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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高祖曹振彦旗籍新考

———从新发现的满文材料谈起

黄 一 农

摘　要：由于新、老满文在入关前的过渡期并未能十分规范，以致汉人姓名的满文书写 体 在 回 译 成 汉

字时，往往出现人同名异的状况。经爬梳并比对庞杂的满汉文献后，筛找出一些先前遭学界忽略的曹雪芹

高祖曹振彦（被译作“曹谨言”、“曹金颜”、“邵振筵”、“邵祯言”）的新资料，发现曹家在崇德朝虽隶属多尔衮

所主的镶白旗，但一直是该旗宗室阿 济 格 王 府 下 的 汉 姓 包 衣，此 一 新 发 现 恐 将 松 解 曹 雪 芹 祖 籍 在 丰 润 一

说的主要证据。

关键词：《红楼梦》；曹学；曹振彦；曹雪芹；阿济格

研究清前期历史最常用的大部头史料包含《清实录》、《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下文简称《通谱》）、
《八旗通志初集》、《钦定八旗通志》、《满文老档》、《内国史院档》等，其中前三种原就有满汉两文本，而
末两种的满文原档亦多已在近代学界的努力下译成汉字或日文，有些译本在书后也有较实用的人名

或地名索引。就在最近几年，部分文献更已数字化：汉文本当中，《通谱》和《清实录》全书以及《钦定

八旗通志》的大部分（除卷２７０ ３３８诸表之外）均可全文检索①；至于满文本，则仅《满文老档》存在以

穆麟德夫（Ｐａｕｌ　Ｇｅｏｒｇ　ｖｏｎ　Ｍｌｌｅｎｄｏｒｆｆ）音译法转写出的可搜寻文件②；而中华书局出版的《满文老

档》汉译本，现亦已有可检索之文本。虽然前述史料数字化的情形仍未完备，但应已提供前人未曾拥

有的难得研究环境。
由于女真文字早已成为死文字，努尔哈赤乃在明万历二十七年（１５９９）下令采用表音的蒙古字母

来拼写满语，此称老满文。惟因蒙古字母并不足以完整表达满语，且满语本身常未能充分音译汉语，
以致在老满文中，一个字母有时可代表多个满语的音，再加上满文无声调，这就造成了拼读的困难。
皇太极即尝指称：“十二字头，原无圈点。上下字无别，塔、达、特、德，扎、哲、雅、叶等，雷同不分。书

中寻常语言，视其文义，易于通晓。至于人名、地名，必至错误。”天聪六年（１６３２）正月，遂颁行有圈点

的新满文③。
满清入关前，因许多满文的书写在此过渡时期并未能十分规范，以致学界在研究时往往出现许

多困扰。尤其，在新满文行用后，汉人原先之老满文姓名一时很难全面改定，而其汉名在新、老满文

的书写体有时并不相同，且老满文又常可回译成不只一种汉字读音，故当后人（尤其是今人）在将此

过渡期的满文姓名转译成汉字时，就常由于无法或未曾核实相关史料，而令同一人出现“音同名异”

　

作者简介：黄一农，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特聘讲座教授（台湾新竹３００４３）。

①　此见《文渊阁四库全书内联网版》，香港：迪 志 出 版 公 司，２００５年；《中 国 基 本 古 籍 库》，北 京：爱 如 生 数 字 化 技 术 研 究 中 心，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１年；《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台北：“中央研究院”，２０００ ２０１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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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赵志强：《老满文研究》，《满语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或“音近名异”的状况①。
曹雪芹（约１７１５ 约１７６３）②的先祖早在金国天命（１６１６ １６２６）朝就已入旗，他家或是近现代一

般社会大众最感兴趣的旗人家族，故学界曾以极大力度搜索相关的满汉文材料，成果尚称丰硕③。惟

衡量目前的研究环境已大幅进步，笔者乃起意在浩瀚的文献沧海中，重新筛找前述因满汉对译所可

能出现的遗珠，希冀能对曹学有所贡献。

一、新发现满文档案中的曹振彦

《清太宗实录》天聪八年（１６３４）四月辛酉条记“墨尔根戴青贝勒 多 尔 衮 属 下 旗 鼓 牛 录 章 京 曹 振

彦，因有功加半个前程”，此人即曹雪芹的高祖，学界近来虽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曹振彦的生平做了许

多努力，但对“从龙入关”前的历官事迹，仍因受限于材料而徒呼负负④。
崇德元年（１６３６）六月，刑部官郎位被控”贪财好色，不法不义”，遭革甲喇章京一职并追赃，据顺

治九年（１６５２）所编之《清太宗实录稿本》，其罪之一是：

　　（刑部郎位）断镶白旗长史曹谨言的事要银二十两，又借银十五两……镶白旗长史曹谨言不

认与银，将曹谨言打八十鞭子。⑤

任世铎等人于１９８７年翻译《满文老档》时亦记此事（图一），称：

　　审理镶白旗下长史曹金颜一案，受银二十两，又致函以借债为名索银十五两……镶白旗下

长史曹金颜声言并未行贿，是以拟鞭八十。⑥

由于曹振彦当时即担任镶白旗下的长史（崇德元年五月将王及贝勒所属之旗鼓牛录章京改称长史，满
名仍作“摆塔大”［ｂａｉｔａｉ　ｄａ］）⑦，而八旗中拥有类似地位之汉人屈指可数，尤其姓名发音与满文字形亦如

此接近，知前两引文中的“曹谨言／曹金颜”（Ｔｓｏｏ　Ｊｉｎ　Ｙａｎ）均应回译作“曹振彦”才对（见图一）⑧。
事实上，《满文原档》“天聪五年十月二十八日”条以及《内国史院档》“天聪七年三月二十九日”条，均

以满文转写被俘明将“盛忠”成Ｓｉｎｇ　Ｓｕｎｇ⑨，惟在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用规范后的新满文所抄之《满文老

档》中，则改作ｅｎｇ　Ｊｕｎｇ。此外，雍正版满汉对照之《三国演义》亦将“徐盛”译作“Ｓｉｏｉｅｎｇ”瑏瑠。同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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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满文老档》汉译本在天聪六年二月二十日的赏罚记录中，将“祝备御”误 成 了 音 近 的“祖 备 御”。另 有 学 者 在 翻 译 崇 德 七

年汉军初分八旗时之主要官员名单时，也出现误卢延祚作陆延佐、祖应元作祖迎远、柯汝极作郭如吉、柯 永 盛 作 郭 永 生、卢 登 科 作 陆

登科、姜一魁作蒋义魁、张思孟作张迟梦、吴士俊作吴迟军、胡弘先作胡鸿宪、高拱极作高功纪、刘曰 科 作 列 玉 克、徐 大 贵 作 崔 达 贵 等

情形。参见黄一农：《红夷大炮与皇太极创立的八旗汉军》，《历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学界迄今对曹雪芹的生卒年仍缺乏共识，相关研究可参考裴世安、柏秀英、萧凤芝编：《曹雪芹生卒年资料》，上海：石言居自

印，２００９年。

如见张书才：《曹雪芹家世生平探源》，沈阳：白山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　 １３８页。

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２００８年增订本，第３２３ ３４３页；黄一农：《ｅ 考据时代的新曹学研究：

以曹振彦生平为例》，《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１年第２期。

李燕光点校：《清太宗实录稿本》，沈阳：辽宁大学历史系，１９７８年，第５３ ５４页。此一稿本现仅存残卷，如记曹振彦因功加

半个前程的天聪八年即全缺，该书对许多汉名或仅单纯直译，至《实录》正式定稿时，始查回确切汉字。

任世铎等译：《满文老档》，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１５１５ １５１６页。此一编年体史料长编起自明万历三十五年（１６０７），

迄于清崇德元年（１６３６），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所藏乃原本，内容以无圈点老满文为主，兼有加圈点的新满 文，新 近 出 版 时 名 之 为《满

文原档》；另有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之内阁本，此乃乾隆四十三年用规范后的新满文所抄；文中所引即以此两满文版本为主。参

见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台北：沉香亭企业社，２００６年；《内阁藏本满文老档》，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２０１０年。

其职掌或近乎明朝“掌王府之政令，辅相规讽以匡 王 失，率 府 僚 各 供 乃 事，而 总 其 庶 务 焉”的 长 史。《明 史》卷 七 十 五《职 官 志

四》，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点校本，第１８３７页；李燕光点校：《清太宗实录稿本》，第３１页。

满文书写体中的ｊｉｎ是中间一个长牙，而ｊｅｎ则是个短牙，外带右方一点。

现藏于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满文《内国史院档》已不全，其中天聪元年至五年以及崇德元年档，据说与《满文原档》重复，惟笔

者未得见。
《Ａ　Ｍａｎｃｈｕ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ｌａｎ　ｇｕｒｕｎ　ｉ　ｂｉｔｈｅ满文本〈三国志〉》（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Ｃｅｎｔｅｒ，Ｉｎｃ．，１９７９ｒｐｔ．），卷首姓氏，

第２６页。此外，卷十八亦多次出现徐盛之名。



在崇德三年的《内国史院档》中，“石城（岛）”凡三见，先后作Ｓｉｃｉｎｇ，Ｓｉｊｉｎｇ，Ｓｉｃｅｎｇ①，而《满文原档》中，似
多写成Ｓｉｃｅｎｇ，知在新、老满文过渡期，确曾见有些汉名发音中之ｉｎ被改写成ｅｎ（参见图一），而“振”字

之满文从Ｊｉｎ转化成更接近当时北方汉人口语发音的Ｊｅｎ，或即是此一情形②。

图一　《满文原档》中有关曹振彦的记载。右下角为早期诸满文文献将发音中的ｉｎ改写成ｅｎ之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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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日］河内良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注：崇德二、三年分》，东京：松香堂书店，２０１０年，第２５８、２５９、３７２
页。

由于在明朝的鞑靼馆译语中，“真、嗔／陈／申”等字，对应的蒙古音都是“ｊｉｎ／ｃ̌ｉｎ／ｓ̌ｉｎ”，且此发音上承《蒙古字韵》，下合《西儒耳

目资》，因疑不论声调的话，“振”与“谨”、“金”在明初均同韵。若“振”在晚明北方官话口语中已接近今日发音，则亦有可能解释新满文行

用后曾将汉名中之“振”从Ｊｉｎ改译成Ｊｅｎ的情形。参见火原洁等：《华夷译语》，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影印明钞本，第８、１０、１２
１３页。此段感谢罗盛吉先生的协助。



又，现藏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满文《内国史院档》中，“崇德三年正月初八日”条记曰：

　　正红旗吴守进为贺其生辰，以演戏为辞，将武英郡王府下已嫁妇女白天接去，至晚留其宿。
是以，吴守进罚银五十两；镶黄旗马光辉以演戏留宿，坐以应得之罪。武英郡王下管家李要功、
邵振筵以其怠误，不察有夫之妇行止，各鞭八十。①

该馆所藏之满文《盛京刑部原档》，亦记同一事件称：

　　正红旗吴守进生日时，令巴图鲁郡王包衣之有夫之妇耍戏，昼取而夜宿，故罚吴守进五十两

银；耍戏且奸宿之镶黄旗马光辉罚以规定之罪。巴图鲁郡王之摆塔大李耀功、邵祯言，尔等懈怠

失职，对有夫之妇所行失于觉察，各鞭八十。②

知武英（ｂａｔｕｒｉ）郡王阿济格（１６０５ １６５１）王府下当时有两名摆塔大，这两位汉姓包衣的总管分别被

译作“李要功／李耀功”（Ｌｉ　Ｙｏｏ　Ｇｕｎｇ）、“邵振筵／邵祯言”（Ｓｏｏ　Ｊｅｎ～Ｙａｎ～）③，笔者怀疑后者亦应是曹雪

芹的高祖曹振彦，下文即试析论之。
据乾隆九年（１７４４）刊行之《通谱》的体例，“凡初来归依，有名位可考者，通行载入”，知前文中音

译的李、邵二人及其家族均应列名此书。经仔细翻查后，发现：

　　李栢，正白旗包衣人，世居沈阳地方，来归年分无考。其子李有功原任佐领，李懋功原任云

南永顺镇总兵官；孙李国屏原任员外郎兼佐领；曾孙李芳原任副将；元孙阿什泰现任护军校；四

世孙李治现任典仪，李浦现系举人。④

该“原任佐领（顺治十七年改汉字牛录章京为佐领）”的李有功，疑即曾任阿济格王府下摆塔大的李要

功／李耀功（均为音译），此因《通谱》所记１０６位（分布在约一百年间）曾任佐领的汉姓包衣当中，仅前

引李有功的生活时代以及满名的形音最接近李要功／李耀功（Ｌｉ　Ｙｏｏ　Ｇｕｎｇ，见图二）⑤。
查老满文译汉名中的“有”或“耀／要”字多作ｉｏ，然在新满文行用后，两汉音已可区别，“有”字应

译作ｉｏ（如崇德元年降清的孔有德即译作Ｋｕｎｇ　Ｉｏ　Ｄｅ），“耀／要”字则应译作ｙｏｏ，惟因当时许多老满

文之ｉｏ均被径改作ｉｙｏｏ／ｙｏｏ⑥，原先所译之Ｌｉ　Ｉｏ　Ｇｕｎｇ遂被改成Ｌｉ　Ｙｏｏ　Ｇｕｎｇ，并被后人回译为李要

功／李耀功⑦。至于《通谱》为何将“李”字的满文拼作Ｌｉｉ，则因避乾隆帝御名弘历中之“历”字所致。
另据《内国史院档》之汉译本，顺治二年（１６４５）九月有一名为李有功者因年迈多病而辞卸阿济格

属下的“执事官”⑧。笔者未能得见该名词的满文，惟其字义似与长史有关，疑此很可能为一普通名

词，而非正式官衔，或相当于《红楼梦》中荣国府“大总管”赖大的位阶。亦即，该李有功应就是同书崇

德三年正月条中出现的李要功／李耀功。由于阿济格死后遭籍没的十三个牛录，陆续又被分拨镶黄、
正白、正蓝、镶白等旗⑨，李有功家族最后或因此转隶正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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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关孝廉等译：《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９年，上册，第２６３页。

郭成康、刘景宪译注：《盛京刑部原档：清太宗崇德三年至崇德四年》，北京：群众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４　 ５页。

其中转写所使用之字母ｎ～乃河内良弘教授改良自穆麟德夫法，以表达满文左边所加之点。

弘昼等编：《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七十四，沈阳：辽海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影印乾隆九年刊本，第２页。
《通谱》中记有李有功姓名的满汉文，参见弘昼等编：《（满文）八旗满 洲 氏 族 通 谱》卷 七 十 四，台 北 故 宫 博 物 院 藏 乾 隆 九 年 刊

本，第３页。

如“鸟枪”从《满文原档》中的老满文ｍｉｏｃａｎ→《满文老档》中的新满文ｍｉｙｏｏｃａｎ、“庙”从ｍｉｏ→ｍｉｙｏｏ、“萧”从ｓｉｏ→ｓｉｙｏｏ、“辽

东”从ｌｉｏｄｕｎ→ｌｉｙｏｏｄｕｎｇ、“轿”或”桥”从ｋｉｏ→ｋｉｙｏｏ、“教场”从ｇｉｏｃａｎ→ｇｉｙｏｏｃａｎ等。又，此变化不只出现于汉语的音译上，甚至亦见

于一些纯满文之名词，如老满文的ｉｏｎｉ和ａｉｏ（此处以ｉ表示老满文未分化前之ｉ、ｊ、ｙ），在新满文中 即 被 改 成ｙｏｏｎｉ和ａｙｏｏ。参 见 广

禄、李学智：《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与“满文老档”之比 较 研 究》，收 入 李 学 智 撰 辑：《老 满 文 原 档 论 辑》，台 北：自 刊 本，１９７１年，附 录

一，第５０ ５１页。感谢罗盛吉先生的协助。

据吴元丰、赵志强、甘德星等先生告知，老满文拼写人名时无定法可 循，《内 国 史 院 档》中 被 今 人 汉 译 作“李 耀 功”之 人，确 有

可能原名李有功。

关孝廉等译：《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中册，第１５５页。

杜家骥：《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０３ ２０４页。



图二　满文档案中的李有功／李耀功

　　又，乾隆四年（１７３９）成书的《八旗通志》（初集）中，记正白旗包衣第五参领所属第六旗鼓佐领（当

时每旗之旗鼓佐领乃统一排序，而非随其所属参领重新编号）曰：

　　系康熙十八年编立，始以 尚 兴 管 理；尚 兴 故，以 汪 义 图 管 理；汪 义 图 缘 事 革 退，以 尚 志 杰 管

理；尚志杰升任总管，以海璋管理；海璋缘事革退，以萨齐库管理；萨齐库故，以张尽孝管理；张尽

孝缘事革退，以汪世俊管理；汪 世 俊 缘 事 革 退，以 李 国 平 管 理；李 国 平 缘 事 革 退，以 都 统 偏 图 管

理；偏图故，以那尔布管理；那尔布缘事革退，以员外郎李斌管理。①

其中之李国平应就是《通谱》所称“原任员外郎兼佐领”之李有功子侄辈的李国屏。
至于《通谱》所指李有功曾孙辈中“现系举人”的李浦，应即《八旗通志·初集·选举表》中考取雍

正十年（１７３２）举 人 的 李 溥，其 籍 隶“正 白 旗 满 洲 包 衣 尚 志 舜 佐 领”②。尚 志 舜 乃 于 康 熙 五 十 二 年

（１７１３）由内务府员外郎兼管正黄旗第四参领第二旗鼓佐领③；雍正四年（１７２６）五月，历升至内务府总

管，旋接替其兄尚志杰管理正白旗第五参领之第三旗鼓佐领；雍正九年（１７３１）七月，以年老休致④。
尚志舜所管理正白旗第三旗鼓佐领之设立过程为：

　　国初编立，始以高国元管理；高国元故，以曹尔正管理；曹尔正缘事革退，以张士鉴管理；张

士鉴故，以郑连管理；郑连缘事革退，以曹寅管理；曹寅升任江宁织造郎中，以齐桑格管理；齐桑

格故，以内务府总管尚志杰管理；尚志杰年老辞退，以内务府总管尚志舜管理；尚志舜故，以员外

郎尚琳管理。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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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鄂尔泰等修，李洵、赵德贵等点校：《八旗通志（初集）》卷五，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第９０页。

鄂尔泰等：《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二六，第３４６１页。

张书才：《曹雪芹家世生平探源》，第１７页；鄂尔泰等：《八旗通志（初集）》卷四，第６７页。
《清世宗实录》卷四十四，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６６０页；《清太宗实录》卷一〇八，第４４３页。下引清代其余各朝实录均

同此本。

鄂尔泰等：《八旗通志（初集）》卷五，第９０页。



其中曹尔正与曹寅分别是曹雪芹的曾叔祖与祖父。查八旗各包衣旗鼓佐领多非世管，虽常择籍隶该

佐领中人管理，但有时亦会从同旗之人选派，内三旗且有跨旗调派的情形：如尚志杰尝管理正白旗包

衣两不同之旗鼓佐领，尚志舜更曾先后管理正黄旗和正白旗之旗鼓佐领，郑连亦尝管理正白旗和镶

黄旗之旗鼓佐领①。亦即，李国平虽曾管理康熙十八年新编之正白旗第六旗鼓佐领，但其家的旗籍应

仍属同旗早于国初即已编立之第三旗鼓佐领，此与曹雪芹一家所隶恰同。

图三　皇太极统治期间满汉文献中的曹姓官员

至于另一位音译作邵振筵／邵祯言的摆塔大，姓氏肯定有问题，此因在《通谱》所收的约八百家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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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鄂尔泰等：《八旗通志（初集）》卷三至卷十二。



姓包衣当中并无邵姓。而《内国史院档》天聪七年记载的曹恭诚、曹得功、曹德纯三人，其满文姓氏之

书写与邵振筵／邵祯言相同（图三右下），惟此三人在《崇祯长编》以及《清太宗实录》的汉文档案中，均
明确姓曹①。再者，天聪八年的汉文《清太宗实录》记“多尔衮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因有功加半

个前程”②，《内国史院档》亦记此事，而后书所载该旗鼓之满文姓名也与邵振筵／邵祯言完全相同（图

三）。知邵振筵／邵祯言确应回译作”曹振彦“才对。

二、曹振彦旗籍的演变

综前所论，曹振彦应就是前述崇德三年（１６３８）正月事件中受罚的两名阿济格王府下的摆塔大之

一，曹家至阿济格被赐死之前或一直是其所领有的汉姓包衣。他家的旗籍转折甚大：在天命（１６１６
１６２６）年间归顺之初，应隶努尔哈赤亲领的正黄旗；至迟于天命八年（１６２３）正月，该旗分拨阿济格与

多尔衮，由阿济格任旗主；至天命十一年八月，即位之初的皇 太 极 为 领 有 国 家 礼 制 上 最 尊 贵 的 黄 色

旗，曾将两白、两黄互换旗纛，曹家遂转隶阿济格所主的镶白旗；天聪二年（１６２８）三月，阿济格因私自

替幼弟多铎结亲而被革旗主，改由多尔衮掌镶白旗；崇德八年（１６４４）八月，皇太极病卒；十月左右，辅
理国政的多尔衮为提升自己的旗序地位与影响力，将所主的镶白旗与多铎的正白旗更换旗纛，并将

阿济格调入多铎新主之镶白旗③。
顺治元年（１６４４）十月，阿济格封和硕英亲王；二年八月，降为郡王；四年，始复亲王衔；四年七月，

多铎被册封为辅政叔德豫亲王；五年三月，摄政王多尔衮将肃亲王豪格削爵逼死，并代领正蓝旗；稍

后，陆续将镶白旗人调往正蓝旗，且将豪格属员调往两白旗，希冀能瓦解豪格之势力；六年三月，多铎

出天花暴卒，多尔衮于是收养其第五子多尔博④，并兼领镶白旗；六、七月间，更调镶白旗护军统领阿

尔津、固山额真韩岱、礼部尚书觉罗郎球等要角入正蓝旗；十月，封多铎长子多尼为和硕亲王、阿济格

第五子劳亲（又作楼亲）为亲王；七年八月，以“和硕亲王之下、多罗郡王之上，并无止称亲王之例”，改
封劳亲为多罗郡王。

顺治七年（１６５０）十二月，多尔衮猝逝，企图争取摄政王地位的阿济格在权力斗争中失败，多尼自

镶白旗调入正蓝旗掌旗；八年正月，多尔博袭爵并掌两白旗，多尔衮被追尊为成宗义皇帝，阿济格遭

幽禁，将他先前取自多铎的七牛录拨还多尼，且籍其原属十三牛录归皇帝，并降劳亲为贝子，夺多尔

衮所给与之四牛录；二月，封多尼为和硕信亲王，稍后，论多尔衮罪，其封典悉遭追夺，两白旗亦被没

入，嗣子多尔博归多尼，并令豪格之子富寿（又作”富绶“，封和硕显亲王）主镶白旗；闰二月，降劳亲为

庶人，籍没牛录，并将其给与和硕巽亲王满达海为奴；十月，阿济格遭赐死，九年三月，已故之多铎因

受多尔衮案之牵连，而与多尼同降为多罗郡王；十八年十月，劳亲被命自尽⑤。
虽然多尔衮似曾起意调多铎入主正蓝旗，以取代豪格的势力，但此事却因多铎与多尔衮的先后

猝逝而未及执行。据《清实录》在顺治八年正月甲寅条所议阿济格罪状之长篇记述⑥，知摄政的多尔

衮在多铎死后，因不允阿济格欲封叔王的公开要求，彼此间的关系相当紧张，阿济格被严命“勿预部

务及交接汉官”⑦，且禁其与同在镶白旗的多尼往来。稍后，多尔衮因无子而过继多尔博，或为在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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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汪楫等：《崇祯长编》卷三十二，第１８５页，台北：“中央硏究院”历史语言硏究所，１９６２年影印清钞本；《清太 宗 实 录》卷 十 三，

第１８６页；卷十四，第１９１页。
《清太宗实录》卷十八，第２３７页。

此节中有关清初八旗领属关系的改变以及阿济格兄弟生平的叙事，均请参见杜家骥：《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第１４９ ２０６
页；《清世祖实录》卷十至卷六十三。

铁保等纂修：《钦定八旗通志》卷一二五，台北：台湾学生书局，影印嘉庆四年刊本，第２９页。

此据郭强等编：《爱新觉罗宗谱》第１１册，北京：学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５６３１页。惟《清史稿》中以 劳 亲 与 父 阿 济 格 同 遭 赐

死，参见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二一七，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点校本，第９０１８页。
《清世祖实录》卷五十二，第４０６ ４０９页。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四，第３５６页。



间有所平衡，亦将劳亲调入正白旗①。但从他在封多尼为和硕亲王那天，同时分封了六十多位宗室爵

位，六天后却又单独封劳亲为亲王（因阿济格抗议而不得不然？），并于顺治七年（１６５０）八月另以典制

中无“亲王”一阶为由，改封劳亲为多罗郡王等事②，知诸侄在其心中之地位高下。很可能为避免伯侄

间的摩擦，多尔衮更将多尼的部分下属陆续调往己所掌握的正蓝旗。阿济格虽宣称多尔衮在生前告

知后悔抚养多尔博，并企图逼两白旗官员承认劳亲系其阿哥，且积极笼络正蓝旗之人，惟因这三旗的

重臣极力抗拒阿济格与劳亲父子之吞并，遂令皇权在此次政争中大胜，阿济格兄弟三支亦从政治舞

台消失或淡出。
阿济格自皇太极即位以来虽始终籍隶镶白旗，然曹振彦家族后来的旗分却不同。查满文的康熙

二十九年（１６９０）《内务府行文档》以及雍正七年（１７２９）《内务府奏销档》，分别指称曹振彦的子孙隶于

“桑格（或译作‘三格’）佐领下”和“尚志舜佐领下”，而齐桑格与尚志舜恰曾先后管理正白旗包衣下第

五参领之第三旗鼓佐领（见上节），因知此佐领应为曹家旗籍之所隶③。无怪乎，曹雪芹家族入关后亦

尝两次管理此佐领，而曹振彦或早于天聪朝即已管理过此牛录。亦因如此，当曹雪芹的姑姑于康熙

四十五年（１７０６）嫁与镶红旗王子纳尔苏时，即曾“蒙恩命尚之杰（农按：应即时任内务府郎中且隶属

同一佐领的尚志杰）备办”④。
又，乾隆《通谱》中记曹雪芹家族曰：

　　曹锡远，正白旗包衣人，世居沈阳地方，来归年分无考。其子曹振彦原任浙江盐法道；孙曹

玺原任工部尚书，曹尔正原任佐领；曾孙曹寅原任通政使司通政使，曹宜原任护军参领兼佐领，
曹荃原任司库；元孙 曹颙原 任 郎 中，曹 俯 原 任 员 外 郎，曹 颀 原 任 二 等 侍 卫 兼 佐 领，曹 天 佑 现 任

州同。⑤

同样指出曹家隶正白旗。但在嘉庆四年（１７９９）出版的《钦定八旗通志》中，则以其籍隶正白旗包衣第

五参领第一旗鼓佐领，此因当时已将各参领所属之佐领分别编列顺序，而非如先前每旗统一排序⑥。
亦即，曹振彦自天命八年（１６２３）以来一直是阿济格府中的汉姓包衣。天聪八年（１６３４）的《内国

史院档》和《清实录》指其是“ｍｅｒｇｅｎ　ｄａｉｃｉｎｇ（墨尔根戴青）ｂｅｉｌｅ（贝勒）ｉ（属下）ｃｉｇｕ（旗鼓）ｓｏｏ　ｊｅｎ　ｙａｎ
（曹振彦）”，惟此或用来指称他当时乃隶于多尔衮担任旗主之镶白旗⑦。其中满文的ｉ虽常有”私属”
之义，然《实录》亦屡见将“属下”一词用来描述旗主或三异姓王与其所统帅之人的关系，如天聪八年

四月辛酉条之“命礼部大臣及额尔克楚虎尔贝勒多铎属下官员设宴饯之”、顺 治 六 年 九 月 己 巳 条 之

“靖南王耿仲明属下牛录章京魏国贤、旗鼓刘养正隐匿满洲家人”、顺治十四年正月丁未条之“以靖南

王属下阿思哈尼哈番吕应学为都督同知”等⑧。又因文献中未见天聪八年至崇德三年间多尔衮所属

牛录曾罚给或转给阿济格的记事，故笔者暂仍倾向“多尔衮属下旗鼓牛录章京曹振彦”乃指曹振彦是

旗主多尔衮的旗下官员。
综前所述，曹家的旗籍是由努尔哈赤所主的正黄→阿济格的正黄→阿济格的镶白→多尔衮的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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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清顺治六年（１６４９）十一月，阿思哈自正蓝旗护军甲喇章京调入正白旗，担任亲王劳亲（译文作“罗秦”）王府之长史。参见关

孝廉等译：《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下册，第６８页。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六，第３６９ ３７０页；卷五十，第３９７页。

周汝昌先生误认曹寅和曹宜籍隶两不同参领，事实上，曹寅、曹宜、曹荃等堂兄弟均属于同一佐领。参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

案部编：《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第１８９ １９０页；刘小萌：《清代北京 旗 人 社 会》，北 京：中 国 社 会 科

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５１１页；周汝昌：《红楼家 世：曹 雪 芹 氏 族 文 化 史 观》，哈 尔 滨：黑 龙 江 教 育 出 版 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５２页；张 书 才：
《曹雪芹家世生平探源》，第１６ １８、６６ ６８页。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４２页。

弘昼等编：《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七十四，第８　 ９页。

铁保等纂修：《钦定八旗通志》卷七，第３３页；张书才：《曹雪芹家世生平探源》，第１８页。

参见楠木贤道等译注：《内国史院档·天聪八年》，东京：东洋文库，２００９年，第１１７页；杜家骥：《八旗与清朝政治论稿》，第５８
页。感谢杜家骥教授之提示。

《清太宗实录》卷十八，第２３７页；《清世祖实录》卷四十六，第３６６页；《清世祖实录》卷一〇六，第８２３页。



白→多铎的镶白；顺治六年（１６４９）三月多铎死后，归多尔衮所主的镶白，八年（１６５１）正月多尔衮死后

归多尔博所主的镶白①，至阿济格被削职并黜宗籍后，由于其遭籍没的十三个牛录陆续又被分拨镶

黄、正白、正蓝、镶白等旗，知曹家或又因此直属顺治皇帝之正白旗。此后，曹家的旗分即固定，成为

内务府三旗下的皇属包衣，且与曾担任他家旗主的阿济格三兄弟之裔孙分道扬镳。

三、曹学与红学的回响

先前曹学界虽曾铺天盖地爬梳相关材料，但由于汉人姓名的满文书写体在入关前常未能一致，
且因满文无声调，故在回译成汉字时，往往出现人同名异的状况。笔者就在后人汉译的满文档案中，
发现曹谨言、曹金颜、邵振筵、邵祯言等人名，均应回译作“曹振彦”。此一案例除提供曹学新的材料

与视角外，或亦可对满学该如何处理满汉名之对译有所启发。
本文中有关曹振彦长期隶属阿济格王府下汉姓包衣的新发现，让我们有机会疏理“丰润说”正反

两派所提出的“矛盾”论据。虽然曹振彦与丰润曹邦的领主不同，但他们于顺治朝尝共隶相同的旗主

（先后为曾掌两白旗的多尔衮、多尔博以及拥有上三旗的福临），且两家的身份、地位与背景接近，又

均认曹彬为显祖②；无怪乎，曹振彦之孙寅与邦之族孙钊、 、 屡以“兄弟”或“骨肉”相称。然而，此

一关系的厘清恐亦将松解曹雪芹祖籍在丰润一说的主要证据③。
再者，曹雪芹先祖与阿济格之间此一未为前人所知的主从关系，亦让我们得以重新追索为何《红

楼梦》早期的核心读者或书写脂评之人（如敦敏、敦诚、额尔赫宜、明义、永忠、淳颖等），竟有如许多是

阿济格的裔孙及其亲友，此对我们深入理解曹雪芹的创作心态又有何新意？篇幅所限，笔者将另文

再就教于诸先进。

附记：感谢庄吉发、甘 德 星、吴 元 丰、赵 志 强、罗 盛 吉 诸 位 先 生 就 满 汉 人 名 对 译 所 提 供 的 专 业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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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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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先前学界的认知不同，此因当时尚不知阿济格是曹振彦 的 家 主。参 见 黄 一 农：《ｅ 考 据 时 代 的 新 曹 学 研 究：以 曹 振 彦

生平为例》，《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１年第２期；杜家骥：《曹雪芹祖上之隶旗与领主的多次变化》，《红楼梦学刊》２０１１年第３辑。

惟两家的远祖记忆有可能均属攀附擅托。参见黄一农：《曹孝庆家 族 在 江 西 迁 徙 过 程 新 考》，《清 华 学 报》待 刊；黄 一 农：《重

探曹学视野中的丰润曹氏》，《红楼梦学刊》２０１１年第３辑。

此段参见黄一农：《丰润曹邦入旗考》，《中华文史论丛》２０１１年第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