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朝时期康熙年间 

1662年（康熙元年） 

 

8月：方拱乾著《绝域纪略》又名《宁古塔志》成书。 

12 月：宁古塔昂邦章京改汉称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巴海继任

将军，梅勒章京改汉称副都统。 

是年，杨越、祁班孙、李兼汝、钱虞仲、钱方叔、钱丹季等，以

“通海案”牵连，流徙到宁古塔。 

是年，定由宁古塔出兵招抚新满洲百户者，赏给头等军功；招抚

80 户者，赏给二等军功；招抚 60 户者，赏给三等军功；招抚 40 户

者，赏给四等军功；招抚 20户者，赏给五等军功。 

是年，任傅格为宁古塔副都统，并再任海塔为宁古塔副都统。 

 

1664年（康熙三年） 

 

3月：令宁古塔流人，除旗下流徙及年过 60岁者外，一律充役。

选 200名服水性者入吉林水师营，演习火战；选强壮者入火器营，掌

使火器。 

4月 8日：（三月十三日）夜，打牲乌拉总管希特库家突然失火，

存于柜中有关打牲乌拉按年刨挖参数、人数、犯人供情及咨行将军档

案全部焚毁。盛京将军乌库哩旋令打牲乌拉总管派笔帖式前来将军衙

门，将打牲乌拉存档抄录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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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 日：（四月七日）辅政大臣鳌拜等与内大臣飞扬古结怨，

遂以飞扬古子侍卫倭赫不敬辅臣为由，将飞扬古及其子倭赫、尼侃处

死。唯一子色黑以不知情免死，流徙宁古塔。 

5月 21日：（四月二十六日）清定携妻流徙宁古塔人犯，夫死其

妻免流；若有子或无子有仆，仍应流徙；如只有一子，尚未离乳者亦

免流。 

6月 14日：（五月二十一日）定流徙宁古塔人犯，若犯人妻家为

图其女免流徙而故意致死女婿者，以谋杀人论罪。若恶徒欲得犯人妻，

设谋致死其夫者，照律处斩。地方官徇私包庇犯人者，从重治罪。 

8月 30日：（七月十日）定私自赎买流徙宁古塔等处“反叛者”

家属，违者系官革职；系旗人枷号两月，鞭 100；系民杖 100，流徙

3000里，钱款没收；有关官员从重治罪。 

是年，于宁古塔建立 32 个官庄，选流人充当庄头和庄丁。每庄

各 10人，1人为庄头，9人为庄丁，共 320人。屯粮积草，以备军需。 

是年，唐山流民开平瓷窑技工赵岩龙落户于溪浪沟岱王岭南山

（今吉林省永吉县缸窑镇大口钦乡前窑村），烧炭时发现烧缸土源，

经过 2年试验，烧出第一批施釉缸。 

 

1665年（康熙四年） 

 

6月 30日：（五月十八日）参领满邳任宁古塔副都统，原副都统

海塔解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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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以切尔尼戈夫斯基为首的 80 余名沙俄哥萨克窜入索伦部

鄂温克族居住区侵扰。宁古塔将军巴海率轻骑驰往围歼，沙俄军大部

被消灭，残敌逃踞雅克萨。 

9月 15日：（八月七日）清许宁古塔流徙民人嫁女于旗人。流徙

民人本身之妻子家属外，不许卖与旗人，其他听从买卖。 

是年，照伯都讷例修造三姓土城。 

 

1666年（康熙五年） 

 

6 月 7 日：（五月五日）清拨给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冬捕鳇鱼所用

制造各种工具 1115斤铁及蔴等原料。 

是年，于宁古塔旧城西南 60 余里处，由披甲兵丁和流人开始修

建宁古塔新城（今黑龙江省宁安县）。木城周围二里半，东西南各一

门。外为土城，周围 10 里，四面各有一门。宁古塔将军衙门迁驻宁

古塔新城。 

 

1667年（康熙六年） 

 

5月 10日：（四月十八日）清禁止流徙宁古塔人犯捐资修造城楼

及部院衙门赎罪。 

5月：胡巴克泰任宁古塔副都统，原任副都统傅格、满邳解职。 

7月 21日：（六月一日）照例将 1100余名达斡尔人编为 11佐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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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官统辖。 

是日，安珠瑚任宁古塔副都统。 

是年，索伦部四品佐领根特木尔叛国投俄。 

是年，定宁古塔将军每隔一年选派官兵采取桦树皮 72200张，以

备兵丁蒙饰弓箭所用。 

 

1668年（康熙七年） 

 

4月：长白山白头山火山喷发。 

8月 30日：（七月二十三日）尼麻察姓头领佛柳至宁古塔进贡貂

皮。 

 

1669年（康熙八年） 

 

7月：索伦部噶尔图等去京进贡，于常例之外，加赏给鞍马等物。 

是年，定索伦部总管为三品，称“副都统品级官员”；定副总管

为四品，称“参领品级官员”。下设参领、佐领、骁骑校、拨什库等

官员。 

 

1670年（康熙九年） 

 

2月：使者沙拉岱携带理藩院以康熙帝名义写给俄国督军阿尔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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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基的信件至尼布楚，邀请俄国派人到北京进行边界谈判，要求引渡

根特木尔等人。 

3 月 16 日：（二月二十五日）定流徙宁古塔人犯不得于 11 月至

下年 7月间寒冷季节遣往，以避免人犯衣絮单薄，冻死途中。 

是年春，宁古塔将军巴海派人前往尼布楚投书俄方，再次要求引

渡根特木尔等逃人，仍遭拒绝。 

12 月 11 日：（十月二十九日）宁古塔副都统胡巴克泰巴图鲁因

年迈解职。 

是年，宁古塔将军奉命修筑柳条边墙，南从开原县威远堡边门起，

经今四平、伊通、长春郊区，临双阳县界，过九台县至舒兰县法特东

亮子山止，再往北抵松花江，全长 690多华里。设伊通河、巴彦鄂佛

罗（即法特哈）、赫尔苏、布尔库苏巴彦罕四边门。此称“新边”，为

盛京将军和宁古塔将军辖区分界标志，也是边内与边外封禁区的界

限。 

 

1671年（康熙十年） 

 

1 月 7 日：（康熙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参领蒯齐任宁古塔副都

统。 

3月 13日：（二月三日）为监督流人造船，迁宁古塔副都统一员

移驻吉林（今吉林市）。首任吉林副都通安珠瑚。副都统开始专城驻

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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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30 日：（九月二十八日）康熙皇帝巡幸盛京时遣侍卫前往

宁古塔，赐宁古塔将军巴海貂帽、貂袍、天马皮褂、镀金刀等物。 

11月 2日：（十月二日）康熙皇帝巡幸入吉林地界。旋至爱新地

方，召见来朝的宁古塔将军巴海，询问宁古塔及瓦尔喀、虎人哈人风

俗。 

11 月 15 日：（十月十四日）康熙皇帝谕令巴海加紧操练兵马，

整备军械，加意防御沙俄。 

是年，吉林城驻防增设协领 8人、佐领、防御、骁骑校各 12人，

兵 600名，以宁古塔佐领、骁骑校各 11人，兵 700名移驻吉林城。 

 

1672年（康熙十一年） 

 

4月 25日：（三月二十八日）规定宁古塔等处流徙人犯如窝藏逃

人，不宜再拟流徙，应枷号 3个月，责 40板。 

10月 7日：（八月十七日）准宁古塔将军所属逃人，交该将军就

近审理。 

 

1673年（康熙十二年） 

 

是年，在宁古塔将军辖境内的吉林、宁古塔、三姓、珲春等地，

按八旗制度将招抚的“新满洲”4700余丁编为 40佐领，委官统辖。 

是年，安珠瑚监造吉林木城。木城南依松花江，竖木为墙，高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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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于东、西、北三面各造木城楼一座，设城门 3个。木城外挖有护

城壕，壕外修建土边墙，周长 7华里 180步，约 4320米。 

是年，于吉林城东莱门外始建关帝庙及山西会馆。 

 

1674年（康熙十三年） 

 

12 月 26 日：（十一月三十日）宁古塔将军巴海率领“新满洲”

40佐领进京朝见。 

是年，于黑龙江东岸修筑黑龙江城（即旧瑷珲城）。吉林水师营

总管移驻黑龙江城。吉林水师营另设四品、五品官各 2员统辖。 

 

1675年（康熙十四年） 

 

1月 6日：（康熙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因“三藩之乱”，京师禁

旅遣发颇多。 

是日，调盛京兵 1000 名至京派用；副都统安珠瑚遣官率吉林兵

700名赴盛京；巴海遣官率宁古塔兵镇守吉林。 

3月 3日：（二月八日）调吉林等处兵 1000名来京，以一等侍卫

吴丹为署副都统，参赞军事。 

4月 23日：（三月二十九日）因蒙古察哈尔部布尔尼叛乱，命宁

古塔将军巴海率兵速驰盛京，加强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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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6年（康熙十五年） 

 

5月 12日：（三月三十日）宁古塔协领席山任吉林副都统；吉林

副都统安珠瑚再任宁古塔副都统；原任宁古塔副都统蒯齐退休。 

是年，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城，宁古塔留一员副都统镇守。萨布

素以协领职留守宁古塔。宁古塔将军与吉林副都统同城驻防，并兼理

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宁古塔将军衙门设户、工、兵、刑四司及承办处、

档案堂、粮饷处、军器库、银库、狱管房、大狱、刑狱房等。 

是年，徙直隶等省流人数千户居吉林城，修造战船 40 只，双帆

楼橹。与京口战船相似，日习水战，准备抗击沙俄进犯。 

是年，于宁古塔建立满洲官学房，赐名曰“龙城书院”，是为吉

林历史上第一个书院。 

 

1677年（康熙十六年） 

 

7 月 2 日：（六月三日）康熙皇帝派遣内大臣觉罗武默纳、一等

侍卫兼亲随侍卫费耀色、一等侍卫塞护礼等 4人探查长白山。当日自

吉林城启程，21日抵长白山颠，31日返回吉林城。 

12 月 21 日：（十一月二十七日）定长白山为祀山，周围千余里

划为禁区。按封五岳之例，尊长白山为神，由宁古塔将军委派官员于

每年春秋两季在吉林望祭。 

是年，协领萨布素从诺罗河、西喇河一带（今七星河流域）招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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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满洲”300户，编入八旗，迁置于宁古塔地方。 

是年，定奉天、宁古塔等处将军及副都统管下如有兵丁 1 人至

10人为盗者，罚俸 9个月；11人至 15人为盗者，罚俸 1年；16 人

至 20 人为盗者，降一级留任；21 人至 30 人为盗者，降二级留任；

31人以上为盗者，降三级调用。如该管官自行拿获，免于处罚。 

是年，吉林城驻防增设佐领、骁骑校各 26人、兵 1211名。 

 

1678年（康熙十七年） 

 

4月：因宁古塔将军巴海招抚“新满洲”有功，副都统查努喀、

副都统品级布克陶受招亲率部族迁至宁古塔和吉林等地，给予巴海、

查努喀、布克陶世职嘉奖。 

9月 1日：（七月十六日）宁古塔副都统安珠瑚升任奉天将军。 

10月 6日：（八月三十一日）协领萨布素升任宁古塔副都统。 

 

1679年（康熙十八年） 

 

10月 4日：（八月三十日）参加平定“三藩之乱”的吉林、宁古

塔官兵撤至京师。 

11 月 29 日：（十月二十七日）吏、户、兵、刑四部奏请颁行私

采人参处罚条例。规定：私采人参为首者处绞，随从者枷责。同时令

各驻防官兵于采参来往途中增设关卡严查，以杜绝私采人参之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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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规定凡军罪及免死拟流人犯，一律安插于吉林地方。 

 

1680年（康熙十九年） 

 

6月 17日：（五月二十一日）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郝浴奏准死罪减

等者，照例发遣吉林；其余军流罪犯，照例审拟，免发奉天等处。 

 

1681年（康熙二十年） 

 

6月 26日：（五月十一日）清派大理寺卿明爱前往雅克萨与沙俄

交涉，要求拆除军事寨堡。警告俄方：如继续居留，将以武力驱逐之。 

7月 10日：（五月二十五日）骁骑校瓦礼祜任宁古塔副都统，原

副都统席山卒。 

7月：沙俄督军伏耶科夫派遣米洛瓦诺夫和沃尔加带领俄军侵入

额尔古纳河右岸，建立额尔古纳军事寨堡，并在索伦部强征实物税。 

10 月 30 日：（九月二十日）诗人吴兆骞以金赎还故里。是日，

吴兆骞举家启程离开宁古塔。 

11 月：清军攻入云南，吴世璠兵败自杀，持续 8 年的“三藩之

乱”始被平定。 

是年，开设从京师皇华驿经盛京至吉林的大驿道，设立驿站 37

个，全程 2245华里。 

是年，为向吉林各驿站提供坐骑，于伊通阿勒坦额墨站（大孤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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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南大甸子开辟占地 400多垧的养马场。 

 

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 

 

1月 20日：（康熙二十年十二月十二日）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有拟

罪事件向归盛京办理。是日，决定此等事件由宁古塔将军就近办理。 

5 月 2 日：（三月二十五日）康熙皇帝巡幸先后至吉林城和打牲

乌拉，泛游松花江，检阅水师，视察两岸地势，访问民情。赏赉宁古

塔将军、副都统、佐领以及伤残病老兵丁。 

5 月 8 日：（四月二日）定巡逻官兵缉拿私采人参犯时，凡诬拿

无辜或趁机榨取财物者，管官革职论罪，兵丁枷号 2 至 3 个月，鞭

100。采蜜、打水獭而无信票或人数多于票内人数，或有票而不在分

地采捕者，缉拿后治罪，诬拿者按诬拿无辜论罪。 

5月：沙俄军官米洛瓦诺夫率俄军从尼布楚出发，顺黑龙江下驶，

再溯精奇里江面而上，进行非法考察，绘制地图。米洛瓦诺夫旋向沙

俄督军建议在瑷珲附近建立军事寨堡，向黑龙江下游推进。 

6月 14日：（五月九日）因吉林地方气候严寒，内地发往人犯不

习水土，难以资生。是日，决定免死减罪人犯改发尚阳堡，应发尚阳

堡人犯改发辽阳。“反叛”案内应流人犯仍发往吉林地方当差，不必

与披甲人为奴。 

6月 23日：（五月十九日）因吉林官兵远居边外，身冒严寒，生

活艰难。是日，决定停止吉林官兵每年三、四月份寻捕鹰鸇窝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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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试鹰、冬季捕打山鸡等项差徭，酌减每年行围规模和次数。 

8月：词人纳兰性德奉命前往东北，远至黑龙江以北。8年期间，

穿行于东北各地，招抚索伦等各部族。 

9月 16日：（八月十五日）遣都统彭春、副都统郎谈等前往雅克

萨等地侦察。在达斡尔总管倍勒尔和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协助下，沿

嫩江北上，经墨尔根（今黑龙江嫩江县），越兴安岭，进雅克萨，顺

黑龙江而下至瑷珲。 

是年，置伯都讷驿站，通卜魁（齐齐哈尔）和墨尔根。 

是年，宁古塔将军辖境人口计 13.1927万人。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 

 

1月 24日：（康熙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彭春、郎谈返回京

师复命。康熙皇帝反对宁古塔将军巴海采取的“速行征剿”的作战方

针，确定“备足军粮，永戌黑龙江”的战略思想。命巴海、萨布素率

宁古塔兵 1500 名，置造舰船，发红衣炮、鸟枪，进驻黑龙江城和呼

玛尔，暂不攻取，隔断雅克萨和黑龙江下游俄军的联系。从科尔沁十

旗、锡伯和吉林官屯取足可供 3年用军粮 12000石。驻守黑龙江兵丁

实行屯垦。 

2月 17日：（正月二十二日）盛京将军安珠瑚不尽心守职，并与

新任副都统佟宝不和。是日，将安珠瑚革职，发往吉林地方效力。 

4 月 4 日：（三月八日）盛京刑部侍郎噶尔图和宁古塔副都统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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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祜分别勘测辽河和伊通河水势，验明辽河可行驶 3丈之船，伊通河

可行驶 3丈 5尺之船。遂决定沟通辽河、伊通河、松花江、黑龙江水

陆联运。从辽河上的开城（巨流河域）始，溯流至东辽河上的等色屯

（今怀德戥子街），再陆运百里至伊通门，经伊通河入松花江，顺松

花江而下至黑龙江，再溯江上抵瑷珲。 

4 月：于吉林造大船 50 艘，以备明年航期运粮至黑龙江与松花

江交汇处，由瑷珲拨船迎取。 

5月 4日：（四月八日）宁古塔将军巴海因继续坚持“速行征剿”

的作战方针，被免去统帅军职，令其留守吉林。命萨布素、瓦礼祜皆

以副都统职率兵前往黑龙江域和呼玛尔之间额苏里地方建木城驻扎，

于额苏里和索伦部之间设立驿站，备马征粮。 

5月：派遣户部尚书伊桑阿率领工匠赴吉林督修船舰。 

7 月 3 日：（六月九日）因宁古塔将军巴海抵触“永戌黑龙江”

的战略方针，并虚报粮食歉收数量，被革去将军职务。 

8 月：沙俄军官密尔尼科夫率领 60 余名俄军，从雅克萨出发，

增援亨滚河上的陆军据点，在精奇里江口与萨布素部下索伦族军官博

克率领的先锋队交战。密尔尼科夫被俘，俄军投降。清军溯精奇里江

而上，扫除俄军据点，残敌龟缩于雅克萨城堡。萨布素率军乘胜抵达

黑龙江城，固城练兵。 

9月 23日：（八月三日）正红旗蒙古都统殷图任宁古塔将军。 

10 月 18 日：（八月二十八日）定各部衙门紧要文书送往盛京、

吉林、差官给予火牌，照例从驿站传递；平常文书，停差官员，由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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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传递，无铺兵处，由驿站传递。 

10 月 28 日：（九月九日）定于来年春冰解后，就近移达斡尔兵

500 人赴额苏里耕种，由吉林、宁古塔兵 3000 余人分 3 班轮番驻防

该地。 

12 月 10 日：（十一月二十三日）定于来年雪消后，遣户部郎中

包奇、兵部郎中能特、理藩院郎中额尔塞前往宁古塔，选派熟知地理

者为向导，详加丈量吉林至瑷珲里程，准备开设吉林至瑷珲驿道。 

12 月 13 日：（十月二十六日）为贯彻“永戌黑龙江”的战略方

针，添设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即黑龙江将军、也称瑷珲将军），由

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任黑龙江将军，以礼部侍郎温代、工科给事中雅

齐为左、右翼副都统，驻守黑龙江东岸的黑龙江城。东北形成盛京、

宁古塔、黑龙江三将军镇守的形制。原宁古塔将军管辖的亨滚河上源

支流哈达乌拉河、黑龙江北岸的毕占河以及东流松花江等河流以西分

出，划归黑龙江将军辖区。松花江以东，乌苏里江、绥芬河、牡丹江、

图们江流域，黑龙江下游亨滚河以南以及包括库页岛在内的海中诸岛

仍归宁古塔将军管辖。 

12月 23日：（十一月六日）准于吉林赶造运粮船 30艘，连同前

造共 80艘。每船配运丁 15人，除萨布素所拨水手 150人外，增派吉

林八旗、猎户 690人、宁古塔兵丁 360人。届时由打牲乌拉总管希特

库统率运粮前往黑龙江。 

12月 26日：（十一月九日）宁古塔协领雅泰任宁古塔副都统。 

是年，黑龙江开始于吉林船厂修造船只，所用木材由吉林兵丁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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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 

 

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 

 

2月 25日：（正月十一日）萨布素派鄂罗舜率清军抵结雅斯克堡，

遣投诚俄人宜番入城劝降。俄军被迫投降，交出火枪 30 支，释放扣

押的鄂伦春人质。投降的米海罗等 21人送往北京，交户部安置。 

2月：沙俄军官弗罗洛夫率领俄军闯入黑龙江下游亨滚河一带费

雅喀和赫哲人居住区烧杀抢掠。萨布素提出征剿作战计划。旋派彭春

和萨布素率清军 300余人进抵亨滚河一带。俄军闻讯潜逃，清军追至

图库尔河。 

3月 29日：（二月十四日）郎中博奇等赴吉林，会同宁古塔将军、

副都统筹议开设北路驿站事宜。 

6月 30日：（五月十八日）巴海改任镶兰旗蒙古都统。 

8月：达斡尔官员倍勒尔报告盘踞雅克萨俄军情况。俄军在城外

增设一道木栅栏，从尼布楚调来增援部队 400人，守城俄军已达 900

余人。 

10月 19日：（九月十一日）派遣都统瓦山、侍郎郭丕赴黑龙江，

会同萨布素等研究制定攻取雅克萨作战方案。 

是年，派驻防协领勒辄等勘查长白山巅，观测水流山势。 

 

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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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5日：（正月二十三日）清政府诏准都统瓦山和萨布素提出

的“水陆并进，抵雅克萨招抚，不行纳款，则攻其城”的先礼后兵的

作战方案。派都统彭春赴黑龙江任清军主帅。增派副都统班达尔善、

护军都统佟宝、副都统马喇及銮仪使侯林兴珠等参赞军务。 

4 月：于瑷珲等地集结 3000 官兵，包括北京、盛京、吉林、宁

古塔、山东、山西、河南以及当地达斡尔族官兵，待命攻取雅克萨城。

吉林、宁古塔官兵 1500名及达斡尔族官兵 450名为主力部队。 

6月 23日：（五月二十二日）清军兵临雅克萨城下，向俄军发出

最后通牒：撤出雅克萨，退至雅库次克。俄军顽固抗拒。 

6月 24日：凌晨，清军攻城战开始。 

6 月 26 日：俄军头目托尔布津乞降。清允许投降俄军返俄。巴

西里等 45人要求留居中国。被俄军掠为人质的 160余名索伦、达斡

尔人获释。清军平毁雅克萨城堡，退至瑷珲。 

7月 15日：（六月十四日）克复雅克萨后，吉林兵暂行撤回，由

盛京、达斡尔派兵接替，前往黑龙江驻防。 

8月 13日：（七月十四日）户部郎中包奇等奏报：以 5尺为度，

丈量吉林至瑷珲城，共计 1340里，应设 19驿，每驿派壮丁并拨什库

30 名、马 30 匹、牛 30 头。壮丁由盛京、宁古塔所辖各驿站边卡抽

调，马、牛由盛京户部采买送往。 

8月 27日：（七月二十八日）沙俄尼布楚督军符拉索夫派人探知

清军撤离雅克萨后，立即派遣拜顿和托尔布津率领 500余名俄军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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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据雅克萨。 

10 月 24 日：（九月二十七日）命萨布素及副都统一员驻扎墨耳

根。黑龙江城设副都统一员，从宁古塔、吉林流人中择 500名兵丁派

往黑龙江城驻防。 

是年，裁打牲乌拉贡貂差役，专事捕珠。 

 

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 

 

3月 6日：（二月十三日）清政府命萨布素速修船舰，统领吉林、

宁古塔和八旗汉军 2000人驰赴瑷珲，博鼎率兵 200人驻扎墨尔根待

命。派郎谈、班达尔善和马喇参赞军务，准备再度攻取雅克萨城。 

7月 23日：（六月四日）清军水陆并进抵雅克萨城下。是日，清

军开始攻城。经过几天战斗，俄军伤亡惨重，督军托尔布津被炮火击

毙。经过 4个多月的围城，城内俄军只剩下 150余人，濒于覆没境地。 

11 月 10 日：（九月二十五日）俄国政府派遣使者文纽科夫等携

带沙皇信件到达北京，同意与清政府议定边界，请求撤雅克萨之围。

清政府接受俄方请求。 

12 月：清政府派御前侍卫马武等驰抵雅克萨前线，宣布康熙皇

帝撤军命令。清军遂撤至瑷珲、嫩江一线待命。 

是年，领催李扬千查勘乌苏里山场，发现乌苏里、绥芬、罗拉密、

玛延山、德克登吉、富钦、能图、珠奇、阿库里山场参苗丰富，皇帝、

王府参丁及关内流民陆续涌入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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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 

 

1月 19日：（康熙二十五年十二月六日）博奇于吉林等地监督蒙

古、锡伯、达斡尔、索伦人等奋力耕种的田亩获得丰收，不仅较别处

收获量多，而且足供驿站人役口粮并有余粮存贮，决定给予博奇嘉奖，

要求监督种田遣官互易其地，监视耕作。 

8月 19日：（七月十二日）沙俄政府派遣使者与清政府谈判。遂

令萨布素率兵于瑷珲等处隘口要道加紧巡逻、守备，修整待命。 

11 月：沙俄使者柯罗文率谈判代表团抵达色楞格斯克，派出信

使到北京，提出以色楞格斯克为谈判地点。清政府表示同意。 

是年，设吉林运粮船汉军水手 258名，修船匠役 48名。 

 

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 

 

4月 29日：（三月二十九日）吉林至宁古塔沿途各驿站，往来官

员多有索要车马并鞭打驿站人役事件发生。是日，清政府谕令凡扰乱

宁古塔等地驿站的过往官员照例治罪，驿站管官隐情不报者，按徇疵

条例降二级调用。 

5月 30日：（五月二日）清政府派遣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都统

一等公佟国纲等率代表团前往色楞格斯克。 

7 月 24 日：使团经蒙古喀尔咯汗王地，因准噶尔部噶尔丹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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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尔喀，道路受阻，被迫返回北京。清政府遂派信使通知俄方，谈判

推迟 1年举行。 

是年，八旗、宁古塔“新满洲”兵丁每人所需兵械器具折银 17

两 2厘 4毫不等，由兵部支给，自行备造。 

 

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 

 

5月 23日：（四月五日）沙俄使者柯罗文再度遣信使到北京。经

双方商定谈判定于本年 8月在尼布楚举行。 

6月 13日：（四月二十六日）清政府谈判代表团由北京出发。  

7月 21日：（六月五日）一等侍卫巴尔达任吉林副都统，原副都

统瓦礼祜卒。 

7月 26日：（六月十日）前锋统领佟宝任宁古塔将军。 

7月 31日：清谈判代表团抵达尼布楚。 

8月 22日：（七月八日）清政府与沙俄政府举行尼布楚谈判。谈

判中，沙俄代表一再提出无理要求，中国代表均予驳回，为了表示诚

意，也适当作出让步。经过半个月的会谈，双方达成协议。 

9 月 7 日：（七月二十四日）中俄两国举行《尼布楚条约》签字

仪式。《尼布楚条约》是中俄两国政府之间第一个条约，也是平等条

约。条约从法律上规定了中俄两国东段边界的走向：“以流入黑龙江

之绰尔河，即鞑靼语所称乌伦穆河附之格尔必齐河为两国之界。格尔

必齐河发源处为石大兴安岭，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凡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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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大小诸川，应归中国管辖；其岭北一带土地及

川流，应归俄国管辖。惟界于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应如

何划分，今尚未决，此事须待两国使臣各归本国，详细查明之后，或

遣专使，或用文牍，始能定之。又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亦为两国

之界：河以南诸地尽属中国；河以北诸地尽属俄国。” 

是年，拨吉林防御 4人，兵 80名，分驻伊通、巴彦鄂佛罗、赫

尔苏、布尔图库四边门防御各 1名，兵各 20名及总领催各 1名、台

领催各 7名、台丁各 150名。 

 

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 

 

7月 29日：（六月二十四日）噶尔丹再度发兵进攻喀尔喀。清政

府旋增派盛京、吉林兵 2000名，由将军统率驰赴喀尔喀助征。 

是年，拨吉林城驻防佐领、骁骑校各 21人，防御 13人，兵 800

名移驻黑龙江地方。 

是年，定打牲乌拉上三旗采捕壮丁中每 10丁置珠轩头目 1名，

月给银 2两，壮丁月给银 1两。下五旗采捕壮丁月给银依上三旗定例。 

 

1691年（康熙三十年） 

 

1 月 7 日：（康熙二十九年十二月十日）打牲乌拉总管满达尔汉

奏报，因本年未产松子，难以呈进。京师市上有松子出售，遂令于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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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购买 15石进送。 

2月 22日：（正月二十五日）定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捕打东珠的上

三旗、下五旗增加捕鱼任务。按捕珠之例添设捕鱼珠轩头目。 

 

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 

 

5月：裁撤吉林副都统。于伯都讷驿站南 20里建伯都讷“新城”，

添设伯都讷副都统。巴尔达由吉林移驻伯都讷，任副都统。 

6月 10日：（四月二十六日）从科尔沁王进献的锡伯、卦尔察、

达斡尔 14458人丁中选 2000名披甲，将散居的锡伯人作为附丁安置

在伯都讷镇守。就近移锡伯、卦尔察 1000名披甲，2000人为附丁于

吉林驻防。 

9月 22日：（八月十二日）准将伯都讷 4800名官兵编成 80佐领，

分别编入上三旗。 

是年，吉林城驻防增设满洲佐领、骁骑校各 6人；锡伯佐领、骁

骑校各 16人；巴尔虎佐领、骁骑校各 8人；锡伯兵 1000名，巴尔虎

兵 400名。 

 

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 

 

是年，于吉林文庙西南半里许建吉林左右翼官学，收旗人子弟学

习满文和骑射。设助教 2员，每翼教习 4员，由领催披甲内选任。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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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每佐领学额 4名。 

是年，于伯都讷城内修建加工和保藏贡品欧李的果子楼一所，内

设冰窖。 

 

1694年（康熙三十三年） 

 

3月 30日：（三月五日）耿额任宁古塔副都统，原副都统雅泰卒。 

6月 8日：（五月十四日）工部右侍郎沙纳海任伯都讷副都统。 

 

1695年（康熙三十四年） 

 

2月 14日：（正月二日）准于墨尔根、吉林、盛京三地至索岳尔

济山之间分置程站。如呼伦贝尔方面有警，由墨尔根就近出兵，吉林、

盛京后继；如山西、乌尔会等处有警，由盛京就近出兵，吉林、墨尔

根后继。各路兵马皆于索岳尔济汇齐拨派。 

2 月 22 日：（正月十日）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原定每 10 丁设珠轩

头目 1名。现人丁增加，每珠轩名下已有牲丁十三四名不等，决定增

设打牲乌拉总管珠轩头目 7名。 

9 月 24 日：（八月十七日）调宁古塔兵 1000 名，前往乌尔会汇

合后，征剿噶尔丹。 

 

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 

 22



 

1月 24日：（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为防噶尔丹东窜逃

跑，派副都统齐兰布驰报东北三省。令宁古塔将军除前派兵额外，再

酌量增派军队。 

7月 27日：（六月二十九日）宁古塔将军佟宝因未及时奏报所属

兵丁缺乏粮饷情况被革职。伯都讷副都统沙纳海任宁古塔将军。盛京

复州城守舒述任伯都讷副都统。 

 

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 

 

1月 21日：（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因黑龙江、吉林连

年歉收，清政府令将盛京仓储米谷 5000石由水路运往接济。 

6月：胡式巴任伯都讷副都统，原副都统舒述卒。 

 

1698年（康熙三十七年） 

 

3 月 16 日：（二月五日）打牲乌拉八旗人丁增加至 1900 余名，

原设笔帖式、领催不敷差遣。是日，准增添笔帖式 2员，下五旗每旗

增添领催 1名。 

4 月 3 日：（二月二十八日）前定打牲乌拉捕打东珠数过千颗，

总管赏给加级。此次捕获东珠 2180 颗。是日，将打牲乌拉总管穆克

登晋升一级，赏给三品顶戴；翼领罗禅，赏给五品顶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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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3日：（九月十日）宁古塔将军沙纳海奉命进京述职。 

10 月 29 日：（九月二十六日）康熙皇帝巡幸东北至吉林城，赏

赐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副都统喀特胡和宁古塔将军沙纳海白金、彩缎。 

 

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 

 

9月 22日：（闰七月二十九日）宁古塔副都统耿额任黑龙江副都

统，奉天右翼副都统博定任宁古塔副都统。 

11 月 29 日：（十月九日）因黑龙江地方连年歉收，准将吉林仓

储米谷运往墨尔根、齐齐哈尔等地接济。 

是年，驻防吉林的锡伯佐领、骁骑校各 16人和锡伯兵 1000名移

驻京师；驻防伯都讷锡伯兵 2000名移驻盛京及所属各城。 

 

1700年（康熙三十九年） 

 

3月 24日：（二月四日）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牲丁及遣犯已增至 2000

余人。所有捕务归 27名领催经营，因无顶戴，难以管束牲丁。是日，

准由 27名领催头目 7名，赏七品顶戴。 

7月 17日：（六月二日）吉林协领乌礼任黑龙江右翼副都统。 

12月 10日：（十一月一日）准将锡伯人分为三旗，设官统辖。 

 

1701年（康熙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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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6日：（正月二十七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以谎报兵丁数额，

贪赃兵饷被革职。调宁古塔将军沙纳海任黑龙江将军。奉天副都统杨

福任宁古塔将军。 

9月 5日：（八月三日）宁古塔将军杨福率属下进京朝见。 

是年，定打牲乌拉珠轩头目 33 名，每珠轩额征一等二等有光东

珠 16颗，岁征东珠共 528颗。 

是年，增设伯都讷蒙古佐领、骁骑校各 2人，蒙古兵 100名。 

是年，吉林等地粮食获得丰收，谷一升仅值制钱数文。 

 

1702年（康熙四十一年） 

 

4月 14日：（三月十八日）长白山火山口再次喷发。 

11月 26日：（十月八日）宁古塔等处发遣人犯逃者甚众。是日，

令宁古塔将军、打牲乌拉总管及副都统、协领、佐领、骁骑校等严加

监管。年终核对，如逃走 1人，其主人为官者罚俸 3个月，平民鞭责；

逃走多者，按人数加罪，该管将军至各级官员分别降罚。 

 

1703年（康熙四十二年） 

 

2 月 5 日：（康熙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每

珠轩添设铺副 2名，仍食打牲丁饷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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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3日：（九月二十四日）宁古塔副都统博定任黑龙江将军。

吉林协领喀珥图任宁古塔副都统。 

 

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 

 

是年，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奏请迁移城垣，修固衙署，以免松花

江水泛滥浸淹塌陷。所用工料银拟由八旗官兵俸饷捐集。 

 

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 

 

2 月 3 日：（正月十日）清政府旨准打牲乌拉城动迁计划，打牲

乌拉城迁徙到旧城东向阳高埠处。 

是年，定盛京旗人携带眷口潜往吉林地方耕种者，除正身旗人仍

拏解盛京照例办理外，其盛京兵部、工部、内务府之壮丁并王公宗室

之家奴及旗下家奴，可编入吉林官庄耕种，纳粮当差。 

 

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 

 

9月 29日：（八月二十三日）盛京户部按新定式样打制仓斛斗升

量具发给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以统一边外量具规格。 

是年，于旧城东向阳高埠处建成打牲乌拉新城。土筑城墙，周围

8里，每面 2里，建城门 4座，城中过街牌楼 2座，内设衙署、银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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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是年，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于乌拉城一带设立 5官屯，每屯 14丁，

每丁拨新荒地 15晌，每屯给牛 20头。每丁纳粮 43石 2斗，由总管

衙门建仓自贮。另拨给每官庄荒地一段用于放牧。官庄贮粮供官兵俸

饷及荒年赈济口粮。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统领打牲户丁达 5万余口。 

 

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 

 

10月 6日：（九月十一日）宁古塔副都统喀尔图因年老退休，马

齐任宁古塔副都统。 

11 月 29 日：（十一月六日）陕西反清起义首领朱玺、魏学吾等

15人被捕后处斩，随从孔易兄弟等 9人流徙宁古塔。 

11月：伯都讷副都统胡式巴年老退休，关保任伯都讷副都统。 

是年，由伯都讷迁移盛京驻防的锡伯人集资在实胜寺附近（今沈

阳和平区）购房 5间，创建“锡伯家庙”太平寺。 

 

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 

 

5月：明朝皇子朱慈焕（朱三太子）隐名埋姓在山东李方远家中

任教。是月，朱慈焕及其二子三女一媳处斩，朱妻及李方远流徙宁古

塔。 

9 月 8 日：（七月二十四日）浙江及江南一带反清案的参与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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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和尚等原判凌迟。是日，令将一念和尚宽免，与知情不举者陈庚元

等 5人举家流徙宁古塔。 

 

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 

 

3月 18日：（二月八日）宁古塔将军杨福任黑龙江将军，奉天将

军觉罗孟俄洛任宁古塔将军。 

10 月 11 日：（九月九日）扎赍特、郭尔罗斯王公入京觐见。清

廷赐以银两和衣帽、缎布等物。 

是年，停止八旗采参制，实行放票采参。每年给票 2万张，其中

1万张给盛京、宁古塔、打牲乌拉满洲兵丁。 

是年，打牲乌拉采参牲丁增至 1300多人，年产参达 2000斤（合

3.2万两）。 

 

1710年（康熙四十九年） 

 

6 月 5 日：（五月九日）康熙皇帝巡幸东北至吉林城，检阅吉林

和黑龙江官兵习射。 

是年，始绘制包括黑龙江以北至外兴安岭、乌苏里江以东至海中

诸岛的东北全境舆图。 

 

1711年（康熙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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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6 日：（五月二十一日）福建郑尽心、浙江蔡元良、山东张

景龙等“海贼”因善水性、舞刀、远视，被俘后发往吉林、宁古塔等

地充当水手。 

9月：命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于来年春冰解后，自义州乘小船溯

鸭绿江而上，不能行船时，由陆路至图们江踏查凤凰城至长白山地势。 

是年，进入吉林境内民人（汉人）已达 3.3025万人。 

 

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 

 

2月 28日：（正月二十二日）查出已故方孝标所著《滇黔纪闻》

内有反清语句，令将方孝标戮尸，其子女发往吉林、宁古塔、伯都讷。 

6月 18日：（五月十五日）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审视至鸭绿江、

图们江源头，并刻石立碑。 

 

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 

 

7月：托留任伯都讷副都统，原副都统关保解职。 

是年，吉林城驻防兵丁增设 579名，以吉林余丁 400名充伯都讷

兵额。 

是年，定发遣人犯暂不发往齐齐哈尔、黑龙江等处，俱发往三姓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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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 

 

3月 11日：（正月二十六日）设三姓协领衙门，任阿米纳为三姓

协领加副都统衔。以葛依克哷姓、努耶勒姓、胡什喀哩姓、舒穆鲁姓

为基础编为四佐领，设佐领、防御、骁骑校各 4人，以捕貂“新满洲”

200名充兵额，又从吉林拨来披甲 80名，每佐领下各编 70名。隶属

宁古塔副都统，管理 56 姓赫哲、费雅喀、鄂伦春各族纳贡和回赏乌

林（财帛）。舒穆鲁姓旋被迁往宁古塔。 

是月，设珲春协领衙门，任那尔六为珲春协领。下设佐领、骁骑

校各 3人、防御 2人。辖 15处卡伦，以捕獭库尔喀人 150名充兵额。 

 

1715年（康熙五十四年） 

 

4 月 8 日：（三月五日）正白旗护军统领穆森署理宁古塔将军衙

门。 

9月 14日：（八月十七日）郭尔罗斯镇国公巴土进京朝见。 

 

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 

 

11 月 15 日：（十月二日）沙喀任伯都讷副都统，原副都统托留

任黑龙江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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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 

 

9月 21日：（八月十七日）郭尔罗斯扎萨克一等台吉查滚进京朝

见。 

 

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 

 

5月 19日：（四月二十日）河南白莲教起义失败后，首领李雪臣、

袁进（朱复业）、郭英等被处斩，部众洪知所等发往三姓等地给披甲

人为奴。 

10 月 18 日：（闰八月二十五日）定自本年始，吉林各驿站驿马

倒毙不得过十分之三，驿牛倒毙不得过十分之四。倒毙马匹交皮脏变

价银 5钱；倒毙牛隻交皮脏变价银 3钱。变价印留作次年买补马、牛

费用。 

是年，新测绘的东北全境舆图完竣进呈朝廷。 

 

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 

 

1 月：（康熙五十七年十一月）托罗科任伯都讷副都统，原副都

统沙喀年老退休。 

2月 15日：（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令宁古塔兵 5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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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兵 500名于明年春出兵参征乌兰乌苏。 

3月 16日：（正月二十六日）授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副都统衔，

令其统辖打牲乌拉、吉林 1000 兵丁。穆克登旋率兵出征西路，总管

事务由吉林协领张来署理。 

是年，巴赛任宁古塔将军。 

 

1721年（康熙六十年） 

 

6月：徐昌任伯都讷副都统，原副都统托罗科解职。 

9月 19日：（七月二十八日）郭尔罗斯台吉察浑、图萨图等陆续

进京朝见。 

是年，锡巴立任三姓衙门协领加副都统衔。 

 

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 

 

7月 10日：（五月二十七日）协领觉罗塞什图任伯都讷副都统，

原副都统徐昌卒。 

10月 9日：（八月二十九日）一等侍卫马喀那任伯都讷副都统，原副

都统觉罗塞什图任杭州副都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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