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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满族的皇家宗法与其皇位继承制度

杜 家骥

[摘要〕本文论述满族 皇家宗法 的特点是严摘庶之分
、

长幼之 序
,

清初 尤为明显
,

汗 (皇 ) 位传承及竟争 只

在摘 出者之 问进行
,

且有一个 由 兄终弟及 向父 死子继 的转变过程
,

这与辽
、

金
、

萦元 等少数 民族政权及汉 族早

期王朝 的情况相 同
,

符合一般规律
。

清入 关后
,

皇 子之 间摘庶身份 差别趋 于 缩小
,

在度摘 或无摘 的情况 下 皇位

传于 庶出者
,

与两汉
、

唐
、

两宋
、

明等朝 多庶 出者继承皇位的状况也相 同
。

[关键词〕摘 庶之分 兄终 弟及 父死子继 皇位 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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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皇位继承
,

是影响朝政的重大政治

事件
,

尤其是清前期
,

每当皇位传承之际
,

便

引发上层统 治集团的激烈 内争
,

导致政 局动

荡
,

祸及朝臣
。

目前
,

人们对清太宗皇太极
、

顺治帝
、

康熙帝
、

雍正帝这几朝皇帝之继位及

其内乱事件
,

作了大量的研究 (人所共知
,

限

于篇幅
,

恕不一一列举 )
,

最近又有杨珍女士

(清朝皇位继承制度》专著的出版
,

对有清一

代皇位继承的类型及其变化作了全面系统的归

纳与论述
,

并深入考察了一些相关问题¹ 。

究竟清前期的皇位继承为什么屡屡引发内

乱
,

制度上的原因是什么 ? 海 内外一些学者认

为
,

是清朝满族之皇家在宗法上无严格嫡庶区

分º ,

无论嫡 出
、

庶 出者
,

均有 资格竟 争 皇

位
,

因而也无法形成像汉族王朝那样的嫡长继

承制
,

并预先确立皇储
,

以致每当皇位空缺
,

便发生内争
。

从表面现象看
,

也确实如此 前

述几位皇帝
,

无一是预立之皇储
,

有的无明确

嫡出身份
,

康熙
、

雍正二帝
,

又是以庶出者继

位
。

但光凭这些现象
,

并未能揭示皇位竞争的

真正原因
,

所谓满族宗法无嫡庶之别
,

既不符

合事实
,

与古代宗法制产生发展的一般规律也

不相符
。

上述观点
,

殆缘于没有对当时皇家所有成

员之身份地位作全面系统的考察
,

进而进行对

比
。

又缺乏对社会形态较落后时期的政权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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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多妻家庭成员等级特点的认识
。

另外
,

也没 是皇家部分成员
,

或者说是少部分人
,

皇家 中

有从皇位继承制度形成的一般规律 中
,

对满族 其他更多的成员
,

史籍中对他们记载很少
,

或

皇家早期皇位继承制度的性质及其矛盾性进行 根本没有
,

尤其是他们的出身
,

也即生母之身

探究
。

鉴于这一 问题对揭示满族宗法及其特 份
。

这是 目前未能对皇家成员作全面考察进而

征
,

正确认识与评价当时的皇位皇权之争
,

进 比较出身份高低的主要原因
。

而这更多的一般

一步研究尚未取得共识的清代几次皇位继承均 性家庭成员
,

在清皇家族谱 (玉碟) 中却有较

有意义
,

而且对于中国古代皇位继承制产生演 全面的记录
,

特别是他 们的出身即生母身份
、

变之一般规律的揭示及相关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及他们所封低微之 世职等
,

这些记载不仅 全

也有参考作用
,

因作专文考察
。

面
、

详细
,

而且原始
。

本小节主要以 《玉碟》

为基本史 料
,

辅以 (满文 老档) 等较原始 资

一 料
,

首先对清太祖努尔哈赤及清太宗皇太极两

辈皇家的全体家庭成员进行考察
。

清初
,

参预皇位竞争者
,

都是有影响的人 为叙述简要
,

并可以清楚地 比较
,

特将考

物
,

这些人在一般史籍中记载较多
,

但他们只 察结果以表列示如下
。

表一 清太祖努尔哈赤家庭成员身份等级表

诸妻及其

位号

诸妻所生

子女名称
该子女之称号

、

封爵
、

政治经济待遇 史 料 根 据
等次

修佳氏

称 先 娶之

后 或元 妃

¹

长子褚英
广略 贝勒

。

旗主
,

领国人五 千家
,

八百牧

群º (建后金政权前被处死 )

次子代善 和硕 贝勒
、

大贝勒
,

和硕亲王
。

旗主»

长女东果格格 } 固伦公主¼

¹ (玉碟》n l 号 ;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 )

卷 4 之末

º (满文老档》
,

上册第 21 页
,

中华书局

汉泽本 19 9 0 年
.

下同

» (玉牌 ) 111号

¼ (玉碟 ) 28 号

富察氏

衰代 皇 后

或称 继 娶

后
、

继 妃

¹

第五子 莽古

尔泰

第十子 德格

类

第三女莽古济

和硕 贝勒
、

大贝勒
。

旗主
,

领正蓝旗º

和硕贝勒
、

旗主 (兄莽古尔泰死后
,

继任 )

»

哈达公主¼

¹ (玉碟) 111 号
;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

卷 1
,

卷 4 之末

º 《玉牌》之末所附

» 《玉碟》之末所附

¼ (清太宗实录》卷 3

叶赫 那拉

氏

中室大 福

晋 中宫 皇

后 ¹

第八子皇太

极
和硕 贝勒

、

大贝勒
。

旗主
,

领正白旗º

¹ º (玉碟》11 1 号 ;
《清太祖武皇帝实

录) 卷 4 之末
。

皇太极属嫡出
、

其生母曾

为正室
,

见拙文 (清太宗出身考》
, (史学

月刊) 19 9 8 年 2 期

第一等室及正所出子女

乌拉 那 拉

氏

继立之后
、

大妃¹

伊 尔 根觉

罗氏

侧妃¹

第 十二子阿

济格

第十 四子 多

尔衷

第十五 子 多

铎

第七子阿 巴

泰

次女嫩哲格格

贝勒
、

多罗郡王
、

英亲王
。

曾为旗主
,

领

镶白旗º

和硕贝勒
、

和硕亲王
。

旗主
,

先领镶白旗
、

后领正白旗»

和硕贝勒
、

和硕亲王
。

旗主
,

先领正 白旗
,

后领镶白旗¼

多罗 贝勒
,

晋多罗郡王
。

非旗 主 之领 主
.

领本旗下少量牛录º

和硕公 主»

¹ (玉碟 ) 11 1号
;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 )

卷 4 之末

º » ¼ 见拙 文 《清史研究 ) 19 98 年 3 期

《清初两白旗主多 尔衰与多铎换旗问题的考

察》

¹ (玉碟) 111 号

º 《满文老档》下册第 8 71 页

» (玉碟》第 28 号

叫贫刃啦氏

侧妃¹
第八女 和硕公主 º

¹ (玉牌) 111 号

º (玉碟》第 28 号

第二等侧及室所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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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诸妻及其

位号

诸妻所生

子女名称
该子女之称号

、

封爵
、

政治经济待遇 史 料 根 据
等次

兆佳氏¹

庶妃
第三子阿拜

天命时备御
、

天 聪时 三 等副将 (三等 男

爵 )
、

崇德时镇国将军
、

死后追晋镇国公À

附属幼弟多铎
,

领一个半牛录»

¹ º 《玉膜》111 号

» (天聪九年档 ) 第 21 页
。

天津古籍出版

社 19 8 7

第 四 子 汤 古

岱

钮枯禄氏

庶 妃¹

天命时备御
,

领一 牛录º 。

天聪时 三等副

将 (三等男爵)
。

崇德时封镇国将军» 。

先

依附正红旗主代善旗下
,

后拨隶幼弟 多 尔

衰
,

依附白旗之下¼

第六子塔拜

天命时备御衔游击
,

领牛录下少量人丁 ½ 。

天聪时一等参将 (低男爵一等 )
。

崇德年间

辅国将军¾
。

隶属 关系
,

与其 同母兄汤古

岱相同

¹ (玉碟 ) 2 11 号

º <满文老档》上册第 214 页
,

中华书局

译汉本 19 9 0 年
。

下引此书同
,

不另注

» ¾ (玉碟) 1 11 号

¼ 《天聪九年档》 第 13 3 页
。

版本同前

½ (满文老档》 上册第 5 73 页

第九 子 巴 布

泰

天聪时三等副将 (三等男爵 ) ,

崇德时封奉

国将军
,

顺治朝相继晋辅国将军
、

辅国公
、

镇国公 º 。

隶 皇太极 正黄旗 下
,

一

与弟 巴布

海同领一牛录»

一

les

卜|

第二
一等另室之妾及所生子女

篇 穆瑚 觉

罗氏

庶妃¹
第十 一 子 巴

布海

天命时备御
,

天聪时
一

等参将 (低 男爵一

等 ) 。 崇德朝封辅国将军
,

晋镇国将军¼ 。

隶皇太极正黄旗 下
,

与兄巴布泰同领 一牛

录½

¹ (玉牌 ) 1x z 号

º ¼ 《玉碟》 n l 号

» ½ (天聪九年档 ) 第 20 页
。

版本同前

¾ (清太宗实录 ) 卷 35 页 17 一 19

¿ À 《玉碟 ) 15 号

赫}庶女心

第四 女穆库什

第五女

第六女

崇德时封和硕公主¾

死于 天命建元前
,

无封¿

无封À

第七女 初无封
,

顺治以后 始赐 乡君品级 º

⋯
西 林觉 罗

⋯
氏

,

侍娥

l初 不 “

什
⋯努 “屯哈 赤

{庶 妾 之 列

{¹
·

’污 称

} 厥妃
卜

一—
~

—

⋯
未 留 l· 名

{氏 侍娥

⋯不 列 J 努

⋯尔
‘冶赤 庶

! 妾之列 ¹

第 十三 子 赖

慕布

初不列于努尔哈 赤诸子之 列 º 。

隶异母兄

阿济格属 下
〔,

崇德 后期始予 牛录 下专管 人

丁 » 。

天聪朝授 备御
,

顺治时封奉恩将军
。

后追晋辅国公¼

¹ º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 ) 卷 4 之末

» 《清太宗实录》卷 65
,

页 27

¼ (玉喋》 11 1 号

第 1
一

六 子费

扬 古

初不列努尔哈赤诸子之 列 º 。

至康熙 五十

四年始列 (玉碟》 之末
、 一

生无封
,

无 宗

室特权

第四脾等侍及所生子女

¹ º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 4 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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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清太宗皇太极家庭成员身份等级表

等等等 诸妻及其其 诸妻所生子女女 各子女之称号
、

封爵爵 史 料 根 据据

次次次 位号号 之排行及名字字字字

第第第 元妃妃 第三子洛博会会 夭荡
,

无封封 ¹ (玉碟》 11 8 号
。

《满文老档
·

太祖》卷卷

等等等 钮枯禄氏氏氏氏 51 。

唐邦治 《清皇室四谱
·

后妃》》

正正正 被废弃¹¹¹¹¹

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

有有有 继妃乌拉 那拉拉 长子豪格格 和硕贝勒
、

和硕 亲王
。

旗主
,

领正蓝蓝 ¹ (玉膜 ) 118 号号

宫宫宫 氏
,

继 被弃 之之之 旗 (由镶黄旗改 ) ºº º (满文老档 ) 下册 23 13 页
、 2440 页

。。

号号号 元妃而 为正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室 《盛京刑部原档》第 18 一 19 页
,

第 130 页
。。

之之之 ¹¹ 长女女 固伦公主»» 群众出版社 19 8555

妻妻妻妻妻妻 » 《玉牌) 0 28 号 4 页页

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及

所所所 中宫皇后后 次女
、

第三三 均封固伦公主ºº ¹ º (玉碟) 0 28 号 4 页页

生生生 博尔济吉特氏¹¹ 女
、

第八女女女女

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子

女女
---

关雌宫宫 第八子子 清太宗 以其为
“

皇嗣
” ºº ¹ (玉牌 ) 118 号号

大大大福晋食妃¹¹¹¹ º (清太宗实录》卷 37 ,

页 15 下下

西西西麟趾宫妃大大 第 十一 子博博 顺治朝封和硕襄亲王ºº ¹ º (玉膜》11 8 号号

福福福 晋
、

大 贵妃妃 穆博果尔尔尔 » (玉赚 ) 02 8 号 4 页页

¹¹¹¹¹¹¹¹¹¹¹¹¹¹¹¹¹¹¹¹¹¹¹¹¹¹¹¹¹ 第第第第十一女女 固伦公主 »»»

东东东衍庆宫 淑 妃妃 无出出 无无 (玉碟) 118 号号

侧侧侧福晋晋晋晋晋

西西西永福宫庄妃妃 第九子福临临 顺治皇帝帝 ¹ 《满文老档》下册 15 29 页页

侧侧侧福晋¹¹¹¹¹¹¹¹¹¹¹¹¹¹¹¹¹¹¹¹¹¹¹¹¹¹ º (玉碟 ) 0 28 号 4 页页
第第第第四女

、

第五五 均封固伦公主ººº

女女女女
、

第七女女女女

原原原东宫 侧福晋晋 第六女女 固伦公 主ºº ¹ 《满文老档》下册
.

1244 页
。 (天 聪九九

博博博尔济吉特氏
,,,,,,,,,,,,,,,,,,,,,,,,,,

年档》第 128 页页
后后后被休弃¹¹ 第九女女 因生母被休

,

此女是否册封
,

待考考 º (玉牌 ) 0 28 号 4 页页

网网网
叶赫那拉 氏侧侧 第五子硕塞塞 清入关后封郡王

、

晋亲王 ºº ¹ º (玉牌) 118 号号

妃妃妃妃妃¹¹¹¹¹

匕匕 卒卒卒卒卒卒

等等及及及及及及
所所所所所所所

无无生生生生生生
吕吕士士士士士士
号号女女女女女女
之之之之之之之

第第第 颜扎氏庶妃¹¹ 第四 子叶布布 崇德时封镇国将军
,

康熙八年晋辅 国国 ¹ º (玉碟 ) 11 8 号号

等等等等 舒舒 公ººº

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另

室室
___

纳拉氏庶妃¹¹ 第六子高塞塞 顺治九年封辅国公
,

康 熙八年封镇国国 ¹ º 《玉碟 ) 118 号号

之之之之之 公ºº » (玉碟 ) 02 8 号 4 页页

妾妾妾妾妾妾妾妾妾妾妾妾妾妾妾妾妾妾妾妾妾妾妾妾妾妾妾妾 ¼ (玉牌) 02 8 号 4 页页
第第第第十女女 顺治朝封县君»»»

第第第第十三女女 无封¼¼¼

奇奇奇垒氏庶妃¹¹ 第十四女女 顺治朝特封和硕公主ºº ¹ (玉赚 ) 118 号号

ºººººº (玉赚》28 号 4 页页

伊伊伊尔根觉罗 氏氏 第七子常舒舒 崇德时封镇国将军
,

康熙八年晋辅国国 ¹ º (玉碟) 11 8 号号

庶庶庶妃¹¹¹ 公ºº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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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等等等 诸妻及其其 诸妻所生子女女 各子女之称号
、

封爵爵 史 料 根 据据

次次次 位号号 之排行及名字字字字

第第第 无 名 氏 (未 留留 第十子韬塞塞 初封镇国将军
,

康熙八年晋辅国公ºº ¹ º (玉膝) n s 号号
四四四 载 )))))))))
等等等 庶妃¹¹¹¹¹

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生
婶婶婶 无 名 氏 ( 未 留留 第十二女女 顺治朝封乡君ºº ¹ º (玉膝 ) 02 8 号 4 页页

及及及 载 )))))))))
所所所 庶妃 ¹¹¹¹¹
生生生生生生生
子子子子子子子
女女女女女女女

说明
:
嫡妻

,

满族称为大福晋
。

努尔哈赤
、

皇太极未称汗
、

帝以前
,

他们的嫡妻也 无后来之
“

后
”

的称谓
,

汉 文称作
“

妃
” ,

最早的嫡妻称为
“

元妃
” ,

元妃死后而继之者即
“

继室
” ,

称
“

继妃
” ,

继元妃之嫡妻身份
。

根据以上两表所示
,

再结合相关史料
,

可

以得出以 下几点认识
。

(一 ) 努尔哈赤
、

皇太极两代皇室 (汗室 )

家庭成员身份等级相差悬殊
,

主要体现于嫡
、

庶之间
。

首先从皇子之封爵
、

皇女之封位号方面 比

较
。

清代皇家的封爵
,

按爵等高低依次为
:

第

一
,

和硕亲王
。

第二
,

多罗郡王
。

第三
,

多罗

贝勒
。

第四
,

固山 贝子
。

第五
,

镇 国公
。

第

六
,

辅国公
。

(公爵有入八分公与不入八分公

之区别 )
。

第七
,

镇国将军
。

第八
,

辅国将军
。

第九
,

奉国将军
。

第十
,

奉恩将军
。

皇女
、

宗

女所封位号依次为
:

第一
,

固伦公主
。

第二
,

和硕公 主
。

第三
,

郡 主 (和 硕格格 )
。

第四
,

县主 ( 多罗格格 )
。

第五
,

郡君 (多罗格格 )
。

第六
,

县君 (固山格格 )
。

第七
,

乡君 (公格

格 )
。

以上两表中
,

皇子最高者封第一级之和硕

亲王 ( 以前之和硕贝勒大致同于和硕亲王
,

崇

德元年定封爵制后
,

和硕贝勒全部封为和硕亲

王 )
,

最低者封第十级之奉恩将军
,

如努尔哈

赤第十三子赖慕布
。

甚至还有未受封者
,

如努

尔哈赤第十六子费扬古» 。

皇女也是如此
,

有

封最高之固伦公主者
,

有封最低之第七级乡君

者
,

还有未受封的
。

嫡庶差距如此悬殊
,

在中

原汉族王朝皇帝的家室中是不存在的
。

以下再作一些具体的说明和解释 (所据史

实
,

凡未作史料 出处者
,

均见 以上两 表及所

注 )
。

第一等次
,

皇子中封和硕亲王及以前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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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贝勒者
,

皇女封固伦公主者
,

均为这一等次

的正室嫡出或有宫号之妃所出
。

这 里所说的
“

有宫号之妃
” ,

在表二第一等次中
,

即皇太极

称帝以后所封的身份显赫的
“

五宫后妃
” 。

第二等次的侧妃庶出子
,

以身份
,

最高只

能封多罗郡王
,

而且是在入关后
,

太宗第五子

硕塞在顺治六年由多罗郡王晋亲王
,

因非嫡出

而
“

不在宠贵之列
” ,

规定其
“

位次
、

傣禄不

得 与大 藩 ( 即和 硕 亲王
—

引者注 ) 等
”¼ 。

次年又降为多罗郡王½ 。

后来再晋亲王
,

是由

于军功
,

而不是凭所出身份
。

努尔哈赤侧妃所

出子阿巴泰也属同样情况
,

初封第三等的多罗

贝勒
,

后因军功才晋多罗郡王
。

这第二等次的

侧妃庶出之女
,

是封和硕公主
,

低 固伦公主一

级
。

第三等次的庶出子
,

其生母在汉文史料中

均作
“

庶妃
” ,

在满文 《玉碟》及满文 《满州

实录》中
,

其
“

庶
”

的身份 明确写为 b uy a fu -

ji n ,

译为汉文是
“

小福晋
” ,

如 同汉俗语 中的
“

小老婆
” ,

满文 的 buy a

—
小

,

是微 小
、

碎

小之义
。

她们所生之
“

庶子
” ,

则没有汗之子
“

台吉
”

的尊贵性称呼
。

封爵方面
,

在入关前

最高只封第七爵等的镇国将军
,

低第一等次诸

子所封的和硕亲王六级
。

这也是当时制度所规

定
,

因崇德元年
“

定庶子受封制
,

凡皇子系庶

妃所 生者
,

封镇 国将军
’, ¾ 。

因是 崇德朝所定

“

皇子
”

庶出者受封例
,

所以 只是针对当朝皇

帝清太宗皇太极之庶出子
,

并不包括前朝努尔

哈赤之子
,

努尔哈赤的庶出子所封更低 ( 见后

述 )
。

这一等次 之庶 出女
,

入关前多数无封
,

仅个别人封和硕公主
,

乃出于政治联姻需要
,



为特例 (努尔哈赤第四女穆库什 )
。

入关后这

些人因已属长辈而予封
,

但仅封县君
、

乡君
,

低公主 4 一 6 级
,

与往代中原汉族王朝之皇女

均封公主者相差太大
,

以致 (清史稿
·

公主表》

的作者也颇觉诧异
: “

开国初
,

有皇女仅得县

君
、

乡君者
。 ”

第四等次
,

所谓侍脾
,

即太祖
、

太宗之房

中侍女
,

因给主人 生有子女
,

才算入家庭成

员
,

但不册封
,

称她们 为庶妃即
“

小福晋
” ,

乃是后来的追称
。

而且大多连姓氏名字也没有

为她们记下
。

她们的子女也是最低等的
,

努尔

哈赤第十三子赖慕布及其生母
、

第十六子费扬

古及其生母
,

在天聪崇德之际成书的 (清太祖

武皇帝实录》中
,

都未列入努尔哈赤汗室的家

庭成员之中
,

而当时赖慕布 已是 25 岁之 人
,

且有 11 岁之子¿ 。

费扬古也 已 17 岁
,

有两个

儿子À
,

这决不是史 官的疏忽
,

而是 当时 他

(她 ) 们的身份地位低下所致
,

因为即使在皇

太极称帝后的崇德三年八月
,

清皇家首次制定

的本家族人 口登记制度中
,

仍特别规定
,

即使

是和硕亲王
,

其
“

凡正式 纳入 另室之妾所生

子
,

则计入
。

凡抱养他姓之子或未纳入另室之

女奴所生之子
,

不得计入
。

若将女奴所生子女

及抱养 异 姓 子 女
,

诈 称亲 生 子女
,

则 治 重

罪
” Á 。

可见当时为皇家男性生子女的女奴婶
,

并不算男性之妾
,

男性也未把她们算入妻妾之

列而安置其独立住室
,

因而称为
“

未纳入另室

之女奴
” 、 “

未 居另室妾蝉
” ,

其所生子女虽非

异姓
,

也不得计入皇家家庭成员
。

直到满族入

关后的顺治十八年
,

才将这一等次人计入
,

规

定
“

宗室未居另室妾埠所出之子
,

亦准载入宗

室册籍
”。

。

所以在顺治十八年以前
,

清皇族

中和硕亲王以下无论有爵无爵之宗室
,

他与女

婶所生子女
,

是不算皇族成员的
。

赖慕布
、

费

扬古这些女奴所生之子
,

在天聪崇德之际未被

列入努尔哈赤诸子之 内
,

也不稀奇
。

清太宗皇

太极之第十子韬塞
、

第十二女及他们的生母
,

大概亦属这种情况
,

以致这两人生母的姓氏都

未被留下
。

但其子女毕竟是汗
、

皇帝的血撒
,

不同于和硕亲王等女奴所生子女
,

属于特殊情

况
,

在以后所修的 《玉碟) 中补入了他们的名

字
。

而他们的等级
、

待遇仍是最低的
,

崇德元

年制定皇族宗室封爵制度后
,

努 尔哈赤诸子

中
,

只有赖慕布
、

费扬古二人未予封爵 (包括

世职将军 ) 。

赖慕布是在入关后的顺治年间才

封得最低等的奉恩将军
,

低于亲
、

郡王庶出子

所封之辅国将军
、

奉国将军
,

与贝勒庶出子所

封同级
。

而死于崇德年间 (崇德三年八月尚在

世 ) 的费扬古
,

则始终未得受封
,

是最低等的

宗室成员
。

再从皇家对八旗的分封
、

领辖方面进行比

较
。

努尔哈赤诸子
,

凡领全旗
、

或充任过旗主

者
,

均为第一等次的嫡出子
。

第二等次侧妃所

出子阿巴泰
,

天命年间仅分得六牛录。
,

大致

相当于全旗牛录的 1/ 4 。

第三等次的庶妃所出

子
,

最多分得一个半牛录
,

如第三子阿拜
,

少

者仅半个牛录或少量 人丁
,

如第十一子 巴布

海
、

第六子塔拜等人
。

至于第四等次者
,

赖慕

布直到崇德朝后期才被分给五十人丁
。

而费扬

古则从未分予
。

此外
,

清皇家中还有所谓
“

入八分
” 、 “

不

入八分
”

之说
,

从八旗分封领辖与被领辖的角

度而言
,

入八分者均为领旗者
,

包括分予全旗

或半旗牛录的旗主
、

非旗主领主
,

以努尔哈赤

诸子为例
,

都是表 一第一等次的嫡出子
。

另

外
,

个别庶出中的身份较高者
,

如阿巴泰
,

因

军功也特许人八分@
。

入八分者都有
“

主
”

即

主子的身份
,

封爵也较高
。

而不入八分者
,

则

都是被统辖者
,

各有其主
,

对本旗旗主
、

非旗

主领主有人身隶属关系
,

他们的封爵也较低
,

均封以不入八分公以下至最低等的奉恩将军这

几等的世爵世职
,

即清人所谓
:
亲王以下入八

分公以上
,

皆
“

统辖
”

旗者
,

而
“

未入八分公

以下 奉恩 将军 以上
,

则 皆八 旗 之所 统 辖者

也
”。

。

这些被统辖的未入八分者
,

又全部是

庶出者
,

清朝入关初所修最早的两部 (玉碟》

对此有清楚说明
: “

不入八分者⋯⋯太祖皇帝

庶妃所生子镇国将军阿拜
、

镇 国将军汤古岱
、

辅国将军塔拜
、

镇国公巴布泰
、

奉恩将军赖慕

布⋯⋯太宗皇帝庶妃所生子辅国公高塞
,

辅国

公叶布舒
、

常舒
、

韬塞等
,

不入八分
。 ’,
。 以上

史实表明
,

这嫡出与庶出
,

又决定了入八分与

不入八分这一截然不同
、

相差悬殊的主
、

属性

身份关系
。

在清太祖努尔哈赤诸子中
,

庶出子

阿拜是隶属于嫡子正白旗主多铎
,

庶出子汤古

岱
、

塔拜是先隶属于嫡子正红旗主代善
,

后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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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嫡子镶 白旗主多尔衰。
。

庶出子 巴布泰
、

巴

布海则是隶于嫡子皇太极
。

这些庶出子之后裔

子孙们也一直是如此 固定隶属
,

这在 (玉碟》

及 (八旗通 志》的 (旗分志) 中有 明确记载
。

太宗诸庶出子叶布舒
、

常舒
、

高塞
、

韬塞均在

两黄旗下
,

他们的分封入旗是在入关后
,

其时

两黄旗主是继承太宗皇位的第九子福临也即顺

治帝
,

所以这些庶出子又隶属于原为第一等次

的福临之旗下
。

(二 ) 重长幼之序
,

但以嫡庶之分为前提
。

所谓长幼之序
,

是指同辈兄弟之间以年龄

大小为先后等第
。

兄长身份高于弟幼
、

特权优

先于弟幼
。

如四大旗主贝勒
,

以年龄大小排为

大 贝勒代善
、

二 贝勒阿敏
、

三贝勒莽古尔泰
、

四贝勒皇太极
。

在等级性礼制上
,

弟要向兄先

行礼
,

这在皇太极继汗位以后仍有残留
。

以上

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

同母所出兄弟分封在同

一旗
,

以兄为旗主
:

正蓝旗中
,

兄莽古 尔泰为

旗主 ; 镶白旗中
,

兄阿济格为旗主
,

后罢之而

改任其弟多尔衰为旗主
; 镶蓝旗中

,

兄阿敏为

旗主
。

以上是嫡 出者之 间的排序
,

若嫡庶 混

排
,

则庶出者无论其年龄大小
,

身份地位都在

嫡出之下
,

依附遵从嫡出者
,

如努尔哈赤第三

子阿拜
,

便隶属依附于比他小 2 9 岁的幼弟多

铎属下
,

奉多铎 为
“

主
” 。

努尔哈赤第四子汤

古岱
、

第六子塔拜
,

则在比他们小 20 多岁的

多尔衰之属下
,

也是奉幼弟为主
。

在嫡庶之分

的前提下而列长幼之序
,

也是当时满族皇家嫡

庶之别森严
、

身份地位相差悬殊的体现
。

(三 ) 随着满族社会文明之发展及不断汉

化
,

庶出者身份地位有所提高
,

与嫡出者的等

级差距有所缩小
。

努尔哈赤诸子中
,

被称为庶妃的诸妾所生

子
,

在天命时仅授备御
,

这个世职大致相当于

后来的最低等的奉恩将军
。

天聪时有所提高
,

升为参将或副将
,

大致 相当于后 来的奉国将

军
、

辅 国将 军
。

崇德朝
,

多数 已晋 为镇 国将

军
。

个别活到入关后顺治朝者
,

如 巴布泰
,

则

已晋至镇 国公
。

太宗之诸庶出子
,

所封之爵就

比努尔哈赤的庶出子提高了
,

崇德年间始封即

为镇国将军
,

至入关后的顺康时期
,

都升至辅

国公或镇国公
。

以上这种发展变化
,

在入关后

诸帝之子女身上就体现得更明显了
。

3 8

满族入关后
,

由于入 主中原 承袭 明朝制

度
,

皇家宗法制度也受到很大影响
,

最明显的

是皇家大家族中的皇室家庭成员
,

其庶出子女

的身份地位进 一步提 高
。

最突 出的
,

又数 皇

女
,

自顺治以后
,

历朝皇帝之女
,

凡皇后所出

者
,

仍封最高等的固伦公主
,

而诸庶出者
,

无

论其生母身份如何
,

一律封和硕公主
,

以前太

祖太宗庶出女封低等的县君
、

乡君或不封授的

现象 已不复存在
。

皇子中
,

庶出者也可封最高

等级的和硕亲王
,

比如与康熙帝同为庶出的他

的几个皇兄弟
,

也即顺治帝庶妃所出的几个皇

子
,

便全部封为和硕亲王
:

庶妃栋鄂氏所出子

福全封和硕裕亲王
、

庶妃陈氏所出子常宁封和

硕恭亲 王
、

庶妃钮 氏所 出子隆禧封和硕纯亲

王  。

康熙帝诸子
,

嫡 出者仅一 人
,

为撤扔
,

立为皇太子
,

其余 皆庶出子
,

这些庶 出子 中
,

就有撤社
、

撤慎
、

撒棋
、

溉枯等在康熙朝被封

为和硕亲王
。

清入关后
,

虽然庶出的皇子皇女身份地位

提高
,

与嫡出者趋近
,

但仍未完全同于汉族王

朝
,

始终带有嫡庶区分较严的旧俗痕迹
。

先看

皇女
。

汉族王朝
,

凡皇帝之女
,

无论嫡庶
,

均

封公主
,

未见有两个等级公主的高低之分
。

而

清代
,

则嫡出皇女封固伦公主
、

庶出皇女封和

硕公主
,

二者在等级性礼仪
、

服饰
、

傣银棒米

待遇上区分高下 @
,

一直实行至清末
。

再看皇

子
。

往代汉族王朝
,

除宋代稍有区别外
,

其他

王朝
,

凡皇子均封王爵
,

而且始封即为王
,

这

在 (汉书》
、

《后汉书》
、

新旧 <唐 书》
、

(宋

史》
、

《明史》诸史的
“

皇子传
”

及
“

宗室世系

表
”

或
“

诸王世表
”

中有 明确记载
。

而清代
,

则庶出皇子不一定当然地全部封以最高等的亲

王
,

封为低于亲王 1 一 4 等的郡王
、

贝勒
、

贝

子
、

公爵者均有
。

封贝勒
、

贝子
、

公这些较低

爵等的皇子
,

又都是庶出中的较低身份者
,

如

康熙之子撤伟
、

)lL 禧
、

撤枯
、

撒祁
,

其生母在

康熙朝都是无位号之封的最低等的侍妾
,

雍正

继位后才尊为皇考贵人
,

这贵人是在皇后
、

皇

贵妃
、

贵妃
、

妃
、

殡之下的第六等
,

她们所生

的上述几位皇子在康熙朝也未封
,

至雍正朝
,



始被封为贝勒
、

贝子
、

公。
。

《清史稿》的作

者对比往代而评论清朝的皇子封爵
,

是
“

有皇

子而仅封贝勒
、

贝子
、

公者
,

摆诸前撰
,

至谨

极严
”。

。

同时又应看到
,

这庶 出的较低身份

皇子
,

身份也在逐渐提高
,

至乾隆朝
,

皇子始

封最低爵已为贝勒
,

不再有其下的贝子
、

公爵

之封
。

嘉庆朝以后
,

又不见有贝勒之封
,

凡皇

子
,

始封均为王爵
,

或亲王
,

或郡王
。

但始终

有未封为最高等之杀王者
,

如道光帝之皇八子

奕治
、

皇九子奕德
,

都是终身为郡王
。

综合以上两节史实作联系性分析
,

可以看

出
,

入关后满族皇家子女的嫡庶有别
,

是源于

入关前严格的嫡庶之分
,

而不是入关前无嫡庶

之分
,

入关后才仿行汉族王朝而确立的嫡庶有

别的制度
。

而且
,

入关后的嫡庶之别
,

已然是

比入关前弱化
、

差距缩小 了
。

嫡庶 之别由严

格
、

相差悬殊到弱化
、

差距缩小的变化
,

也是

古代家族家庭成员之等级性产生
、

发展的一般

规律
。

满族皇家的皇位继承
,

也正是在这严格

的嫡庶之别及其向弱化变化的过程中实行并发

生变化的
。

古代宗法
,

嫡庶之分
、

长幼之序是其中的

重要 内容
,

或者说是核心
。

尤其是嫡庶之别
。

嫡庶之分伴随着父系私有制家庭的 出现而产

生
,

在一夫多妻妾的大家庭中
,

诸妻妾有先娶

后纳之别
、

娘家门第背景之不同
、

女主与奴脾

(房脾) 之差异
,

她们在家庭中的身份地位不

可能平等
,

并由此决定了其所生子女在家庭成

员中的等级性
,

因此 出现嫡庶
、

嫡 出庶 出之

分
。

这种嫡庶之分进而又成为父家长传承
、

分

析家产以及权位的必要性原则
。

从重要性讲
,

家产的分配尚在其次
,

这权位的传承
,

等级性

的次序尤为必要
,

否则
,

诸子不分主次高下
、

谁先谁后的次序
,

必然导致诸子纷争内乱
,

家

族家庭管理上的混乱
。

也正因此
,

在嫡庶之分

基础上
,

又定出长幼之序的原则
,

出现 所谓
“

嫡长
” 、

承 桃之
“

大宗宗子
” 。

王位
、

汗位
、

皇位的传承与此同理
,

古代的政权
、

国家具有

家族私有性
,

最高权位的传承在家庭家族内进

行
,

最高权位又不能分析
,

没有嫡庶之分
、

长

幼之序的原则以决定这一权位的一人继承
,

极

易出现内乱
、

多头政治
,

导致政乱国衰
,

乃至

被其他家族政权所兼并而亡国
。

综观中国古代汉族早期家族性 国家 以及

辽
、

金
、

蒙元等部族性早期国家的王位
、

汗

位
、

皇位继承制度
,

虽然状况复杂
,

具体情况

又各异
,

但大致可以看出
,

在传位人选上
,

均

有嫡庶之分
,

由嫡者继承
,

嫡出诸子兄弟间又

定长幼之序的宗法原则
,

而且由于传承上的代

际关系
,

又有一个兄终弟及
、

父死子继二制相

混兼用
,

最终 由父死子继取代兄终弟及制的演

变过程
。

当时的王
、

汗等
,

无不妻妾成群
、

子

息众多
,

诸嫡子中
,

则 以长幼 为序
,

长者优

先
,

为第一继承人
,

这里的
“

长
” ,

是相对的

长
,

不一定是长子
,

长子早卒
,

则嫡次子或嫡

三子为嫡长
,

也可以说是兄为先
,

弟次之
,

先

兄后弟
。

但此 后再传承 时
,

便有可能 产生矛

盾
,

嫡长 临死时可能按其父之例而传 自己之

子
,

这样便引起诸嫡弟和他的争端
,

因为这位

嫡长之王位
、

汗位是由诸子之父传授
,

父之其

他嫡子视王位汗位为家庭所有
,

只是嫡长 优

先
,

而不能由他私传其子
。

这位嫡长之子
,

也

可能会以先祖传子的旧 例
,

争继其父所遗之

位
。

是由嫡长之弟继 位
,

还是 由嫡 长之子继

位 ? 便发生叔
、

侄之争
,

从制度上讲
,

这是 兄

终弟及与父死子继之争
。

另外
,

实行兄终弟及

时
,

若嫡出兄弟众多
,

即使有长幼之序
,

又常

常因兄弟中某人能力突出
、

人际关系好
、

分封

实力等因素
,

在诸领主推举共主时发生兄弟间

的矛盾
。

还有
,

在最后一个继 位的嫡弟死去

后
,

是传其子
,

还是传其嫡兄之子 ? 传哪个嫡

兄之子 ? 又会在家族推举新主时出现争端
。

前

述早期性家族政权国家
,

自第一代王
、

汗以后

的再传承
,

都曾发生过这种内争
,

甚至延续数

代
、

十几代
,

而最终是传子取代传弟
,

兄终弟

及被父死子继所取代
,

这是私有制下
,

王或汗

之私欲并行使其最高王权
、

汗权的必然发展结

果
。

最终确立父死子继
,

并沿用历来的嫡长子

继承法
,

把传位固定于无可争议的某一个人
,

既是家族性政 权国家减少内乱
、

得以延续保

存
,

以及政权
、

国家之职能得以正常行使的客

观需要
,

也是这一法则取得族人默认服从而最

终确立的客观原因
。

从此又出现以父死子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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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的嫡长子继位制
,

并长期实行
,

汉族 自周

朝以后便实行这种制度
,

而且历代相沿
。

兹就

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早期政权的宗法性王位
、

汗位继承及其演变作一简要介绍
。

夏代资料匾乏
,

不得其详
。

商代
,

据胡厚

宣先生考察
,

只有嫡子们才能继承王位
,

庶子

不得继承  
。

王玉 哲先生 的研究更进一步证

明
,

商周嫡庶有别的嫡子继承制
,

都是以父死

子继的嫡长子继承制取代了兄终弟及制 À
。

契丹辽朝
,

开国皇帝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立

嫡长子耶律倍为皇太子
,

乃典型的立嫡立长及

父死子继之制
。

@ 自太祖嫡长子耶律倍 至其孙

景宗期间
,

皇位传承主要是兄终弟及因素在起

作用
,

而景宗传其嫡长子圣宗后
,

以下各代辽

帝便均为父死子继了。
。

女真金朝
,

幼里钵死后在其嫡出兄弟中实

行兄终弟及
。

其后
,

又传于劫里钵之子À 。

世

祖勃里钵有子 n 人
,

其中嫡妻擎懒氏所生嫡

子 5 人
,

先传位于嫡长子 乌雅束
,

是为康宗
,

此后继之者是嫡次子阿骨打
,

是为太祖
。

太祖

死而传同母弟吴乞买
,

是为太宗
,

也是嫡出子

中的兄终弟及制
。

辽金元史专家杨志玖先生据

此认 为金朝只有皇后所生子才得以在
“

兄终弟

及
”

制 中轮流继位
, “

这与商朝只有嫡子才能

按
‘

兄终弟及
’

制接班完全相 同
。 ’,

À 由金熙宗

始
,

废兄终弟及之制
,

形成父死子继的嫡长子

继承制 ¹ 。

蒙元之时
,

元太祖成吉思汗妻妾众多
,

而

最高身份 者只有大皇 后李儿帖一人
,

生子 四

人
:

术赤
、

察哈 台
、

窝阔台
、

拖雷
,

是 为嫡

子
。

成 吉 思 汗生 前确 立 嫡三子 窝阔 台 为太

子 @ 。

因嫡长子术赤非其亲生
,

察合台人际关

系不及其三弟
,

窝阔台因而得立
,

这是在嫡子

继承为前提下嫡兄嫡弟长幼之序的变通
。

此后

皇位便在 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 之争 中轮流转

换
。

直至忽必烈继位后
,

生前即立 己子真金为

皇太子
,

从此
,

蒙元帝位废除兄终弟及
,

确立

父死子继制
,

一直到元亡
。

清初满族的汗位
、

皇位继承制及其变化
,

与上述 中原汉族的早期王朝商周两代以及辽
、

金
、

元建国初期完全相同
,

或者说不可能脱离

这一时期权位继承的一般规律
。

只不过满族同

时还 实行着八旗分领又集为一体的特殊制度
,

40

而使其汗位
、

皇位继承变得复杂迷离而 已
。

努尔哈赤建八旗
,

实行领主分封
,

虽然子

息众多
,

但封为旗主
、

领有旗下较 多牛录者
,

均为嫡子
。

反言之
,

也只有嫡子
,

才有这种资

格
。

因而在其 16 个儿子中
,

只有嫡出子褚英
、

代善
、

莽古尔泰
、

皇太极
、

阿济格
、

多铎被任

为旗主
,

另两个嫡子德格类
、

多尔哀也分封入

旗
,

而各与兄长莽古 尔泰
、

阿济格领 半旗牛

录À 。

努尔哈赤生前也曾预立太子
,

以作为其

身后的汗位继承人
,

先欲立嫡长子褚英
,

后因

褚英欺凌诸弟等因
,

而被努尔哈赤废掉
。

继而

又立嫡次子代善
,

又因代善与努尔哈赤之大福

晋关系暖昧
,

又将代善废除
,

宣布
“

先前 (欲

使代善 ) 袭父之国
,

故曾立为太子
,

现废除太

子
” ¹

。

此后
,

努 尔哈赤为死后之 汗位继承 绞

尽脑汁
,

最终决定由八旗诸旗主等贝勒共同推

举
,

被推举之汗若倚强势
,

不遵众人之谏
,

众

人可废之而另推举新汗
。

由于充任旗主者及领

半旗牛录之非旗主贝勒均为嫡出者
,

所以被推

举为汗者也不可能超出这一嫡出范围 (镶蓝一

旗由努尔哈赤之侄任旗主
,

其身份也为嫡 出
,

见后述 )
。

也正因此
,

前文表一所列努尔哈赤

诸庶出子多人
,

都没有被努尔哈赤列入这推举

者与被推举者的所谓
“

入八分
”

的八旗领主之

中
,

任何史籍
、

档案中都没有也不可能有这些

庶出子加入这一竞争行列之中的史事
。

这也正

是当时的汗位继承严格的嫡子继承制
。

从表面

上看
,

八旗领主皆有资格被举为共主
,

而实际

上
,

后金这一家族式政权的遗产是努尔哈赤创

下的
,

其汗位从 当时国家政权的私有性及其传

承的角度而言
,

只能由其诸子继承
,

其侄子镶

蓝旗主阿敏可以排除
,

孙子辈的岳托
、

豪格也

可排除
,

因为汗位不可 能越过他们的 父亲代

善
、

皇太极而 传于他们
。

所 以
,

所谓推举新

汗
,

不过是从努 尔哈 赤的几 个嫡子旗主中选

出
,

事实也正是如此
。

无论是努尔哈赤预立之

褚英或代善
,

还是众人最终推举的皇太极
,

汗

位的拟选人及被选举人都未出努尔哈赤诸嫡子

范围
。

至于皇太极之出身
,

有学者曾怀疑他是

庶出¼ ,

是不确切的
。

笔者曾有专文
,

通过幼

年皇太极及其生母叶赫那拉氏曾与努尔哈赤共

居正室
、

叶赫那拉 氏本人之姿质
、

与丈夫的关

系
、

母家之门阀
、

努尔哈赤最后一位嫡妻乌拉



纳拉氏之大福晋 (大妃 ) 名位是接续这位叶赫

那拉氏
、

努尔哈赤时叶赫那拉氏之迁葬乃最高

规格之丧仪
,

以及将皇太极与其他嫡出子一样

封为旗主
、

大贝勒等等方面
,

论证皇太极生母

叶赫那拉氏曾为正室嫡妻
,

皇太极乃嫡出
,

他

之继承汗位
,

乃是以嫡承袭 À ,

于此不赘
。

而

努尔哈赤所以设计其身后 由八旗诸领主共举国

主
、

被举者暴虐不公还可共废之而再举新主
,

不过是针对当时包括国主在内的各旗主都有本

旗相对独立的私人势力与利益
,

决定利用更多

的包括侄
、

孙旗主也在内的诸领主制约将来为

汗的某嫡子
,

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去私为公的

原则
,

使家族性组合政权正常延续
、

发展
。

皇太极之得汗位
,

从性质上说
,

是兄终弟

及
,

因为他是在两个嫡兄先被汗父先后选择而

终废以后
,

而以嫡弟资格继 位的
,

属 于
“

弟

及
” ,

这就预示着其下一步还应传弟
,

这也正

是他死后
,

其嫡弟也即努尔哈赤另一嫡子多尔

衰竞争皇位的理由
,

或者说是背景性原因
。

这

种兄终弟及制
,

在当时又并非孤立存在
,

而是

普遍实行的继承制度
,

比如
,

凡分封于同旗的
“

入八分
”

领主兄弟
,

皆兄长为旗主
,

兄长被

废或死去
,

即由其嫡弟继任
。

镶 白旗
,

先 由阿

济格任旗主
,

被罢黝后由同入该旗的同母嫡弟

多尔衰继之
。

镶蓝旗
,

先由舒尔哈齐嫡次子阿

敏任旗主 (嫡长子阿尔通阿先 已被处死 )
,

阿

敏在天聪四年被废黝
,

当时其诸嫡弟
:

舒尔哈

齐嫡三子扎萨克图
、

嫡四子图伦
、

嫡五子斋桑

武均 已死去
,

由嫡六子济尔哈 朗继任旗 主 @
。

正蓝旗
,

先 由兄长莽古尔泰为旗主
,

其死后
,

由同旗的同母嫡弟德格类继为旗主
。

此后
,

满族之后金
—

清政权也和前述汉

族之商周
、

契丹之辽
、

女真之金及蒙元王朝一

样
,

在汗位
、

皇位继承制上经历了由兄终弟及

向父死子继的转变
。

满族这一制度之转变萌生

于皇太极称皇帝以后的崇德朝
。

后来
,

皇太极

之子福临继位而嫡弟多尔哀未能继承
,

标志着

父死子继战胜兄终弟及
。

清太宗皇太极萌生由其皇子继皇位而取代

兄终弟及的念头
,

始于其称帝一年以后
。

崇德

二年七月
,

五宫后妃中的东关雌宫大福晋震妃

诞生皇八子
,

次 日
,

皇太极便向群臣大讲此子

诞生前自己在梦中所见的祥瑞奇景
,

七 日后
,

又颁诏大赦全国
,

诏书中称他
“

今蒙天眷
,

关

唯宫衰妃诞育皇嗣
” @ ,

尽管他这一带有
“

私

心
”

的传子舆论并未明言
,

但别人却完全揣测

到了他的用意
,

由于袁妃乃科尔沁蒙古之女
,

这位皇八子是蒙古女所出
,

蒙古诸部出于 自身

政治利益的考虑
,

在皇太极颁诏后便纷纷遣使

庆贺。
,

这是 以前蒙古诸部从未有过 的举 动
。

当时朝鲜驻盛京 (沈阳 ) 的官员则认为这皇八

子乃
“

皇帝始生皇后之子
” À

,

朝鲜使臣也向

国王报告
:
皇太极将此

“

所生子有 立嗣之意

云
”。

,

并遣使庆贺送
“

上皇太子笺文
”

及贺

丰L
。

皇太极这一拟立储君事
,

杨珍女士亦有考

察。
。

不料这个皇子次年即夭折
。

处于悲痛 之

中的皇太极也暂时搁置了立皇太子的计划
。

崇

德朝
,

以父死子继取代兄终弟及的做法
,

在具

有分封邦国性质的领主之旗中也 已实施
,

崇德

三年镶红旗主岳托死
,

再任命管旗务的旗主
,

便是以岳托嫡子罗洛宏继任。
,

而没有以岳托

之同旗嫡弟
、

代善的嫡次子硕托继之
,

这大约

也是此后硕托极力反对皇太极
,

并在皇太极死

后颠覆其子福临继位的重要原因
。

父死子继的

皇位继承制度
,

在当时的满族王公大 臣中也形

成了某种共识
,

这与皇太极按汉族王朝方式称

帝
,

国政多仿行明朝制度
,

也有一定关系
。

也

正因为如此
,

在皇太极死后议立新君之时
,

相

当一部分人提 出应立皇子
,

八旗中
,

两黄旗大

臣出于本旗旗人利益的考虑
,

坚决主张从皇子

中选择
,

他们先是到皇太极长子豪格家中
,

表

示拥护豪格为帝
,

以 皇太极第九子福 临为太

子 .
,

以后又向议立 的宗 王表 明他 们的意见
:

皇位继承者只能从皇子中选择
,

明确声明
“

先

帝有皇子在
,

必立其 一
,

他非所知也
’,
。

,

并

表示
: “

若不立帝之子
,

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

已
。 ”。一些宗王也倾向于父死子继

,

正红旗主

礼亲王代善在议立会议上
,

首先即提 出
“

虎 口

(豪格 )
,

帝之 长子
,

当承大统
’,

@
。

镶 蓝旗主

郑亲王济尔哈朗也倾向于立皇子
,

所以当豪格

的正蓝旗属下大臣向他说明两黄旗大臣拥护豪

格时
,

他表示
“

我意亦如此
’,

。
,

后来又曾说
“

皇子即帝位
,

更复何言
”。

。

而拥立皇太极之

弟睿亲王多尔衰继位的
,

主要是两白旗中多尔

衰的同母兄弟英王阿济格
、

豫亲王多铎
。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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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认为
,

发生在皇太极死后的皇位之争
,

表

面看是豪格与多尔哀这两个旗主宗王竞争
,

实

际是叔侄之争
,

也即父死子继与兄终弟及两种

皇位继承制度之争
,

是由兄终弟及 向父死子继

转变而发生的必然争端
。

由于执父死子继
、

以

皇子继位之意见占有优势
,

因而最终确定由皇

子继位
。

出于调节八旗势力矛盾及旗主诸王权

力平衡的需要
,

以及福临之出身背景优势 (见

后述 )
,

在皇子中选择了皇九子福临继承大统
。

从努尔哈赤死后
、

皇太极死后这两次继承

人选举的对比
,

又可看出
,

虽然都有八旗诸王

共议的形式
,

但第一次是共同参加之八旗旗主

谁能入选的问题
,

更确切且符合实际地说
,

是

占绝对被选资格的努尔哈赤诸嫡子旗主兄弟间

谁能入选的问题
。

而此次选举
,

已不是嫡出兄

弟旗主哪位入选的 问题
,

而是
“

子继
”

还 是
“

弟及
”

的问题
,

最终确定的
,

也是非旗主身

份的年幼皇子福临
。

它也表明
,

在此以前
,

由

于皇太极在位时中央集权的强化
,

皇位至尊而

超居诸旗主之上
、

皇权专制的局面 已经形成
,

再由于八旗中出于各该旗权益的考虑而拥护皇

室
、

皇子的诸旗势力
,

形成共同倾向
,

而且占

据优势
,

所以才会有这种结果
。

与此同时
,

满

族皇位继承制也由兄终弟及演变为父死子继
。

所以顺治帝在其 20 岁时的顺治十四年
,

便开

始了他的立皇太子以传位于 己子的计划
,

这年

皇贵妃生皇子
,

顺治帝遣官告祭 天
、

地
、

太

庙
、

社樱
,

并颁诏天下
,

实行大赦 .
。

据当时

与顺治帝过从甚密的传教士汤若望说
,

这个皇

子
“

是 皇帝要规 定他为将来 的皇太子 的
” .

。

不料这个皇子还未及顺治帝正式册立为太子
,

便夭折了
,

而宗人府宗王仍呈请将此子
“

追封

太子
”。

,

这份呈文至今仍保存在北京的中国

第一历史档案馆
。

顺治帝下 旨
:

追封为和硕荣

亲王
。

并专为其建造一座颇具规模的陵墓
,

还

亲 自为其作扩志文
: “

和硕荣亲王⋯⋯ 联第一

子也⋯ ⋯思祖宗之付托
,

冀嗣撒之发样
,

惟尔

诞育
,

克应休祯
,

方思成立有期
,

诅意厥龄不

永⋯⋯
”缈

,

文中表达了他希望此子之
“

诞育
”

能
“

应休 祯
” ,

即成 为继承 祖 宗江 山的
“

嗣

)9L
” ,

满想
“

成立有期
” ,

不料厥龄不永
。

但它

的意义
,

在于对以前父死子继的皇位继承法作

再次实施而予进一步确立
:

顺治帝以父死子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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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继承皇位后
,

生前就 已堂堂正正地制定

立储计划
,

将皇位再传其子
,

掌管皇族 事务之

宗人府宗王也呈请将此子追封为太子
,

它表明

父死子继的皇位继承制度已得皇族之认可
,

所

以两年多以后顺治帝福临去世
,

再 由其皇子玄

烨 (康熙帝 ) 继位
,

八旗旁支诸王 也从无异

议
。

康熙以皇太子身份继承皇位
,

标志着父死

子继的皇位继承制在满族皇族中的最终确定
。

而此后
,

康熙帝再立嫡子撒扔为皇太子
,

以皇

子继皇位
,

不仅是当然之事
,

也是以前立太子

做法的延续
。

还应说 明的是
,

从皇太极计划实行父死子

继到顺治帝 死前最终 确立父死子继 的整个过

程
,

所拟立之太子
、

竞争皇位和最终继位的皇

子
,

虽然都不是皇后所出
,

但都是当时皇子中

的最高身份者
,

因皇后无子
,

所以这与选嫡的

原则并不矛盾
,

而且
,

从某种意义上说
,

这也

是当时争取实现父死子继以取代兄终弟及而采

取的措施
。

皇太极计划立太子时
,

皇后无子
,

皇后位

下的第二位妻子东宫大福晋衰妃所出皇八子
,

便是当时皇帝后宫中身份最高的皇子
,

而以嫡

待之
,

而当时年长其十岁左右的庶出子如侧妃

所出 10 岁的硕塞
、

庶妃所出 n 岁的叶布舒
,

以及长此子几个月的庶 出子高塞
、

常舒
,

均不

在考虑之列 (以上及以下所述并请参照前列表

二 )
。

皇太极死后
,

被相当一部分人拥立的豪

格
,

也是嫡子
,

他是皇太极早年的继正室继妃

所出
,

从他被封 为只有嫡出者才可受封 的旗

主
,

以及其同母妹按皇后所出之女封为固伦公

主来看
,

豪格的嫡子身份是没有问题的
。

皇九

子福临所以被选为皇位继承人
,

主要原因也是

他在诸皇子中地位高
,

乃第一等级的五宫后妃

中的庄妃所出
,

福临之同母姊们在此前便都封

为固伦公主
,

与皇后所出之女同等封级
,

而不

是一般妃殡所出女封低一等的和硕公主
,

也可

说明庄妃及其所生子福临属于太宗皇室后宫中

第一等级的身份地位
。

议立皇嗣时
,

福临尽管

当时仅 6 岁
,

但具有继 位资格
。

而其他诸子
,

如上述侧妃所出子 已 17 岁的硕塞
、

庶妃所出

18 岁的叶布舒等人
,

虽年长
,

仍不在入选 之

列
。

当时皇太极的五宫后妃中仅有二子
,

一为

福临
,

一为皇十一子博穆博果尔
。

博穆博果尔



刚出生一年零八个 月
,

生母为西麟趾 宫大福

晋
,

身份虽高于庄妃
,

但庄妃乃是与清廷关系

最为密近
、

被清廷倚重的藩部蒙古科尔沁部之

女
,

这也是长博穆博果尔 5 岁的福临最终被选

中的重要原因
。

清入关后
,

顺治帝想册立的太子皇四子
,

同样是诸皇子中身份最高者
,

乃仅次于皇后的

皇贵妃董鄂氏所出
,

当时皇后孝惠后无子 (此

皇后一生也未生育子女 )
,

顺治帝也是将皇贵

妃董鄂 氏所 生皇四子以嫡视之
,

乃至称之为
“

联第一子
” ,

而几位年长但庶出之皇子竟未能

与其一同序齿
,

这也正是当时清帝也可以说是

满族较强的嫡庶之分观念使然
,

庶出子身份远

较嫡出低下
,

以致在宗室王公府中
,

直到 4 年

后的顺治十八年
,

房埠所生的王公子女才被算

做皇族宗室成员而登记入册
。

后来庶出的康熙

帝所以能够继位
,

实在是因为顺治帝根本没有

嫡出之子
,

尽管嫡庶观念较重的顺治帝对他的

几个庶出的皇子并不满意
,

而且由于当时满族

入主中原未久
、

国基不稳
,

这几个皇子均年纪

幼小
,

不宜立为 国主
,

顺治帝对此 曾犹豫不

决
,

但 由于其母孝庄太后一再坚持从这几个皇

子中选立
,

以巩固父死子继之制
,

避免以前的

内争
,

顺治帝终下决心
,

选择了庶出的皇三子

已出天花的玄烨继承帝位。
,

即康熙帝
。

玄烨

虽年幼
,

但辅以上三旗异姓大臣
,

以保障国家

统治的稳固
,

同时也避免了旁支宗王辅政危及

皇室皇位之虞
,

这也是吸取以前多尔衰摄政之

教训
,

以巩固父死子继之制的重要措施
。

四

康熙继位以后
,

立皇二子但身为嫡子的撤

扔为皇太子
,

这既是满族重嫡轻庶观念在这位

皇帝身上的延续
,

也是以前选嫡子继位之旧制

的再次实行
,

而非汉化的结果
。

康熙后期
,

撤

扔被废掉皇太子
,

皇子中再无嫡出者
,

在父死

子继
、

皇储只在诸皇子中选择的制度下
,

诸庶

出皇子当然地具有继承皇位的资格
,

这也是满

族入关后迅速汉化
、

庶出者身份地位提高的结

果
,

而较有希望的
,

又是康熙之妃级以上妻室

所出且年较长灼皇子
,

参预竞争者也正是这些

皇子
,

如溉提
、

撒 扯
、

撒 镇
、

撒撰
、

撤福等

人
,

而最终
,

是由德妃所出的皇子雍亲王撒镇

继位
,

是为雍正帝
。

雍正之继位虽给后人留下

疑点
,

但无论以上哪位皇子继位
,

其身份都是

庶出
,

这是没有疑问的
。

雍正继位后实行秘密立储
,

由于当时也无

嫡子
,

所以庶出的皇四子弘历被秘立为储君
,

即后来的乾隆帝
。

乾隆继位后沿 袭秘密立储

法
,

最初
,

他深以 自己及以前几帝 (当指顺
、

康
、

雍几帝 ) 皆非皇后所出为憾
,

因而秘立的

前两个 目标均为皇后所生嫡子
,

但这两个嫡子

永琏
、

永琼先后早折
,

至其六十多岁时
,

只好

从诸庶出子 中选择 了皇贵妃 (当时 已无皇后
,

皇贵妃身份最高 ) 所出之子永淡。
,

即 日后的

嘉庆帝
。

再以下之道光帝
、

咸丰帝均为嫡 出
。

还须说明的是
,

乾隆
、

嘉庆
、

道光等帝在皇子

时
,

所以被选 为皇储
,

还有 一个 更重要 的原

因
,

是他们在诸皇子中才
、

德相对较优
,

这就

是乾隆帝在解释这种做法时所说的
:

为 国立

储
,

不应 拘泥
“

以长以贵 之 小节
” ,

而应 择
“

贤
” ,

即
“

为天下万民择贤君而立之
” ,

另外
,

乾隆还提出不拘嫡长的做法。
,

其 目的
,

一是

为有利于优选
,

二是保证立储的秘密性
,

因为

若拘于
“

嫡长
” ,

则因嫡且长者
,

是人所共知

的某个 人
,

虽 实行秘 密立 储
,

也 无 秘 密 可
侣岁O
口

O

此后
,

咸丰帝仅一子
,

虽庶 出但别无选

择
,

是为同治帝
,

同治帝无子
,

以旁支入继
。

清朝从第二代皇帝皇太极以后
,

皇后大多

无子
,

仅四人生子
:

康熙帝之孝诚皇后所生一

子撤扔
,

被废幽禁
。

乾隆帝之孝贤皇后生二子

永琏
、

永琼
,

皆夭折
。

嘉庆帝之孝淑皇后生一

子绵宁
,

长成而立为太子
,

后继位为道光帝
。

道光帝的孝全皇后所生子奕泞继帝位 (咸丰

帝 )
。

所以自皇太极 以后
,

以皇后所出之嫡子

身份继皇位者
,

只有道光帝
、

咸丰帝二人。
。

但这决不表明满族皇家宗法无嫡庶之别
,

因为

在父死子继的皇位继承制确立后
,

无嫡子或嫡

子被废
,

也要 由其他庶出皇子中选择
。

而中宫

皇后只有一人
,

在医疗水平低下的古代
,

皇后

生子不育或根本无出毫不稀奇
,

更兼有其嫡子

被废的情况
,

因而以皇后所出嫡子继位的概率

很小
。

这种情况
,

在以前中原汉族王朝中也屡

见不鲜
,

以西汉
、

东汉
、

唐
、

宋
、

明几个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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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长的王朝为例
,

从正史中统计
,

其继承皇位

者
,

均是庶出者居多 (包括非皇后所出的旁支

入继
,

以小宗计为庶出
,

清代也将这种情况计

入庶出)
,

有的王朝占 80 % 以上
,

如东汉
。

各

朝继位之帝具体情况如下
:

西汉 10 帝 (不计

第一代开国皇帝
,

因其不属继位者
。

下同 ) 嫡

出者 4 人
,

庶出者 6 人。
。

东汉 12 帝
,

嫡出

者仅 2 人
,

其余或 为庶 出
,

或为旁支入继。
。

唐朝 18 帝
,

8 人嫡出
,

10 人庶出。
。

两宋 巧

帝
,

嫡出者 6 人
,

其余 9 人或为庶出
,

或为旁

支入继。
。

明朝 自建文以后 14 帝
,

世宗以前 9

帝
,

多 非皇 后 所 出
,

穆 宗 以后 5 帝 皆为庶

出。
。

我们同样不能因此而认为当时汉族王朝

的皇位继承制不实行嫡长制
、

不分嫡庶
。

五

综合前述
,

得出本文以下几点认识
。

(一) 清初满族皇家的宗法
,

并非嫡庶不

分
,

相反
,

其嫡庶之别却相当严格
,

家庭成员

之间等级森严
,

高低相差悬殊
。

清入关前
,

在

汗位
、

皇位继承过程中发生的激烈斗争
,

决不

是无嫡庶之分的诸子之间的混争
,

而是嫡出者

之间的竟争
,

庶出者根本没有这种资格
。

努尔

哈赤嫡子较多
,

因而产生几次竞争事件
。

当时

还经历着父传嫡子后
,

第二次再传承诸嫡子之

间的兄终弟及向父死子继的演变过程
,

从厉史

上考察
,

这一转变过程
,

发生争斗是难免的
,

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
,

只是矛盾的程度及解决

的方式不同而已
。

满族皇家由于入关前还实行

嫡出诸子的分封领旗制
,

各旗相对独立
,

受封

之旗主及各该旗下宗王大臣均各有本旗相对独

立的政治经济权益
,

而这种权益又与后金
—清这一总体政权相联系

,

皇帝直属旗占优
,

因

而使满族 皇家这 一转变 中的争斗变得 异常激

烈
。

以上才是满族皇家皇位继承时发生争斗的

根本原因及其真实表现
。

汗或皇帝生前确立太子的做法
,

在清初前

三帝努尔哈赤
、

皇太极
、

顺治帝时几次试行
,

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
,

终于由继之者康熙帝

实行
。

康熙皇帝册立皇太子
,

因嫡子只有撤扔

一人
,

所以按照满族的立嫡旧制
,

这位嫡子理

所当然地被立为皇太子
。

在此后的 30 多年 中
,

4 4

尽管康熙帝皇子众多
,

也未发生诸庶出皇子与

嫡子相争的现象
。

由于满族传统的
“

重嫡
”

共

识和观念
,

也不可能发生其他皇子的以庶争嫡

现象
。

康熙朝的储位之争
,

是发生在废太子之

后
,

由于当时已无嫡子
,

众庶出子便有了继承

皇位的资格
,

因而出现诸庶子 间的竟储之争
。

这也是满族皇家严格的嫡庶之分在汉化影响下

庶出皇子身份地位迅速提高的结果
,

而决不是

嫡庶不分
,

庶出子也可与嫡子竞争
,

只要嫡子

未被废或存在
,

庶出子就没有被立为太子的希

望
,

庶出的皇长子允提竟想杀害嫡子撤扔以取

得继承资格
,

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这种嫡

庶之分的状况
。

清入关后嫡出继位者少
,

与两汉
、

唐
、

两

宋
、

明等朝多为庶出者继位一样
,

都是在无嫡

或嫡废情况下立庶
,

并不表明无嫡庶之分
。

(二 ) 中国古代
,

嫡庶之分的宗法制度是

普遍存在的
,

它产生于男性父家长制的一夫多

妻妾家庭
,

而嫡庶之间等级之森严
,

差距之悬

殊
,

又是由当时社会文明程度之低下决定的
,

妾脾
、

房蟀所生之庶子
,

在家庭中的地位不舍

奴仆
。

以后
,

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进化发展
,

嫡庶间的等级差距也逐渐缩小
,

至近现代社会

而消失
。

满族皇家嫡庶差别由悬殊
、

区分严格

而向差别缩 小方 向发展的事实
,

也说明了这

点
,

其间虽有汉化影响因素
,

实际上
,

即使没

有这种影 响
,

其 自身也会发生这种进化性 变

化
,

只不过没有经受汉化迅速而已
。

汉族同样

经历过这种变化
,

先秦尤其是商周社会文明程

度较低的时期
,

庶生子的地位也极为低下
,

至

秦汉之时仍然如此
,

以至
“

正嫡之与庶孽
,

进

取之途大有殊异也
,

以财产论亦 然
’,

。
。

唐宋

以后
,

庶出子的权益才有法定性的提高¼
。

认

识这一发展规律
,

对了解
、

把握古代家庭在不

同历史阶段之等级结构
、

成员身份差别
、

人际

关系的特点等等不无意义
。

在众多的诸子 中仅确 定正妻所出嫡子继

承
,

不但是家族家庭成员财产
、

权力等级性分

配的一种形式
,

也是古代具有家族私有性政权

传承最高主掌者汗
、

王位时
,

减少
、

避免内乱

的客观需要
。

前述各少数民族政权汗位
、

皇位

均仅由嫡子继承的史实
,

就 充分说明了这点
,

尤其是满族后金

—
清皇家爱新觉罗皇族

,

其



(玉碟》所反映的清入关前皇家诸多儿子中严

格的嫡庶之分
,

以及汗位
、

旗主只传嫡子的情

况更为详实
。

由此也可推测
,

同样处于领主分

封时代的商朝
,

也应是这种状况
。

近人胡厚宣

先生已提及这点
,

此后先秦史专家王玉哲先生

更进一步论述商人
“

有嫡庶之别
” ,

指出王国

维谓
“

商人无嫡庶之别
’,

是不对的。
。

本文通

过综合前述各少数民族这方面的情况
,

而得出

这一阶段嫡庶之分
、

传嫡之必须的看法
,

倘若

还有些道理
,

也可作为前辈先生关于商朝宗法
“

有嫡庶之别
、

王位传嫡
”

观点的一点参考性

比证
。

(三 ) 王位
、

汗位
、

皇位之传承
,

由兄终

弟及向父死子继的转变并最终确立
,

也应是一

种规律
。

第一代开国者
,

将其创建的家族性政

权及其主掌权位作为私产传与嫡子
,

诸嫡子视

为共有
,

嫡出兄弟按长幼之序承接
,

而出现兄

终弟及之制
。

得王位
、

汗位者因传于 己子之私

欲的驱使
,

与传弟产生矛盾
,

最终 取代
“

弟

及
”

之制
,

确立父死子继
。

前述各少数民族都

经历过这一变化
。

中原汉族王朝
,

早就完成了

这一变化
,

商代后期便确立了父死子继
。

受其

影响
,

周朝 自第三代王周公旦继位后
,

不仅仿

行此制
,

而且将其 系统化
,

分出大宗
、

小宗
,

周王之位由大宗嫡长本支世代传承
。

此后春秋

战国乃至秦以后各汉族王朝沿袭不改
。

兄终弟及与父死子继二制相混用之时
,

具

有接替者资格的既有弟
,

也有子
,

内乱的可能

性相对较大
。

父死子继
,

具有继位资格者缩小

到子的范围
,

减少了皇位传承之际可能发生的

内乱
。

但去此弊又生彼弊
,

即不利于皇储的优

选
,

即使嫡长子弱智
、

品质恶劣
、

稚幼
,

原则

上也确定该人
。

这种选择对中国古代王朝朝政

乃至整个国家的消极影响
,

也是屡见不鲜的
。

¹ 学苑出版社 20 01 年 n 月
。

º 较有代表性的
,

如明清史专家李光涛 (多尔衷拥立

幼帝始末》一文所述
“

女真部族
,

嫡庶本无严格分

别
” 。

文载 (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一辑
, 19 5 4 年

。

» 关于努尔哈赤第十六子费扬古的生卒年
、

身份
、

政

治待遇等
,

笔者有专文考察
,

前表所述 为考察结果
,

此处不赘
。

¼ (清世祖实录》卷 43
,

顺治六年三月辛未条
。

中华

书局影本第三册 344 页下 一 345 页上
。

½ (清世祖实录》卷 50
,

顺治七年八月 己丑条
。

中华

书局影本第三册 397 页上
。

¾ (清朝文献通考) 卷 246 (封建考一)
。

商务印书馆

万有文库十通本第 7 0 41 页
。

¿ 《爱新觉罗宗谱》丙册第 5 8 05 页
。

奉天爱新觉罗

宗谱修谱处
. 19 38 年

。

À 《爱新觉罗宗谱) 丁册之末第 133 一 13 4 页
。

Á (崇德三年满文档案译编) 第 170 页
。

季永海
、

刘

景宪译
,

辽沈书社 19 8 8 年
。

并见 (清初内国史院满

文档案译编》 (上 ) 第 348 页
,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 8 9

年
。

 康熙 ( 大清会典 ) 卷 1 (宗人府
·

顺治十八年 )
。

À O (满文老档》下册 8 70 页
。

中华书局译汉本 19 90

年
。

0 李级 (穆堂别稿 ) 卷 2 7 (八旗封爵表序》
。

0 (北京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案 (宗人府全宗
·

玉

牌) 第 11 1号序
。

¾见拙文 《清初两白旗主多尔衰与多铎换旗问题的考

察》
,

载 《清史研究) 19 98 年 3 期
。

  均见 (玉碟 ) n s 号
。

 详见拙文 (清代皇族内部复杂的等级
、

等第关系及

其特征 )
,

载 ( 明清史论文集 ) 第二辑
,

天津古籍出

版社
, 19 9 1年 8 月

。

 (清史稿 ) 卷 16 1 ( 皇子表序)
。

第 17 册第 4 7 0 1

页
。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 7 7 年
。

 胡厚宣 《殷代婚姻家族宗法生育制度考》
,

见下引

王玉哲 (中华远古史》第 357 页
。

À 王玉哲 (中华远古史) 第 568 页
。

¼ 以上见 《辽史) 卷 1 ,

第 1 册 10 一11 页 ; 《辽史》

卷 3
,

第 2册 2 8 页
。

中华书局标点本 19 7 4年
。

0 见赵翼 (廿二史札记) 卷 27 (辽正后所生太子多不

吉 )
,

下册第 58 9 一 590 页
,

中华书局标点本
,

20 01

年
。

并见 (辽史 ) 卷 10 一 卷 29
,

圣宗以后各帝本纪
。

À 据 (金史》卷 1 (世纪》
。

第一册 5 一 16 页 ; 卷 2

(本纪第二太祖) 第一册第 22 页
。

中华书局标点本
。

函见杨志玖 (金朝皇位继承问题探讨》
,

载 ( 中国社

会历史评论》第三卷
,

中华书局 20 01 年 6 月
。

¹ 以上也是据杨志玖先生 《金朝皇位继承问题探讨 )

一文并参照 (金史》所作的总结
。

¾以上参考了余大钧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 第 349 一

353 页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 02 年
。

¹ 具体论证见 拙文 ( 天命后期八旗旗主考析 )
,

载

(史学集刊)
,

19 9 7 年 2 期
。

。以上见周远廉 《太子之废 )
,

载 (社会科学辑刊)

19 86 年 1 期
。

并见该文所引 (旧满洲档
·

反字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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¼ (美 ) 恒慕义主编 《清代名人传略 ) 上册第 51 页
,

认为皇太极生母为努尔哈赤之妾
。

青海人 民出版社

19 90 年
。

@ 详见拙文 (清太宗出身考 )
,

载 ( 史学月刊) 19 9 8

年 2 期
。

¾ ( 玉膜) 11 1号
,

载有舒尔哈齐诸子的嫡庶 出身
,

以上阿敏及以下几 人皆摘福晋或继福晋所出
。

。 (清太宗实录 ) 卷 37
,

页 巧
,

崇德二年七月壬午

条
。

中华书局影印本第二册 487 页上
。

。 (清太宗实录 ) 卷 38
,

崇德二年八月庚子条
、

丁未

条
,

中华书局影印本第二册 49 6 页下 一 49 7 页上
。

¹ (沈阳状启 ) 第 2 8 页
,

辽宁大学历史系刊本 19 8 3

年
。

¼见前举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 第九册 361 8

页
。

中华书局 198 0 年
。

(崇德三年满文档案译编》第
4 页

,

辽沈书社 19 8 8 年
。

¼ (清朝皇位继承制度 ) 第 51 一 53 页
。

@ (清史列传) 卷 3 (岳托)
。

第一册 100 页
,

中华书

局标点本 19 8 7 年
。

罗洛宏之嫡子身份见 (玉牌) 1 18

号
。

 《清世祖实录》卷 37
,

页 5 下
,

顺治五年三 月己亥

条
。

中华书局 影印本第三册 298 页下
。

 (清史稿》卷 24 9 (索尼传)
。

第 32 册 9 6 7 2 页
,

中

华书局标点本
。

@ @ (沈阳状启 ) 第 5 14 页
,

辽宁大学历史系印本
,

19 8 3 年
。

清初史料丛刊第十一种
。

妙 ( 清世祖实录> 卷 37
,

页 6 下
,

顺治五年三月 己亥

条
。

中华书局影印本第三册 299 页上
。

0 (清世祖实录 ) 卷 63
,

页 n 下
,

顺治九年三月癸

己条
。

中华书局影印本第三册 495 页上
。

¾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 ( 下 ) 第 372 页
-

37 4 页
。

光明 日报出版社 19 8 9 年
。

 (德 ) 魏特著
、

杨丙 辰译 《汤若望传) 第 323 页
。

商务印书馆
, 19 49 年版

。

0 档案
:

《宗人府全宗 ) 的 《经历司簿册》
,

第 0 104
、

0 132 号
。

藏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

缈 (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译编) (下 ) 第 377 页
。

9 据 ( 汤若望传》所记
,

顺治帝临终曾提到一位年长

的从 兄弟
。

原因可能是顺治 以诸子皆幼且庶 出
,

当时

入主中原未久
,

国基不稳
,

不宜立幼
。

但这并不表明

当时皇家未形成父死子继的传承制度
。

O 永淡有个皇兄为皇十二子永瑾
,

皇后乌拉那拉氏所

出
,

但皇后在乾隆三十年因触怒乾隆帝被治罪
,

一年

多后死去
,

乾隆帝命将她降格为皇贵妃礼殡葬
,

不以

皇后待之
,

永堪也因此受到影响
,

不被作嫡子对待
。

永琪在死后也仅被追封为贝勒
。

因而可以说
,

至乾隆

三十八年乾隆帝秘密立储之时
,

乾隆帝并无嫡子
,

诸

皇子皆为庶出
。

。 《国朝宫史续编 ) 卷 11 、

卷 10
。

第 100 一10 1 页
、

第 8 6一90 页
,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 94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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