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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苏完瓜尔佳哈拉满文谱书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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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莲

!摘要" &苏完瓜尔佳哈拉满文谱书’ 成书于康熙四十八年! 属满洲中较早的家族人口档案! 满洲入关
前之历史信息隐藏于家谱字里行间! 内容较为丰富$ 谱书记录了苏完瓜尔佳及富察两哈拉+ 三个家族之世
系繁衍+ 合族原因及家族迁徙历史$ 两哈拉家谱合二为一在满洲族谱中颇为少见! 其合族迁徙历史则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后金建立前后东北地区女真海西+ 建州+ 东海三部之间关系以及满洲族形成的历史进程2
两家族之间的姻亲关系及家庭生活亦从一侧面反映了清入关前的社会制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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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苏完瓜尔佳哈拉满文谱书* 简介

黑龙江苏完瓜尔佳哈拉满文谱书系笔者得到的照片影印本+ 谱书原件原藏于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阿城区阿什河街东环村村民关玉文处" 此人已于 " 年前病故+ 据其弟关玉财讲述" 该谱书被关
玉文于 !**& 年出售给阿城区白城村四组村民李国志" 此人绰号 $秀才%+ 笔者得到的谱书仅为
其家谱中一部分" 除此谱书之外" 完整的关氏家谱还包括谱单及家族萨满祭祀神本+ 谱单系满汉
文对照书写" 谱单中最近一代续至其父辈+ 另据 $秀才% 讲述" 关玉财的父亲系乾隆年间从北
京宛平县草帽胡同迁来之旗人" 当年因关氏家族家境殷实富足" 人称 $关半城%+ 从照片看" 该
谱书原件为纸质* 线装本" 现被北京市某文物爱好者 &姓名不详’ 购得并收藏+

,苏完瓜尔佳哈拉满文谱书- 全部用满文书写" 共计 ’( 页 &#" 篇’+ 包括五部分内容" 依
次为# ,苏完瓜尔佳哈拉家族人口档案-* ,合族守孝富察哈拉总谱-* ,附属祖父总谱-* ,后序-
以及落款+

谱书前三部分记录了苏完瓜尔佳以及富察两哈拉* 三个家族世系" 共计 %+( 个男性人名+ 其
中" 每个家族家谱包括 $总谱% 及 $分谱% 两个部分+ 每页世系人名皆按照满文书写习惯" 从
上至下* 从左向右书写) 人名按辈份高低" 依次呈阶梯状排列+ 第一部分 ,苏完瓜尔佳哈拉家
族人口档案- 所记人数最多" 记录了 $蒙古% 家族自始祖至第十代" 两支系" 共计 ##) 人)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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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分记录了与其合族守孝之富察家族自始祖至第六代" 两支系" 共计 )! 人) 第三部分记录了
苏完瓜尔佳哈拉 $温察% 家族自始祖至第五代" 两支系" 共 !" 人+ 同时" 在世系每位男性人名
下方均保留有空白处" 用以填写其妻所属哈拉 &姓氏’+ 但是仅有 (* 位被填写入谱" 绝大多数
均未填写+ 其中" 能够辨认清楚的姓氏有# 马佳* 乌扎拉* 巴里* 伊尔根觉罗* 瓜尔佳* 富察*
尼玛察* 萨克达* 那拉* 纳木都里* 钮祜里* 佟佳* 吕佳* 舒穆鲁* 崔佳* 王佳* 李佳* 扎库
塔* 颜盏等 !* 个哈拉" 模糊不清的约计 #( 个" 还有 97889=/* c/L=2D2* F-Y=2D-* Y9D49=2* :/78-/*
0-9742D-等 ) 个哈拉在现有满洲姓氏中找不到" 因而还无法对译成汉文+

,后序- 系富察哈拉族人所写" 以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统一东北海西* 东海及黑龙江女真各
部* 后金入关前历史为背景" 主要记述了作者的曾祖母* 亲祖母与第二任丈夫温察祖父及其子侄
三代人" 自 !) 世纪后期至 !" 世纪中叶" 在黑龙江* 吉林* 辽宁* 宁古塔等地辗转迁移的历史+
文中凡涉及到 $曾祖父母%* $祖父母%* $太祖%* $圣旨% 等满文字词" 皆另起一列" 抬格书
写+

,后序- 开篇即阐明作序的缘由# 查明合族守孝的祖父们的名字以及合族的原因" 接下来便
围绕此主线以及富察哈拉家族的两位关键人物" 且皆为女性" 展开叙述+ 首先是曾祖母+ 在叶赫
与辉发部的征战后" 曾祖母成了寡妇" 与家族祖父们避出叶赫城" 投奔了太祖) 后被安置去了黑
龙江的拉哈地方+ 在努尔哈赤攻下辽东后" 又被迁居至盛京* 拉法渡口等地+ 其次是祖母+ 在这
部分" 作者交待了富察哈拉与苏完瓜尔佳哈拉合族守孝的原因# 祖父 #’ 岁时过世后" 祖母按当
时 $政策% 规定" 嫁给了苏完瓜尔佳哈拉的温察祖父" 并与其生养了两个儿子" 自此富察与苏
完瓜尔佳哈拉两家族便合族守孝+ 大致在 !" 世纪中叶" 祖母和温察祖父迁居宁古塔海兰" 祖母
在那里过世+ 在这部分" 作者又特别提及与之一同迁往宁古塔的温察祖父族系的两侄儿" 因其由
宁古塔再迁虎尔哈居住后" 仍照旧与富察家族合族守孝" 因而追溯其父蒙古的身世一并列入谱
书+ 故此" 谱序最后部分又以简短文字追溯了苏完瓜尔佳蒙古祖父之身世# 蒙古为辉发部人" 外
出打猎时被叶赫兵抓获+ 至此" 前后呼应" 瓜尔佳哈拉的祖父们与曾祖母家族曾祖父们一同从叶
赫城中躲避出来" 去投奔了太祖+

落款则记录了修谱及续谱的时间# 康熙四十八年正月吉日谨书" 续道光二十八年吉月日谨
书+ 两次修谱时间相距 !(+ 年+ 两次修谱时间相差悬殊" 且三个家族世系亦相差较远# 苏完瓜尔
佳蒙古一系有十代世系) 富察及温察两家族接近" 仅有五或六代世系+ 再结合两次修谱时间" 修
谱及续谱时间的分配就已然明了了# 康熙四十八年 &!"+*’ 是后序中作者第一次写谱时间" 而
道光二十八年 &!&(&’ 则为苏完瓜尔佳 &亦或富察’ 第十代成员再次续谱的时间+

二# )苏完瓜尔佳哈拉满文谱书* 内容研究

&一’ )苏完瓜尔佳哈拉满文谱书* 作者之身份确定
,苏完瓜尔佳哈拉满文谱书- 之 ,后序- 及正文世系皆以 $我% 的语气记述" 但两者并非

同一人+ 经研究" 两者皆为富察族人" 但前者与后者相差一辈" ,后序- 中我的 $亲祖母%
&Y/7-7 @/@/’ 是正文中我的 $曾祖母% &27882 @/@/’" 故此 ,后序- 作者长正文作者一辈+

!_正文作者身份
该谱书第一部分即为 ,苏完瓜尔佳哈拉家族人口档案-" 第二部分为 ,合族守孝富察哈拉总

谱-" 可见" 作者称 $富察% 哈拉为 $苏完瓜尔佳% 哈拉之 $合族守孝% 的穆昆+ 如此看来"
正文作者应系苏完瓜尔佳家族成员) 但是在 ,苏完瓜尔佳哈拉家族人口档案- 中" 曾祖父 $蒙
古% 的两个儿子027A/D-及-7A/D-名下却标注着 $/@c-@/:/% &伯祖父’ 和 $50457 @/:/% &叔祖
父’) 同样地" 在 ,附属祖父总谱- 中曾祖父 $温察% 的两个儿子 I/=/和 I/L/名下亦分别标注
着 $/@c-@/:/% &伯祖父’ 和 $50457 @/:/% &叔祖父’" 除此二人之外再无其他子嗣+ 而且"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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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书第二部分 ,合族守孝富察哈拉总谱- 中" 次支 0/@4/=2 名下却赫然标注着 $ Y/7-7 @/@/%
&亲祖父’" 由此可见" 他的真实身份是富察族人" 且系富察哈拉次支之嫡孙+ 也就是说" 作者
非苏完瓜尔佳哈拉之血亲" 或许可以这样推测# 他被过继给了苏完瓜尔佳家族+

苏完瓜尔佳家谱却由富察族人代写" 这在满洲家谱中是一特别的现象+ 亦可见富察族人在这
两家族中的地位" 或许是由于两家族的姻亲关系等原因使其融为一个和睦的大家族+

#_,后序- 作者身份
在谱书 ,后序- 中写道" 亲祖父养育了两个儿子0/4/.-J/7与0/@4/=2以及两个女儿" 并在这

句话的下面用小字注释# $也就是两位伯父和两位姑姑%+ 依此" 笔者与谱书中的各家族世系一
一对照" 发现0/4/.-J/7与0/@4/=2系第二部分 ,合族守孝富察哈拉宗谱- 三世成员+ 在接下来的
叙述中" 还有关于作者身份的信息# Y/7-7 @/@/22/D8//Li 8iI/.8-J/4/./-27F/Y58/-4/22
@/@/Y58/-:-Y/7c-4/I/=/I/L/c2I55F-L5=5D5F-/@/./27F/@/:/-c2059@90-:24/.-@57-@2Li7 A5
/F/:-:2F/4/./-A5949Y-22 &祖母不得不娶了苏完瓜尔佳哈拉的温察22 &他们’ 生养了两个儿
子" 从此" 温察祖父的子孙全然和我们穆昆合族22’" 由此" ,后序- 作者系富察族人确定无
疑+

但是" 既然亲祖父仅只养育了两个儿子" 且又皆为 $我% 的 $伯父%" 那么" $我% 的 $父
亲% 又是谁呢. 只能这样推测" $我% 或许是由富察氏家族别支出于某种原因而过继给 $亲祖
父% 的养子" 即过继子+ 而谱书正文中的 $我% 系富察哈拉次支 0/@4/=2 之嫡孙" 他的亲祖父
&Y/7-7 @/:/’ 系后序作者所述两位伯父中的二伯父) 他的大姑祖母及二姑祖母 &/@Y/7 82 @/@/
c/F-7’ 为后序作者的 $两位姑姑 &c2I582’%+

%_$后序% 还是 $前言%
该 ,后序- 开篇便申明要将合族的原因以及合族守孝祖父们的名字查明" 开列在 $后面%"

作者又为富察族人" 因此推测" 这篇序原本是富察哈拉家谱的 $前言%" 但被苏完瓜尔佳 $蒙
古% 一系第十代成员 &亦或富察’ 在道光二十八年续谱时" 从富察家族家谱谱序中抄录而来"
附在了苏完瓜尔佳家族世系之后" 而成为 $后序%" 且 $蒙古% 一系与富察家族并无姻亲关系+
据谱序及正文内容" 正文作者与后序作者相差一辈" 如果按 #’ 年为一辈推算" 则后序作者写谱
的时间" 即富察哈拉家谱序的写作时间应大致是在康熙二十三年 &!)&(’ 前后+

&二’ )苏完瓜尔佳哈拉满文谱书* 所反映的历史背景探究
笔者根据谱书 ,后序- 所述" 以时间为经* 家族主要人物曾祖母及祖母的活动为纬" 尽量

复原该家族成员生活的宏观历史背景" 以期捕捉到明末至清初生活在东北地区的满洲先民的影
像" 大致勾画出其生活轨迹+

该谱书记述的三个家族大致生活在建州女真努尔哈赤* 皇太极统一东北地区海西* 东海女真
各部及后金入关前的那段历史时期+ 彼时" 东北大地烽烟四起" 硝烟弥漫+ 为适应战争等需要"
其家族被辗转迁移" 从事渔猎* 打牲等经济活动" 且在每处居住的时间皆不长" 反映出东北地区
女真普通阶层颠沛流离的生活状况+ 战争频仍" 男丁战死前线" 孀妇再嫁" 其家族是 !) 世纪后
期至 !" 世纪中叶" 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女真普通民众的缩影+

!_曾祖母生活的历史背景# 努尔哈赤统一海西及东海女真各部(后金建立(努尔哈赤去世
据 ,后序- 记述" 曾祖母在叶赫部攻下辉发城后成了寡妇" 经过与家族祖父们商议后" 继

而去佛阿拉城" 投奔了太祖" 之后富察一家 $被% 安置 &=5Y245’ 去了拉哈!+ 佛阿拉为努尔哈
赤早期都城" 时间为明万历十五年至三十一年 &!’&"(!)+%’" 此时间段应为曾祖母一家投奔太
祖的时间范围+ 而何时被迁至拉哈" 以及迁居拉哈的原因后序未载+

海西女真中" 最先被攻灭的是哈达部 &万历二十七年" !’**’+ 在与海西四部长达二十多年

!#!
! 拉 哈# 地名" 系满语 $淮鱼头% 之意+ 今黑龙江省讷河市拉哈镇" 位于嫩江东岸+ 其地产鱼" 物产丰饶+



的斗争中" 对东海女真的争夺是个焦点+ 万历三十五年 &!)+"’ 的乌碣岩之战" 使努尔哈赤打
开了通往东海诸部的大门+ 四十一年" 努尔哈赤攻灭乌拉" 从而拔掉了通往东海和黑龙江流域的
钉子+ 天命元年 &!)!)’" 努尔哈赤首次派兵进入黑龙江* 精奇里江一带的萨哈连地区" 招服了
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汇合处以东的使犬部+ 第二年" 再次派兵继续收服东海散居各部+ 天命四年
&!)!*’ 攻灭叶赫" 统一海西四部+ 这一时期" 努尔哈赤基本上统一了黑龙江的下游+ 将这段历
史与拉哈的地理位置相结合" 拉哈位于嫩江东岸" 是统御黑龙江上游女真各部的前哨" 这应该是
曾祖母一家 $被% 迁居拉哈" 进行渔猎等经济活动的原因之一+ 在此地曾祖母生活至努尔哈赤
攻下辽东" $被% 迁居盛京+

努尔哈赤攻下辽阳的时间为天命六年 &!)#!’" 十年后攻占沈阳+ 曾祖母迁居沈阳 &盛京’
自然当在此后+ 祖父母应与曾祖母生活的时期稍有重叠" 故此" 这是曾祖母" 亦或祖父* 祖母生
活的历史背景+ 可见" 曾祖母* 祖父及亲祖母应与努尔哈赤生活在同一历史时期+ 其家族成员在
此期间被拣选为渔猎能手" 在那里从事渔猎* 打牲等经济活动" 之后又 $被% 迁移至拉法渡
口!+ 天命十一年 &!)#)’" 努尔哈赤病逝" 其子皇太极很重视对黑龙江流域的经营" 于崇德四
年 &!)(!’ 统一黑龙江中下游+ 曾祖母一家 $被% 移居拉法渡口是迁居盛京以后的事情" 时间
也当在天命十年 &!)#’’ 之后" 应该就发生在这个历史背景之下+ 在此期间被迁至拉法渡口"
究其原因" 大概可以从清初的一段资料中得到启示+

顺治十四年 &!)’’’ 初" 沙尔虎达呈请出兵征剿 $罗刹%" 他阐述自己的观点说# $今年于
盛京以东拉法渡口" 建造战船二十只+ 宁古塔现有兵丁四百四十名" 将军炮二十门" 朝鲜鸟枪兵
三百名" 由职等臣率兵出征" 与来年沿松花江而下" 寻觅罗刹" 遇则招抚之" 若不能招抚" 则可
战之+ 倘若罗刹退入东海" 不复出来" 则可趁便招抚尚未归顺我朝之赫哲* 费雅喀等部落+%"

这一意见很快得到顺治帝的允准" 在拉法渡口抓紧建造所需战船+
可见" 当时清政府在拉法修建船厂" 主要有两点原因# 其一" 抵御罗刹对松花江流域的侵

扰" 其二" 招抚尚未归顺的赫哲* 费雅喀等部落+ 结合曾祖母生活的历史时期" 她大致与努尔哈
赤同一时代" 沙俄侵入黑龙江最早也是皇太极时期的事" 因此其迁居拉法的原因" 排除了第一种
可能+ 祖母全家被迁至拉法" 主要是第二个原因" 即基于拉法渡口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皇太极为
统一黑龙江流域而作战略部署" 移民营建之" 当时的女真民众应不在少数+

综上所述" 曾祖母的历史时期大致在 !’&% 年至 !)#) 年前后+
#_祖母生活的历史背景# 八分主时代(清朝建立" 沙俄入侵黑龙江前夕
祖父 #’ 岁在家中过世" 祖母改嫁苏完瓜尔佳哈拉的温察+ 谱序中有这样一个情节" 在 $进

入八分主% 时代后" 温察祖父家族的两个儿子欲前往王爷家" 温察祖父携祖母及子想一同前往"
而祖母却拒绝去亲王家过闲散阿哈的生活" 后来举家迁居至宁古塔+ 需要强调的是# 这次祖母一
家是主动迁移" 不是被动的行为+ 而后去 4/-D/7 Y/D/-居住下来" 祖母在这里过世" 过世时间以
及迁居的原因均未记载+

天命十一年 &!)#)’ 努尔哈赤病逝" 皇太极即汗位+ 为加强巩固汗权" 皇太极进行了政治
制度改革" 逐步收回其他三大贝勒的权力" 面南独坐" 遂结束了努尔哈赤时代的 $八分% 制度+
因此家谱中的 $进入八分主% 应该是皇太极实施改革 &!)#) 年’ 之后" 最迟不超过崇德元年
&!)%)’ 的事情+ 因为皇太极于当年改国号为清" 正式称帝+ 此时的他集封建皇权于一身" 八家
共同执政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因而 !)%) 年大致是其迁居宁古塔的时间上限+

早在努尔哈赤统一海西女真的同时" 便以宁古塔为依托" 从明朝万历二十七年 &!’**’ 年"
不断往宁古塔派兵+ 于明万历三十八年 &!)!+’" 努尔哈赤派大将额亦都统一了宁古塔诸路+ 额

##!

!

"

拉法渡口# 清初船厂" 今吉林省蛟河市境内" 为清代宁古塔将军辖地" 主要目的为抵御沙俄入侵+
,顺治十四年吉林拉法渡口建造战船题本-" ,历史档案- #+++ 年第 % 期+



亦都奉努尔哈赤之命" 率兵驻宁古塔路 &今黑龙江省海林市旧街’" 并以宁古塔为基地" 继续征
战+! 宁古塔设八旗驻防始于天命十年 &!)#’’" 有 (%+ 名八旗官兵+ 崇德八年 &!)(%’ 皇太极
病逝" 也是在这一年" 俄罗斯人首次侵入黑龙江流域" 打家劫舍" 无恶不作+ 而这个时间则应为
祖母家族迁居该地区的时间下限" 即在沙俄入侵黑龙江流域的前夕+

这次举家迁移至宁古塔生活" 与之同行的还有温察祖父家族的另一支两成员 027A/D-及
-7A/D-" 但此二人后来又于马年"" 由宁古塔迁往虎尔哈 Y/D/7 居住" 从地域来看" 虎尔哈属于东
海女真居住范围+ 东海女真包括瓦尔喀部* 虎尔哈部+ 另据 ,苏完瓜尔佳哈拉家族人口档案-
谱系部分载" 长支 027A/D-的五世孙 c/05后迁居依兰+ 作者写谱时间为康熙四十八年 &!"+*’"
c/05即为作者 $我% 之孙" 祖孙相差约为 ’+ 年" 那么其迁居依兰大致是在乾隆二十四年
&!"’*’" 时在乾隆前中期+

为抵御沙俄入侵" 顺治九年 &!)’%’ 清政府于此设立宁古塔昂邦章京+ 据后序推测" 其家
族应该在宁古塔 4/-D/7一直生活到康熙十五年 &!)")’+ 是年" 宁古塔昂邦章京更名为宁古塔将
军后" 与八旗兵丁一同迁驻吉林乌拉+

综上所述" 富察家族之曾祖母* 祖母及苏完瓜尔佳温察祖父生活在努尔哈赤统一海西女真*
东海虎尔哈各部及皇太极统一黑龙江流域这一历史时期" 也即 !’&%(!)(% 年前间+ ,后序- 隐
约再现了女真建州* 海西及东海三大部之间的关系" 亦有女真普通百姓的经济生活的反映" 还是
以渔猎为主" 未见农耕的记载+ 这是谱序中 Y2=4/&渔猎* 捕兽’* Y2A/k/@5及 82D-Y2:-&使迁
移’ 等高频率出现的词汇所传达出的历史信息+

&三’ 祖母在家族中的地位问题
整篇序言皆是以 $祖母% 为核心人物叙述的" 且在整篇后序中" 有关 $亲祖母% 的记述文

字所占比例达二分之一强" 刻画出了一位冷静果断* 遇事有主见* 不依附于他人* 独立自强的满
洲妇女形象+ 并从中可以看出" 祖母的话语在其家族中很有分量" 且具权威性) 祖母在家庭事务
的决策中居于主导地位+

首先" 当温察祖父把亲祖母 $带去% 他家之时" 祖母说了这样一句话" 表明了她对此所持
的态度# $我不能全然舍弃我的儿子而决然去你家" &只有’ 你来 &c-F-’ 我家才 &能’ 去营生+%
而在祖母说完这番话后" 温察祖父随即 &2=4/-’ 就来了祖父 &即祖母’ 的家+

其次" 在进入八分主时代后" 温察祖父家族中的两个儿子 &温察侄子’ 说# 王爷家养育的
好" 欲前往王爷家而移居打牲乌拉+ 此时" 为了在生活上可以互相照顾" 温察祖父想带着祖母及
儿子们与其一同前往+ 但是" 祖母的态度却与温察大相径庭" 并且很坚决+ 她是这样说的# $虽
然王爷家现在的生活闲散" 但 &我们却’ 成了大户人家的家奴" 我不能随你们去+% 亦是因为祖
母的这番话" 温察祖父家的这两个儿子也仅仅去了其中一支+ $养育% 一词也反映出当时的社会
关系+ 他们和王爷的关系是 $被养% 与 $养% 的关系+

再次" 祖母在 $改嫁% 后" 与其前夫之富察哈拉家族不仅未脱离关系" 而且还将其第二任
丈夫温察之瓜尔佳哈拉氏族的子孙纳入其富察氏家族" 合族守孝" 瓜尔佳哈拉家族从而亦成为了
富察氏家族的成员+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 瓜尔佳哈拉的子孙是主动与其祖母前夫之富察氏家族合
族守孝" 进而融入富察氏家族的+

&四’ :Y 世纪初满洲寡妇的安置问题及婚俗
关于满洲寡妇的安置问题" 在清代官方史料中并未提及+ 该谱书对此进行了简述" 从一侧面

反映出彼时女真政权与百姓的关系+
在祖父 #’ 岁过世后" 依据圣旨 &4505-’" 经查明后" 寡妇一律嫁给没有妻室的男人+ 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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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祖母% 不得不 $娶了% &8/-4/’ 瓜尔佳哈拉的温察+ 一般情况下" 应为男子 $娶% 妻" 该句
中的祖母 $8/-4/% &娶了’ 一词则反映出女性在当时满洲社会中的地位+ 再者" 女真人在当时有
夫入赘女方之家的习俗" 努尔哈赤就是一例+ 且在丈夫过世后" 满洲妇女尚没有为夫守节的观
念+ 而且" 在接下来的叙述中亦用了类似这样的词语" 例如" 当温察祖父把亲祖母 $带去%
&8/@/D/’ 他家之时22" 作者在此用了 $8/@/D/% &汉意 $带去* 领去%’ 一词" 却没用满语中
专门表示 $娶% 的 $8/-@Y-% 一词+ 温察在娶祖母之前有无妻室" 谱书未载" 还不得而知+

三# )苏完瓜尔佳哈拉满文谱书* 的特点

&一’ 两哈拉合族
满族人修谱" 一族一谱+ 而 ,苏完瓜尔佳哈拉满文谱书- 则记录了两个氏族的谱系+ 苏完

瓜尔佳与富察两哈拉三宗族合族" 三个家族谱系同时出现在同一本谱书中" 这是 ,苏完瓜尔佳
哈拉满文谱书- 最突出* 最显著的特征+

与传统的满族家谱序不同" 传统谱序一般皆追溯家族源流" 大多还叙述家族迁徙原由+ 而该
家谱 ,后序- 开篇便交待了写谱缘由# 一是" 查明合族守孝的祖父们的名字) 二是" 合族的原
因+ 整篇 ,后序- 也是紧紧围绕该主题书写的" 似乎整篇文字都在解释该问题" 这是贯穿整篇
序言的主线+ 而且该谱序中" 家族每次迁移" 都没有交待其原因+ 根据谱序记述" 合族的最重要
原因是由于两家族的姻亲关系" 其次是守孝) 以富察家族为核心" 合族守孝的有苏完瓜尔佳家族
温察* 蒙古两位祖父及其后人+

027A/D-及-7A/D-的阿玛@97889&蒙古’ 原居辉发城" 外出打猎时遇到叶赫兵" 被捉到叶赫
城" 后来" @97789等 @/:/D-" 从叶赫城一同 &0/0/’ 逃出" 投奔了太祖" $22 %)8) -85Y2
@97889_027A/D--7A/D-/@/-7222/@/./%)8)’(J54582D27 F-c/-./@5=2F-:-_@205-=/-E2 5c57 Y5Y/-@5
8575D5A5-)-) =2F-L5Y-%+ $22 @205-=/-E2 5c57 Y5Y/-@58575D5A5-)-) =2F-L5Y-_5.45=/-:-7 -
:2.8-J/7 @2A2D-=9:9497 /7-J/22F994/2D05Y5A57A5F5:-8-D-7 2./A582D-D5c5D8-A5-)-) 82D-Y245Y-%+
其中@/:/D-为@/:/的复数形式" 关于蒙古祖父的叙述" 最初是@/:/一词" 可后来便写为@/:/D-)
而且0/0/一词反复出现" 其汉意为 $一齐* 一同%" 据此推测" @/:/D-一词除了指代 $蒙古% 祖
父外" 还应当包括了富察哈拉的祖父们" 两家族在努尔哈赤统一海西女真时代便相识" 这或许是
亲祖母嫁给其家族 $温察% 的主要原因+

&二’ 两姓和睦
富察哈拉与瓜尔佳哈拉两家族以 $祖母% 这一人物为纽带" 自 $温察% 来到祖母家起" $温

察% 入赘祖母家" 富察哈拉与瓜尔佳哈拉两家族便合族守孝) 尤其是在祖母和 $温察% 生下两
个儿子后" 瓜尔佳哈拉家族的子孙全然 &:24/.-’ 与富察哈拉家族合族" 进而融入了富察氏族+
祖母所出满洲哈拉" 谱书并未记载+

据富察哈拉总谱载" 正文作者的两位姑祖母嫁给了苏完瓜尔佳哈拉家族的同一个人" 也就是
$亲祖母% 母女三人都嫁给了同一族的男子+ 按照满族修谱习俗" 女性不入家谱" 此两位女性的
名字未入谱" 但此事却被郑重地记入了总谱中+ 或许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姻亲关系使得两哈拉成
员的关系更加紧密+

&三’ 与正史相疑处
关于宁古塔昂邦章京更名为宁古塔将军的时间" 官方资料记载为康熙元年" 即 !))# 年" 而

据该谱书后序记述则为 $康熙十五年%" 即为 !)") 年+ 此问题值得进一步考证+
&四’ $祖母% 的纽带作用
在谱书中" $祖母% 是两家族中一重要人物" 她所系的满洲哈拉谱书中并未提及" 因而她成

为一个处于近乎游离状态的新个体" 既非瓜尔佳哈拉氏族" 亦非富察哈拉氏族" 但其又将两家族
(#!



牢固地连结在一起+

附( )苏完瓜尔佳哈拉满文谱书* 谱序 &汉译’
将聚族守孝的家族祖父的名字* 合族的原因全部查明" 装订成卷本全部开列于后+
查明所出之处+ 那时" 叶赫部人攻下辉发城后" 曾祖母成了寡妇" 之后曾祖母与家族祖父们共同商议" 各

自带着自己的妻儿从叶赫城躲避出来" 去了佛阿拉" 奔咱们太祖去了+ 后来" 让居住在一个叫做拉哈的地方"
接着" 攻下辽东等地之后" 又迁居至盛京" 后来被拣选为渔猎能手等" 被派遣给捕兽* 打渔等 &事’" 到拉法渡
口居住+ 从此" 正宗离散+

亲祖父 &善射" 是捕兽能手’ #’ 岁时在家中过世" 养育了两个男孩 &老大萨哈连* 老二萨木哈图’ 和两个
女儿" 也即两位伯父和两位姑姑+ 依圣旨" 察明寡妇许给无妻男子" 亲祖母不得不娶 &实为招赘’ 了瓜尔佳哈
拉的温察祖父+

温察祖父把亲祖母带回他的家" 亲祖母说# $我不能全然舍弃我的儿子" 而决然去你的家" 你来我的家才能
营生+% 亲祖母如此说的时候" 温察祖父随即来祖父的家+ 由 &从’ 此" 我们富察哈拉* 温察祖父瓜尔佳哈拉的
祖父们开始相互守孝+ &温察祖父’ 娶了祖母之后" 生了洼塔* 洼喀两位叔父" 从此以后" 温察祖父的子孙全然
与我们的宗族合族" 成为富察哈拉+

进入八分主 &时期’" 捕兽打渔" 温察祖父家族的儿子艾木布* 赉得等说# $道永敖王恩养的好% 而自愿迁
移去打牲乌拉+ 温察祖父带着亲祖母连同儿子" 想与他们一同前往" 生活上可以互相照顾+ 祖母说# $现今在王
爷家生活虽然闲暇安定" 终属于大臣的家奴" 我不跟随你们去+% 因此" 艾木布* 赉得仅仅去了一支+ 后来又全
迁移至宁古塔海兰巴兰等地居住" 亲祖母在那儿过世+ 这次迁移" 温察祖父家族的孙达理* 音达理两位叔叔也
同温察祖父及祖母一同迁往宁古塔+ 马年" 又迁移至虎尔哈巴兰居住+ 自从宁古塔迁出迄今" 孙达理* 音达理
两位叔叔照例守孝+ 因此" 查明其所出" 加入家谱+

第二位合族守孝的祖父名字叫蒙古 &孙达理* 音达理的父亲’" 住在辉发+ 去外打猎时遇到了叶赫兵" 被
抓+ 后来" 祖父从叶赫部躲避出来去了咱们太祖那+ 康熙十五年 &丙辰年’" 宁古塔昂邦章京改名为将军" 和兵
丁一齐分迁移至吉林乌拉+

康熙四十八年正月吉日谨书
$续
道光二十八年吉月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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