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说明

趸宁是祖国多民族省份之一，除汉族外j共有三十九个少数

。民族：其中’：有发祥于辽宁的满族I还有蒙古、朝鲜、回、锡伯等世

居民族·均有悠久的厉史。并在辽宁藏有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字和

汉文的民族古籍。也有相当数量的民族古籍散落于民间或流失

手国外。因此。抢救、整理和出版少数民族的古籍，是保存祖国文

化遗产和为民族研究提供新资料的一项重要任务；

‘根据中央有关抢救、整理和出版少数民族古籍的指示精神，

结合辽宁省的实际，我们开展此项工作，是以整理满族古籍为重

点．兼顾其他民族古籍进行。并注意与省内外协调一致，办求少

数民菇文字和汉文整理并重。
’‘

?
。

’，翅据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原则和要求，我们

已村定了满、蒙古、朝鲜、回、锡伯等五个民族古籍整理出版的初

步规划：为协调省内外工作；经过初步协商，辽宁省被推选为吉

林、黑龙江、河北、北京市、内蒙古、新疆七省市区的满族和锡伯

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牵头省。7、
：

t‘
‘

．按民族古籍种类、版本和出版需要．整理方法分为：少数民

族文字采取影印、汉译、选译、原文与汉译合编、汉译与研究等，

汉文采取影印j缩印、点校、校注i选辑、丛编等。1

对我们的工作，省内外有关部门和专家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谨致谢意。由于缺乏工作经验，请给予指导。

辽宁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
·

‘ 。
’

一九八六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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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八旗驻防志丛书》序

孙文良

’ _

清朝是q-国漫长封建社会最后的一个朝代。以满洲贵族为

首的清朝统治者。崛起白山黑水，依靠八旗劲旅，经过不到半个

世纪，从统一本民族各部到占领辽沈，打下立国的基础；而后乘

明莱统治的危机和农民起义军的失误，长驱进入北京，又二十

年，开创了一代大清帝国。为维护其长治久安，早在入关之前，清

朝统治者已在他们的发祥之地实行过八旗驻防制。入关后，将这

个制度推广至全国各地。 ．

’

‘一般所谓清代八旗驻防，系指入关后清朝统治者分遣八旗

兵到各地要塞安营扎寨的建制。因此有的按其防线分为长城线、

运河线、黄河缀、长江线及海防线。也有就其所驻之地分为畿辅

驻防兵、东三省驻防兵、各直省驻防兵、“藩部兵”。无论士祈区
分，清代八旗驻防均体现了“强干弱枝”的意图。在总共近二十万

的八旗兵中，为拱卫京师，畿辅驻防即占半数。次则东三省驻防，

又相当于各直省总数之半。全国近百个驻防点，东三省竟有三四

十个。其他各省仅有一至三处，有的一处未设。 ．

，

八旗驻防制．历有清二百六十八年，扼要守险，那些从龙劲

旅，既要防止和镇压人民自寺反封建革命斗争，也被清朝最高统治

集团利用监视人数众多的绿旗兵。八旗驻防制原是清朝的一种

军事部署，其官兵带有临时差遣性质，所以常有先设后裁，彼减

此增或移驻改置等变化。但是总的来看，还有相对的稳定性，各

地驻防的八旗军队不但广大下层士兵长期驻扎在一个地方，即

其将领个人也不都是频繁调动的。他们固定在一个地方，建城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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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领俸食饷，参加考试，携家带口在那里生活，并和当地官民进

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沟通。

志者，记也。清代八旗驻防志就是专门记载各地八旗驻防这

个特定的小社会的著作。关于八旗驻防的记载本来早就有了，可

以说几乎和八旗驻防制的实施同时也就已出现，但大多是零星

片断的，仅是某些书中的一部分。为八旗驻防写专志则是晚清的

事；数量也不很多。如《驻粤八獯志》、《荆．州驻防八旗志》、《杭州

八旗驻防营志略》等．皆于光绪年间问世，距各地八旗驻防之始

也有一二百年之久。但是这些著作很有特色，它们对一个地方的

八旗驻防的记载，比任何一部书都详尽，不但汇总了所在地区八

旗驻防来龙去脉的系统资料，而且与一般地方志比较，凡是地方

志简化了的就详细补充，凡是地方志略而不载的就特为．专记。这

．些八旗驻防志．以志书的体裁，采用记实的笔法，大致都写了当

．时驻防的建置、政训、经制、户口、食货、武备、职官、选举、人物、

孝烈、艺文等等。此外各书又根据本地区的特点增加不同自寺内

容，《荆州驻防八旗志》用了三卷的篇幅备载有关《宸翰》、《束；9

谕》j而《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则列举了清军从“定浙”、“平藩”

到“迎銮”的历史功绩。也有的辟出一目，专写满洲蒙古有关结

婚、丧葬、祭祀及逢年过节的风俗习惯。总之，各个八旗驻防志都

从多方面记载了清代八旗驻防的实况，一部八旗驻防志就是一

部小百科全书。
7

根据辽宁民族古籍办的规划，辽宁省民族研究所马协弟同

志拟将清代八旗驻防志重新整理，有计划地编辑一套《清代八旗

驻防志丛书》。其中包括已有成书的加土标点、校释l没有成书

的，准备从别的书上摘录有关记载八旗驻防的资料，汇辑成书。

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程。清代八旗驻防志在今天有其重要价

值，因为这些书既是专门研究清代军事史所必不可少．又能为研

究清代满族史、民族关系史以及地方史志提供极为宝贵的资料。

，我们热切期望经过整理加工的《清代八旗驻防志丛书》尽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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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并且完全相信．这套民族古籍一定会受到民族工作者、历史

学工作者及其他一切对此有兴趣的爱好者的普遍欢迎。谨为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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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八旗驻防志丛书》
●

‘

：．前．。：言，I、‘．

对清代八旗制度的研究，二直是清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

题．也是满族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有人说i不研究清代的八

旗制度，也就无法了解清代的满族，确实如此s’因为清代满族人

都纳入了八旗组织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八旗就是满族社会

的缩影；但是八旗制度在清朝入关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清朝

入关后，八旗常备兵制确立，其生产职能逐渐削弱，军事职能日

益增强．而且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分成京师八旗和驻防八旗两大

部分。驻防八旗系从京师各佐领中抽调，合满测、蒙古、汉军以为

营i京师八旗的组织机构也有很大变化，出现了前锋、护军、健

锐、神机、火器等许多独立营。而对入关后八制度的这些演变，史

学界的研究还未深入开展起来：一提八旗制度和满族社会；还多

是清入关前八旗制度和满族社会的内容。显然这是很不全面的。，

对于驻防八旗的研究尤其薄弱。而驻防八旗的研究是一个十分，

重要的课题．不仅对清史、对清入关后满族史的研究有重要价

值。就是对今天满族在全国t大分散小聚居局面的形成、对满族

近、现代史的研究都有特殊意义。
’

众所周知，满族原是我国东北的一个少数民族，她的先世为

肃慎、挹娄、勿吉：秫鞫、女真。发源于自山黑水之间。十六世纪

末，倔起于新宾辽沈之地，十七世纪中叶，清朝入关，始成为有清

一代北京城内的主要居民j以前，满族只是因-军事战争涉足过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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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但随着清朝在全国统治的确立，八旗

驻防局面的形成，满族做为八旗组织中的主要成员则随之驻在

全国各地。不仅东北，西至新疆伊犁、哈密，东至浙江杭州、乍浦、

福建福州洋屿，西南至四川成都，南至广州，都有了满族人。最初

驻防八旗三年一换防，康熙中期以后改为携眷长驻，直至辛亥革

命。至今，原清代八旗驻防地还不同程度地聚居着驻防八旗官兵

的后裔。他们均十分渴望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

关于驻防八旗的大概情况，在此可简单地向读者介绍一二。

关于驻防八旗的分布与额设，据乾隆中所修《清朝会典》记载，在

全部八旗二千个佐领中，驻防佐领为八百零四个。驻防点九十七

处，其中畿辅驻防二十五处，兵8758人，东三．省驻防四十四处，

兵35360人，新疆驻防八处，兵15140人，直省驻防二十处，兵

45540人，加上守护陵寝兵、守围场兵、守边门兵，总计驻防兵十

万余人，约占清代八旗总兵力的一半左右，与驻京师一处兵力相

当。根据旗民分治的原则，清政府在八旗驻防之地为驻防旗人修

城别居。人们习惯称之为“满城”或“满营”，或对附近老城而言，

称之“新城”。满城有二式：一是在较大的府州县治内独划一隅，

迁原居汉民于外，内筑界墙或界堆以别之，如广州、杭州、荆州等

地t_是在驻地府州县治附近，别择一地建城，如绥远、宁夏、青

州等地。满城虽小，五脏俱全，内有各级官署衙门、兵房、仓库、又

有各类旗人学校、宫观庙宇。驻防长官，大自将军、都统j下至佐

领、防守御，既管旗兵，又管旗民。各佐领下还有族长之设．负责

各旗的事务。所以驻防满城不仅是一个大军营，还是二个相对独

立的小小旗人社会。我们从中可以窥视到清代旗人的社会形态、

风土人情、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生活。

不言而喻，研究清代驻防八旗，对研究清代八旗制度的发展

和演变，对研究有清一代始终束缚于八旗制度下的满、蒙、汉等

八旗人民的社会形态和生活，对研究清代政治史、军事史、民族

史、民族文化和风俗：民族关系等等，均有重要价值。

·6· ．



很久以前，我就有整理和编辑一套清代八旗驻防志的设想。

现经辽宁省少数民族古籍办批准。列入整理规划，并在有关方面

的大力支持下，开始了整理和编辑工作。书名定为《清代八旗驻

防志丛书》，共分十辑。前六辑是已成书的专志，它们是《驻粤八

旗志》、《荆州驻防八旗志》、《福州驻防志》附《琴江志》、《京口八

旗志》、《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绥远旗志》。如以后发现其他同

类志书还可补充。后几辑是各地方史志中关于八旗驻防资料的

汇编，按“东北”、“新疆”、“畿辅”、“直省”清代四大八旗驻防区统

一横排铅印，全部标点并进行必要的注释。我衷心地希望这套资

料能对广大研究清史、／k旗制度史、满族史的专家学者，对有关

地方史志的编写者及所有热心于此书的广大读者有所俾益：

该书在整理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辽宁

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将其纳入古籍整理的重点

项目，辽宁大学出版社积极支持出版此书，辽宁大学孙文良教授

挥毫作序并对此书的整理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此一并表

示衷心感谢!

编者 ·

一九八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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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八旗驻防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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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八旗驻防志丛书》之编辑始于1988年，到i992年，完

成了前两辑《荆州驻防八旗志》和《驻粤八旗志》之后。由于出版

印刷经费之不足，已整理之四辑·直难已付梓，而散失材料的汇

编则因尚需一笔可观的搜集整理费用而踟蹰蹒行。拖延至今，实

在愧对读者。 ：o
‘

．：
。-

， 《清代八旗驻防志丛书》前两辑出版后，颇受专家、学者及民

族干部群众中之有识之士的欢迎。他们切望丛书能早日出齐，这

是我们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完成此部的动力。为节约经费，我们

合四辑为-．册，对读者查阅比较带来一定方便，亦是好事。因前

两辑中对一些专业性的词汇有较详的注释，加之1990年《满族

大辞典》的出版，基本可满足读者对丛书内容的理解，故此部在

整理中除进行校勘、标点外，基本不再注释。 ·．‘

参加此书四辑整理的人员很多。除标明者外，尚有原辽宁民

族研究所的王世杰、文立平，辽宁省图书馆的王乃屏、刘晶，福建

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王天培，北京师范大学的韩文娟老师，北京图

书馆善本部的同志们等等都为此书的整理贡献了力量。。在此深

表谢意。遗憾的是，为丛书作序的孙文良教授已经仙逝。在我整

理这套丛书的过程中‘，曾多次得到孙先生的指导，受益匪浅。在

丛书3—6合辑出版的时刻，我对孙先生之英年早逝表示沉痛的

哀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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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工作需要，我已从辽宁民族研究所调入辽宁少数民族古

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工作。我和我的同志们力争在“九·五”
I

期间全部完成这套丛书，并期望这套丛书能为清史，尤其是满族

史√＼旗制度史的研究工作者助一臂之力。

马协弟

1996年5月

·9‘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
n清u张大昌辑

白辰文．点校



《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目录

定浙志功 附：定浙从征将士表⋯⋯⋯．．I⋯⋯⋯⋯⋯⋯⋯，(6)

靖腆志威 附：靖腆从征将士表⋯⋯⋯⋯⋯⋯⋯⋯⋯⋯⋯(28)

平藩志伐，眦：平藩从征将士表⋯⋯⋯⋯⋯⋯⋯⋯⋯⋯⋯(49)

迎銮志恩”：⋯⋯⋯⋯⋯⋯⋯⋯⋯⋯⋯⋯⋯k⋯⋯⋯⋯⋯(7r3)

分驻志谟?·⋯⋯⋯⋯⋯⋯⋯⋯⋯⋯⋯⋯⋯⋯⋯⋯⋯⋯⋯·(90)

科第志例 附：乡会试题名表⋯⋯⋯⋯⋯⋯⋯⋯⋯⋯⋯⋯(97)

筹海志防附：筹海阵亡将士表一⋯⋯⋯⋯：⋯⋯⋯⋯”(11 2)

守营志烈’附：守营阵亡将士表⋯⋯⋯⋯⋯⋯⋯⋯⋯⋯(123)

经制志政!⋯⋯⋯⋯⋯⋯⋯⋯⋯i⋯⋯⋯⋯⋯j⋯⋯⋯⋯⋯n46)

驭禄志储⋯_：⋯⋯⋯⋯⋯⋯⋯⋯⋯⋯⋯⋯⋯⋯⋯⋯⋯”(】62)

建牙志盛附：历任将军、副都统年表⋯⋯⋯⋯⋯⋯⋯⋯(175)

祠宇志典⋯⋯⋯⋯⋯⋯⋯⋯⋯⋯⋯⋯⋯⋯··：⋯．．．．⋯⋯⋯(203)

孝烈志节⋯⋯⋯⋯⋯⋯⋯⋯⋯⋯⋯⋯⋯⋯⋯⋯⋯⋯⋯⋯(2 J 5)

撰述志目⋯⋯⋯⋯⋯⋯⋯⋯⋯⋯⋯⋯⋯⋯⋯⋯⋯⋯⋯⋯(256)

寺院志胜⋯⋯⋯⋯⋯⋯⋯⋯⋯⋯⋯⋯o⋯⋯⋯⋯⋯⋯⋯(27I)

河梁志派⋯⋯⋯⋯⋯⋯⋯⋯⋯⋯⋯⋯⋯⋯⋯⋯⋯⋯⋯⋯(284)

坊巷志旧嚣⋯·⋯⋯一⋯⋯⋯⋯⋯⋯⋯⋯⋯⋯⋯1．．⋯⋯⋯·(294)

汇录志余⋯·：⋯⋯⋯⋯⋯⋯⋯⋯．．．⋯⋯⋯⋯⋯⋯⋯⋯⋯·(319)

·2。



昔成周之初。封建诸侯：分鲁公以殷民六族；分康叔以殷民

七族，分唐叔以怀姓九宗，皆使之帅其宗氏。辑其分族．以镇抚其

民，亦先王公天下之盛心也!我朝龙兴辽左，定鼎中原，天下底

定，乃以从龙劲旅分驻各行省，此亦古者条徐萧索之遗制，视汉

初徙高訾富人充奉陵邑，以为强干弱枝之计。其用意之公私不侔

矣!
‘

‘

．

我浙为东南濒海一大都会。自顺治二年初设杭州梅勒章京，

是为杭州驻防之始。十七年，设杭州总管一员，康熙二年。改为杭

州将军。十三年，裁汉军都统，设满洲副都统二员。雍正七年，移

杭州右翼副都统一员驻乍浦，此今制所由定也。

自设立满营，休养生息二百余年，生齿日繁。其中名臣、名

将，以及文章经学之士：后先相望；而其地居杭州之西偏，出城跬

步即西湖也。山JII秀丽。士女颁斌；寺观祠宇，皆前代名迹，即坊

巷市廛，亦多宋以前之旧。访古之士，瞻望流连，乔木世家，望之

起敬。而自来未有志乘之书，惟道光之季．有巴尔达氏蕴之廷玉

者著《城西古迹考》八卷。凡满营中忠孝节义，文学武功，无不备

载；而列朝之遗踪、古迹、寺观、桥梁，亦一一书之。洵足补志书之

未备，为谈满营掌放者所不可少之书。然自足以来。几及百年矣!

中问又经兵乱．忠义之士，奋不顾身，虽匹夫、匹妇。亦皆效死勿

去．为国捐躯。事定之后，朝廷褒崇忠义，赐恤有加，而记载阙如，

姓名湮没．甚非朝廷劝奖忠臣之义也。

．张小云孝廉博学能文，精于考古，以一人之力，旁搜远索；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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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考献。成《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若干卷。上溯定浙之初．历载

建牙之盛，备纪守营之烈。旁及河渠、坊巷之名，视曩时巴尔达氏

之书，不啻百倍过之矣!书成视余，余叹为必传之作。劝其梓而行

之。异时，国家续修《八旗通志》，吾知于足书必有取矣!

。．曲园居士 俞樾-、



叙

《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二十五卷．仁和张孝廉大昌手辑也。

窃惟国家之创设斯营也，二百数十年于兹矣l休养生息之绵

长。因革损益之精当，干诚腹心之奋勉，文物科第之蔚起，诚极盛

也!泊．丁兵燹，自建牙以至材官技击．并妇人孺子，无不荷戈敌

忾，赴难如饴。平定以后．盖仅有存者，忠毅节烈之气，尤为照耀

古今。推原其故：由于累朝教养。栽植至深且厚。涵濡以迄于今

也，岂不懿哉?允宜垂诸简编，传之后世．府县志乘，虽经附载。未

有专书，殊为阙典。

孝廉博极群书．究心掌故，毅然为之纂辑．精搜博采，分门别

类，体例详审，其用心可谓勤矣!余旗产也。读未见之书，兴梓桑

之敬，不禁钦佩深之。惜书成而孝廉速归道山，所望此邦人士续

加编辑，不独慰孝廉未竟之志。抑亦余之所深愿也夫!、是为序。

．光绪十有九年j岁在癸巳十月。． -：．

抚浙使者；叶赫瓜尔佳·崧骏’
。 _ ‘

．

·5‘



《杭州八旗驻防营志略》卷一
‘

仁和张大昌辑

～

6定浙志功
。 o ‘～ 一

．
，

顺治二年五月，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定江宁府县。二十七日，

发兵三千，传檄浙江杭州等处，催送降册。‘二
’

六月，多罗贝勒勒克德浑、多罗贝勒博洛等，奉豫亲王命，分

兵一半‘，领赴苏、常等处招抚。·复率固山额真趋赴浙江杭州。．初

九日，兵抵嘉兴府，知府钟鼎臣迎降，贝勒仍命为知府。+以朱志臣

． 。为秀水知县、朱龙图为平湖知县、吴0iiI为嘉善知县、陈之杰为海

i盐知县、朱永祚为乌程知县。十二日壬戌?，军次塘楂，秋毫无犯，

分兵徇海宁。十三日．贝勒率兵由独松关长驱至杭州。时马士英、

方国安已先后由江宁拥兵遁至钱塘；知县顾咸建赂之。．不使入

城，方、马兵遂淫掠四乡。我兵抵武林门，关厢分两路来拒，副都

统鄂硕、费扬武等纵兵于关厢迎剿，大败之，擒其总兵一名。是

夜．马士英、方国安走钱塘江逃窜。蒙古副都统恩图格、护军统领

伊勒希齐分军两路追蹑，败之于万松岭及渡口。方国安沿江遁走

金华。十四日．明潞王常涝与都督陈洪范、巡抚张秉贞、太监孙
‘

元德率文武各官出城，诣军前降。十五日，潞王密遣海宁生员郭

宗祥缒城归乡里，约众起兵，途中守军盘诘．搜得书撇，斩于营。

十六日，各官缴旧印，迎贝勒大军入城，命张秉贞照旧权巡抚事；

又命纵迹知县顾咸建。将使为按察使，不至。时我军驻营江岸久i

降人见之，以为江潮朝夕有信。必被淹没。而潮水连Et不至。众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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