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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珠家族佐领承袭初探
———以明珠二世孙瞻岱满文奏折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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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康熙朝大学士明珠出自满洲著姓叶赫纳喇氏。分析乾隆二年十月明珠二世孙瞻岱的一份

满文奏折，探讨明珠家族佐领承袭的背景、过程及变化，可以发现明珠一支在康、雍、乾三朝的势力消长。
从根本上说，满洲著姓叶赫纳喇氏王系内部主要二支裔围绕佐领继承权展开的纷争，与康雍乾祖孙三代皇

帝一向注重笼络满洲世家大族的既定国策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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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珠家族出自满洲著姓叶赫纳喇氏，在康雍

乾时期颇具影响力。该家族在康熙年间始获佐

领，历经康雍二朝的分立和承袭，至乾隆朝领有

两支佐领。佐领 ( 牛录) 是八旗组织的基本单

位，其管理者也称佐领。管理者的承袭代表了某

一家族在佐领中的地位，也代表了统治者对某一

家族的认可。清代官书有关明珠一家承袭佐领的

记载见《八旗通志初集》、二集和 《八旗满洲氏

族通谱》，其中提及佐领承袭人与承袭顺序，但

是对明珠初得佐领的缘起与背景、其子孙承袭佐

领具体过程等信息均语焉不详。今存 《军机处

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年十月明珠二世孙瞻岱

的一份满文奏折，①详细记述了明珠一系子弟承

袭佐领等情况，并提供了明珠一系出身等信息，

反映了明珠家族地位和影响力的变化，对了解康

雍乾时期佐领承袭制度、皇太极编设专管佐领的

情形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目前学界叶赫部归附后编设佐领的情形有个

案和整体性的考察，如关康 《清代优异世管佐

领考———以阿什达尔汗家族佐领为中心》［1］ 一

文，以叶赫纳喇氏阿什达尔汗家族的三个佐领为

例，考察了该家族佐领的编设、承袭情况。薛柏

成在《叶赫那拉氏家族史研究》［2］中统计了叶赫

部归附后佐领编设的数量和初始佐领官等情形。
日本学者铃木真在 《康熙朝的近臣们———关于

“内务府系氏族”》［3］中从康熙帝和在内务府有

就职经历的上三旗家族关系的角度，考察了叶赫

部以明珠为代表的人物的经历，并梳理了明珠之

父倪迓 汉 的 就 职 情 况。日 本 学 者 杉 山 清 彦 在

《八旗旗王制的成立》［4］一文中，从八旗旗王分

封的角度考察了叶赫纳喇氏、乌喇那拉氏等海西

扈伦四部编入八旗的情形。还有一些专著也涉及

叶赫部佐领的编设。［5］而目前针对明珠家族佐领

的专门研究迄未出现，且关于明珠一系的出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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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明确，笔者不揣谫陋，试以瞻岱奏折为基

础，并结合《清实录》《八旗通志》等史料，探

讨明珠一系的出身，以及其家族承袭佐领的缘

起、背景、及康雍乾三朝的变化过程。

一、明珠家族与叶赫纳喇氏

叶赫部是海西女真四部之一，部人 “多勇

猛善骑射”，［6］在四部中势力最为强盛。努尔哈

赤灭叶赫部后将其部属与疆土收为己有，对满族

的形成和清朝的勃兴，具有重大意义。［7］清朝建

立后叶赫部后裔也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发挥重大

作用，该氏族亦成为 “满洲八大姓”之一。明

珠家族是叶赫纳喇氏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世

家，产生了明珠、纳兰性德、揆叙等杰出人物，

对清前期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产生重要影

响。明珠是叶赫贝勒金台石之孙，父亲倪迓汉①

是金台石次子。金台石败亡后，其子孙、部众均

被编入八旗。康熙初年，明珠在平三藩决策部署

中扮演重要角色，在统一台湾、缓和满汉关系等

方面均有建树; 历任内务府总管、弘文院学士、
刑部尚书、左都御史、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等职。在一段时间内，明珠位极人臣，竭力培植

自己的势力，且与另一满洲权贵索额图一党分庭

抗礼，并一度占据上风。康熙二十七年在康熙帝

授意下，明珠遭到御史弹劾，被罢免大学士等要

职，寻授内大臣，至与准噶尔部战争中被再次起

用，三次远征都随军前往参赞军务，还承担运粮

等重任。但直至康熙四十七年去世，其官职再未

得到提升，再未能回到内阁。虽然二十年不复柄

用，但直至去世前，他的影响力依然存在。明珠

在从政 的 同 时，经 营 私 人 产 业，其 家 富 可 敌

国; ② 重视子女教育以及和汉族文士关系，其长

子纳兰性德是著名词人，王国维赞曰 “北宋以

来，一人而已”，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

地位; 次子揆叙二十九岁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兼

任工部侍郎、左都御史; 三子揆方册封和硕额

驸，亦颇有文采。明珠及三子在康熙朝颇得圣

宠，可谓风光无限，亦得善终。
至雍正朝，时已亡故的揆叙仍因参与储位之

争遭到清算，墓志奉旨销去，改镌 “不忠不孝

阴险柔佞揆叙之墓”; ［8］揆叙次子永福，是雍正

政敌九阿哥允禟之婿，雍正帝在明知允禟会加害

永福的情形下，发遣其赴允禟西大通驻地，导致

永福客死他乡; ③ 雍正五年，又处死明府管家安

尚仁之子安图。但雍正帝对明珠一家也未赶尽杀

绝，揆叙长子永寿仍授正黄旗满洲副都统并任佐

领，而明珠二世孙、纳兰性德孙瞻岱也承袭佐

领。乾隆帝即位后，封永寿之女为舒妃，复拔擢

明珠后人瞻岱、承安。其中瞻岱曾任正黄旗满洲

佐领、正黄旗蒙古副都统、正红旗满洲副都统、
直隶古北口提督、甘肃提督等职，谥恭勤。

二、瞻岱满文奏折的要点

乾隆二年 ( 1737) 十月，瞻岱升任直隶古

北口提督而佐领出缺，他的一份满文奏折中，反

映了其同族兄弟、金台石长子德尔格尔三世孙德

敏质疑他佐领继袭合法性，乾隆帝彻查后谕令这

支佐领停止列名明珠一支，他对个中原委进行澄

清和申辩的过程。鉴于满文奏折较长，仅将原文

汉译附录正文之末，兹将奏折要点概括如次:

奏折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引用某八旗大员

( 未具姓名及衙署、职位) 乾隆二年九月十日奏

折及乾隆帝谕旨。该旗员称: 瞻岱升任而佐领出

缺，旗内为佐领缺拣选补放人选，收到德敏报

告，称其祖爷德尔格尔曾是叶赫东城贝勒，太祖

高皇帝 ( 努尔哈赤) 取叶赫，赐德尔格尔男爵，

将叶赫地方之人编二佐领令专管，由德尔格尔两

子南楚和索尔和承袭。而瞻岱祖爷倪迓汉，本在

包衣佐领，编设此二佐领时，倪迓汉不在其中。
康熙六年，明珠始被拔出包衣籍，后来由前述二

佐领滋生人丁编一佐领，由明珠承袭。康熙四十

四年十月，德尔格尔二世孙、佐领伯色因病停

职，将此缺放授佐领时，明珠三子揆方列名引

见，康熙帝谕示知晓此佐领源流，否决揆方补放

而任命德尔格尔一支的伯奇。康熙五十七年四

月，为补放伯奇之缺，康熙帝谕令伯色虽有宿

疾，却是这支正嗣，让伯色复任佐领。雍正二年

四月，伯色之缺放授佐领，倪迓汉二世孙永寿为

本旗副都统，未按康熙四十四年帝旨，于佐领根

源添加倪迓汉之名，让其子孙列名，遂以倪迓汉

三世孙瞻岱承袭佐领。现瞻岱承袭佐领缺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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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珠之父倪迓汉名还有尼雅翰、尼雅哈、倪雅汉等写法，本文采用明珠、揆叙墓志上的写法，称倪迓汉。
明珠家族之富从其管家安氏的家世和家事也可体现出来，参见刘小萌师: 《旗籍朝鲜人安氏的家世与家事》，《清史研究》，

2013 年第 4 期。
关于永福身世和生平，参见拙文: 《皇室与权门夹缝中的宿命: 明珠之孙永福生平考》，《黑龙江民族丛刊》2018 年第 6 期。



敏请求据《实录》，将此佐领分给其祖爷德尔格

尔，或分给倪迓汉诸项彻查。
收到德敏报告后，旗员奏报皇帝后遵旨彻

查。后奏称: 查得上述康熙四十四年和五十七年

补放伯奇和伯色的谕旨，以及原佐领本为分给德

尔格尔子南楚之佐领，并无倪迓汉之名。当年补

放瞻岱时的都统、副都统马尔萨、永寿、勒什布

不查情由，应治罪。请旨瞻岱之缺停列倪迓汉子

孙之名，由德尔格尔子孙内挑选呈览。对此乾隆

帝谕旨: 知道了。钦此。
第二部分是瞻岱的复奏。反驳了德敏所谓该

佐领原分给德尔格尔，断无倪迓汉之份以及永寿

倚仗身为本旗副都统将倪迓汉之名混入家谱等，

称德敏妄托祖辈诬告，虽然马尔萨、永寿已故，

勒什布尚在，一查便知，并连同家谱一起上奏。

三、瞻岱满文奏折的要点分析

通过前面对奏折要点的概括，并结合 《实

录》等相关史料，不仅可以大致梳理出明珠一

系佐领承袭脉络，同时可获得一些弥足珍贵的信

息，以下分五个方面加以分析。
( 一) 明珠一系原出身内务府包衣

该奏折透露了关于倪迓汉身世的若干信息，

颇值得玩味。叶赫贝勒金台石败亡，其子孙被编

入八旗。明珠之父倪迓汉，是金台石次子，其兄

德尔格尔显然才被认为是金台石继承者。
清代官书中大都记载金台石是东城贝勒，而

日本学者杉山清彦认为，根据 《满文老档》记

载，金台石是西城贝勒。［4］笔者认为，德敏是金

台石直系子孙，他说德尔格尔是东城贝勒，即说

明金台石是东城贝勒; 而诸史料均载东城贝勒是

金台石，《满文老档》虽然成书最早，但以笔者

目见所及，记载金台石是西城贝勒的仅此一例，

可谓孤证，所以还是应采信金台石是叶赫东城贝

勒的说法。
而明珠之父倪迓汉，不仅不享有继承权，还

有可能是庶子。瞻岱奏折中提到: “天命四年，

彼时我高祖倪迓汉幼小，且受制于大祖母。”这

个大祖母，可能是指金台石的妻子，这里用倪迓

汉受制于人这个说法，说明可能他不是嫡子。而

且瞻岱折有一处说: “德尔格尔、倪迓汉为亲兄

弟，皆为我等之同一金台石祖爷之子。”如果此

二人是同母亲兄弟，则不必强调 “我等之同一

金台石祖爷”。所以说，倪迓汉有可能是庶子，

与德尔格尔不是同母亲兄弟。不过这里还有其他

可能，如大祖母是金台石之妾晋位正室，讨好长

子德尔格尔，排斥倪迓汉。
不管是否庶子，倪迓汉毕竟是金台石之子，

但是他居然被编入了包衣佐领。① 瞻岱在说倪迓

汉受制于大祖母之后又说: “太宗主子施恩，编

入包衣佐领以避之。”德敏说:”康熙六年，倪

迓汉之子明珠及身，始出包衣佐领。”
( 二) 明珠之父倪迓汉未得佐领

德敏原话称: “太祖高皇帝取叶赫后，养育

德尔格尔，赐予男爵，将叶赫地方之人编二佐领

令专管。一佐领令德尔格尔长子南楚承袭，现由

德尔格尔三世孙德敏袭之。一佐领令次子索尔和

承袭，八次俱德尔格尔子孙袭之。……原佐领令

专管时，无倪迓汉之名。”② 核查官员亦奏: “臣

等查对《实录》，攻灭叶赫国，有将德敏高祖德

尔格尔养育之语，并无养育瞻岱高祖倪迓汉之语

处。此佐领本为德尔格尔子南楚专管之佐领，并

无倪迓汉之名。”③ 也就是说，康熙之前，德尔

格尔后裔领有两个专管佐领，而明珠之父倪迓汉

未授佐领，德敏和核查官员都明确了这一点，而

瞻岱本人对此亦无异议。④

《八旗通志初集》卷四载正黄旗满洲南楚与

弟有两个佐领，和前述记载正相吻合。第三参领

“第八佐领，系国初以叶赫地方人丁编立，始以

巴雅尔图管理。巴雅尔图故，以其子阿寨管理。
阿寨缘事革退，以贝勒金塔锡之孙南楚管理”
“第九佐领，亦系国初以叶赫地方人丁编立，始

以喀库穆管理，寻以南楚之弟索尔和管理”。［9］

且查《通志初集》中包衣佐领承袭人，也无倪

迓汉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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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日本学者鈴木真曾根据史料在论文《康煕朝における近臣たち》 ( 《社会文化史学》，第四十九号，2007 年 3 月) 作
出推测，认为明珠之父倪迓汉可能曾入包衣佐领，明珠可能出身于包衣佐领。而瞻岱奏折直接明确了这一点: 倪迓汉及明珠出身包
衣佐领，直到康熙六年才拔出包衣籍。

满文 taidzu dergi hūwangdi yehe be gajiha manggi． Delger be ujifi． ashan i hafan angnafi． yehe bai niyalma be juwe niru banjibufi
enculebuhe． emu niru be Delger i ahūngga jui Nancu de boobufi． ne Delger i ilaci jalan i omolo Demin de boobuhabi． emu niru be jacin jui Solho
de boobuhaci． jakūn mudan gemu Delger i juse omosi boobuha…da niru enculebuhe fonde Niyagan i gebu akū．

满文 amban be baicaci． yargiyan kooli de yehe gurun be dailame efulefi． Demin sei da mafa Delger be ujime sehe． umai Jandai sei da
mafa Niyagan be ujihe sehe ba akū． ere niru daci Delger i jui Nancu de enculebuhe niru inu． umai Niyagan i gebu akū．

“嗣后佐领令专管时，未列名是实”。满文 amala niru enculeburede． gebu akūngge yargiyan．



综上可知倪迓汉一支曾被编入包衣佐领，康

熙六年到了明珠才被拔出包衣籍，倪迓汉也未任

过佐领。而这些基本事实，明珠长期把持朝政后

均竭力加以隐瞒。证据就是明珠祖孙三代墓志，

明珠于康熙四十七年去世，户部尚书王鸿绪所撰

墓志铭内书 “公考倪迓汉，金太石中子也，以

佐领累赠光禄大夫”，［10］揆叙墓志由文渊阁大学

士兼礼部尚书王掞撰写，内书 “除倪迓汉以佐

领”，［11］永寿墓志云: “倪雅汉公以佐领累赠光

禄大夫”，［12］纳兰性德之子富格乾隆二年墓志内

书: “倪迓汉公以佐领累赠金紫光禄大夫”。［13］

墓志不管由何人书写，定会由在世亲人审定，而

明珠家三代墓志书写者却都和墓主亲属达成默

契，异口同声谎称倪迓汉曾任佐领，并隐瞒倪迓

汉、明珠原在包衣佐领一事。
综上所述，德尔格尔是金台石的继承者，倪

迓汉可能是庶子，而且未任过佐领，并被列入包

衣佐领，到其子明珠在康熙六年才被拔出包衣

籍。而明珠家族一直谎称倪迓汉领有佐领，且隐

瞒倪迓汉和明珠原在包衣佐领一事。
( 三) 明珠初得佐领

据《八旗通志初集》卷四载，正黄旗内两

个佐领属于明珠家族。第三参领 “第六佐领，

系以穆占、赵色二佐领内余丁编立，始令穆占叔

祖尼雅哈之子大学士明珠管理……” “第七佐

领，系第六佐领内余丁，明珠管佐领时，分编一

佐领，以其长子星徳管理……”［9］

从时间上来说，第六佐领早于第七佐领编

立，因为第七佐领是第六佐领内余丁编立，第六

佐领编立时就是明珠初得佐领时。那么第六佐领

是何时编立的呢? 由康熙帝 《明珠及妻觉罗氏

诰封碑文》中 “九任经筵讲官、兵部尚书，十

任经筵讲官、兵部尚书、佐领，十一任经筵讲

官、吏部尚书、佐领”［14］可知，明珠初任佐领是

在当兵部尚书之后和吏部尚书之前，也就是在康

熙十年十一月至康熙十四年十月之间。①

明珠初得的第六佐领 “穆占赵色二佐领余

丁编立”里的穆占、赵色是德尔格尔一支后裔，

正是两个佐领的领有者。笔者认为改变承袭佐领

资格，很可能跟康熙帝对明珠的赏识和笼络有

关。康熙十年十一月，明珠出任兵部尚书，康熙

十二年，三藩之乱爆发，明珠坚决主张撤藩，所

提建议多被康熙帝采纳。值此用人之际，康熙帝

帮助明珠提升在原叶赫部众内的影响力，最直接

的办法莫过于授予佐领。而且此时在金台石后裔

中，辈分较高、官职较高、影响力较高还受康熙

帝赏识的人，非明珠莫属。康熙皇帝用授予世袭

佐领的方式提高并巩固了明珠在家族内外的地位

和影响力，当无疑义。
还应关注的一点是，康熙帝非常注重佐领源

流，据瞻岱奏折，康熙帝曾驳回明珠三子揆方继

承德尔格尔一支佐领的提议，所以扶持明珠得佐

领，可能也有瞻岱申辩中所说的原因: “若现有

佐领诚为我德尔格尔祖父取来归顺之别处人丁，

编成佐领，抑或效力建功世袭佐领，于理自无倪

迓汉祖父之份，但此佐领仍为叶赫之人所编佐

领。初，德尔格尔、倪迓汉为亲兄弟，同系我等

之同一金台石祖爷之子。若今日我父亲之户，俱

作兄子之份，则幼子竟一无所有乎?”② 就是说，

瞻岱认为德尔格尔一支的佐领都是原叶赫之人，

全部由德尔格尔一支领有，似乎也不是太公平，

毕竟倪迓汉也是金台石之子，“幼子竟一无所有

乎”? 所以可能康熙帝也有意帮明珠 “要回”部

分原叶赫部众。在人口滋生可以另编佐领的时

候，就想到了明珠。
综上所述，明珠在康熙十年十一月至康熙十

四年十一月之间初得佐领，是由德尔格尔一支两

佐领的余丁编立而成，这是康熙皇帝对明珠的奖

赏和笼络，帮助明珠提高特别是在原叶赫部众中

的影响力，同时也是对金台石后裔势力和利益的

重新分配。
( 四) 明珠三子承袭、列名佐领

明珠三子，长子纳兰性德，次子揆叙，三子

揆方。性德和揆叙曾为佐领，揆方也曾列名佐领

候选。他们承袭或列名佐领的情况也反映了明珠

家族当时的地位和状态。
《八旗通志初集》载: 正黄旗第三参领 “第

七佐领，系第六佐领内余丁，明珠管佐领时，分

编一佐领，以其长子星徳管理……”。［9］明珠管

理第六佐领时，分出一个佐领给了纳兰性德，而

第六佐领是明珠去世后才易主，所以说当时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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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清实录》康熙十年十月壬申条，康熙十四年十月乙卯条。
满文 tebici ere niru unenggi meni Delger mafa gūwa baci haha gajime dahame jifi banjibuha niru ojoro． embici beye faaha gong de

boobuha niru oci． Niyagan mafa de ubu akūngge giyan． ere niru kemuni yehe i niyalma be banjibuha niru． dade Delger Niyagan banjiha ahūn deo．
gemu meni emu Gintasi mafai jui． tebici ama i boigon be damu ahūngga jui de ubu bi． ajige jui de ubu akū mujanggo．



实际上领有两个佐领。原德尔格尔一支也是两个

佐领，说明明珠在世时，明珠家族的地位和原德

尔格尔一支不相上下，甚至可能由于明珠的权

势，明珠这一支要高过德尔格尔一支，明珠或可

称康熙朝的“叶赫贝勒”。
及揆叙承袭佐领是在纳兰性德去世之后，也

就是康熙二十四年。明珠康熙四十七年去世，也

就是说在明珠已领有一个佐领的情况下，年仅十

二岁的揆叙，还是得以承袭其兄的佐领之位，明

珠家族的地位可见一斑。
而揆方列名佐领一事，也可能是明珠之意。

瞻岱奏折内德敏称: “康熙四十四年十月，德尔

格尔二世孙、佐领伯色因病停职后，其缺补放佐

领时，将倪迓汉之孙揆方算入引见，圣祖仁皇帝

谕曰: 此佐领本源，朕俱知之。曾降旨问伯色有

无子嗣? 所列之众，朕俱知悉。若以揆方放授，

有亏此佐领。现明珠既领一佐领，穆占、吴丹之

子孙不可离此佐领，以穆占之孙伯奇放授，钦

此。康熙五十七年四月，为补放佐领伯奇之缺具

奏，圣祖仁皇帝降旨: 伯色纵累有宿疾，却是正

嗣，补放伯色，钦此钦遵，俱记录在案。”① 说

明即使揆方列名德尔格尔一支的佐领候选，康熙

帝仍予以否决，而选择穆占之孙伯奇。四十四年

明珠尚在，自己实际领有两个佐领，三子还列名

德尔格尔一支佐领，似有以势压人之嫌。这也从

一个侧面反映出，虽然明珠在二十七年遭到弹

劾，被罢免大学士等要职，但其影响力犹在。而

康熙帝明确否决揆方而选定伯奇，又说明其影响

力的逐步衰弱与有限性。四十五年明珠死后，原

第六佐领 “以其族孙长寿管理”———明珠一支

丧失了第六佐领，这个继任佐领官长寿正是德尔

格尔一支后裔。五十七年，康熙帝让伯色复任佐

领，仍不选择明珠一支后人。也就是说，康熙帝

对明珠一支势力有所弹压。康熙五十六年，揆叙

去世， 第 七 佐 领 “以 其 子 兵 部 侍 郎 永 寿 管

理”。［9］上述事实表明，康熙末年，明珠家族最

终领有一个佐领，而德尔格尔一支则领有三个。

( 五) 瞻岱承袭德尔格尔一支佐领

1、雍正二年承袭佐领

德敏称: “雍正二年四月，伯色之缺，放授

佐领时，倪迓汉二世孙永寿为该旗副都统，未按

康熙四十四年圣祖仁皇帝之旨书写，于佐领根源

添加倪迓汉之名，复书其兄弟子嗣之名奏览，遂

以倪迓汉三世孙瞻岱承袭佐领。”② 可知瞻岱得

佐领是在雍正二年四月，彼时副都统之一的永寿

正是瞻岱叔父、揆叙长子 ( 永寿本揆方之子，

过继揆叙) 。此时瞻岱列名德尔格尔一支佐领，

居然无人提出异议，康熙帝当年明确拒绝揆方承

袭德尔格尔一支佐领的旨意也无人提起，且雍正

帝也同意，如此明珠后裔又领有了两个佐领。
这次“冒领”佐领的事件为何发生? 还是

需要结合当时形势。雍正二年，雍正帝尚未清算

八阿哥允禩党，永寿任佐领、正黄旗满洲副都

统，瞻岱另一叔父永福 ( 永寿之弟，亦揆方之

子，过继揆叙 ) 是允禩党人九阿哥允禟女婿，

明府依然富可敌国，影响力仍在。这个佐领以前

就列名过揆方，作为揆方之子也是本旗副都统的

永寿，可能想将这个佐领据为自己家族所有，于

是运作列名瞻岱，而其他人不想得罪此时尚算有

势力的明府，也就默认了。至少在雍正二年，明

珠家族的影响力还是高于德尔格尔一支。而第二

代家长揆叙是允禩党人，就算揆叙亡故，允禩尚

在，雍正帝即位不久，可能并不想过早打压明珠

一支，引发朝臣和允禩等的警觉。
2、与德敏之争

德敏是德尔格尔的三世孙，在瞻岱升任而佐

领出缺时对倪迓汉一支的继承权提出质疑，表明

瞻岱佐领原本是德尔格尔一支领有，而瞻岱在其

叔父永寿等的运作下，篡夺了继承权。旗内官员

彻查时，发现档案里确实没有倪迓汉领佐领的记

录，而康熙帝也明确拒绝过倪迓汉一支列名德尔

格尔一支佐领。所以旗内核查后说: “倪迓汉子

孙本在包衣佐领，而后脱出之项，俱未缮入奏

折，蒙混佐领根源，以太祖高皇帝取叶赫后，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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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满文 elhe taifin i dehi duici aniya juwan biyade． Delger i jai jalan i omolo nirui janggin bese nimekulehe seme nakaha manggi． erei
oronde nirui janggin sindara de． Niyagan i omolo Kui Fang be suwaliyame dosimbufi． beye be tuwabume wesimbuhede engdzu gosin hūwangdi i
hese． ese i nirui da turgun be bi gemu sambi． Kui Fang be sindaci． ere niru urhūmbi． ne Mingju emu niru booro be dahame． Mujan Udan se juse
omosi ci． ere niru be aljabuci ojorakū． Mujan i omolo Beki be sinida sehebi． elhe taifin i susai nadaci aniya duin biyade． nirui janggin Beki i
oronde nirui janggin sindara jalin wesimbuhede． engdzu gosin hūwangdi i hese． udu jadagalacibe． jingkini enen Bese be sinda sehebe gingguleme
dahafi． gemu dangse de ejehebi．

满文 hūwaliyasun tob i jai aniya duin biyade． bese i oronde． nirui janggin sindara de Niyagan i jai jalan i omolo yūngeo tesu gūsai
meiren i janggin ofi． umai elhe taifin i dehi duici aniya engdzu gosin hūwangdi i hese be wesimbuhe jedzi de arahakū． nirui sekiyen de． Niyagan i
gebu be nonggifi． geli ini gargan i ahūta deote jusei gebu be arafi tuwabume wesimbure jakade． niru be Niyagan i ilaci jalan i omolo Jandai de
boobuhabi．



育德尔格尔、倪迓汉，将叶赫之人编设，令专管

二佐领等因窜入。复于家谱并入倪迓汉孙辈之名

奏览，已属不合。此辈理应治罪，但马尔萨已阵

殁，永寿、勒什布俱病故，毋庸议。”① 之后决

定不让倪迓汉后代列名，奏折内书: “臣等查

得: 现瞻岱 之 缺 放 授 佐 领，照 《实 录》所 载，

自德尔格尔子孙内挑选呈览。倪迓汉子孙既无

份，著停其列名。降旨后，臣等拣选，入于放授

八旗官员事务，带领引见放授，等语。为此谨奏

请旨，等因，乾隆二年九月十日具奏。”对此乾

隆帝朱批“知道了”。②

3、乾隆帝的最终决定

对于德敏的质疑和皇帝停列其家族名，瞻

岱竭力进行辩解。驳斥德敏所说 “倪迓汉二世

孙永寿倚仗身为本旗副都统，将倪迓汉之名混

入家谱，故将折合讷添入，此佐领方由瞻岱承

袭。复将 放 授 伯 色 时 所 颁 谕 旨 不 写 入 佐 领 根

源”。③ 这里德敏居然质疑倪迓汉的身份，质疑

其列名 家 谱，可 见 明 珠 一 系 在 当 时 势 力 大 不

如前。
这份档案没有记录乾隆帝的最终决定，但是

《八旗通志》给了答案，瞻岱佐领继任者是其侄

穆尔泰，明珠三世孙。乾隆帝对明珠一系地位的

认可，与他提拔瞻岱，封永寿之女为舒妃，以及

起用明珠后人承安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
从德敏的质疑和康熙帝拒绝揆方承袭佐领等

来看，佐领承袭很重视血缘亲疏，一般首选血缘

最近亲属。从这一点来看，明珠一支对德尔格尔

一支确有侵占之嫌。但是基于倪迓汉也为金台石

之子，特别是后来明珠势力的崛起，与明珠一系

绵延不断的影响力，明珠一支能得到三代皇帝的

眷顾，得以领有两个佐领。

四、结语

由已有史料结合瞻岱满文档案可知，明珠一

系出身包衣佐领，明珠父倪迓汉可能是庶子，而

且未任过佐领，至其子明珠在康熙六年才被拔出

包衣籍，而明珠家族一直谎称倪迓汉领有佐领，

并竭力隐瞒倪迓汉和明珠原在包衣佐领一事。康

熙年间因明珠的崛起，在康熙帝谕允下，明珠家

族得到两个佐领，地位日渐高于被认为是金台石

继承者的德尔格尔一支，而明珠死后子弟领有的

佐领一度减为一支; 雍正年间，明珠二世孙瞻岱

又侵占德尔格尔一支佐领，明珠一支再次领有两

个佐领; 至乾隆朝，德尔格尔一支试图夺回被占

佐领，最终未能如愿，乾隆帝还是将该佐领继承

权给予明珠一系子孙。
上述史实，不仅反映明珠一支历经康、雍、

乾三朝的势力消长，满洲著姓叶赫纳喇氏王系内

部主要二支裔围绕佐领继承权展开的纷争，从根

本上说，与康雍乾祖孙三代皇帝一向注重笼络满

洲世家大族的既定国策，也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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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满文 Niyagan i juse omosi daci booi nirude bifi． amala tucibuhe babe． gemu wesimbuhe jedzi de arahakū． hūlhidame niru sekiyen de
taidzu dergi hūwangdi yehe be gaiha manggi． Delger Niyagan be ujifi． yehe niyalma be juwe niru banjibufi． enculebuhe seme arafi． giyapu de geli
Niyagan i omosi be suwaliyame gebu be faidafi tuwabume wesimbuhengge acahakūbi． esebe giyan i weile araci acambihe． damu Marsa dain de akū
oho． Yuneo． Lesibu． gemu nimeme akū oho be dahame． gisurerakūci tulgiyen．

满文 amban be bahaci． ne Jandai i oronde． nirui janggin sindarade yargiyan kooli ejehe songkoi Delger i omosi dorgide sonjofi tuwabume
wesimbuki． Niyagan i omosi de ubu akū be dahame． gebu faidara be nakaki． hese wasijiha manggi． amban be ilgame sonjofi． jakūn gūsai hafan
sindara baita de dosimbufi． gaifi beyebe tuwabume wesimbufi sindaki sembi． erei jalin gingguleme wesimbuhe． hese be baimbi seme abkai
wehiyehe i jai aniya uyun biyai juwan de wesimbuhe． hese saha sehe．

满文 Niyagan i jai jalan i omolo Yungeo beye gūsai meiren i janggin de ertufi． Niyagan i gebu be holtome giyapu de nonggifi． jehena
be dosimbure jakade． niru be teni Jandai de boobuha． geli Bese be sindarade． wasimbuha hese be nirui sekiyen de arahakū sehe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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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瞻岱满文奏折汉译

奴才瞻岱谨奏: 为奏闻详陈我等本源佐领之

由事。
奴才我新放提督后，为将我缺拣放佐领，由旗

具奏请旨。因查《实录》，佐领兼参领瞻岱已放管

直隶古北等处提督，遂拣放此缺佐领。选人时，瞻

岱同族佐领德敏等呈报: 我高祖德尔格尔曾是叶

赫东城贝勒。太祖高皇帝取叶赫后，养育德尔格

尔，赐予男爵，将叶赫地方之编二佐领令专管。一

佐领令德尔格尔长子南楚承袭，现由德尔格尔三

世孙德敏袭之。一佐领令次子索尔和承袭，八次

俱德尔格尔子孙袭之。瞻岱曾祖倪迓汉，本在包

衣佐领。康熙六年，倪迓汉之子明珠及身，始出包

衣佐领。原佐领令专管时，无倪迓汉之名。编设

原佐领，断无瞻岱高祖倪迓汉之名。后以二佐领

滋生人丁编一佐领，由倪迓汉之子明珠袭之。康

熙四十四年十月，因德尔格尔二世孙、佐领伯色因

病停职，将此缺放佐领时，将倪迓汉孙揆方并入，

引见具奏，圣祖仁皇帝谕曰: 此佐领本源，朕俱知

之。曾降旨问伯色有无子嗣? 所列之众，朕俱知

悉。若以揆方放授，有亏此佐领。现明珠既领一

佐领，穆占、吴丹等子孙不可离此佐领，以穆占之

孙伯奇放授，钦此钦遵，记录在案。康熙五十七年

四月，为补放佐领伯奇之缺具奏，圣祖仁皇帝谕

曰: 伯色纵累有宿疾，却是正嗣，补放伯色，钦此钦

遵，俱记录在案。雍正二年四月，伯色之缺，放授

佐领时，倪迓汉二世孙永寿为该旗副都统，未按康

熙四十四年圣祖仁皇帝之旨书写，于佐领根源添

加倪迓汉之名，复书其旁系兄弟子嗣之名奏览，遂

以倪迓汉三世孙瞻岱承袭佐领。今瞻岱承袭佐领

缺出，总理事务处复遵上谕，既查勋旧佐领、世管

佐领、原佐领编设根源，请援《实录》，将此佐领乃

分给我高祖德尔格尔，或分给倪迓汉诸项彻查妥

办，等因呈报。臣等查得: 瞻岱承袭此佐领前，康

熙四十四年十月，德尔格尔二世孙、佐领伯色因病

停职后，此缺放佐领时，将倪迓汉之孙揆方算入引

见，圣祖仁皇帝谕曰: 此佐领本源，朕俱知之。曾

降旨问伯色有无子嗣? 所列之众，朕俱知悉。若

以揆方放授，有亏此佐领。现明珠领一佐领，穆

占、吴丹等子孙不可离此佐领，以穆占之孙伯奇放

授，钦此。康熙五十七年四月，为补放佐领伯奇之

缺具奏，圣祖仁皇帝将旧佐领伯色唤入，降旨: 伯

色纵累有宿疾，却是正嗣，补放伯色，钦此。康熙

六年，内( 府) 养育叶赫之人分编二佐领。将家谱

内德尔格尔、倪迓汉兄弟之孙俱开列具奏。将此

佐领，以倪迓汉三世孙瞻岱承袭。前后不一，臣等

既不得悬拟，暂以为，此佐领分给德尔格尔，抑或

分给德尔格尔、倪迓汉二人诸处，查《实录》再办

定，放授佐领，等语。乾隆二年七月十日，交奏事

郎中张文彬等转奏，奉旨: 知道了，钦此，钦遵。臣

等即命两批人查对《实录》: 天命四年八月，汗、贝
勒、大臣率众兵攻灭叶赫之国，获叶赫贝勒金台石

之子德尔格尔台吉见汗，汗以所食给四贝勒，谕:

带尔兄同食之。尔兄当善加恩养，等语。天聪八

年腊月，辨别专管佐领，南楚二佐领确为专管佐

领，等语。复于天聪九年正月，功臣人丁专管佐

领，南楚二佐领在列。臣等查对《实录》，攻灭叶

赫国，将德敏高祖德尔格尔养育之语，并无养育瞻

岱高祖倪迓汉之语处。此佐领本为分给德尔格尔

之子南楚佐领，并无倪迓汉之名。雍正二年四月，

伯色之缺，放授佐领时，彼时都统马尔萨、副都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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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寿、勒什布等未彻查此等情由。倪迓汉子孙本

在包衣佐领，而后脱出之项，俱未缮入奏折，蒙混

佐领根源，以太祖高皇帝取叶赫后，养育德尔格

尔、倪迓汉，将叶赫之人编设二佐领令专管等因窜

入。复于家谱并入倪迓汉孙辈之名奏览，已属不

合。此辈理应治罪，但马尔萨已阵殁，永寿、勒什

布俱病故，著毋庸议。臣等查得: 现瞻岱之缺放授

佐领，照《实录》所载，自德尔格尔之孙内挑选呈

览。倪迓汉子孙既无份，著停其列名。降旨后，臣

等拣选，入于放授八旗官员事务，带领引见放授，

等语。为此谨奏请旨，等因，乾隆二年九月十日具

奏，奉旨: 知道了，钦此，钦遵训谕，瞻岱我等岂敢

不从，惟德敏等曰: 本为彼之高祖德尔格尔专管佐

领，断无我高祖倪迓汉之名等语。德尔格尔南楚

子之专管佐领，乃天聪八年叶赫离散者也。天命

四年，彼时我高祖倪迓汉幼小，且受制于大祖母，

太宗主子施恩以避之，入于包衣佐领。嗣后立专

管佐领时，未列名是实。若现有佐领诚为我德尔

格尔祖父取来归顺之别处人丁，编成佐领，抑或效

力建功世袭佐领，于理自无倪迓汉祖父之份，但此

佐领仍为叶赫之人所编佐领。初，德尔格尔、倪迓

汉为亲兄弟，同系我等之同一金台石祖爷之子。
若今日我父亲之户，俱作兄子之份，则幼子竟一无

所有乎? 德敏等称不应将倪迓汉祖父入于家谱，

倪迓汉二世孙永寿倚仗身为本旗副都统，将倪迓

汉之名混入家谱，故将折合讷添入，此佐领方由瞻

岱承袭。复将放授伯色时所颁谕旨不写入佐领根

源，等语。佐领根源谱档者，乃八旗合定之体制，

佐领根源最初因由、陆续承袭次数之外，亦有常议

降旨于某，入一佐领根源者。家谱者，原本无之，

自世宗主子方用。雍正元年，降旨: 著于未列人名

下，注明原因。若一册家谱难尽，缮写两份具奏，

钦此，有是谕。此前断无用家谱之例。德尔格尔

从未奏过仅其名之家谱，怎么能说将倪迓汉名字

添入。佐领根源谱，是由出缺佐领呈递罢了，何能

由我家造写。况且康熙六十一年圣祖仁皇帝降旨

我叔父永寿、永福，查奏我族之家谱者，乃我族正

黄、正白、正红、镶蓝四旗之人合修者。那时我叔

父永寿、永福年岁亦小，俱无从追溯旧事。佐领根

源奏稿俱系德敏之父、佐领兼男爵、委署参领八十

等修造，奏览留中，( 不知) 那时八十等曾做什么。
我高祖倪迓汉，《实录》虽无养育之语，康熙六年，

旗里钤印档案有将我高祖倪迓汉取入包衣佐领抚

养，等语。将瞻岱我放授佐领，乃世宗皇帝特旨所

授者也，断不至不列名。德敏等哄骗主子，有混蒙

之罪，且妄托祖辈诬告。虽然马尔萨、永寿已故，

勒什布尚在，若查，瞒得过么。为此，奴才惶恐，将

我家谱合并谨奏，伏乞圣主睿鉴。

A Study of Mingzhu Family’s Inheritance of Official Post
———A Survey of Manchu Memorial to the Emperor by

Zhandai，Mingzhu’s Great-grandson
YONG Li-na

(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Jilin Normal University，Siping，Jilin 136000)

［Abstract］ Grand Secretary Mingzhu in the Qing Dynasty was born from Yehnara family of Manchu．
This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f a Manchu memorial to the emperor written by Zhandai，Mingzhu’s great-
grandson in October of the second year of Emperor Qianlong’s reign and discusses the background，process
and change of Mingzhu family’s inheritance of official post． The findings show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Mingzhu family’s power in the reigns of Emperor Kangxi，Emperor Yongzheng and Emperor Qianlong．
Basically，in Yehnara’s family of Manchu，there were disputes over the right to succession of official post
between two main branches，which is related with the established national policy of three generations of
emperor in the Qing Dynasty to win the support of Manchu big families．

［Key words］ Zuoling ( an official post) ; memorial to the emperor written by Zhandai;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Man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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