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咸丰一朝，清廷在东北边疆的统治秩序遭到

严重破坏，特别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际，清廷大

规模从东北抽调驻防八旗入关平叛，造成晚清时

期东北边防空虚。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廷为解

决东北边患与匪患，开始对原有的东北驻防体系

进行变革。在晚清东北驻防体系的变革过程中，最

具特色的当属东北海疆驻防体制的革新。就目前

学界关于清代东北海疆驻防体系的研究来看，徐

景学认为清廷在东北沿海地区所设立的卡伦的主

要任务为“巡边查界、通报边防动态、稽查行旅、搜

山封禁等”①。安京则认为：“清前期，清政府没有新

式海军，只有旧式水师……在清入关前，后金便已

开始利用水师征服东北东部沿海诸少数民族部落

……有清一代，自山海关、锦州、旅顺、盖州延至鸭

绿江各沿海口岸39处。”② 郑汕则考证：清前中期

“清廷在旅顺口设立外海水师，并隶属于金州副都

统所辖，其主要用木质旧式船只执行水师出海巡

逻。”③ 顾松洁认为：“珲春最初设防是为防范朝鲜

边民越境而保护封禁之地。至晚清俄国侵占东北

加之封禁区的开放，其职能变为抵御俄国入侵，对

有效保卫边疆发挥了重要作用。”④ 费双应则讨论

了晚清时期清廷选择旅顺作为北洋海军军港的背

景，认为：“(北洋海军)不但可以有效地拱卫京师

地区的安全，同时其有效辐射范围还扩展到朝鲜

半岛、日本海及俄罗斯的远东地区。”⑤

综上，学界对有清一代东北海疆驻防的研究

著述成果丰硕。但就该问题研究的具体内容来看，

学界将大多数精力集中于北洋海军的建设方面，

较少关注晚清东北海疆驻防变革背景中的内在因

素，忽视了清廷革新东北沿海海口驻防的新举措

等。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相关史料档案

为基础，通过对晚清东北海疆驻防体系变革的梳

理，总结晚清东北海疆驻防的新特点及驻防体系

革新的深层原因。

一、咸同时期东北海疆的边患与匪患

清朝在经历相对稳定的 200余年统治之后，

至咸丰朝东北边疆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表

现为因国内太平天国起义，南方战事吃紧。清廷不

断从东北征调八旗驻防兵勇，且又因连年战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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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清朝财政支绌，清廷已无力支付南调八旗兵勇

饷银。咸丰六年(1856)十一月，盛京将军奉祺奏

请，仍循“咸丰二三年间初调东三省官兵九千名经

过奉省境界，所需车马、饭食、草料等项银两，因经

费不足由旗民地方筹办，毋庸作正开销”⑥。因此次

“捐输一项业经动拨兵饷无存且当经费支绌，实系

无款可筹”，故吉林、黑龙江西丹（意指未成年之男

丁）过境之时，仍照咸丰初年南调九千名兵丁之例

执行。咸丰十一年(1861)，吉林将军景淳因年例采

捕东珠一事，奏请朝廷拨银办理，“捕珠应用器械

及官丁整装、盐粮均系必需之款，当由铺商指饷。

又借市钱五万余吊，先行分饬官丁备办等项兼捕

例贡。迨至冬初俸饷分毫未领。奉饬采办捕珠所需

锅帐、盐粮无项备办，而官丁入山砍取兼捕例贡俱

差，寒难益甚”⑦。由此管窥清朝财政，可想其紧张

之状况。为弥补财政支出上的短缺，清廷决计向军

队过境地区的民众摊派饷银、粮食、草料等项，此

措施加重了东北民众的赋役负担。由清廷大规模

从东北调兵及过度摊派赋役，导致了两个结果：一

方面俄国借东北边防空虚之机，大肆在黑龙江流

域进行武装勘察并侵占东北北部海疆。另一方面，

在东北地区发生了大规模反对压迫的农民及矿工

起义。

咸同时期的东北边疆内忧外患，其深层次原

因在于清廷在东北实行的旗民二元体系管理体

制，以及清朝封禁东北政策与内地民人闯入禁地

的矛盾。清初，清廷对东北实行编户佐领的方式，

即在东北八旗驻防地区由佐领掌管旗人的户口、

田宅、兵籍等，而后由户部统一收存。由于清政府

对东北实行严厉的封禁政策，故仅有奉天南部的

府州县拥有民户，清廷对其实行五年一编审的办

法，收效甚微，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亦将其废

除。乾嘉之交，福建流寓民人 50余户于宁远州之

觉华岛种地纳粮，捕捞鱼虾。奉天府尹荣柱等以

“岛内俱系土著老民，并无外来流匪。且创种地亩

者甚少，捕捞鱼虾者居多”，奏请于该岛居民“照旧

在岛居住，仍编之保甲，实力稽查。一并将开垦地

亩勘丈明确，照例升科其地，责成熊岳副都统不时

严查，传有匪徒事，严行惩治，即将房棚烧毁”⑧。

因宁远州觉华岛未在封禁之地且在岛居民多以捕

捞鱼虾为生，未有伤及东北旗民生计，故清廷仍将

其编户，并将其垦种之地照例升科，由熊岳副都统

严查当地治安。

嘉庆初年，东北八旗官地“有不能耕种者十居

八九，现在有力耕种者不过十分之二三”，部分无

力耕种或以捕猎为生的旗人，将所得官地租与他

人耕种或抛荒，这样即大大削弱了兵饷的来源基

础。为不致将八旗官地荒芜，巩固兵饷来源，时任

吉林将军的秀满奏请将原属旗人官地，按户拨给

流寓于宁古塔地方 400余户内地无业贫民耕种，

并“设立排甲催头，照以从前所纳钱粮数目，仍着

右司征收”⑨。清廷此举之意在于安置东北境内的

无业贫困游民，使其有地耕种并向其征收田赋，并

由宁古塔副都统衙门右司征收。同时，设立保甲以

便于管理流民。如此，清廷不仅增加了田赋，巩固

了兵饷，更令无业贫困游民有田可耕。但这也只是

宁古塔一地的特例，并未在吉林乃至东北全境实

行。为杜绝匪患源流，防止类似于金田起事的事件

再次发生，清廷令东三省将军分别定章以为编查

保甲，吉林将军固庆饬令“旗民各官按户清查，并

于散给门牌内填写户口，悬挂备查在案”。景淳到

任吉林将军之后，于咸丰四年(1854)举行编查，

“各副都统、总管、吉林伯都讷同知、长春厅通判照

章按户悬牌，查明各所属界内并无隐匿来历不明

之人及窝藏贼匪情弊，具印结咨报。复派协领常明

前赴吉林十路界内周查，系按户悬牌并无窝藏贼

匪，亦具切结呈报”⑩。

嘉道时期，直隶、山东等地灾害频发，导致关

内部分贫民不惜代价闯入东北。在辽东半岛沿海

附近，因奉天沿海牛庄、营口、岫岩、金州、貔子窝

等海口及岛屿与山东登莱府相距甚近，山东民人

多私自渡海前往东北禁地。因边外之地盛产木植、

矿产等，使得关外民人凝聚成匪，以致在柳条边外

劫掠成风，滋扰村镇。每年行围以后，匪徒又流窜

于围场附近，私自垦殖并搭建窝棚，更有匪徒偷砍

山林，淘金垦田，造成一时匪患不绝的状态。在匪

徒聚集之处常有涉赌之事，故因赌博之事而致械

斗，且恃众拒捕。同治五年(1866)，盛京将军都兴

阿奏请朝廷“欲靖边外必须先清腹里，酌量缓急，

由渐而入方，以期稳妥”。为此，其“一面严饬开原

李家台土口子、英额边门新兵堡等处马步各营，于

边里各该附近地方村堡团会处所严密搜查，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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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藏隐匿情弊，一面出示严禁赌博，分饬通省地方

文武员额暨马步各营，即于各处团会搜捕窝藏赌

匪，总期搜除净尽毋留根株”。在吉林，有俄人与

金匪相互勾结，滋扰宁古塔地方一事。俄人因“风

闻金匪聚众盘踞秦蒙河，而海参崴俄人防其攻，先

不分皂白拘系水路渔采人等，屡次索取尚未放。又

掳掠陆路菜营刨夫，几经开导坚意不听”。由是，

又有俄人以采购物品游历宁古塔为名，实为探听

宁古塔副都统衙门对俄国拘捕渔民及狩猎人等的

意见，该副都统乌勒兴阿恐俄人有袒护金匪之意。

此时，俄国已占据吉林东北滨海地区，且海参崴、

秦蒙河距珲春仅有数百里之遥。为防止俄国因此

再生衅端，同治七年(1868)，乌勒兴阿照会俄国并

“拣派柯考俸员，骁骑校伯兴等径赴摩涧岁，假水

陆往探金匪下落。饬伯兴前往沿海一带地方，务将

俄人与金匪互相滋事确情，据实侦探及。饬陆路各

探设法深入常探”。同治时期，东北匪患出现了内

外互相勾结的状况，东北边疆陷入内有土匪、外有

强邻的危局之中。

二、北洋海军与吉林靖边水师营的设立

李鸿章在筹办北洋海军之际，不仅在国外订

造一定规模与数量的铁甲舰，还需在国内选择北

洋海军停驻的军港。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因环抱

渤海，屏藩京畿地区，成为北洋海军选择军港的首

要地域。经多次勘察选址，辽东半岛的旅顺口与山

东半岛的威海卫成为北洋海军的军港。李鸿章为

何选择旅顺作为北洋海军军港，主要因为旅顺的

战略位置与地理形势具备作为大型军舰停泊港口

的条件。旅顺口一地原设有始于康熙年间的旅顺

水师营，其辖有10艘木质战船，设汉军协领一员，

隶属于金州副都统。至道光、咸丰年间，因船体糟

朽，以致不能正常出海巡哨。对于是否保留旅顺水

师营一事，盛京将军歧元主张：“当此海防吃紧之

际，该营水师虽不能临大敌，尚可巡缉海盗，借资

防守。” 光绪七年(1881)，李鸿章曾亲赴旅顺口

查勘地形，认为此地“濒临辽海，诚为紧要口岸”。

对于旅顺水师营的存废，李鸿章则主张因此地已

有北洋海军驻扎，应尽行撤掉，“旅顺口原设师船，

实属虚糜无益……今既派丁汝昌统领快船、炮船

驻扎该处，随时出海梭巡，足壮声势”。这样，存在

了近200年的旅顺水师营在筹办近代海军的浪潮

中被裁撤。旅顺被誉为“远东第一要塞”，有此为凭

清廷近可拱卫京畿，远可控制朝鲜、驱逐日本，“旅

顺岛在奉天金州海口，距山东登州、烟台对岸二百

余里洋面。东接太平洋，西扼渤海咽喉，为奉、直两

省第一重门户”，且“旅顺口有黄金、鸡冠等山为屏

蔽，内有东西两澳，四山围拱，形势天然”。 旅顺

口因此成为北洋海军首选军港之地。但由于旅顺

口外海口较浅，内澳淤平，必须在疏浚之后，方能

大规模停泊军舰。于是，李鸿章向朝廷奏议设旅顺

工程局，并委派治理修补道员袁保龄为总办，负责

旅顺军港的建设。至光绪十六年(1890)，旅顺军港

建成，外海口已疏浚完毕，其设有黄金山炮台、船

坞、库房等，已初具规模，可供多艘大型军舰停泊。

在修造旅顺军港之时，朝鲜国内相继发生了

“壬午兵变”及“甲申政变”，因北洋海军的快速反

应，而迅速平定了朝鲜内乱，粉碎了日本独吞朝鲜

的企图。朝鲜“甲申政变”之后，因中日《天津会议

专条》规定两国须从朝鲜境内撤军。清廷将原驻守

朝鲜的庆军撤回中国境内，并令其驻扎于旅顺口。

一方面，庆军熟悉朝鲜地势与情况，一旦有事可以

迅速赴朝。另一方面，庆军与北洋海军同时驻扎旅

顺，相互配合，“水陆相依，声援尤壮”，以此稳定朝

鲜政局，扼制日本在东北亚地区不断扩张的企图。

除于辽东半岛的旅顺口建设北洋海军驻防港

口以外，清廷早在咸丰七年(1857)便开始动支款

项，办理吉林海防事宜，以防止俄国入侵东北。据

统计，自咸丰七年(1857)起至同治三年(1864)六月

止，吉林将军衙门动支“吉林土税、三姓土税、杨万

升赎罪捐输银、吉林官民捐输、吉林试收金税等项

目下银两共计京钱二十五万四千三百六十一吊七

百六十文”。以前定例驻扎于黑河口的八旗兵勇，

“每人每日领粟米一木碗，五日领苏油一碗，十日

领盐一碗”。为加强该地的守备力量，吉林将军景

纶奏请朝廷增加八旗兵勇的供应，将前述定制改

为“五日领米六碗，白钙黑酱猪羊牛肉随时散犒，

并无定章。每人领过置装京钱十二吊、单棉衣各一

件、单棉裤各一条、靰鞡一双，往返十个月”。

俄国不断蚕食吉林边地，导致边防形势异常紧张。

因此，吉林以办理海防之名义，加强沿江、河要隘

的驻防，重赏驻扎于该地方的八旗兵勇。

晚清东北海疆驻防体系变革考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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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东北匪患愈演愈烈，以致有土匪驾

驶船只，在江面抢掠商船之事，“吉林松花江延袤

千余里……每至夏天盗匪恃为来往，劫掠商船。江

西甚属不靖，官兵无船，实难剿除”。在吉林未设

靖边水师营之前，吉林将军衙门多雇佣当地渔船，

代为在江面巡哨，缉拿土匪。至光绪十五年(1889)
四月，吉林将军长顺将已裁撤之靖边军炮队 200
名兵勇编为靖边水师营，并委任孙承统为靖边水

师营管带，专责筹备水师营组建事宜。同年九月，

又于靖边军马队中抽出熟悉水战兵士，并颁布《靖

边水师营章程》，吉林靖边水师营就此成军。根据

章程，吉林靖边水师营共设有“三板、四板船共12
只。炮船九号共用总哨官1员、哨官2员、办事官1
员、字识1员、枪长9员，共14员。另有号令2名、舵

工12名、头工12名、炮勇30名、桨勇118人。舢板

每号前后应用葛尔萨炮二尊三号，共用炮六尊，四

板船每号应用炮船一尊九号，共用炮九尊”。

吉林靖边水师营建立之后，自每年开江之后，

分别于松花江、图们江等东北江河流域巡哨，剿灭

匪患。以图们江为例，靖边水师营以水湾子一地为

界，沿江十里之内以炮船巡缉。十里以外，归靖边

军中前两路营巡缉。在图们江近珲春的西步江，地

处中、俄、朝三国边界地带，为通商之渡口，五方杂

处。为此，在图们江巡哨的水师营船只在冬季封江

之时，便驻扎于此。另外，规定每月分为两班巡哨，

并饬令舱长亲自督办，“上班自初一起亲巡会哨，

班满即饬水湾镇舱长接巡。下班自十五日起亲巡

会哨，班满即饬伯力墩、沙草峰两处舱长接巡。务

使地方悉皆安谧”。

三、革新沿海驻防营制与创新操练之法

甲午战争之后，奉天驻防营制弊端凸显。针对

既往捷胜营在围场捕盗不甚得力之弊端，且在奉

天沿海之地驻防，万难处处防守周密。为此，新任

盛京将军依克唐阿根据“汰弱留强”的原则，基于

盛京沿海驻防情况，将原有奉天练军改为盛京绿

营练兵、奉军都辕练兵及亲军盛军。同时，盛京城

外设马队及步队，仍就近归副都统、城守尉等节制

调遣。外城练军与省城练军统称盛军练。另外，依

克唐阿还对奉天驻军进行了规制，盛京城内外军

队在驻防数月后实行内外互调、不时换防。如此，

可使奉天驻防八旗兵勇转弱为强，以不负朝廷“培

植八旗之意”。经过依克唐阿此番整顿以后，合计

“奉天驻防八旗所属盛军、奉军、亲军，统共28营，

计11 012人”。

因俄国不断南侵，造成东北边疆危机加剧。清

廷由甲午战后重点防范日本转向在西北、东北边

疆防御俄国，由此清廷开始大规模向东北拨付军

饷，造成清朝财政亏空严重。大学士刚毅于光绪二

十四年(1898)奏请裁减兵员，对此依克唐阿认为

“裁兵一事，安危攸关”，并以奉天盗匪横行、教案

迭起、俄兵强占旅大及盛京陪都重地四个原因，极

力反对刚毅因吃空饷银而裁兵的建议。在奉天一

地，设兵捕盗备边尤为重要，“夫兵当无用之日，虽

举一万而尽裁之不得，谓之弛备。若时值外侮，迭

乘人心浮动，盗贼蜂起窜扰无时，多一兵则得一兵

之用”。刚毅裁撤吃空饷之兵丁的建议，正值俄国

强占旅顺、大连湾之际。依克唐阿则认为，俄国实

借保护之由，行侵吞之实。如果仓促撤兵，“将来猝

然发难，势必措手不及，难有善者”。同时其又奏

陈，虽俄军强暴，却惧怕清军。当奉天练军前往驻

守金州之时，在大连湾的俄国兵舰大惊，在白天不

敢轻易骚扰当地居民。至练军撤退后，又开始公然

劫财杀人，肆无忌惮。以俄军此种情形，如今之计

“惟有添设重兵，张我军威，使彼不敢轻视，庶足以

杜其觊觎之心，即不然亦须就原有练军，严事战

备，不稍松懈，亦尚足固结人心，激励士气”。

除革新沿海驻防营制以外，清廷亦开始创新

操练之法。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廷对俄国的失败，

不仅缘于东北边防的空虚，还有驻防八旗作战能

力的退化。以吉林为例，每届冬令时节，清廷会派

兵赴围场打猎，一方面向朝廷进贡鹿茸等物品，另

外还可借此操练八旗兵员技艺。自咸丰三年

(1853)伊始，时任吉林将军的景淳以“征调频仍，

官兵不敷差遣”，奏请暂停围猎捕打。这样一来，从

前围猎之官兵弓马技艺日益生疏。为此，清廷决计

自同治七年(1868)冬令时，重开驻防兵勇于奉天、

吉林之围场捕猎之事。同治十年(1871)，吉林将军

奕榕奏请，“循例携印督带省城官兵及随员人等共

一千余员名，先行酌垫发给口粮、银两，各令携带

蒙古包锅帐等项定于十月十三日由省启程围猎，

借资演练官兵。” 清廷重开在东北行围，且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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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练兵操演之时，这样必然引起兵力分散，无法

集中全力剿灭匪患，盗贼出没无常之势愈演愈烈。

同时，每次派兵行围所需款项 14 000余两，清朝

财政已无力支撑如此庞大费用。故清廷于光绪三

年(1877)冬令时开始，命吉林边地停止派兵围猎，

“容俟地方平靖，再行奏请举办，以符旧章”。

在奉天，因操练不得法，致操练不能精专。各

营统领营哨中，带炮队者不知炮法，带枪队者不知

枪法，更有统兵之将帅不知行军布阵之法。为此，

新任盛京将军增祺由盛京城内八旗闲散甲兵内拣

选 500人，先教以步法、枪法及行军操法，再以此

500 名八旗闲散甲兵教习奉天驻防二十二营兵

法，而后拟从二十二营中抽调十个营，合成仁、育

两军，统一进行操练。待操练完成之后，再行轮换

另外十营，并拟以三十营专事操练。另外，前任将

军依克唐阿及增祺都主张，奉天练军应用德国陆

军操练之法，因其“教战本吴起，每变皆习之意。其

行军藉用地势、马步、炮各有所用，亦与孙子九地

诸篇及戚继光鸳鸯阵长短兼用之法相合”。

余 论

在同光之际的“海防”与“塞防”争论中，清廷

将奉天划入“海防”的讨论范畴之中，这意味着清

朝统治者已经开始从整体考虑东北南部海疆的战

略地位及设防问题，以此折射出晚清时期东北南

部海疆危机的深重及东北亚局势变迁所带给东北

海疆的深刻影响。北洋海军在旅顺选址建立军港

以及在吉林设立靖边水师营，可视作晚清东北沿

海驻防的两个创举，同时也是晚清东北海疆政策

转变的重要表现。其一，李鸿章选择北洋海军停泊

港口之时，就将目光集中于辽东半岛的旅顺。从地

理位置来看，旅顺军港与威海军港二者隔渤海而

望，互成犄角之势，成为拱卫京畿的重要力量。这

样就减轻了陆路防守的压力，使得北洋海军可以

出海迎敌，构筑起京师地区的海上屏藩。另外，以

北洋海军驻守旅顺军港，不仅加强了东北海疆的

海上驻防力量，更重要的是借以北洋海军之军威，

牢牢巩固清王朝对朝鲜李氏王朝的宗主国地位，

使其作为清王朝最为稳固的外藩屏障，以免东北

南部海疆再次落入他国之手，危及清朝统治根基。

其二，清廷在吉林设立靖边水师营，凸显了清朝统

治者“水陆并重”的驻防思想，即通过吉林练军与

靖边水师营互相配合的方式，对外则加强在中朝

界江江面的巡哨，防止朝鲜边民越界，对内则为剿

灭东北匪患。

晚清东北北部海疆丧失及南部海疆陷入危

机，促使清廷对东北海疆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其中

一项措施即改变在奉天及吉林沿海、沿边地区的

八旗驻防体制，改革驻防满汉营制，配备先进的武

器装备，改革以往操练之法。尤其在吉林创新的设

置防军，其目的即在于防备俄国再度内侵，防止国

土沦丧的事件再次发生。但在变革的过程中，清廷

在东北海疆的驻防体制亦有其致命的缺陷与弊

端。其一，即是在与朝鲜的宗藩关系体系下，放松

了中朝边界的驻防巡哨，特别是同治时期，清廷裁

撤东六边内外21处卡伦，停止每届三年的出边巡

哨活动，这就凸显了清廷疏于对朝鲜的戒备。从其

后的历史发展来看，正是清廷的疏忽，导致了光绪

年间至清末的中朝(韩)在界务、边民越垦等事件

上的纠纷。其二，清廷调整沿海驻防体制的首要目

的在于剿灭东北匪患。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东北

驻防力量的大批南调，使得东北匪患异常严重，这

与清廷在东北实行的封禁政策及二元化的管理体

制密切相关，所以在沿海驻防体制的改革上则突

出的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在海疆管理方面“重内轻

外”、“防内疏外”的治理思想，而对于外患的侵扰

则显得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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