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综述·

"清代满汉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关笑晶

2010 年 8 月 28-29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

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主办的"清代满汉关系史国际学

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本次研讨会邀请了来自日本、

美国、法国、韩国等国家的 20 位国外学者以及中国大

陆、台湾等地的 29 位学者参加会议，共提交论文 39 篇。

其具体内容分为四个方面综述如下。

一、旗民关系与身份认同研究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清代的旗民关系与满汉关系

在概念上既有交叉，也各有特指，是探讨清代满汉关系

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日本东北学院大学细谷良夫教

授研究尚可喜的旗籍，推翻了尚氏隶属于镶蓝旗汉军

旗人的结论，认为其应为镶黄旗，而充满洲、汉军之分。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赵志强研究员考察清太

祖时期女真人和汉人的关系，认为当时二者之间的矛

盾已经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户籍制度是研究旗民关

系的→个重点和难点。旗人和民人在户籍制度上的区

别得到了台湾哺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赖惠敏研究员的关

注，其从"汉人投充满洲"和"旗人冒入民籍"的现象入

手研究清代旗籍制度的特点和变化，从法律惩处的角

度证明了清朝的户籍政策是"不分满汉，但问旗民"。

清代北京内外城实行旗人与民人分治管理方式，集

中体现了旗民二元体制特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

所刘小萌研究员以契书为主要资料，对民人进入内城经

商，并带动内城商铺全面发展的过程进行了考察;在此

基础上，对旗人经商的原因、范围、特点，旗人与民人的密

切交往进行分析，为揭示清代满汉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

的视角和线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定宜庄研究员

基于多年对京箴皇庄的研究和田野作业，对处于旗、民

与满、汉之间的群体一一"随旗人"进行研究。作者认为

"随旗人"不仅存在于盛京内务府佐领属下人丁，且在京

钱的各种庄园人丁中也有大量存在，其独特的生产组

织、生产方式、社会身份以及价值观念，既不同于传统汉

族农民，也与旗人相异，地位十分特殊。日本东北学院

大学小沼孝博讲师关注北京城内的突厥系穆斯林聚居

区一一回子营的历史变迁，认为"回子营"中的居民与旗

人无异:他们也居住在内城，并享受傣禄，还参与清朝统

治边疆的行政事务和翻译工作。这不但扩充了清代"旗

人"的定义，也从一个侧面考察了旗人身份认同问题。

除研究北京地区旗人外，部分学者针对旗民关系的

区域性特点进行了探讨。日本早稻田大学柳泽明教授

和韩国启明大学金宣肢教授分别研究了清朝"龙兴之

地一-东北的满汉关系。柳文通过分析黑龙江地区

"汉人"的构成，突破了以往将"汉人"简单划分为"汉军

旗人"或"民人"的局限，为研究清前期东北地区民族关

系提供了新的思路。金文讨论了雍正年间盛京地区旗

人犯越事件一一郭连进事件，认为清代盛京地区通过柳

条边的物理隔离方式，实行地域性的满汉隔离政策。台湾

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许富翔注意到驻防八旗满汉关系

的特性，认为虽然江宁驻防八旗在辛亥革命时期激烈反对

革命军，且采取了极端的抗击方式，但此地区的旗民关系

在辛亥革命之前是密切和谐的，这应引起学者的注意。

"身份认同"是近年来被纳入史学研究范畴的热点，

但学界对清末民初旗人身份认同的研究还显得较薄弱。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邵丹副教授研究了东北地

区的身份认同问题，认为东北在清代具有将军管辖、八

旗组成复杂等特点，故旗民及满汉关系与其他地区有所

不同，在近代东北地区旗人的经历和认同也需要独立看

待并研究。文章对东北地区的"族群领域性.. ( territorial

i圳和其"身份.. ( identity )等概念进行了再定义，对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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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清史"的观点既有吸纳也有延伸。此外，强调身份认

同具有"多元性"成为与会学者的共识。中国人民大学

清史所张永江教授依据诗文、书信等档案材料，对清末

民初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一一一升允在清亡后的重要

政治活动进行了解读。文章认为，升允具有在政治认同

基础上的民族(蒙古族)、地域(北方)和国家(大清国)

的多元认同。无独有偶，法国远东学院陆康副教授选择

八旗满洲异寅为切人点，认为异寅的身份不是单一的满

洲、旗人或汉人，而是这三种身份的融合体(a mix of the 

three) 。总之，身份认同包括旗籍与民籍认同、民族认

同、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等诸多方面，如何将人物

研究和认同问题相结合，如何丰富"多元身份认同"的理

念并应用于族群、群体的研究，这仍有继续研究的空间。

二、清朝制度研究

清朝是由满人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其制度体系的

特点和变化对满汉关系具有重要影响。对此，学者们从

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三个方面展开探讨。

清代政治制度研究中，汉人对满族政权的影响是

探讨满汉关系的重要议题。日本天理大学谷井阳子副

教授认为皇太极时期"汉官"对满族政权的快速成熟起

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日本驹泽大学彬山清彦副教授

以汉军旗人上层为例，分析了满洲政权如何使出身、经

历各不相同的汉人成为"旗人一分子"的问题。日本筑

波大学楠木贤道教授通过对入关前满汉礼仪共处情况

的分析，认为在制度上满洲政权未照搬明朝的礼仪，也

未摒弃满族的传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朱昌荣助

理研究员则从入关前满洲政权儒学化的角度来考察

满、汉出现文化冲突的原因。

在晚清的经济体系中，海关掌握着巨大财政来源

和对外交涉权和其人员的任用显得尤为重要。中国
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任智勇助理研究员认为，清朝皇

帝在粤海关监督的任职上偏向于任用旗人，这对清朝

溃灭产生了重要影响。日本一桥大学江夏由树教授对

"东亚劝业株式会社"的土地问题做了研究，认为在辛

亥革命后，由于奉天地区的清朝内务府、蒙古旧旗人等

依然维持着对土地习惯性的权利，这造成日本公司、日

本人和中国人之间复杂的土地权利关系，且一直延续

到"满洲国"时期。作者强调，由于近代东北亚地区的

政治、经济活动多是超越了"国界"而进行的，因此提倡

研究东北亚的学者，应特别加强跨地区、跨民族、跨国

别的综合研究意识。

清朝政府在军事上的支柱之一是绿营军，但在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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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绿营兵制的文章中，对汉人组成的绿营，其统辖官员

却是八旗旗人这一问题却鲜有关注。南开大学历史研

究所杜家骥教授撰文研究了旗人出任绿营官制度的过

程及其变化。他认为这一现象关系到对清朝国家的民

族性、军事统治制度和满汉关系等多方面问题的理解，

应进一步加以研究。台北中研院台湾研究所许雪姬研

究员把视野延伸到台湾绿营的总兵，她凭借多年研究

台湾史的深厚学术功底，首次将台湾史的研究纳入到

清代满汉关系的范畴中。文章关注林爽文事件前后，

汉军台湾总兵和满洲籍总兵官出任情况的变化，以此

探讨台湾总兵在清朝统治台湾上所起到的特殊作用，

为台湾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角度。日本大阪经济

法科大学华立教授概述了乾、嘉、道、咸时期伊犁将军

的职权和政区划分，认为无论新疆的理民体制如何变

化，在官员的配置上大多遵循着满正汉副的原则，且一

直是满、汉泪合，各有分工。台湾清华大学黄一农教授

研究了重要却鲜被关注的吴桥兵变，强调在满人入主

中原的过程中，战斗力强、满化程度深、出身辽东地区

的明朝降将曾立下汗马功劳，他们与清朝政府、明朝，

与满人、汉人之间复杂的关系应该受到关注和研究。

三、晚清政治及相关问题研究

晚清政治所体现的满汉关系可表现为多种形式，

其中以反满为目的的农民起义和民间社团，以及辛亥

革命等相关问题均成为学者们从满汉关系角度进行探

讨的重点。

太平天国是近代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但被妖魔化

的满人与太平军之间的关系尚缺乏关注。中国社会科

学院近代史所姜涛研究员从太平天国反满的纲领性文

件、攻占南京后对旗人的屠戮和太平天国后期对满人

政策的转变三个方面人手，对太平军排满的动机进行

分析，认为太平天国当局的决策者对旗人的屠杀是出

于对"非我族类"的仇恨，但这未能得到汉人一致的拥

护。这种从满汉关系角度的探讨不仅有助于加深太平

天国研究，还有益于研究在极端社会环境下旗人、满入

"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的方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

代史所顾建姊助理研究员通过讨论嘉道年间淮北地区

"捻党"的活动情况，分析了清政府与下层民众之间的

关系。韩国成均馆大学博士后李平秀研究了天地会中

的反满因素，认为天地会在大规模活动时，多采用"反

清复明"政治口号来吸引下层民众，这也是后来天地会

被革命派引向革命阵营的因素之一。

辛亥革命连接了晚清和民国，百年以来，其研究成



关笑晶/ "清代满汉关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果已经十分丰硕，但从满汉关系的角度进行的研究还

相对薄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李细珠研究员探

讨了辛亥革命前后汉族官僚和满洲亲贵之间的关系，

指出在清末预备立宪时期，清廷试图化除满汉珍域，但

因种种因素制约而没有收到预期效果，致使清王朝最

终难逃覆亡的命运。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马平

安副研究员认为，近代以来满洲亲贵和崛起的汉族官

僚之间既有联合又有矛盾，这种满汉势力的消长和转

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政局的发展。辛亥革命

后清室与民国政府之间签订的《优待条例》是探讨满族

王室、宗室、八旗与民国政府的关系的重要依据。日本

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博士生阿部由美子以此为切

人点进行研究，认为在 1924 年之前，民国北京政府尊重

清室习俗、供给岁费、承认各族王公世袭，认真履行《优

待条例}，原因在于民国政府认为自身是清朝政权的延

续;而 1924 年北京政变、特别是 1928 年东陵事件发生

后，民国政府几乎完全抛弃了《优待条例}，这致使清朝

王室与民国政府矛盾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并成为

"满洲国"建立的原因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刘俐娜研究员从史学理论发展的角度探讨了辛亥革命

时期的"反满"问题，及政治革命中的反满思潮如何影响

了新史学的发展;作者特别关注新史学如何成为反满革

命的学术载体，以及深受革命思想影响的史家对强化社

会上的大汉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潮曾起到何种作用。

四、满文档案、文本研究

满文档案和文本形式多样、数量巨大，是清史研究

的重要资料，也日渐受到近代史学者的关注。所以，对

满文档案、文本的研究和利用也成为此次学术研讨会

的一大主题。

重视对满哎档案的使用是中、日两国学者共同的

学术传统。日本国立亚非语言研究所中见立夫教授对

日本东洋文库镶红旗档的由来、档案数量、内容等做了

详细介绍;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张莉研究员则主要

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军机处满文寄信档来探讨

满人汉化问题。两篇文章不约而同地呈现了日中两国

满文档案史料的整体概况，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最新

的资料信息。日本大学加藤直人教授探讨了"八旗值

月档"的记录方式、记录人以及记录内容，为研究清朝

前期的历史补充了珍贵的史料和线索。日本创价大学

村上信明讲师将记载乾隆时期清朝官僚与西藏大活佛

相见礼的满、汉文档案进行对比、分析，认为满文档案

的记录不如汉文档案严格，作为政府文书，满文档案中

有歪曲和夸张的现象，使用时要注意颤别。

清代的笔记、碑刻、子弟书、辞书等文本是研究清

代旗人生活和满汉关系的重要资料。中央民族大学赵

令志教授介绍了日本大阪大学附属图书馆收录的海内

外孤本满文小说《闲窗录梦》→书，其书作为记载道光

初年内城旗人日常生活的满文日记类文本，对当时北

京旗人日常生活、社会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关系等均

有详细而生动的记载。台湾中正大学甘德星教授对在

台湾台商以及嘉义的"乾隆御制台湾满汉文碑"上满汉

合璧碑文进行研究，认为其碑文为乾隆亲自撰写，满文

有多处明显错误，且碑文写作顺序是"先汉后满这反

映了乾隆本人以及乾隆时期满人的汉化程度已经较深。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邱志红助理研究员以流行于

八旗当中的"子弟书"为研究对象，着眼于前人较少涉及

的嘉庆、道光时期，从子弟书的创作主体、语言形式与表

现内容等方面探讨满汉文化之间的交融与互动。中国

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博士生关笑晶以 40 本清代满蒙文

辞书的"序"为研究对象，分析不同身份编篡者的旗人意

识及对汉文化的态度;文章认为，清代满蒙文辞书的编

篡者元论满汉都具有强烈的旗人意识，且直到清末对

"国语"清文仍具有强烈的优越感和自豪感。

"满汉关系"是清史和近代史研究重要的共同议

题，但以此作为主题，本次学术研讨会在国内外实属首

次。满与汉的接触和交融不是从清初开始的，也不是

在清末结束的，它的一贯性和整体性决定了研究呈现

出前后延展的特点。本次研讨会将"清代满汉关系"放

在→个连贯、开放的平台上加以探讨，对清入关前、清

前期、中期，以及近代以来的转折进行了整体研究，有

助于清史(鸦片战争前)研究与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贯

通。研讨会展示了中外学术界的新资料、新观点、新方

法，与会学者达成的共识与对疑难问题的探讨相得益

彰，将成为学术研究不断发展的动力。为了培养新一

代的研究力量，拓展青年学者的眼界，本次研讨会还邀

请了若干青年才俊参加，其中也有可圈可点的佳作，给

会议带来了学术朝气。

〔作者关笑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

士研究生。北京，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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