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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芬河在哪？为什么是绥芬河？这座百年口
岸的诞生与发展，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偶然，也孕育
着各种各样的必然，从几个历史长河的精选片段
中，我们来寻找答案。

每天上午9点30分左右，都会有一趟“绿皮”
火车缓缓驶离绥芬河火车站。它的内饰十分普
通，不过列车车头上悬挂着中国国徽，彰显了它国
际列车的身份。

火车开行5分钟左右，会从一座桥身上镌刻
着“1903年造”的铁路桥上穿过，这座曾被称为“远
东第一桥”的俄罗斯风格铁路桥历尽沧桑。再过
几分钟，它会穿过拥有高高穹顶、俄式窗廊的百年
绥芬河老火车站，穿过 3 号洞、2 号洞，穿过国境
线，驶向不远的俄罗斯小站格罗迭科沃……

1903年1月，清政府设立“总理绥芬河铁路交
涉局”，绥芬河第一次以一个城市的身份出现在地
图上。

如果没有铁路，也许根本不会有这座城市。
最初，小城与铁路本无缘。19世纪末，沙皇俄国
为了自己的战略目标，在中国领土上修建了一条
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连接
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东铁路”。

1903年中东铁路建成，因其距俄罗斯对应口
岸波格拉尼奇内16公里、距俄远东最大港口城市
符拉迪沃斯托克210公里的独特地理位置，迅速
成为连接东北亚和走向亚太地区的“黄金通道”，
这也奠定了绥芬河地区交通、通讯、通商的基础，
使它得以与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尔滨近乎同步的
发展。

据绥芬河市官方史料记载，1923年3月，东省
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设绥芬河市政分局；1927年
4 月，国民政府成立东省特别行政区绥芬河市；
1933年7月，绥芬河公署成立，隶属伪北满特别区
公署。1930年代，有俄、日、朝、英、法、意、美等18
个国家的使节和商贾云集于此，文化和经贸交流
异常繁荣活跃，五颜六色的各国旗帜林立市区，时
称“旗镇”和“国境商业都市”，并获得了“东亚之
窗”的美誉。

绥芬河还在中国东北边陲最先开通了火车、
汽车，最先有了电灯、电话，被冠之“文明中心”。
彼时，来自内地和多个国家的商人有1万多人，常
年往来于绥芬河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之
间，从事边境贸易，人称“跑崴子”。

在今天已经被改造为中东铁路纪念馆的绥芬
河老火车站内，通过一幅幅老照片，我们可以窥探
到铁路为这座边陲小镇带来的繁荣，而在绥芬河
老城内，一座座俄式建筑，也记录了这座小城曾经
的繁荣。

与邻国俄罗斯的交流、融通，是绥芬河与生俱
来的特质。

1987年，当时的国务院经贸部授予绥芬河市
对苏开展贸易和经济合作的权限。山城站在了新
的历史起跑线上。随着中苏关系缓和，上世纪80
年代末，绥芬河市开始与相邻的波格拉尼奇内开
展贸易合作。贸易一开，绥芬河迅速成为中国东
北开放的一扇窗口。在不断探索中，边境贸易在
绥芬河慢慢展开了。1987年10月26日，绥芬河与
滨海边疆区易货贸易正式开通，在天长山脚下小
绥芬河南中俄边境附近，双方设立一处铸铁手动
挡杆，用以规范过境人流和车流，这就是绥芬河的
第一代“国门”，现在，这道国门正安静地伫立在绥
芬河的中俄边境线上。

1991年10月1日，第二代国门落成使用，绥芬
河拥有了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国门。

如果说第一代国门见证了绥芬河现代边境贸
易的开始，那么这座集过客、过货和旅游观光为一
体的建筑，见证的则是绥芬河口岸的迅速成长。
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汽车临时过货运输口岸到
1994年成为国家客货运输一类口岸，绥芬河在贸
易中迅速成长，一个边陲小镇成为远近闻名的“国
境商都”。

2012年8月，绥芬河第三代国门正式开始建
设，2014年底新国门建成。第三代国门高51.8米，
长81.8米，跨度54.1米，双向8车道通行，国门主
体建筑共分九层，气势雄伟。

站在新国门上，人们可以眺望对岸的俄罗斯
和往来中俄两国的车辆、人群，还可以看到手动挡
杆的一代国门和已经“退役”的二代国门。

初到绥芬河的外地人，常会误以为自己走出
了国门。这里可以用卢布作为流通货币，满大街
都是俄语标牌，金发碧眼的俄罗斯人在街道上几
乎随处可见，其貌不扬的老大爷，可能也会说上几
句俄语。

在绥芬河，几乎人人心里都装着买卖，如果你
和一位等红灯的出租车司机在不经意间提起汇率
时，多半他会随口说出来，因为他很可能还经营着
一家小型贸易公司。这一切，都源于市场给绥芬
河人留下的深刻烙印。

“不管在街上还是商店，大人小孩见到老外就
说‘欠欠’（交换之意），随时随地就做买卖。”绥芬
河商人李佰波回忆当年场景时说。上世纪90年
代，俄罗斯轻工产品匮乏，成就了绥芬河的“易货
贸易”。当时绥芬河几乎全民“欠欠”，当地人站在
街上用旅游鞋、运动服等轻工产品交换俄罗斯人
的手表、呢子大衣、望远镜等物品。

“那时候在此地做买卖的，三分之一是本地
人，三分之二是外地人。绥芬河每天有一列回俄
的列车，乘客全是扛着各种大旅行包满载而归的
俄罗斯人。”李佰波说。

几年前，“欠欠”重现绥芬河，不少俄罗斯人又
来“摆摊”，一时间勾起了许多绥芬河人深处的记
忆。起初，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不能直接沟通
怎么做买卖，有一个计算器就够了。要多少钱，直
接按下数字，你来比划我来猜，其实也不是问题。

“随着‘欠欠’，语言什么的也就都会了。”李佰
波说。为解决这种散乱无序的交易状态，绥芬河
市筹建起一座3000多平方米的五层楼宇，取名青
云市场。正是这个拥有560个摊位的市场，让绥
芬河一跃成为当时中俄沿边开放地区最活跃的商
贸中心之一。

“那时生意太火了，一个月赚几十万的人有不
少。”48岁的浙江商人蔡庆辉是第一批入驻青云
市场的客商。他回忆，那时的商场人山人海，喧嚣
不绝，成为中俄商家眼中的“淘金地”。随着中俄
传统边贸变化，如今青云市场商品覆盖服装、鞋
帽、日用百货等上万个品种，成为中国南方轻工产
品和机电产品开拓俄罗斯市场的“门面”。利用多
年积累的俄罗斯客商与人脉，青云市场正向对俄
电商、娱乐、餐饮、文化、旅游等多领域进军，近几
年平均年交易额达10多亿元人民币。

疫情来袭前，俄罗斯女孩列娜非常喜欢来绥
芬河购物。“中国商品性价比很高。”列娜告诉记
者，她来自俄罗斯海滨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距离
绥芬河约200公里，她常搭乘客车往来两地。

先购物，再去马克西姆餐厅吃饭，周末的时候
可以在绥芬河的电影院看看电影，在酒吧里聊聊
天……那时，宽敞、整洁的绥芬河客运站国际候车
大厅里，经常可以看见数十位像列娜这样喜欢中
国商品的俄罗斯女士，带着厚重的包裹排队候车，
符拉迪沃斯托克、乌苏里斯克、斯拉维扬卡，在这
些城市中，绥芬河是个响亮的名字。按规定，她们
每人每次最多可携带50公斤货物出入境，这里的
长途客车特意加挂了货物拖车。

绥芬河是中国仅有的两个拥有公路、铁路两
个一类口岸的对俄口岸之一，也是中俄经贸大省
黑龙江最大的口岸，其公路口岸扩能改造完成后，
有24条出入境旅客通道、12条货检进出境通道，
口岸年通关能力达到600万人次、车辆55万辆次、
货物550万吨。铁路口岸经过多年扩能改造，换
装能力达3300万吨。

如今，边境线上冰凌花已经破冰盛开，战“疫”
过后，百年口岸又将烟火重生，喧闹重现。(辛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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