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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三姓副都统衙门设立于清雍正十年（1732），裁撤于宣统元年（1909），前后共历 177 年。 三姓副都统衙

门的设立，对巩固我国东北边疆、团结三姓地区少数民族、加快土地开发和商品贸易及三姓城政治、军事、经

济、文化中心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文章对清朝在三姓地区设立副都统衙门的战略选择、三姓副都

统衙门基本概况及历史作用进行梳理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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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历史与文化

广义上的“三姓地区”在清代泛指以今依兰

为中心的黑龙江省东部，松花江、牡丹江下游、黑

龙江下游、乌苏里江流域，今俄远东地区（包括库

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 本文所论的“三姓地区”特

指广义“三姓地区”的中心、清三姓副都统衙门所

在地，今黑龙江省依兰县。 雍正十年（1732），清政府

在三姓地区设立副都统衙门，历经 177 年，于 1909
年裁撤。 三姓副都统衙门的设立对三姓地区的稳

定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本文试图探寻清朝择

址三姓地区设副都统衙门的历史成因、三姓副都

统衙门的基本概况及历史作用，并对相关问题进

行一定的探讨。

一、 清朝择址三姓地区设副都统衙门

的原因

据历史记载，“三姓地区”在唐代为渤海国铁

利府，在辽代为五国头城越里吉部，在金代为胡

里改路，在元代为斡朵里、胡里改和桃温万户府，
明代为努尔哈赤六世祖猛哥帖木儿龙兴之地斡

朵伦卫和胡里改卫。 《清实录》记载的满族三仙女

传说中，满族的始祖布库里雍顺沿江而下，来到

斡朵里城，平定三姓女真人之乱，被拥部族首领。
历史上，“三姓地区”也是“靖康之变”中的北宋徽

钦二帝幽禁之所。 “三姓地区” 两次大规模的迁

徙，使“三姓”几经沉浮，趋于荒落。 一次是在金

代，金国为侵宋增加兵力，几次从胡里改路征调

女真人，去中原地区作战。 另一次是在明代，世居

依兰的斡朵里、胡里改两部落女真人在酋长猛哥

帖木儿和阿哈出的率领下举族南迁。 女真南迁后

生活在松花江下游，乌苏里江一带的赫哲人向依

兰一带迁徙，最早迁来的为葛依克勒氏、卢叶勒

氏、胡什哈里氏，使依兰有了“三姓”之说。 后来胡

氏家族迁居宁古塔，又迁来舒穆鲁氏，依兰仍称

为“三姓”。 清设副都统衙门之前，“三姓地区”并

没有呈现繁华之景，“三姓地区”只是在设置副都

统衙门后才日渐繁荣的，那么清朝在广袤的土地

上为何选择三姓设立副都统衙门呢？
一是对外抵御沙俄入侵、巩固边疆紧迫的军

事需要。 自 17 世纪 40 年代开始，沙俄就一直把

我国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作为东扩的主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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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1643 年，沙俄殖民者的触角首先伸向黑龙江

流域。 1652 年 4 月，以沙俄头目哈巴罗夫为首的

一伙侵略者闯入位于乌苏里江口以下 600 里的

赫哲族乌扎拉村进行抢劫。 当地少数民族和清军

奋起还击。 1658 年，沙俄另一个头目斯捷潘诺夫

率领的侵略军，不断侵扰三姓地方我国领土。 7 月

10 日，正当沙俄进犯至松花江口一带时，遭遇清

军的坚决抵抗。 松花江口之战是清朝抗击沙俄侵

略军以来，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当顺治皇帝

听到获胜的奏报后，“命兵部察叙， 以所俘获，分

赐有功将士”［1］（P46）。 经历了几次抗击沙俄东扩的

战役，清朝驻宁古塔将军感到亟需在当地设立一

个军事管理机构。
二是对内争取民族团结、加强地域管理的政

治需要。 清朝时期，在松花江下游、黑龙江下游、
乌苏里江流域及库页岛等广大地域， 居住着赫

哲、费雅喀、鄂伦春、奇勒尔、库页（库野）、恰喀喇

等少数民族。 虽然朝廷每年派官员进行“王化”管

理，但由于管束能力有限，以至这些处于中国和

沙俄中间区域的少数民族不知国家“王道”所属。
为了有效防范沙俄与我国争夺这些少数民族，加

强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和管理，清政府必须设立一

个管理机构。
三是地理位置及交通优势的客观选择。 取三

姓地区为副都统衙门建址，多出于地理位置及交

通优势比较。 东北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多处山区，
不宜发展陆路交通。 而选择水路交通的优势自然

大于陆路。 在历史文献中，三姓地区曾有“依兰形

胜、三川襟束”之称，亦有“依兰峣阙、高掌远蹠”
之赞。 据《吉林通志》记载：有 24 水于三姓境南北

汇入混同江（松花江），有 24 水于三姓境散入牡

丹江，有 25 水汇入倭肯河，有 3 水入巴兰河，共

有 76 水在三姓界最终汇入混同江（松花江）入富

锦界［2］（卷 20《舆地志》8）。 因此，三姓地区自古江河纵

横，上达长白，下至东海，一直是我国东北的重要

交通枢纽之地。
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在康熙五十三年

（1714） 清政府根据宁古塔将军觉罗孟俄洛的疏

请在三姓设协领驻防 280 名兵丁的基础上，又于

雍正十年（1732）设管理三姓地方兵丁副都统衙

门，衙署设在三姓城内，史称三姓副都统衙门。

二、三姓副都统衙门设立的基本概况

1． 清代在三姓地方设置衙署的渐进过程

《三姓副都统衙门档案》记载：“康熙五十三

年（1714）始编四佐领。 从贡貂皮之牲丁中挑选二

百名，从吉林拨来披甲八十名，每佐领下各编七

十名。 从姓长（满话为噶珊达）中选放四佐领、四

骁骑校。 并放协领一员，防御四员，衙署无品级之

笔帖式四名。 ”［3］（卷 77）三姓地区首编的这四个佐

领以葛依克勒姓、努耶勒姓、胡什喀哩姓、舒穆鲁

姓四姓为基础，三姓地区开始呈现出了国家机构

的雏形。
至雍正年间， 清朝对全国的统治大局已稳

定，此时清对东北边疆的统治亦是相当稳固。 如

前所述宁古塔副都统深感管辖远至库页岛在内

的广袤区域力难从心，因此于雍正五年（1727）增

设副协领一员，襄助协领事。 雍正十年（1732）吉

林将军常德奏准，三姓地区在康熙五十三年编四

佐领的基础上，又“添编六佐领，每佐领下兵丁百

名。 将原由吉林拨来的八十名兵丁，分在每佐领

下八名，十佐领每佐领下兵百八名”。 同时“增放

副都统一员，佐领六员，防御四员，骁骑校六员，衙

署无品级笔帖式二名， 无品级教官一人”［3］（卷77）。
至此三姓地区的地方国家机关初具规模，三姓逐

渐成为清代东北地区的边陲重镇。
从设置三姓副都统及其下属十佐领的情况，

可以看出清政府重视东北边陲地区的程度。 此

后， 吉林将军常德又奏准将八姓赫哲即乌定克

姓、瑚定克姓、霍勉姓、揣果尔姓、卓勒霍罗姓、图

墨里尔姓、嘎齐拉姓、舒穆鲁（此姓在编旗时奏命

迁住宁古塔，实七姓）牲丁“编设佐领，每佐领下

各兵丁百名、并从姓长、乡长中选放佐领十员、骁

骑校十员”。 雍正十一年吉林将军杜赖又奏准，为

教习八姓之人添设防御八员。 “乾隆元年，改原副

协领为协领”，乾隆七年将始编佐领葛依克勒姓、
努耶勒姓、胡什喀哩姓、舒穆鲁姓四佐领奏准为

世管佐领（乾隆五十九年胡什喀哩姓之世管佐领

改为公中佐领）［3］（卷 77）。 至此清代三姓地方的国

家机构已经成熟，额定副都统一员、协领二员、世

管佐领四员、公中佐领十六员、防御十六员、骁骑

校二十员、笔贴式四名。 三姓城成为清朝加强东

北边疆地区管理的边陲重镇。
2． 三姓副都统衙门设置概况

自康熙五十三年（1714）设立三姓 协 领 衙 门

至雍正十年（1731）的 18 年间，清朝共任命 5 位

协领。 《吉林外记》记载 5 位三姓协领均加副都统

衔。 根据雍正五年（1727），增添副协领一员，级别

授为从三品看，正协领级别应在三品。
三姓副都统属下除协（领）、佐（领）之外，还

置有职能不同的办事机构：（1）左司、右司。 左司、
右司是具体执行地方国家机构职能的核心部门。
三姓地区一切重要事情的实施都是通过左、右二

司完成的。 （2）印房。 印房又称印库。 与左右二司

建于同时，初建为一间，后增至二间，是收贮印信

之所。 （3）银库。 银库二间，掌钱粮之收支。 （4）办

理仓务处。 办理仓务处有三间，三姓地区的仓务

分为二。 一是永丰仓，又称公仓；二是义仓，义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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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房二十间。 （5）税课司。 顾名思义，税课司是三

姓地方国家机构中的收税衙门。 （6）参局、果子

楼、巡街衙门等。 参局是掌挖人参票照之发放，验

收人参等；果子楼，执掌备办贡品；巡街衙门，又

称番役处、街道厅或街道督捕厅，掌城内治安等。
（7）监狱。 三姓地方的监狱始设于乾隆三十一年，
规模很小，派骁骑校一员总负责，外有兵丁二十。

三、三姓副都统衙门的历史作用

三姓副都统衙门在设立的 177 年中，不仅发

挥了巩固边疆地区、抵御沙俄入侵、加强民族管

理的重要作用，而且还促进了三姓地区经济的空

前繁荣，使三姓成为名传遐迩的“三姓京”。
（一）军事上发挥了巩固边疆的重要作用。
自三姓副都统衙门设立后，清政府加强了对

三姓地区的边防驻军和防御工程的建设。 1880
年， 督边大臣吴大澂在吉林三边地区创立边防

军。 同时，为防御沙俄从松花江入侵，1883 年吴大

澂与三姓副都统在靖边营东北三里修筑巴彦通炮

台。 在炮台西白玉通江湾处又设置了三道拦江铁

索（亦称拦江铁锁），形成了攻防结合的江岸防御

要塞。 从三姓衙门设立至 1900 年近 170 年间，沙

俄一直没有大规模贸然进犯三姓地区［4］（卷119）。
（二）政治上，三姓副都统衙门实行了因族而

治的统治办法，通过组织实施编旗、编户、贡貂赏

乌林和联姻制度，有效巩固了对东北边疆少数民

族地区的统治。
1． 驻防八旗制。 驻防八旗制是清朝统治东北

地区的主要管理体制。 康熙五十三年（1714），三

姓副都统衙门“将卢业勒、葛依克勒、胡什哈哩、
舒穆鲁等四姓族长，编为世管佐领”［5］（卷 1，《地表》），
逐渐扩大了军队建置和编制，此时兵力已达 2000
余名，其中大部分是从三姓地区少数民族中编入

的，通过编旗将三姓地区少数民族组织起来。
2. 边民姓长制。 清朝将三姓副都统管辖的辽

阔边疆地区分散居住的少数民族统称为“边民”。
只要年届 15 岁、 身材结实的青年就要编入驻防

八旗，60 岁才能退役。 没有编入旗籍的边民，实行

“各设姓长、乡长、分户管辖”［2］（卷 28）的政策。 据三

姓满文档案所载，三姓地区所属 56 姓。 三姓副都

统衙门以他们原来的血缘姓氏为主，结合其居住

的地域村屯，分设姓长、乡长和穿袍人，建立起地

方基层组织。 据乾隆五十六年（1791）统计，三姓

地区已设姓长 20 名、 乡长 185 名、 穿袍人 107
名，此外，还有 2070 名称为白丁［6］（P27）的人，这些

边民分居于 252 个村屯中。 通过采取边民姓长

制，清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实行了有效的管理。
3. 贡貂赏乌林制度。 清政府规定，凡是被编

户的三姓地区少数民族，每户每年都必须向清政

府贡纳一张优质的貂皮，这就是贡貂。 为了笼络

前来贡貂的少数民族，清政府要进行回赏，亦称

为“赏乌林”（也称“赏乌绫”）。 最初，三姓地区少

数民族贡纳貂皮要到宁古塔去， 之后到三姓，后

来为便于少数民族贡纳貂皮，三姓副都统衙门专

门在距三姓三千五百多里的特林设临时衙署收

贡。 三姓副都统衙门代表清政府组织实施的贡貂

赏乌林制度，强化了清政府对三姓地区少数民族

的封建统治，密切了清政府与边远地区少数民族

的联系。
4． 联姻制度。 清政府在三姓地区也采取了联

姻制度，并由三姓副都统衙门进行组织。 据史料

记载，最早娶得清室宗女的是三姓地区姓长葛依

克勒头人：“于国初时，众赫哲人等，举葛依克勒

氏哈赉达索索库为盟长，在盛京进贡貂皮，当蒙

皇上召见，随即奖赏索索库为国罗达之职，并赏

配格格，即是做亲，乃系国语之称也。 ”［5］（卷 1，《地

表》）嫁给少数民族头人的宗女称为“萨尔罕锥”，娶

宗女的女婿叫“霍集珲”。 据乾隆五十六年的一份

三姓副都统衙门档案记载，当时嫁到三姓地区的

“萨尔罕锥”就有十名，娶得皇室宗女的少数民族

头人成了皇亲，三姓副都统衙门每年都对“萨尔

罕锥”有特殊的赏赐。
（三）促进了三姓地区的经济繁荣。
三姓副都统衙门的设立不仅在军事和政治

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促进和推动了三姓地

区的经济繁荣， 使清代的三姓城逐步成为军事、
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1． 商品贸易的兴起。 三姓副都统衙门设立

后，清朝实行贡貂赏乌林制度。 三姓衙门依贡赋

的质量划分等级向京城递交，再将京城的赏品分

发到周围各少数民族， 形成了边疆少数民族地

区、三姓副督统衙门和京城的商品流通链。 与此

同时，每户人家在完成规定的贡貂任务后，手中

多余的貂皮和其他兽皮可自由贸易，也可用获赏

的物品相互贸易。 贡貂赏乌林制度带动周边区域

的少数民族向三姓地区集聚进行商品贸易，三姓

继宁古塔之后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貂皮贸易集

散地。 据道光四年（1824）统计，三姓城的 82 家商

号 中， 经 营 毛 皮 的 就 有 31 家， 占 商 号 总 数 的

37.8%。 貂皮贸易的活跃也带动了三姓商品经济

的发展［7］。
2． 土地的大面积开发及农业的发展。 貂皮贸

易的兴起带动了人流的集聚和物流的发展，越来

越多的人涌向三姓地区，引发了土地的大面积开

发 ， 进 而 推 动 了 农 业 的 发 展 。 乾 隆 四 十 五 年

（1780）三姓地区有官庄达 15 个，每年可向衙门

纳粮 4500 石。 光绪十年（1884）六月初四，三姓副

都统衙门右司张贴告示称：“倭肯河东百余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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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湖里河均有可垦荒地，经奉旨开放，自宜赶紧

赴彼报名承领，听候勘丈给照。”［3］（卷 77）至 1861—
1888 年间，三姓地区放荒数达 219 880 垧，使三

姓地区从渔猎经济向农业经济快速迈进。
3． 带动了周边地区卫星城的形成和发展。 三

姓副都统衙门设立后，使三姓城成为东北边陲的

政治、军事和经济重镇。 而三姓城的繁荣对周边

地区也起到了辐射作用，带动了周边一些集镇市

场的发展，有的成了三姓的卫星城，对三姓的经

济发展和市场供销起到调节、 补充和辅助作用。

最早设协领衙门的是富克锦城，成为三姓地区辐

射的第一个大的城镇。 以后在清代驿站基础上相

继发展起来松花江北木兰、通河等镇。 至清朝末

年，设立依兰道时，所辖的临江府、密山府、虎林

厅、绥远州、富锦县、饶河县、方正县、大通县、汤

原县， 都属于清代三姓地区发展起来的新兴城

镇。 这些新兴城镇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三姓地区

的空前繁荣，使之不仅成为工农业产品、渔猎产

品、采集产品的集散中心，同时也成为东北地区

的重要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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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into the Establishment of
Sanxing Vice Dutong Yamen

SONG Ze-gang
(Department of Organizatio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mmittee of Tonghe County,

Tonghe, Heilongjiang 150900, China)

Abstract: Sanxing Vice Dutong Yamen is established in 1732 and disestablished in 1909, lasting 177
years. Its establish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onsolidating northeast frontier, uniting minor
nationalities, developing land and trade and commerce and the formation of a political, military, economic
and cultural center. This article sorts out and explores the strategic choice, basic conditions and historical
role of the establishment in Qing Dynasty.
Key words: Qing Dynasty； Sanxing Vice Dutong Yamen； Heilongjiang River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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