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初招抚新满洲述略

张 未

天聪九年 年 十月
,

金国汗皇太极宣布将女真族名定为满洲
,

今简称满族
。

清初八旗

满洲有
“

旧满洲
” ,

满语称佛满洲
,

佛 汉译
“

旧
”

的意思
, “

新满洲
” ,

满语 称伊 彻满洲
,

伊彻

 
,

汉译
“

新
”

的意思
。

皇太极崇德年间用兵黑龙江流域
,

曾把当地部分索伦
、

达翰尔和赫哲

人编入满洲八旗
,

通称其为
“

新满洲
” 。

由于 当时这些少数族人被分散编入八旗各佐领
,

入关

后同其他满族成员均被称为
“

旧满洲
” 。 “

其顺治
、

康熙年间
,

续有招抚壮丁
,

编佐 领隶旗籍者
,

则

以新满洲名之
” 。

清初招抚新满洲是事关东北国防的重大事件
,

迄今为止几乎无人研究
,

本文

拟就招抚新满洲 的原因
,

新满洲来 自哪些 民族及其主要驻防城市
,

新满洲如何融合为满族共同

体的组成部分等 问题略述管见
,

并请专家赐教
。

一
、
招抚新满洲驱逐沙俄

从顺治十年清设宁古塔昂邦章京到康熙二十二年设黑龙江将军
,

为招抚新满洲的第一阶

段
,

主要 目的在 于解决反击沙俄侵略的兵源

清初八旗主力入关南下
,

沙俄趁机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
。

顺治九年  年 清军驻 守宁

古塔章京海塞得到赫哲人报告沙俄军队入侵他们的村庄并烧杀抢劫的消息
,

立即派捕牲翼长

希福
“

率兵往黑龙江
,

与罗刹 沙俄 战
” ,

由于指挥失误
,

加上缺少火器
,

清军初战失败
。

消息

传到北京
,

引起清政府对沙俄侵略威胁的高度警惕
,

任命晓勇善战的梅勒章京沙尔虎达
,

甲喇

章京海塔
、

尼噶礼
,

统官兵驻防宁古塔
。

第二年
,

升任沙尔虎达为宁古塔昂邦章京
。

沙尔虎达到

达任所
,

即派出清军四处招抚
,

周 围各少数族人
“

皆愿归顺
” ,

到 宁古塔贡献黑狐皮
、

貂皮等

物 沙尔虎达依靠各族人民的支持
,

率清军多次打败入侵俄军
,

特别是顺治十五年 年 于

松花江和牡丹江合流处伏击俄军
、

取得了击毙俄军 知 余 人包括其头 目斯捷 潘诺夫的重大胜

利 次年
,

沙尔虎达去世
。

由于清军人数有限
,

宁古塔驻防八旗兵仅有  人
,

未能完成驱逐沙

俄侵略的任务
。

当时东北地 区驻防八旗兵除宁古塔外
,

尚有盛京 今沈阳
、

兴京 今辽宁新宾满

族 自治县
、

牛庄 今属辽宁海城
、

盖平 今辽宁盖具
、

凤凰城 今辽宁凤城满族 自治县 等 城

总计 人
,

防守本地 区已经不敷
,

更无法支援宁古塔地区
。

而从全国形势看
,

清政府忙于

统一全国的战争
,

不可能调 回大批八旗兵投入抗俄前线
。

故清政府采取皇太极时把东北边疆地

区各少数民族编入八旗
,

组成
“

新满洲
”

的办法
,

来解决东北驻军不足的问题
。

沙尔虎达病故
,

其子巴海继任宁古塔昂邦章京时
,

就开始招抚当地少数族人披 甲人旗
。

康

熙元年  年
,

清政府改宁古塔昂邦章京为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
,

并正式颁布了招抚新满

洲令
“

自宁古塔出兵招条满洲一百户者
,

准给头 等军功 八十户者
,

准给二等军功 六十户者
,

准给三等军功 四 十户者
,

准给四等军功 二十户 者
,

准给五等军功
。

如不系出兵遣人 招抚及自

行投来者
,

俱不准
。 ”

迄清设黑龙江将军辖区之前
,

招抚新满洲的对象主要是居住在宁古塔将



军辖 区的库雅拉人和赫哲人
。

库 雅拉人
,

清文献又写作
“

库牙喇
” 、 “

若雅拉
” 、 “

库 尔喀
” 、 “

库尔喀气
”

等
,

他们被编入满洲

八旗后又被称为
“

库雅喇满洲
” 。

清初今吉林市
、

牡丹江市以 东直抵挥春河东岸
,

南与朝鲜接

界
, “

皆库雅拉等所居
” 。

清政府下令从宁古塔出兵招抚新满洲
,

库雅拉人因
“

其居多在宁古塔

以东
”

像
,

成为最早披 甲入旗的新满洲成员
。

顺治十年 年
,

宁古塔驻防八旗兵为 人
,

十八年
,

增兵 名
,

康熙三年
,

增兵 “ 名
,

康熙十年  年
,

清设吉林乌拉驻防
,

从宁古塔

调去兵 名
,

乾隆 年版的《盛京通志》记载为
“

将移来库雅拉人等编设佐领十二 员
” ,

由

此证 明宁古塔新增兵都是库雅拉人
。

育林乌拉设防当年
,

从宁古塔调来 名库雅拉人外
,

后

从本地
“

增设苦雅拉兵六百名
” ,

使吉和呜拉城的 库雅拉兵达到 。 人
。

赫哲人
,

清代文献又 写作
“

黑斤
” 、 “

黑常
, 、 “

墨尔哲勒
”

缭
,

他们因编入满洲八旗 后被称为
“

伊车满洲
”

满语 译成汉语为
“

新
”

清初在今黑龙江省依兰县以东松花江和乌苏里江

两 岸
,

居住着众多赫哲人
,

当时文献记载有
“

呼儿喀气召黑斤
”、 “

非牙哈
”
等名称

,

因为他们以鱼

衣为衣
,

又总称为
“

鱼皮糙子
” 。

这些赫哲人很早就归附了清政府
,

每年五月
,

呼儿喀
、

黑斤
、

非牙

哈
“

三处人乘查哈船行至宁古 塔 南关外泊船进貂
” ,

然后领取清政府赐给的袍帽靴袜等物
。

康熙十年  年
,

赫哲人首领扎努喀
、

布克托等
“

愿率众内迁
” ,

宁古塔将军巴海派副都统安

珠瑚将这些赫哲 人安置在宁 古塔和吉林乌拉附近
, “

以扎努喀
、

布克托及诸族属任之
,

分辖其

众
,

号新满洲
” 。

康熙十七年
,

清政府将这些赫哲人移驻盛京和北京一部分
。

清置黑龙江将军

前
,

赫哲人编人宁古塔城满洲八旗的有 人
,

吉林乌拉城 人
,

盛京城 人
,

通常记载

为“
伊做满洲佐领

”

或心新满洲佐领
” 。

康熙二十‘年 年
,

康熙帝于平定三藩之乱后
,

以渴陵的名义
,

巡视东北
,

亲临吉林

乌拉
,

布置反击沙俄的战斗
。

这年底
,

以捕鹿为 由前往雅克萨周围地区侦察的副都统郎谈 回到

北京报告说
“

攻取罗刹甚易
,

发兵三千足矣
。 ”

这个判断与康熙帝的估计完全一致
。

而此时东

北驻防八旗兵 已近万人
,

其 中半数是招抚的新满洲兵
。

地处前线的宁古塔和吉林 乌拉城驻防满

洲八旗兵 已超过 了 。。人
,

基本是新满洲兵
。

清政府招抚新满洲解决驱逐沙俄的兵源的设想
,

完全实现了
。

康熙二十二年 年
,

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率吉林乌拉和宁古塔八旗兵 人到达

黑龙江岸爱辉地方筑城屯田
,

随即任命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
。

次年
,

又调来吉林 乌拉
、

宁古塔兵

。余人
,

加上 当地打虎儿 达翰尔 兵约 人
,

这 人雅克萨战役的主力军
。

清政府还林

北京调满洲八旗兵 余 人
,

林兴珠率领的汉军 藤牌兵 。余名
,

使总兵 力达到确保胜利的

人
。

康熙立十四年五月
,

都统彭春和将军萨布素率清军水陆齐发打响了雅克萨战役
,

在清

军强大炮火轰击下
,

雅克萨俄军被迫投降撤回尼布楚
。

清军收复雅克萨后
,

大部分撤回吉林乌

拉休整
,

留少量官兵驻守新筑的凌浑和墨尔根两城 俄军竟
“

复回雅克萨
,

筑城盘踞
” ,

清政府

闻知
,

立即下令萨布素再次攻取雅克萨
。

这时北京八旗兵 已经撤回
,

萨布素率吉林乌拉和宁古

塔兵 。。 人加士汉军藤牌兵发动第二次雅克萨战役
。

经过 个多月的围攻
,

盘踞雅克萨的俄

军有的被打死
,

有的死于坏血病
,

仅剩下 余人
。

为了使俄军逃脱被全歼的下场
,

沙俄派使者

向清政府提出谈判解决边界问题
,

康熙帝宽宏大度地表示
“

联本无屠城之意
,

欲从宽释
” ,

下令

萨布素解 围待命

康熙二十八年 年
,

清政府与沙俄经过谈判签订 了《中俄尼布楚条约 》
,

解决了中俄

两国东段边界问题
。

根据条约规定
,

沙俄向清政府交出雅克萨城
,

标志着沙俄侵略势力被彻底



驱逐出黑龙江流域
。

新满洲八旗兵在驱逐沙俄的战斗中
,

起到 了关键性的作用
。

二
、

再招新满洲戍守边境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
,

到雍正末年呼兰河设防
,

为招抚新满洲的第二阶段
。

这一时

期清政府在吉林和黑龙江将军辖区增设八旗驻防城
,

招抚新满洲的 目的是为了解决新设驻防

城的兵源问题
。

康熙帝指 出
“

黑龙江
、

松花江接壤之地
,

彼处附近所居根奇勒诸姓 中原有可披

甲之人
,

应酌量令其披甲驻 防
,

遣满洲兵八十人往彼教训之
。

齐七喀尔 即齐齐哈尔 地方
,

以 索

伦
、

达呼里之众
,

酌量令其披甲驻防
,

遣满洲兵二百人往彼教训之
。

伊等居址附近
,

亦心乐披 甲
,

如此
,

则既无远徒之苦
,

亦不致需用模粮矣
。 ”

根据这一谕 旨
,

清政府将 吉林和黑龙江将军辖

区内的各少数族人编成佐领
,

移驻新设的各驻防城
,

隶属满洲八旗管辖
。

这个阶段招抚新满洲

的对象除库雅拉人和赫哲人外
,

还有索伦 今鄂温克族 人
,

打虎尔 今达翰尔族
,

清代又 写作打

虎儿
,

达枯里
、

达呼里 人
,

席北人 今锡伯族
,

清代文献又 写作西北
、

席百 人
,

瓜勒察 又写作
、

卦

尔察 人
,

鄂伦春人
,

新旧 巴 尔虎人
。

在清前期
,

这些新满洲成员分布情况如下

一
、

吉林新满洲

宁古塔驻防 今黑龙江 省宁安县
,

设于 天命十年 年
,

首任官员为镶蓝旗满洲佐领

兴佳
。

顺治十年改佐领为昂邦章京驻防
,

有旧 满洲乒
一

人
,

清下令招抚新满洲后兵力达到

近千人
。

康熙十年外调吉林乌拉丽人
,

康熙二十九年外调黑龙江 人
,

基本上是新满洲 中的

库雅拉兵和伊车满洲兵
。

由于随调随补充
,

如康熙十七年  ! 年 补充 人
,

二十九年补充

人
,

五十二年 补充 人
,

雍正末年仍保持
“
满洲马兵一千名

” ,

新增加的全部 为库雅拉

人和赫哲 人
。

吉林乌拉驻防 今吉林省吉林市
,

设于康熙十年 年
。

吉林乌拉初设驻防
,

从宁古塔

调来 库雅拉兵
,

又从本城附近编 库雅拉人入旗
。

十六年
,

从移驻该城的赫哲人中挑兵

人
。

二十九年
,

清政府调吉林 乌拉城 人移驻黑龙江
, “

随将 日满洲兵
、

新满洲兵
、

席北

兵
、

汉军兵共八百名补足原数
” 。

三十一年
,

移居席北
、

卦尔察人 名于吉林乌拉
,

以后陆

续披 甲入旗
。

雍正末吉林 乌拉城有
“

满洲马兵四 千一百三十名
” ,

其 中除少量旧满洲兵外
,

绝

大多数为库雅拉人
、

卦尔察人和赫哲人组成的新满洲兵
。

伯都呐驻防 今吉林省扶余县
,

设于康熙三十一年 年 设 防初从移驻伯都访的席

北人 中挑选 人
、

卦尔察人中挑选 人共 人披甲入旗
。

三十八年
,

清政府调

名
。

席北兵移驻盛京
。

四十年
,

增设蒙古兵 人
。

五十二年
,

从吉林乌拉卦尔察人挑选 人

披 甲移驻伯都访
。

雍正三年 年
,

从伯都访调兵 人移驻阿勒楚喀
。

雍正末伯都访城有
“

满洲马兵九百名
” ,

全部是 由卦尔察人组成的新满洲兵
。

三姓城驻防 今黑龙江 省依兰县
,

设于康熙五十三年 年
。

清初当地居住着么克勒
、

努雅勒
、

胡什哈哩
、

舒穆禄 姓赫哲人
, “

因舒 穆禄后入
,

故此城名曰三姓
” 。

设防当年从 令姓

赫哲 人中挑选 披甲入旗
,

从吉林 乌拉城派协领 员
,

移驻旧满洲兵 人
。

雍正十年

年
,

从当地赫哲 人挑选 人披甲入旗
, “

又将乌 苏里
、

德克登基等处所居之八姓打牲人等挑

选甲兵一千名
” 。

雍正末三姓城有
“

满洲马兵二千八百名
” ,

此处记载有误
,

卖为 名
, ,

除从 吉林乌拉调来的 名旧满洲兵外
,

其余 。名全部是由当地赫哲人组成 的新满洲兵

挥春驻防 今吉林省挥春县
,

设于康熙五十三年 年 清政府
“

以捕獭之库尔喀兵一



百五十名充挥春额兵
” ,

库尔喀即库雅拉人
。

雍正末挥春驻防
“

满洲马兵一百 四十名
” ,

全是

由库雅拉人组成的新满洲兵
。

阿勒楚喀驻防 今黑龙江省阿城县
,

设于雍正三年 年
。

清政府从吉林乌拉调满洲

名
、

该城满洲余 丁内挑选 名共 名移驻阿勒楚喀
,

又从伯都访调卦尔察兵
、

卦尔察余丁 名共 名移驻阿勒楚喀
。

雍正末阿勒楚喀城有
“

满洲马兵五百十二名
”

,

其 中一半是卦尔察人组成 的新满洲兵
,

另一半多数应是赫哲人 与库 雅拉 人组成的新满洲

石兵

二
、

黑龙江新满洲

黑龙江城驻 防 今黑龙江省爱辉县
,

设于康熙二十二年 年
。

当年黑龙江将军萨布

素率八旗满洲兵 人到达黑龙江东岸爱辉地方筑城电 田
,

因交通不便
,

第二年又在右岸修

筑黑龙江城
。

二十 九年
,

黑龙江将军移驻墨尔根城
,

留副都统驻此城
。

雍正末黑龙江副都统辖

有满洲佐领 俱 索伦佐领 员
,

打虎尔佐领 员
, “

属下领满洲马兵一千二百九名
” 。

这些
“

满洲马兵
”

实际上是 由索伦兵
、

打虎 尔兵和吉林移驻护新满洲兵组成 的
。

齐齐哈尔驻 防
,

设于康熙二十三年 年
,

最初为索伦总管驻地
。

三十年
,

康熙帝下令
“

齐七喀尔地方
,

以索伦
、

达 呼里之众
,

酌量令其披 甲
,

遣满洲兵二百人往彼教训之
”

清政府

于是年设齐齐哈尔城守尉
,

编当地索伦
、

达呼里人 名为 佐领
。

三十八年
,

黑龙江将军

驻所 自墨尔根 移至齐齐哈尔
,

并随迁相当数量士兵
。

雍正末齐齐哈尔城驻 防满洲 佐领
,

打虎

尔 佐领
、

巴 尔虎 佐领
、

汉军 佐领
, “

属下领满洲马兵二千九十名
” 。

这些
“

满洲马兵
”

除

了从 吉林调来的 佐领新满洲兵外
,

则是由索伦
、

打虎尔和 巴尔虎人组成的新满洲兵
。

墨尔根城驻防 今黑龙江 省嫩江市
,

设于康熙二十五年 年
。

墨尔根城是由副都统

博定率盛京兵 修筑的
,

清政府将盛京兵遣还
,

由打虎尔
、

索伦人 中拣选 人披 甲驻防
。

雍正

末
,

墨尔根副都统辖有素伦 佐领
、

打虎 尔 佐领
、

汉军 佐领
, “

属下满洲马兵八百五十六

名
” 。

这些
“

满洲马兵
’,

全是 由索伦和打虎尔人组成的新满洲兵
。

呼伦贝尔驻防 今内蒙古海拉 尔市
,

设于雍正十年 年
。

清政府根据黑龙江将军卓

尔海的提议
, “

拣选索伦
、

打虎儿
、

巴尔虎
、

鄂伦春之兵三千名
” ,

迁至呼伦贝尔驻 防
,

编为八

旗
,

共 佐领
,

设呼伦贝尔统领管辖
,

乾隆初改为副都统
。

乾隆中呼伦贝尔驻有隶属满洲八旗

的索伦
、

巴尔虎兵 名
,

新巴尔虎兵 名
,

额鲁特兵 名
。

呼兰城驻防 今黑龙江 省呼兰县
,

设于雍正十二年 年
。

呼兰驻防设城守尉 人
,

从

齐齐哈尔城移驻满洲
、

索伦
、

打虎尔
、

汉军兵 人
,

从伯都访移驻卦尔察兵 人
,

共计

名
,

编成 个满洲佐领
。

我们认为
,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至雍正末年披甲入旗的东北各少数族人都应算做
“

新满洲兵
” ,

是根据
“

其顺治
、

康熙年间
,

续有招抚壮丁
,

编佐领隶旗籍者
,

则以新满洲名之
”

这条史料而言的
。

就是说
,

以佐领为单位编兵的东北各少数族人
,

只要隶属满洲八旗编制
,

就是

新满洲成员
。

具体而言
,

库雅拉人又称为
“

库雅喇满洲
” ,

卦尔察人又称为
“

瓜勒察满洲
” ,

赫哲

人又被称为
“

伊车满洲
” 。

康熙三十一年
,

在清政府授意下
,

蒙古科尔沁王公
“

将所属席

北
、

卦 尔察
,

打虎儿等一万四 千四百五十八丁进献
” ,

其中 余名被编入八旗满洲上三旗

镶黄
、

正白
、

正黄旗 乾隆九年 官修的《八旗满洲氏族通谱 》中把这万余席北
、

卦尔

察
、

打虎儿人全部列入
,

叫做
“

系康熙时 自科尔沁撤回之人
” ,

理所 当然是新满洲成员
,

有清一

代
, “

吉林一军
,

则但知为新满洲矣
” ,

黑龙江八旗兵
“

号八部落
,

亦号八围
,

亦号新满洲
” ,

故



吉林和 黑龙江驻 防八旗兵可以统称为新满洲兵
。

《中俄尼 布楚条约 》签订时
,

吉林和黑龙江将军所辖八旗兵不过 。。。 余人
,

雍正末年 已经

达到两万余人 吉林和黑龙江各 万
。

新增加的主要是当地各少数族组成的新满洲兵
。

在

各驻防城八旗官员和旧满洲兵的训练下
,

新满洲兵很快掌握了
“

满洲礼法
” ,

迅速成长为祖国

东北边睡的忠诚卫士
,

日夜巡逻在数千公里国境线上
。

“

黑龙江徽外
,

境壤牙错
,

地无边墙
,

各处俱设喀伦
,

所以 防御俄罗斯
” 。

喀伦又写作卡伦
、

喀路
,

均 为满语
,

译成汉语即哨所
,

驻兵戍守
。

黑龙江将军所辖齐齐哈尔等 城共有哨所 处
,

一般每处派领催一名
,

兵 一 名
,

每年 月前往
,

河冻撤回城
。

呼伦贝尔城是 当时防御沙俄的

重点地区
,

珠尔特依等 处卡伦
, “

与俄 罗斯接界处
,

每处驻 防官一员
,

领兵三十名
,

每二喀伦

之中
,

设一鄂博喀伦
,

官兵每 日巡察
,

三月一更
,

遇有越境俄罗斯及偷盗牲畜者
,

归总管呈报办

理
” 。

确立巡边制度
。

中俄东段边界绵亘 数千公里
,

光靠数十个卡伦是远远不够 的
,

为此从康熙

朝起就确立 了巡边制度
。

每年五月
,

从黑龙江
、

墨尔根和齐齐哈尔三城
, “

各遣大弃
,

率百人 巡

边
,

至鄂尔姑纳河 即额尔古纳河
。

河以西俄罗斯地
,

察视东岸
,

沙草有无牧痕
,

防侵界也
” 。

乾隆中
,

黑龙江将军富僧阿命令巡边将领探察流入黑龙江各河水源
,

他上报探明情况说
“

副都

统瑚尔起探格尔毕齐河源
,

自黑龙江至 格尔必齐河 口
,

水程 里 自河 口行陆路 里
,

至

兴堪山 其间无 人迹
。

协领纳林布探精奇里江源
,

自黑龙江入精奇里江
,

北行至 托克河 口
,

水程

里 自河 口 行陆路 里至兴堪 山 地苦寒
,

无水草禽兽
。

协领伟保探西里木第河源
,

自黑

龙江入钮曼河
,

复经西里木第河入乌默勒河 口
,

水程 里
,

自河 口行陆路 里至 兴堪 山
。

诸地俱无俄罗斯偷越
。 ”

直到鸦 片战争以前
,

清政府始终对黑龙江流域实施着有效的管辖
。

三
、

新满洲的融合途径

《圣武记 》中谓
“

东三 省驻防兵
,

有老满洲
,

有新满洲
,

犹史言生女真
、

〔熟〕女真也
” ,

魏源

以为新满洲和老满洲的差异与辽代的生女真和熟女真人相类似
,

是很有道理的
。

东北边疆各少

数族人未编入满洲八旗之前
,

确实处在相当落后的发展阶段
。

清 初人高士奇在 《息从东巡 日

录》卷下记载 伊车满洲
“

居混 同江之东地方二千余里
,

无君长统属
,

散处山谷 间
。 ”

可以说 尚属

原始社会末期阶段
。

雍正初官修的《八旗通志》对东北各驻防城中的
“
旧满洲兵

” 、 “

新满洲兵
” 、

“

苦雅拉兵
” 、 “

席北兵
” 、 “

卦尔察兵
”

人数记载甚详
” ,

说明他们之间有相当的民族差异
。

而乾

隆 年修《盛京通志》均记为
“

满洲马兵
” ,

可知几十年后他们逐渐融合成满族共同体的成员
。

报 甲入旗
,

迁移定居是新满洲兵融合为满族的重要途径
。

以佐领为单位编入满洲八旗的库

雅拉人
,

赫哲人
,

索伦人
,

鄂伦春人
,

席北人
,

卦尔察人
,

打虎尔人
,

大都有迁移的经历
。

居住在宁

古塔以 东的库雅拉人
, “

定鼎后入旗
” ,

迁移也最早
,

顺治十八年
,

宁古塔增兵 名
,

就是指迁移到该城的库雅拉人
。

康熙十年
,

宁古塔城又 有 名库雅拉人迁至吉林 乌拉

驻防
。 “

居三姓
、

乌苏里东西
,

入旗又在库雅喇以后
”

的赫哲人
,

迁移的路程比库雅拉人要远
,

人数更多
。

康熙十年
,

迁到 宁古塔的有 余丁
,

十七年迁到盛京的有 户
、

壮丁  名
,

眷属共 11180 口  
。

二十九年
,

清政府调宁古塔和吉林乌拉 1000 名满洲八旗兵前往黑龙江
,

分

驻齐齐哈尔
、

黑龙江
、

呼兰 3 城
,

约计
“

八旗佛满洲不过什一
”

@

,

其余十分之九是库雅拉人和赫

哲人
。

迁移人数最多的当属康熙三十一年科尔沁王公进献的万余名席北
、

卦尔察
、

打虎尔壮丁
.



清政府将 他们编入满洲上三旗 后
,

立即将其 中 3000 人移驻齐齐哈 尔
,

2 0 0 。 人 移驻伯都 呐
,

3 0 0 0 人移驻吉林乌拉 
,

加上他们的家属
,

至少数万人
。

清政府将新披 甲人迁移各驻防城后
,

给以妥善的安置
,

例如
, “

建官房安插之
,

每一家给草

房三楹
”

O

。

他们也 同其他八旗兵一样领取晌银
,

拨给旗地
.
清政府规定

:“

新满洲迁来
,

若拨种

豆地
,

每晌 (约 6 亩)给豆种一金斗
;
拨种谷米

、

粘米
、

高粮地
.
每晌给各种六升

”

卿
。

新满洲兵及

其家属迁移后开始了定居生活
, “

义气满洲妇女多衣锦绣而足穿乌喇
,

三五成群
,

入市贸易
”

@

,

从生产方式到生活习俗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

以老兵训练新兵
,

教 习
“

满洲礼法
” ,

使新满洲兵成为八旗劲旅
。

新满洲披甲入旗之初
,

未经

历战争
,

也不懂军队纪律
。

清初人 昊振臣 亲眼看到迁移至宁古塔的赫哲人的情形是
:“

赐以 官

爵
,

亦不知贵
,

将军尝谓有爵者曰
: ‘

今 已有官
,

须学礼仪
,

一体上衙门
。 ’

次 日
,

有官者约同齐到
,

有戴笠者
,

有负叉袋者
,

有跳足者
,

见者无不大笑
。

将军命坐
,

即以叉袋垫地而坐
,

虽衣大红蟒

袍
,

其叉袋仍负于背
,

不稍去
,

以便于买物也
。 ”

@ 针对这种情况
,

清政府采取以旧满洲兵训练新

满洲兵
,

以入旗时间长的新满洲兵帮助刚入旗的新满洲兵的滚动式办法
,

使他们在尽快的时间

内变成一支英勇善战纪律严明的八旗兵
。

清初宁古塔城是东北边疆设防最早而且驻有较多旧 满洲兵的地方
,

这里就成 为训练新满

洲兵的大本营
,

新满洲兵接受若干年训练后被派往其他驻防城
。

库雅拉人首先被迁至宁古塔
,

编成 10 个佐领
。

吉林乌拉设防时
,

就从宁古塔调去 700 名库雅拉兵
。

后来吉林乌拉增设库雅

拉兵 60 0 名
,

新满洲 (赫哲)兵 122 1 名
,

从宁古塔调来的 700 名库雅拉兵就以老兵的身份训练

这些新兵 了
。

康十年 (16 71 年)
,

新招抚的赫哲人迁至宁古塔
,

编设佐领
,

接受军事训练
。

十七

年
,

清政府将其迁移盛京和北京时
,

曾有一些佐领不肯迁走
。

当时 已经迁到盛京的副都统布克

韬特地赶回
, “

向众宣言
,

已经迁移盛京之人
,

出兵不行差遣
。

凡有事故
,

俱照宁古塔例宽免五年

始行结案
” ,

原先不肯迁移的佐领听到这些规定
, “

欣然欲迁
”

回
。

这件事证明清初对刚编入八旗

的新满洲曾给予暂不出征作战
,

违反军纪根据年限不予追究等照顾
。

三十年(1691)
,

康熙帝明

确提 出
:“

齐七喀 尔地方
,

以索伦
、

达呼里之众
,

酌量令其年甲驻防
,

遣满洲兵二百人往彼教训

之
” 。

次年
,

即向齐齐哈尔派去
“

满洲兵八十名
”

@

。

五十三年(1714) ,

清政府设防辉春
, “

将库 尔

哈齐一百五十名充补兵丁
,

又 自宁古塔调来兵四十名
”

 

。

除了宁古塔
,

设防较早的吉林乌拉
、

伯都访等城也有类似 向外调兵驻 防的纪录
。

萨英额《吉林外纪 》载
:“

吉林惟正黄旗有一世 袭佐

领色体青额
,

系布特哈佛 (老 )满洲人
,

查档其始祖岱 山于康熙十三年率冻众投进宁古塔
,

恩赏

世袭佐领
”

国
,

岱山康熙十三年才编入宁古塔八旗
,

移居吉林乌拉后变裁了老满洲
,

由此可知很

多派驻其他驻防城的老满洲兵不过是八旗较早的新满洲罢了
。

组成新满洲的东北各少数族人世世代代为打牲部落
, “

勇不畏死
,

一人便能杀虎
”

O

。

他们

以佐领为单位编入满洲八旗
,

辅之若干年的军事训练
,

使东北清军特别是吉林
、

黑龙江八旗兵

成为一支精锐
。

每有重大战事
,

必奉调 出征
, “

往往以勇猛敢战
,

取翠瓶珊顶及巴 图鲁名号如寄
,

此海内所以称劲旅也
”

 

。

建立八旗官学
,

让新满洲兵及其
.
子弟入学读书

,

接受满文化
。

夭聪八年 (1634)
,

皇太极派霸

奇兰等将领出征黑龙江时说
:“
此地人民

,

语音与我国同
,

携之而来
,

皆可以 为我用
。 ’,

 

“

语音与

我国同
” ,

是指当时居住在东北边疆地 区的索 伦(鄂温克)人
、

鄂伦春人
、

赫哲人
、

席北 (锡伯 )人

语言和满族相同
,

都属于阿 尔示语系满一通古斯语支
,

其他民族也和满族语音类似
。

这也是清

政府称他们为
“

新满洲
”

而将其编入满洲八旗的根本原因
。

清政府在各驻防城建立八旗官学
,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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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学 习
“

清文 (满文)骑射
”

 

。 “

吉林 乌拉官学
,

康熙三十二年官兵捐建
,

左右翼官学各十间
。

康熙三十四年
,

黑龙江于墨 尔根地方两翼各设学一处
,

每翼设教官一员
。

将新满洲
、

西伯
、

索伦
、

达枯里等
,

每佐领选取俊秀幼童一名
,

教习书义
,

教官照京例称为助教
。

嗣是浑春(辉春)
、

齐齐

哈尔
、

黑龙江等处并设官学
,

教化所兴
,

无远弗届焉
”

@

。

至雍正末成立官学的驻防城除了这里

提到的吉林鸟拉
、

墨尔根
、

挥春
、

齐齐哈尔
、

黑龙江 5 城外
,

还有盛 京
、

宁古塔
、

伯都访
、

三姓
、

阿

勒楚喀等城
.‘

各城驻防八旗兵
,

以佐领为单位
,

选派幼童入学习满文 
。

清政府重视八旗官学

的教化作用
,

特别强调掌握满文
,

乾隆六年(174 1) 规定
,

八旗官学生
“

内有清文通顺
,

字画端楷

者
,

准挨名记档
” ,

予以升迁 
。

八旗官学的建立促进了新满洲的融合
,

并使吉林黑龙江地 区出

现了满语文的繁荣
。 “

吉林本满洲故里
,

蒙古
、

汉军错屯而居
,

亦 皆习为国语(满语 )”

À

。

黑龙江

地 区文书档案全部用满文记载
,

就是当地寻常百姓使用的历书
, “

土人惟以 清文 为重
” ,

以 至汉

文历书难以售卖 
。

清政府招抚东北边疆地区各少数族人
, “

编佐领隶旗籍者
,

则以新满洲名之
” 。

这些新满洲

兵移驻各城开始定居生活
,

他们从老满洲兵那里学会了
“

满洲礼法
” ,

他们的子弟又在八旗 官学
“

学习清文骑射
” ,

使新满洲成员不仅成为晓勇善战的八旗兵
,

而且因其纳入满文化系统而成为

满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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