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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苏)边界谈判与勘界轶事
　 　

马亚欧∗

１９８８ 年ꎬ 我在总参测绘局工作ꎬ 是一名血气方刚的年轻军官ꎮ 我的老师杜志平先生就

要退休了(他从 １９６４ 年起就参加了中苏边界第一次谈判)ꎬ 组织上安排我接替他参加中苏边

界第三次谈判ꎬ 负责边界谈判中的制图和测绘保障工作ꎮ 从此ꎬ 我与中俄(苏)边界结缘ꎮ
１９８７ 年 ２ 月ꎬ 中苏边界第三次谈判开始后ꎬ 经两国边界谈判政府代表团商定ꎬ 在两

国边界谈判政府代表团下先后成立了三个工作小组: 一个是界线走向谈判工作小组ꎬ 一个

是联合航摄测图工作小组ꎬ 另一个是边界协定起草工作小组ꎮ 我是界线走向谈判工作小组

和边界协定起草工作小组的成员ꎬ 除了参加这两个小组的谈判工作外ꎬ 我还负责联系以上

两个小组和联合航摄测图工作小组之间的工作ꎮ
１９９１ 年 ９ 月ꎬ 为了划定中俄(苏)边界ꎬ 经外交部与总参测绘局协商ꎬ 我被调入外交部

条约法律司ꎮ 于是ꎬ 我脱下了心爱的军装ꎬ 当起了外交官ꎬ 专门从事边界工作ꎬ 先后担任

外交部条约法律司边界处副处长、 处长、 参加司领导班子的参赞、 中俄勘界委员会中方主

持日常勘界工作和谈判的副首席代表ꎬ 以及中越勘界委员会中方首席代表等职务ꎬ 参与我

国同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塔吉克斯坦及越南和老挝的边界谈判、 勘界等

有关边界的工作ꎮ 作为参与者和经历者ꎬ 我几乎见证了中俄(苏)边界谈判和勘界的全部过程ꎮ

一

举行中苏边界第三次谈判ꎬ 是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做出的重大战略决

策ꎬ 是我国在冷战结束前为推动世界和平和改善中苏关系所采取的重要外交行动ꎮ
中苏边界全长约 ７６００ 公里ꎬ 分为东西两段ꎬ 东段长约 ４３００ 公里ꎬ 与我国的内蒙古、

黑龙江、 吉林接壤ꎻ 西段长约 ３３００ 公里(苏联解体后ꎬ 变成了我国同俄、 哈、 吉、 塔四

国的边界ꎬ 其中中俄边界仅长 ５４ 公里)ꎬ 与我国新疆接壤ꎮ
我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界线走向工作小组的谈判时ꎬ 中苏边界东段的边界线走向ꎬ 除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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瞎子岛和阿巴亥图洲渚两个地区外的其它约 ４２００ 公里的边界线ꎬ 中苏双方已达成了一致ꎮ
双方能就此达成协议的一个重要因素是ꎬ 苏方接受了中方在谈判中一贯所持的立场ꎬ 同意

按照主航道中心线或河流中心线的原则划分额尔古纳河、 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等界河的边界

线走向ꎮ 而在中俄旧界约中ꎬ 只是规定以江(河)为界ꎬ 并未确定界河中岛屿的归属ꎮ 沙

俄和苏联趁晚清政府和民国初期中国虚弱混乱之际ꎬ 强占了界河中绝大部分的岛屿ꎬ 形成

了两国间的领土争议ꎮ 这些争议领土的面积约 ７００ 平方公里ꎬ 其中最大的争议就是位于黑

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的黑瞎子岛(３３５ 平方公里)ꎮ 不仅如此ꎬ 沙俄和苏联出版的地图还

把边界标绘在界河中方一侧的岸线上ꎮ 在 １９６４ 年和 １９６９ 年的前两次中苏边界谈判中ꎬ 苏

方一直坚持这些有争议的领土归属苏联ꎮ 对苏方这种违反界约和国际法准则的无理要求ꎬ
中方当然不会答应ꎮ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 ２８ 日ꎬ 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发表讲话ꎬ 公

开宣布同意按照主航道中心线划分阿穆尔河(黑龙江)的边界走向ꎮ 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出

现了转机ꎮ 中苏双方及时抓住了这个机遇ꎬ 于 １９８７ 年 ２ 月开始中苏边界第三次谈判ꎬ 当

年就中苏边界东段绝大部分(占总长度的 ９８ ５％)的边界线走向达成了一致ꎬ 并商定通过

勘界确定界江主航道中心线和河流中心线ꎬ 划分岛屿归属ꎮ
２００４ 年ꎬ 中俄双方又就黑瞎子岛和阿巴亥图洲渚两地的边界走向达成了一致ꎮ 曾担

任国务委员和外交部部长的唐家璇同志在他的回忆录«劲雨煦风»中曾详尽论述了黑瞎子

岛地区边界谈判和划定的过程ꎮ 谈判结果是中俄双方大体平分了黑瞎子岛ꎬ 中方得到 １７４
平方公里ꎬ 俄方得到 １６１ 平方公里ꎮ 虽然有人认为这个结果还不尽如人意ꎬ 但作为经历者

和参与者看来ꎬ 取得这样的结果已是相当的不易了ꎮ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ꎬ 中俄双方在黑瞎子岛上举行了中俄国界东段界碑揭幕式ꎮ 这标

志着历时 ２１ 年的中俄(中苏)边界第三次谈判和勘界工作落下了帷幕ꎮ 从整个东段边界划

定和勘界结果来看ꎬ 在约 ７００ 平方公里的争议领土中ꎬ 中方划得约 ５００ 平方公里ꎬ 占比

７１ ４％ꎻ 俄方划得约 ２００ 平方公里ꎬ 占比 ２８ ６％ꎮ 争议领土中绝大部分被俄(苏)实际控制

占领ꎬ 能够重新回归我国实属不易ꎮ

二

从 １９８８ 年开始ꎬ 中苏双方成立了边界协定起草工作小组ꎬ 中方组长是我的前任———
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参赞、 边界处处长李清元先生ꎬ 我作为小组成员负责协定文本中的测量

数字和绘制协定附图工作ꎮ
通常情况下ꎬ 我国与邻国签署划定边界的协议叫边界条约ꎮ 为什么中俄(苏)签署的

边界协议叫做协定呢? 这是因为当时苏联还没有解体ꎬ 双方还未就中苏边界东段的黑瞎子

岛地区和中苏边界西段的界线走向达成一致ꎮ 当时ꎬ 双方的设想是采取先易后难的原则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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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起草边界协定ꎮ 在中苏边界东西段协定全部起草签署之后ꎬ 再将它们统一起来ꎬ 统称

为边界条约ꎮ 双方认为ꎬ 从法律效力上来讲ꎬ 条约与协定并无大的区别ꎮ 因此双方确定起

草的第一个协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中苏国界东段的协

定»ꎬ 该协定于 １９９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在莫斯科签署ꎮ 双方还商定根据边界谈判进程陆续起草

其它地段的协定ꎮ

(１９８９ 年ꎬ 田曾佩副外长与苏联副外长罗高寿在莫斯科草签中苏边界东段协定ꎮ 照片由作者提供)

然而ꎬ 人算不如天算ꎬ １９９１ 年 １２ 月苏联解体ꎬ 中苏西段边界一分为四ꎮ 接下来中国

同俄罗斯分别于 １９９４ 年 ９ 月 ３ 日和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签署了«中俄国界西段协定»和«中

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ꎮ 无独有偶ꎬ 在我国同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

边界协定谈判中ꎬ 同样采用了分段起草签署边界协定的办法ꎬ 先签一个协定再续签补充

协定ꎮ

总之ꎬ 经过数十年的艰苦努力ꎬ 我国全部划定与原苏联的约 ７６００ 公里的边界线ꎮ 这

对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ꎬ 巩固我国在东北和西北边疆的国防安全ꎬ 发展同俄、 哈、 吉、 塔

四国的睦邻友好关系ꎬ 创造稳定的周边环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ꎮ

三

从 １９９２ 年至 １９９９ 年底ꎬ 我参加了 ７ 年多的中俄国界勘界工作ꎬ 下面仅回忆两个片段ꎮ

(一)确定中俄蒙三国东端交界点

１９９４ 年 ５ 月底ꎬ 根据中俄蒙三国达成的协议ꎬ 我率中方工作小组到实地与俄蒙双方

确定三国东端交界点ꎮ 我们先到满洲里ꎬ 然后乘坐勘界组的越野车赶往三国交界点ꎮ 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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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界点距离满洲里大约 ７０ 公里的路程ꎬ 沿途是一片茫茫的大草原ꎮ ５ 月的草原ꎬ 草已发

芽ꎬ 一望无际ꎮ 草原巡逻路高低不平ꎬ 蜿蜒曲折ꎮ 我们来不及欣赏美丽的草原风光ꎬ 按约

定的时间匆匆赶到现场ꎮ 不久ꎬ 俄蒙双方的工作小组也相继到达ꎮ 一阵寒暄后ꎬ 三方马上

投入了工作ꎮ
中俄蒙三国东端交界点位于塔尔巴干达呼敖包的中心ꎬ 敖包其实就是当地牧民长年累

月用石块堆砌起的表示崇拜的石头堆ꎮ
俄方组长雷任科ꎬ 乌克兰人ꎬ 原来是苏联军队测绘局的一位处长ꎬ 为人风趣幽默ꎬ 手

大如熊掌ꎬ 他指着敖包上一块较大的石块说: “这是三国交界点吧ꎮ”蒙方组长不做声ꎬ 等着

我方表态ꎮ 我说: “我们还是用尺子量一量吧ꎬ 既然是在敖包的中心ꎬ 量一下大家都放心ꎮ”
最终测量的结果是ꎬ 中心并不是那块大石头ꎬ 雷任科会心一笑ꎬ 确认了测量结果ꎬ 蒙方组

长对此也无异议ꎮ 三方很快就达成了一致ꎬ 并做了红色标记ꎮ 为尊重蒙古族的风俗习惯ꎬ
三方商定不移动敖包上的任何一块石头ꎬ 由俄方负责制作钢铁三脚架ꎬ 竖立在敖包之上ꎮ
三脚架顶部由中方制作三角形的界碑ꎬ 三面刻三国文字ꎮ 蒙方负责现场监工ꎮ 三方对顺利

达成协议都很满意ꎬ 此时已过中午ꎬ 饥肠辘辘的三方专家匆忙握手告别ꎬ 各自返回了驻地ꎮ

(界桩树立后的中俄蒙东端交界点ꎬ 照片由作者提供)

一年后我又去实地查看ꎬ 三脚架和界碑已高高树立ꎬ 别具一格ꎬ 很是气派ꎮ 现在ꎬ 这

地方已经成为了人们去满洲里旅游的一个景点ꎮ
(二)确立最后一个有争议的界桩

１９９７ 年ꎬ 中俄双方 １０ 个联合勘界小组ꎬ 通过 ４ 年多时间合作ꎬ 在中俄东段边界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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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１１８３ 个界桩ꎬ 约 ４２００ 公里的边界线即将全部勘定完成ꎮ 不过ꎬ 就在野外勘界工作即将

结束之际ꎬ 俄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伊沙耶夫ꎬ 开始对我方珲春防川地区和俄方哈桑地区接

壤的一段边界走向说三道四ꎮ 双方第十勘界组的野外勘界工作被迫停了下来ꎮ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ꎬ 中俄双方联合勘界委员会在北京举行会谈ꎬ 会后决定派我(中方副首席代表)和俄方

副首席代表雷任科带专家组到实地去解决这一难题ꎮ
该地区中方又称洋馆坪ꎬ 位于图们江边ꎮ １９５７ 年图们江洪水泛滥ꎬ 把连接我国陆路

到防川地区的领土全部冲垮ꎮ 之后ꎬ 防川地区成了一块非地ꎬ 我军民到防川地区巡逻和生

产ꎬ 不得不年年向前苏方借道通行ꎮ 在中俄(苏)边界谈判中ꎬ 俄(苏)方同意向中方让出

约一公里多宽的狭长地带ꎬ 以方便中方通行ꎬ 不再向俄(苏)方借地ꎮ 在中俄勘界进行到

最后阶段ꎬ 俄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伊沙耶夫突然借题发挥ꎬ 企图要推翻中俄边界谈判和勘

界成果ꎮ 中俄双方不得不面对此事ꎮ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ꎬ 我和雷任科率双方专家抵达该地区ꎮ 双方勘界组长简要介绍了

情况和当地地形ꎬ 指出双方对第 ４１８ 号界标位置存在的分歧ꎮ 俄方认为界碑应树立在一棵

独立树下ꎬ 中方则主张界桩应树立在一个小沙丘上ꎬ 两处相距 １０ 多米远ꎮ 开始我和雷任

科都坚持认为各自勘界组长的意见正确ꎬ 双方互不相让ꎬ 据理力争ꎮ 一个多小时过去

了ꎬ 双方已认识到坚持原来的立场是不会有结果ꎬ 在 ４２００ 公里的边界线上ꎬ １１８２ 个界

桩都已树立ꎬ 就等 ４１８ 号这一个界桩了ꎬ 双方必须相向而行ꎬ 不能空手而归ꎮ 最后ꎬ 双

方各让一步ꎬ 在 １０ 多米距离的中间ꎬ 另选了一处高地ꎬ 确定了 ４１８ 号界桩的位置ꎮ 紧

接着ꎬ 双方把一根漆着红漆的木桩深深地打进了大地里ꎬ 中俄边界东段野外勘界工作至

此宣告结束ꎮ
往事历历在目ꎬ 在参加中俄(苏)边界谈判和勘界的岁月里ꎬ 我曾无数次行走在边界

线上ꎮ 我在满洲里陆界地段树立界桩ꎻ 在额尔古纳河上航行ꎬ 研究河流中心线的确定方

法ꎻ 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上测量水深ꎬ 制定主航道中心线的测量方案ꎻ 在兴凯湖上调研怎

样设立导标和浮标ꎻ 在谈判桌上同对手唇枪舌战ꎻ 在黑瞎子岛外侧大江上绕航
今年的 ７ 月 ７ 日ꎬ 时隔 １５ 年ꎬ 我终于登上了梦寐以求的黑瞎子岛ꎬ 看着以前的梦想

变成了现实ꎬ 看着黑瞎子岛在祖国的怀抱中被建设得如此美好ꎬ 不由感慨万千ꎮ 我深深地

体会到ꎬ 只有国家强盛ꎬ 才是边界谈判最坚强的后盾ꎮ
愿祖国边疆永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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