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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祖籍山东诸城，那是潍河由西向东再转向北流的地方。
在清代末年，祖上因逃荒渡海，来到辽宁海城牛庄头台子村，居于太子河下游左岸。
后来，父亲外出做事，来到河北。
1941年初夏，我便出生在河北省平泉县，那是滦河左岸支流瀑河之侧。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到沈阳，又回到浑河边。
童年时，偶尔也到姥姥家去玩，姥姥家的门口就在浑河一条小支流桃仙河的岸边，姥姥家门口两边的
河沿，就总有三五人在那里倚岸垂钓。
然而，这些关于河的记忆，除了听家大人的口传外，留在我印象中的，都已很模糊了。
    1950年春天，我9岁时，全家迁来哈尔滨，从此便喝松花江水长大，成为松花江母亲河儿女中的一员
。
在松花江流域，在祖国的东北边疆，来自山东、河北和辽宁的移民很多，差不多有一半以上，在我的
身上，我的血管里，恰恰汇聚着这三省移民的影子。
但我只承认，我是松花江的子民。
50多年来，我在松花江母亲河的臂弯中长大，我深感母亲河的体恤与温暖。
松花江母亲河的胸怀多么温馨啊!我曾在母亲河的草地上踏春、嬉戏，也曾在母亲河柳丛繁茂的岸边钓
鱼、捞虾，我还曾在母亲河的江汊子里游泳泛舟，唱一支歌儿，迎朝霞如火，送夕阳满天，在荡起双
桨的同时，也把我们的爱，寄予给我们亲爱的母亲河——松花江。
    松花江是一条美丽而可爱的大江，也是一条富饶而又风姿绰约的大江。
我为有这样的母亲河而骄傲。
多少年来，我在母亲河的碧波中航行，听舷畔潺潺的水声，看船后抛洒的滚滚浪花，让江风吹彻我的
肺腑，看两岸风景如画，而我也对大江，对母亲河，献上我——一个儿子的绿色的祝福。
    那一年，我乘汽船从哈尔滨向上江驶去，蔚蓝的天空上有几抹淡淡的白云，在明朗的骄阳下，我向
上游的远方眺望，水波连天，绿草抚岸，偶有几棵榆柳——这是北方最常见的树，在岸边虬曲着它们
的枝干，我知道那是江风的杰作。
老船长给我们讲起在松花江上行船的故事，那些闯关东的拓荒者怎样渡江北上，俄国的小火轮客船，
日本鬼子在江上运煤运大木头的驳船队，以及那些靠水吃水的江岸渔民在江中下的网套怎样缠绕了日
本江上军快艇的螺旋桨⋯⋯多少次，一听起关于松花江母亲河的往事，我就被她复杂而又多舛的那段
命运所吸引，为她被奴役的时代而伤痛，也为她早年的经历而惊愕。
    虽然我是吮吸着母亲河的乳汁长大的，可是我并不怎么真正了解母亲河，不了解她的过去，她的历
史，尤其她在与华夏数千年古文明同步岁月里的一切往昔。
在母亲河近七千万人的儿女中，由我来为母亲河作传，实在是我的荣幸。
于是，我投进囊括了中华大地一切波澜壮阔和风云变迁的《二十五史》中，倾听历史老人的讲述。
我这才发现松花江母亲河，是一条伟大的江河，她古时的儿女，既英雄豪迈，又勇敢无敌。
她养育的古代先民肃慎族，早在蒙昧时代，就来到中原贡？
？
矢。
以后又经历了无数的变迁，那些在南北朝先后崭露头角的东胡人以及他们的后裔建立过北方政权的宇
文氏、慕容氏、拓跋氏；还有在先的夫余氏，在后的？
？
人大氏，以及后来啸起于松漠之地的契丹人耶律氏；居于海古水与安出虎水的完颜 氏；还有曾居于嫩
江上游东北方的蒙兀室韦，他们的后代就是成吉思汗、忽必烈；此外，还有源起于长白山圆池三仙女
浴后吃朱果受孕而生下爱新觉罗氏的先祖布库里雍顺(满语：英雄)，后来在松花江中游地依兰，成为
三姓贝勒，他的后人努尔哈赤、皇太极等建立了大清帝国⋯⋯这些啸傲北中华大地的一代又一代的先
民，全是松花江母亲河的儿女，是松花江母亲河用乳汁抚养了他们或他们的先民。
由此，我倍感松花江母亲河的伟大，在惊奇地看到松花江母亲河养育了那么多优秀儿女的同时，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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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更涌起对松花江母亲河的一种敬畏之情。
   《二十五史》中有她多少儿女的史传啊!这些史传的首篇之页，不啻就是松花江母亲河的史传，那是
多少辉耀过中华民族的诗页啊!    江河是人类的母亲，松花江母亲河就是中华民族北方各兄弟民族共同
的母亲河。
母亲河因为有她优秀的儿女而感到骄傲，儿女也因为有这样伟大而杰出的母亲河而自豪。
但是，伟大的松花江母亲河的史传，何来之迟?原因是我们过去太不了解母亲河了。
母亲河正源长白山天池周围的山峰，是20世纪之初由刘建封踏勘、拍照并起名后，才进入历史的；而
在北源，已进入21世纪了，嫩江上游诸源流几乎仍然是无人区，笔者为撰写此书，多次想进入源头地
而未能如愿，因为那里至今仍因自然环境复杂而难以问津。
    笔者今日奉献给读者的这部关于松花江母亲河的传记，是松花江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史传，惟其如此
，这本书才让作者倍感使命之重大。
给江河作传，在现代中国不过是近些年的事，但大多都零零散散。
惟河北大学出版社，在瑞士作家、学者埃米尔.路德维希所著之《尼罗河传》的启发下，在选题策划方
面独辟蹊径，确立了为祖国江河作传的“大江大河传记丛书”系列选题，这无疑是一个创造，它激活
了许多思维，有无数的朋友自告奋勇地给我以援手，说明了这套选题、这部书和广大读者神脉相通。
    《尼罗河传》是上个世纪的一篇史页，距今已经六七十年了，本书的写作不囿于它的写法，却也受
到它的启发。
本书是又一个伟大生命之河的百科全书式的综述。
它虽然不是一部学术性的著作，但也不回避某些学术问题，其总的写法是文学式的，即用文学的语言
，来为我们的母亲河松花江作传，如果有一点儿抒情的段落，那就权当一位赤诚的儿子献给伟大母亲
河的赞歌。
    在母亲河身上可以感受和体味到太多的美与崇高。
美是不言而喻的，在祖国的诸多江河中，松花江母亲河的自然美、水体美和生境美，都是佼佼者之一
。
而崇高，就是母亲河儿女给予她的品格。
    美国人佩里.麦克多诺·格林斯，以美国在阿穆尔地区商务代表的身份，曾到黑龙江(阿穆尔河)上旅
行(1856～1857)．1860年出版了一部游记，1962年由威斯康星大学的历史系教授查尔斯.佛维尔进行增删
出了新版本，在这部以《西伯利亚之行(1856～1857)》为题的新版本的游记中，记述了作者对松花江
河口之美的观察与感受：    松花江具有一切可以与俄亥俄河媲美之处。
河岸的高度、沙洲的宽度与长度，以及河面的广阔，水流的冲力，都说明这是一条大河⋯⋯    对母亲
河的美的观察和感受是有目共睹的。
在145年前，美国人眼中的松花江河口如此地吸引人，145年之后，松花江入黑龙江之河口，仍然充满
了迷人的魅力，说明了松花江的美是她天然品格的一部分。
    松花江自身的美和由她养育的儿女所赋予的崇高，为松花江铸就了她史传的基本格调。
笔者就是在充分把握这个基本格调的同时，带着对父辈的尊崇和对母亲的感恩，来为我们近七千万儿
女共同的母亲河作传的。
    余生亦晚，所阅无多，其学亦浅。
敢以不才为松花江母亲河作传，乃是一种机缘。
有了这个机缘，笔者和读者也就成了朋友，而这部松花江母亲河的传记，也就成为我们共同的拥有。
    让我们再一次为松花江母亲河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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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想看《松花江传》的你，一定是一位非常热爱祖国壮丽山河的性情中人。
在看到本书题目之际，你是否有这些疑问：松花江有什么历史，它经历了什么，它的过去和现在有什
么不一样的，......？
别急，听它慢慢给你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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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江土地的诱惑    清兵入关前，明朝已亡于大顺——李自成之手，所以这使清兵人关后省却了许多麻
烦。
清兵遇到的多是地方武装的反抗，明朝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和军事机器，已经死亡，加上洪承畴、吴三
桂等人的投降，可以说清兵最后统一中国，比之蒙古人统一中国似乎顺利一些。
    松花江流域作为清王朝的大后方，显得平静和空旷起来。
在辽河流域，基本上是满、汉、蒙、朝等各民族混居，入关以后，许多人随着清八旗军进入中原；在
松花江流域，随之入关的有原扈伦四部改编的八旗军，也有科尔沁等蒙古部改编的蒙古八旗军，因此
，在清统一中国之时，松花江流域的人口，并无显著的增加。
相反，作为清王室的后院，中原人如 果想逃避兵灾与荒灾奔往关外，在山海关处会受到阻拦。
清王 室吸取辽、金、元三代王朝的兴衰经验，总想为自身保持一块 进可攻、退可守的皇天后土，因
而出入关受到严格控制，没有官方的路牌，是无法通行的。
    松花江流域的广大地域空间，继续荒寂着。
    但这种荒寂很快便被从西而来的罗刹人打破。
1644年，即顺治皇帝由沈阳迁入北京，第二次继皇帝位这一年，沙皇政府命令雅库次克行政长官：如
不能用“文雅手段”将“新土地”居民置于俄国统治之下，就要用武力加以镇压，使其地变成废墟。
于是，沙俄向东部的扩张进一步增大规模。
随着清兵向南追击明代的残余势力的战火燃于全国各地，罗刹人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清廷的后院。
初来的罗刹人，多是冒险者、投机商和野心家。
他们同沙皇官方相勾结，在官方的资助下，或骑马，或乘船，越过贝加尔湖地区，到远东来实现他们
入侵的美梦。
他们打着经商和探险的幌子，一心要将沙皇的势力直达黑龙江口和鞑靼海峡。
他们伐木造船，沿黑龙江向下游行驶，一路上侦察村庄的居民人口、清军的守戍，以及各支流沿岸的
情况，随时向沙皇报告。
这种起初由流民商人的零星抢掠，最后转化成沙俄官方的领土扩充，引起了清政府的高度重视，对此
顺治和康熙两代皇帝多次御批加强北疆的边防。
    罗刹的强盗之火已经燃至松花江和黑龙江的会合处，清廷的后院不再平静。
    清顺治八年(1651)初冬，俄商哈巴罗夫斯克窜至松花江与黑龙江会合处的朱舍里人的住地，打死许
多居民，把妇女和小孩及牲畜掠为己有。
随后，又去乌苏里江口进行抢劫。
    第二年夏天，哈巴罗夫一伙在松花江口再度实施抢劫时，被清军击走。
哈巴罗夫和另一队团伙相会合，又沿江上行，至精奇里江口一带继续进行烧杀抢掠。
这里土地肥美，物产丰富，空旷的景色壮美如画，自西而来的罗刹人，对之早就垂涎三尺。
不管当地人民如何反抗，他们怎样到处挨打，这伙强盗都死不回头。
    顺治十年，清皇命镶蓝旗梅勒章京沙尔虎达为昂邦章京，任命海塔、尼哈礼为梅勒章京(章京是一种
官名，使用极其广泛，但多用于军职，昂邦章京为都统，梅勒章京为副都统)，令其继续镇守宁古塔，
以管辖松花江、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以及黑龙江上游石勒喀河流域，乃至库页岛与附近诸岛的一切
事宜。
宁古塔位于牡丹江中游，令其管辖东西南北数千里的广大地域，实在是力不从心。
然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出，清廷一直是将松、黑两江流域当做自己的后院来看待的，对来自西方
领土扩张的野心，估计不足，只求安邦守土，而不是拒敌于国门之外，因此总处于被动的防御。
    就在沙尔虎达担任昂邦章京，坐阵宁古塔这一年，接替哈巴罗夫的斯捷潘诺夫率部窜入松花江口，
在松花江口附近各地继续抢掠骚扰，甚至强征贡税，并造船筑屋，为扩大侵略作准备。
斯捷潘诺夫此举立即得到沙皇嘉奖，并被任命为所谓的大阿穆尔——新达翰尔地方长官，俨然以占领
者自居了。
松、黑两江过去过着猎耕自给生活的沿江居民，由于受到侵略者的轮番洗劫，变得一贫如洗，无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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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只得四下逃亡。
许多人沿着松花江溯流而上，追寻当年野人女真南迁的行迹，向松花江的中游和牡丹江流域迁徙。
富饶的黑龙江下游和松花江口一带，变得废墟累累。
    第二年，斯捷潘诺夫在得到以卡申采夫为首的50名哥萨克的增援后，率370名武装匪徒，驾船驶入松
花江口，逆水而行了三日，沿江实施侦察抢劫，抢劫的主要目标是貂皮，因为貂皮在彼得堡出售时价
格昂贵，多为沙俄时代的贵妇人所喜欢。
于是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虎达率领600名清军官兵，和清廷不久前调来的100名朝鲜族人的鸟枪手，共
同出击迎敌，在松花江口一带进剿以斯捷潘诺夫为首的这股匪徒。
经过三天的激战，入侵者仓皇而逃，窜至黑龙江上游的呼玛尔河口，继续筑堡抢掠。
    清军的出击鼓舞了沿江居民的士气。
第二年，朱舍里人自己也组织起来，在松花江口截袭了一股300人的入侵者，击毙40人，余众因无食品
可继，悉尽饿死。
    顺治十五年夏天，清军1400人在松花江口与斯捷潘诺夫一伙的500人军队遭遇。
双方展开激战，俄军不支，有180人驶出松花江口逃窜，其余的300多人弃船登岸，打死270多名，余皆
逃脱，双手沾满松、黑两江居民鲜血的俄酋斯捷潘诺夫被击毙，这是在松花江下游和松花江口清兵取
得抗俄斗争的一次重大的胜利。
    在松花江口逃脱的180名俄军士兵，沿黑龙江上溯时，找到了沙俄督军帕什科夫派出的以波塔波夫为
首的30名俄军，夺走其火药和粮食后，又向黑龙江下游驶去，并在那里越冬，抢掠了费雅喀人的18袋
貂皮。
第二年春天，清军侦知罗刹的行动，在松花江口下方至乌苏里江口一带设伏，终于在古法坛村斩杀罗
刹之首60余级，淹死者不计其数，解救出妇女47人，并缴获火炮、盔甲、枪械等多种物资。
    第二年夏天，宁古塔总管巴海再次于上述地区“治师东伐”，破罗刹之师于江上，此即“黑喇苏密
”之战。
自此以后，松花江口一带因清军的奋力进击而稍得安宁。
    松花江口稍得喘息以后，俄军又从陆路进攻位于嫩江中游的齐齐哈尔。
清康熙七年(1668)，俄军头目切尔尼柯夫斯基派70名罗刹匪徒，由嫩江走廊深入到齐齐哈尔一带，实
施抢劫、焚掠。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两次进行烧杀抢掠。
被抢的疏报报到清廷，朝官中多有主张派兵征讨者，但清廷以“路远劳民而止”。
年底，清廷派使臣沙拉岱等到尼布楚，向沙俄督军阿尔申斯基提出抗议，要求沙俄当局制止这类侵略
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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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将图片初步搞定，又核对好主要参考文献之后，这部《松花江传》终于可以说“完稿了”。
    但完稿的最后一件事，还要例行公事地写一篇“后记”。
    首先，我要感谢河北大学出版社给我写这部书的机会。
我憧憬这样一本以松花江为传主的书，可以说很久了。
哈尔滨市的一家科研所曾为此项工作运作了两三年的时间，我也忝列其中，然而终因种种原因而搁浅
。
河北大学出版社设计策划的这套《大江大河传记丛书》，的确是高瞻远瞩，它的前几本书甫一出版，
就被台湾某家出版公司买走了版权，更说明了此选题具有前瞻性和重要的文化意义。
大河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关注大河文明，只有盛世才能做到，因此不妨说这套丛书，真是功在
当代，利被后世。
    我有幸成为《松花江传》的作者以后，经过任文京先生的帮助、指导，逐渐进入角色。
此书能够完稿、出版，任文京先生以及担任此书的责任编辑同仁，亦功不可没。
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这本书不会这样顺利地出版，因此我要衷心地感谢他们。
．    其次，我还要感谢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给我以重要帮助的朋友与同仁。
黑龙江省史志办公室的柳成栋先生给我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可以说足有求必应。
而且，我们一起结伴游长白山、看天池，在各处拍照，成为本书写作过程中最好的一段回忆。
    还值得指出的是刘英武先生，陪我一同考察阿什河、拉林河，参观金源历史博物馆，去女真人的发
祥地海古水拍照等，与之一起提供帮助的还有王大庆、王洪昌、赵国伟、纪成、赵晓明等同志，这些
无私的帮助使我体会到了友谊的可贵。
    此外，对本书提供帮助的还有王忠瑜、李文方、关平、戴淮明、李兴盛、孟广耀、王忠范、王平、
刘惠玲、杨春喜、赵洪田、吕鹏怀、刘亮、张清海、周永林、郭旭光、宋明雷、徐东伟、任纪成、朱
晓东、张学伟、刘绍青、韩弘、仲维波、王宏波、刘志勇、张冬青、张大康、高文章、夏龙文、肖庆
福等同志，他们的援手，使本书得以顺利成稿。
    还要提出感谢的是在松花江流域各自然保护区工作的朋友，如长白山保护区宣传部赵铭部长，向海
保护区的杜显文局长、刘景龙主任，查干湖保护区的孙永利、周洪飞二位副局长，莫莫格保护区的于
国海局长，扎龙保护区的张建文局长等，他们的帮助几乎是不可替代的。
    应该感谢的还有吉林省著名摄影家郎琦先生，郎先生主编的风光作品明信片(其中包括吉林省的各级
领导干部的作品)，承蒙主编授权使用，当为本书增添不少亮丽。
    另外，我的挚友孟烈、李述笑、张会群，将所著之《画说哈尔滨》等老照片作品，赠予本书使用，
无疑使这部传记增加了历史的纵深感。
同时，还要感谢高洪艺馈赠作品集供选用。
    为本书馈赠大量摄影作品之首的要属王毅敏同志。
王毅敏驾车，我们一起去松嫩两江会合处，又雇船行至古混同江之地拍照，然后又去长春、吉林拍照
，嗣后又去同江松花江入黑龙江之河口、三江平原、赫哲族文化村等地拍照，他飞驰的汽车车轮，对
本书的完成，无疑是不可或缺的推动。
    为本书摄影图片提供帮助的还有索久林、郑学清、李文剑、李继强、张永德、周岳峰、杨德利、赵
伟军、葛维举、柔韧、王殿生、徐立祥、敖杰、魏双喜、王福森、王景林，以及梁淮海、陈寿安、张
玉岭、李邦宜、姜春水、李洪河、李延平、毛召全、郑学明、王冰、陈丹清、捷然、孟庆兆等摄影界
的同仁与朋友，他们的作品使本书增色多多，在读图的时代，本书作者尤其要感谢他们，不论书中选
发了作品，亦或提供了作品因篇幅所限而未能选发，他们的每一份帮助和支持，都是献给松花江母亲
河的一份爱心。
    本书自2001年5月退休后开始孕育、准备，自2002年1月2日动笔，至2003年4月21日脱稿，其中因探松
嫩两江会合处不慎将右手腕摔伤于船板，休息约一个月未写，遂去嫩江右岸地区走访了11个县市，以
及去江源、江尾及各地区考察走访外，纯粹的写作时间大约有一年左右。
写大江大河的传记，涉及许多领域与学科，而在许多学科中，还有许多有争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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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虽费时一年，我感到这种写作并非易事，只因重任在肩，不得不勉力而为之。
    由于学识有限，在许多问题上，多属于浅尝辄止，难以深究，因为对于松花江的四大板块：嫩江段
、北流松花江段、干流松花江段、牡丹江段，总里数也相当于长江或黄河的长度了，而事件又那么多
，只好详略有别，其中不当或谬误之处，恳请方家师者不吝教正。
    2003年4月21日13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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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想看此书的你，一定是一位非常热爱祖国壮丽山河的性情中人。
在看到本书题目之际，你是否有这些疑问：松花江有什么历史，它经历了什么，它的过去和现在有什
么不一样的，......？
别急，听它慢慢给你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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