷也对恩泽处理教众的方式予以勉励，认为该将军在这一事件中不动声色，妥筹办
理，尚称迅速，没有激化当地民众的情绪，酿成事端，堪称可嘉。
 热河一带原本聚居着大量蒙古人。
后金天聪年间，该地部落领袖纷纷投靠巴图尔洪台吉。
在巴图尔洪台吉的带领下为清朝取得江山立下卓越功勋。
蒙古贵族遂获得热河的领土权。
康熙年间，山东大批流民移居于此，以开垦荒地为生，第一批流民被称为“雁民”，为后续灾民的流
入开了一缺口。
乾隆初期，聚居于热河一带的流民己定居，并形成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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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黑龙江将军，全称镇守黑龙江等处地方将军，清代黑龙江地区最高官员，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设立
，官阶为正一品，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改为从一品。
黑龙江将军始驻瑗珲，后移至墨尔根(今嫩江县)，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移住齐齐哈尔城。
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政府行东北新政，设黑龙江行省，裁撤黑龙江将军。
    黑龙江将军府设置期问，清政府共任命76任将军，除少数蒙汉八旗外，多数出自满洲八旗。
这些黑龙江将军当中，良莠兼有，既有碌碌无为、拖沓庸碌之流，亦不乏有识之士、干练之才。
很多时候，人们对于这群黑龙江将军的记忆具有选择性，他们可以记住一些佼佼者，如萨布素这样功
名显赫的将军；同样，他们也可以记住一些声名狼藉者，诸如奕山之类。
于是，那些既无突出之功绩、又无遭人鄙夷之作为的黑龙江将军群体像，在人们的记忆中缺席了。
就这样，大多数黑龙江将军早已湮没于历史的尘埃，籍籍无名。
第70任黑龙江将军恩泽，或许就是这样的一位，检阅既有的先行研究，我们竟然不能找到一篇研究恩
泽的专题性论文，遑论专著。
期望将更多的黑龙江将军平生之事迹展现在人们眼前，这正是撰写本书的一个缘起。
    需要说明的是，《恩泽传》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社科联
联合组织编写的《清代戍边将军(黑龙江卷)》的一种。
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与齐齐哈尔市社科联的资助和支持
，厉声研究员多方指导并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夏正娟博士为本书的撰写查阅和提供了有益的资料，高
月博士作为项目协调人对本书稿进行了认真审阅，并提出了宝贵意见。
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最后，本书的出版得到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
本书的责任编辑徐永进先生、宋怡霏女士为此付出了诸多辛劳和智慧，在此亦深表谢意！
总之，这本书凝聚了诸多人的辛劳和智慧，如果说，这本书还有些价值的话，作者不敢贪天之功。
同时，囿于作者个人的学识水准及资料的匮乏，不足之处定然不少，显然，对此作者本人当承当全责
。
    在本丛书编辑出版过程中，结合书稿的具体情况和内容需要，以合理使用为目的，适当引用了少量
图片，对此，出版社严格依据《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要求注明图片作者和出处。
对于个别无法找到图片作者和原始出处的图片，谨在此对相关人员一并表示谢意。
    冯建勇    2012年10月于北京先晓胡同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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