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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驻防八旗是清入关后八旗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驻防八

旗，不仅是研究清人关后八旗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且对了解清代北

京以外地区满族的社会生活及其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等，亦有重要意义。

而关于今山西省右玉县的清代八旗驻防，清史及满族史学界研究成果据

我所知尚为空白 。

清历代皇帝一再声称"我国家以武功定天下本着居重驭轻的原

则，清廷将精锐旗兵集于京城，达十多万人，平时镇守拱卫京师，有事

调集出征。 为便于对广大地区的控制，除设置绿营外，在水陆要冲还设

置了十数万的驻防旗兵，这对地方起着巨大的震慑作用 。 这一独特的建

立在民族和等级统治基础之上的制度，正是清廷用来对外保卫国家疆

域、对内维护统一的最得力工具。

这套八旗驻防军事体系，除京能之外主要有三大部分。 第一是沿长

江、大运河、黄河、沿海地区的为防止汉族人民反抗的驻防体系;第二

是为对付蒙古族而于长城沿线设立的控制体系;第三是为防止沙俄扩张

而在东北故里设置的防御体系 。 位于山西与内蒙古交界处的右卫八旗驻

防城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设置的 O

自清人关以来，国内外研究八旗制度的专家学者，卓然成家者为数

不多，而涉及地方驻防研究更是少有专著问世。而今山西右卫驻防旗人

后裔舒穆禄氏(宿)绍明族贤年逾古稀，以一人之力完成这一巨著，

实乃学术界之幸事。此书是地方驻防研究开其先河之作，我愿推荐此书

出版。 代为序。

爱新觉罗赢生

2012 年 3 月于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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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实在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

门口 。"这是流传在晋、陕、冀、蒙一带的-个地方剧种"二人台"小

戏《走西口》的一段唱词。这里所说的"西口"就是指山西省右玉县

明代长城上的"杀虎口"。因为在明长城的五个关口(喜峰口、古北

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中，杀虎口处于最西端，故被称为

"西口" 。

在明代和清朝雍正三年前，现在的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称为"右

卫" . 1] "杀虎口 " 是右卫下辖的重镇之斗，两地相距不过十公里。 杀

虎口是"前哨右卫城为"后援扼守着内地通往大漠的咽喉要道。

据 〈 明史》记载，明朝时，为了打通这条进入中原的要道，蒙古瓦剌

部也先的铁骑曾围困右卫城半年有余，城内的军民顽强抵抗，数次击退

攻城的也先军，迫使围城的也先军在冬季来临之前不得不撤回大漠。为

此，守城的明军将士还受到明英宗的嘉奖。 由此可见右卫战略地位的重

要性。

右卫战略地位的重要，不仅仅体现在军事上，而且体现在经济、贸

易、文化、移民等诸多领域。 明朝就曾在杀虎口开办"马市开放边

境贸易。 清朝初期，为了国家的安全，马市曾一度关闭，后又重新开

放。 马市的开放不仅使经济繁荣、贸易快速增长，也为清政府带来了可

观的财政收入。 山东人"闯关东南方人"下南洋"晋陕人"走西

口被称为清朝三大移民潮 O 山西和陕西的穷苦百姓为了躲避灾荒，

寻求生路 ， 被迫背井离乡走西口;晋商们看到了西口外的难得商机，为

了赚钱，欣然走西口;西口外的蒙古民众，把去五台山朝山敬佛看作人

生最大的幸事，他们成群结队走西口，是为宗教信仰而来;大批的官吏

也频繁地奔波于西口内外，为各自所肩负的使命而奔忙。 右卫及其所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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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自

清政府历经康、雍、乾三朝平息漠西蒙古准噶尔部的战争，是清朝

战争史中的极其重要的一段历史。 为了取得这场战争的彻底胜利，康熙

帝三次出塞亲征。这是清朝历史上历时最长、投入兵力最多、损失最为

惨重的战争之一。由此可见，打赢这场战争对维护国家统一、稳定清朝

政权以及社会安定、繁荣的重要性。元论是康熙朝的"昭莫多"之战，

还是雍正朝的"和通泊"之战，以及乾隆朝平定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

之战，驻防右卫的八旗官兵，作为平叛战争的主力之一，都参与其中，

并做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 笔者在参阅了大量文献和资料的基础上，对

右卫八旗官兵在战争中的表现、作用和贡献，做了客观的记述。

"昭莫多"之战后，康熙帝再次出塞，经归化城，人杀虎口，亲临

右卫，慰问并看望在"昭莫多" 一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右卫八旗官兵，

这是清朝历史上唯一一位去过右卫的皇帝。在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曾有

多位清朝著名人物到过右卫，他们或做官、或流放、或途经于此，都对

右卫八旗驻防产生过重要影响。 故此，本书记述了八位与右卫驻防有关

的清代著名历史人物。由于笔者所据资料的局限，难免"挂一漏万"

敬请读者谅解。

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如"杀虎口"名称的由来、驻右卫八旗兵

的"双饷双棒"问题等，在右玉满族中和史学界，历来众说纷纭，莫

衷一是。 本书虽然也做了一些剖析和论述，但绝不敢妄下定论，只是把

各种说法和各家之见罗列于书中，请读者方家鉴别与判断。

本书中还收录了一些在右玉满族中流传甚广的小故事。这些故事大

多口耳相传，绝少见诸文字记载，虽然其真实性大有折扣的余地，但从

这些小故事中，可以折射出驻防旗人的人生百态。特别是清末到新中国

成立前的几十年间，国家政局动荡不安，旗人们也屡遭磨难，有好多故

事既有对失去"美好生活"的回忆与怀念，也有对现实的不满与宣泄;

有对"皇恩浩荡"的追思，也有对当下处境的无奈。 这些小故事充分

反映了右卫驻防八旗后裔是如何接受和适应改朝换代这一过程的。 这对

清史和驻防史研究者或许能有些许助益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定宜庄研究员在她的专著〈清代八旗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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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右王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

在山西省西北部、黄土高原的北部边缘，有一个国家级贫困小县，

这就是山西省朔州市所辖的右玉县。右玉县县域面积 1964 平方公里，

地势南高北低，四面环山，以丘陵为主，丘陵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

59.2% ，山地面积为 29.5% ，而盆地面积只占全县总面积的 10.5% 。

右玉县全图



西口八旗驻防志

右玉县地处我国半干旱气候地带，年降雨量仅为 400 毫米左右，年

平均气温为 3. 6'C，无霜期为 95-132 天。干旱性季风延续时间较长，

平均风力为 3-5 级，最大风力可达 8-9级。

全县耕地面积 80.05 万亩，占土地面积的 27.4% ，主要农作物有在

麦、马铃薯、豌豆、胡麻、玉米、谷子、泰子、小麦等。由于大部分是

靠天吃饭的旱地，产量很低。

据 2013 年人口统计，全县总人口为 113∞0 人，其中满族人口为

363 人，占总人口数的 0.003% 。

偏远的地理位置和恶劣的气候环境，决定了右玉县的贫困命运。这

一点就连当时的清朝统治者也是非常清楚的。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十九日

(1697 年 7 月 7 日) ，康熙在谕吏部等衙门的上谕中说联顷以狡寇噶

尔丹未灭，调度军务，亲在塞外。因念切民依，巡历边疆，所至咨访，

目击山西、陕西缘边一路，地皆沙磺，难事耕耘;人多穴居，类鲜恒

业。其土壤晓嬉固己生计维艰，而地方辽远疾苦元由上闻。" [ I J 康熙皇

帝御驾巡视塞外，目睹了包括右玉在内的山西、陕西缘边一路百姓的痛

苦生活。康熙三十六年十月十五日 (1697 年 11 月 28 日) ，康熙帝在发

给户部的上谕中说"比年出师讨寇，总为中外生民永图休息，故不惮

劳苦远历边塞。其一切飞色挽粟，皆动支正供额赋，不使累及间阎，独

是大兵牧养马匹及三次师行出人，皆经山西地方。缘边州县卫所固属勉

力急公，其余郡县虽非师旅所经，亦有协办转输行责居送之事。且该省

屡岁不登，谷价翔贵，民间生计甚属维艰。肤乘舆频临目所亲睹，转念

殷切，未尝一日释怀。昨岁曾有谕旨，侯噶尔丹珍灭之后诞敷德泽，今

寇氛荡涤，边境敬宁，是宜格外加恩用绥黎庶。康熙三十七年，山西通

省地丁银米一概蹦免，尔部移文该抚，令遍伤所属实心奉行，务{卑深山

穷谷均沾德惠。倘借端征派，泽不下究，事觉定行从重治罪。" [2] 此后

的若干年中，康熙帝以"外|县连年歉收，米价腾贵，民间乏食，月关心

深为转念。并将各仓所贮米谷即行赈济，毋致流离失所，有防耕种" [3] 

为由，曾多次下旨躏免山西地方钱粮，并对灾异造成的百姓生活困难多

次给予赈济。雍正以后的清朝历代皇帝亦都效仿康熙帝，对山西的缘边

.2. 



第一章 右玉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

外|县给予了同样的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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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既是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也是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开始。一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 100 多年间，旱灾和风灾始终在右玉这块土

地上肆虐，百姓生活极度困苦，极目远眺，满目凄凉，侧耳静听，哀鸿

遍野。正如李陵答苏武节云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

远听，胡筋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 [4] 

新中国成立后，历届右玉县的领导，在工作实践中逐渐形成→个共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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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那就是，要想彻底改变右玉县贫穷落后的面貌，必须从改变生产生

活环境抓起。 在此后的五十多年中，不论环境多么险恶，条件多么艰

苦，这个信念始终没有动摇过。 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依然清晰地记着

那些植树造林 、 改变右玉山河面貌的峙蝶岁月，仍然记着带领全县人民

顶风冒雪植树造林、 重造右玉山川的县委、县政府领导同志。 在几代人

的不懈努力下，如今的右玉山河，已经是山青水美的"塞上绿洲" 。 全

县的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 51% ，成为全国的绿化先进县。 那种风沙一

来白天还得点灯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 粮食亩产由解放初期的几十斤上

升为几百斤，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右玉县位于山西省西北部，在东经 112 0 6'33"-112 0 38'35"，北纬

39 041'18"-400 17'54飞 海拔 1250-1975 米 。 隶属山西省朔州市。 它的

南面与本市的平鲁区接壤，东与大同市的左云县为邻，北面与西面， 一

道明长城成为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的边界，也成为右玉县和呼和浩特

市所辖的和林县和乌兰察布市所辖的凉城县的县界。 右玉县往南 130 公

里便是市政府所在地一一朔州市;距省城太原市 250 公里;东南 1∞ 公

里处便是晋北重镇大同市;北京在右玉县的正东，相距 270 余公里;县

城北行 10 公里，便是著名的"西口"一一杀虎口，出"西口"后西北

行 100 公里，便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市 。

雁门绥远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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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清一代，无论是军旅征战，还是商贾贸易，无论是官员进京，还

是贡使往还，他们都不会像今人这样坐火车旅行，又舒服，又便捷。 他

们以车马为代步工具，频繁地往返于京城和西北各地之间。右玉是这条

驿道上的重要驿站之一。

"朔平(即今右玉县)当边塞

之冲，北蕃朝贡，取道于此者居

多。" [ 5] 那时，从北京出发，所经

的主要驿站有:直隶昌平州驿站，

居庸驿站，榆林驿站，土木驿站，

鸡鸣驿站，宣府驿站，万全左卫驿

站，怀安城驿站，山西天城驿站

(今天镇县) ，阳和城驿站(今阳

高县) ，聚乐城驿站，大同府驿

站 ， 高山城驿站，左卫驿站(今

左云县 ) ，右卫驿站(今右玉县) , 

杀虎口驿站。 出杀虎口还有蒙古八

十家驿站。 驿道上的界碑(摄于 20 世纪 80 年代)

驿遭上的古井(攘于 20 世纪 8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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