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满洲“八著姓”与清初政治

AbstrAct:

The Eight Noted Surnames of the Manchus were influential social group-

ings of the Later Jin dynasty and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ere were many 

different explanations of the Eight Noted Surnames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areas. The imperially authorized Baqi Manzhou Shizu Tongpu (Gen-

eral Genealogy of the Clans of the Eight Manchu Banners) delineate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Eight Noted Surnames of the Manchus, which were (in 

Chinese transliteration) specifically Gua’erjia, Niuhulu, Shumulu, Hesheli, 

Tatala, Yi’ergenjueluo, Tongjia and Nala. The members of the Eight Noted 

Surnames of Manchu submitted to the court of the Later Jin dynasty at a 

very early date. The many preeminent clans became the new aristocracy be-

cause of their eminent military deeds. They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mil-

itary, the political establishment and cultural lif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Later Jin dynasty and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ey became the pillar of 

the political power of the Manchu aristocracy. Their families and the gov-

ernment were bound together by common interests, which meant that they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and consolidation of Man-

chu power during the Later Jin and the early 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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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满洲八著姓是后金和清朝前期的一个颇具影响的社会群

体。关于满洲八大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均

有着各异的说法。其源头始于清高宗钦定的《八旗满洲氏

族通谱》，对满洲八个著姓作了界定，依次为瓜尔佳氏、

钮祜禄氏、舒穆禄氏、赫舍里氏、他塔喇氏、伊尔根觉罗

氏、佟佳氏、纳喇氏。八著姓皆以归附早、军功卓著，为

辽左望族、满洲新贵，他们均有杰出的代表人物。八个著

姓在后金和清朝前期的军事、政治、文化等方面均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成为满洲贵族政权大厦的柱石。为满洲政权

在后金和清前期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非凡的贡献。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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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古以来，历代新王朝的创立皆离不开世家大

族的鼎立支助。这些世族新贵既是国家开创的勋戚，

也是新朝政权大厦赖以支撑的柱石。此等名门望族与

以皇权为主体的国家相互依存，对王朝的政治取向影

响颇大。努尔哈赤、皇太极等正是紧紧地依靠了满洲

八个 “著姓” 等势力，方使清王朝迅速发展壮大，问

鼎中原，统一全国。清初以来，八 “著姓” 形成大家

巨族，子姓繁多，部分家族成为满洲社会的新贵族，“其

名字軗纾人口，其威望倾一时，其勋绩阀阅满天下” 1
。   

乾隆中叶以降，满洲 “八大姓” 的说法在北方社

会流传甚广，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一些文献所载多有歧

异。光绪时人杨同桂《沈故》卷一《满洲八大姓》即称：

世传以瓜尔佳氏、钮祜禄氏、舒穆禄氏、

纳兰氏（即纳喇）、董鄂氏、辉发氏、乌喇氏、

伊尔根觉罗氏、马佳氏为满洲八大家。按 ：

瓜尔佳、钮祜禄、舒穆禄为金之旧姓，俱见

《金史》。董鄂、辉发、乌喇、马佳乃以地为氏。

董鄂在今兴京境，乌喇在今吉林境，辉发在

今海龙、吉林交界处，而哈达、乌喇、辉发

三国其先又均姓纳兰（即纳喇），唯伊尔根

觉罗未详所始。2

清末民初的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亦云： 

满洲八大姓，为钮祜禄氏（译姓郎）、

瓜尔佳氏（关）、舒穆鲁氏（舒）、那拉氏

（分叶赫、辉发二那拉，其初皆地名）、完颜

氏（王，或有姓金者）、富察氏（傅）、费莫

氏（费）、马佳氏（马）、章佳氏，实为九姓。

然费莫、马佳二姓乃一族也 3。

近人徐珂辑《清稗类钞・姓名类・满洲八大贵族

之姓》描述得更具体： 

满洲族氏，以八大家为最贵，一曰瓜尔

佳氏，直义公费英东之后 ；一曰钮祜禄氏，

宏毅公额亦都之后 ；一曰舒穆禄氏，武勋王

杨古利之后 ；一曰纳喇氏，叶赫贝勒锦台什

之后 ；一曰栋鄂氏，温顺公何和哩之后 ；一

曰马佳氏，文襄公图海之后 ；一曰伊尔根觉

罗氏，敏壮公安费（扬）古之后 ；一曰辉发

氏，文清公阿兰泰之后。凡尚主、选婚，以

及赏赐功臣奴仆，皆以八族为最 4。

 此外，尚有《吉林他塔拉氏家谱》、《库雅喇氏

源流考》，以及民国时期修的《宁安县志》、《兴京县

志》、《凤城县志》等记述的 “八大姓” 互有差异 5
。

然而，究其诸种说法的源头当为乾隆初年修竣的

钦定《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以下简称《通谱》）。《通

谱》“满洲姓氏” 中明确标注满洲 “著姓” 的，分别为

瓜尔佳氏、钮祜禄氏、舒穆禄氏、赫舍里氏、他塔喇氏、

伊尔根觉罗氏、佟佳氏、纳喇氏。并无前文所录的董

鄂氏、辉发氏、乌拉氏、马佳氏、栋鄂氏、完颜氏、

富查氏、费莫氏等姓。很显然 , “八大姓” 随着时间

的变化，前后姓氏的差别很大。

满洲八个 “著姓” 的形成与演变历时一个半多世

纪，他们人口较众，散处于东北广袤的土地，“虽系

1 〔清〕魁升：《吉林他塔喇氏家谱》，见《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
（民族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 43册，第 795页。

2 〔清〕杨同桂：《沈故》卷一《满洲八大姓》，衍文一姓，收入《辽
海丛书》第一册，辽沈书社，1985年。

3 〔清〕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第 47页。

4 〔清〕徐珂辑：《清稗类钞》第五册《姓名类》，中华书局，1984年，

第 2144－ 2145页。

5 〔民国〕《兴京县志》记载满洲八姓为佟佳氏（佟）、瓜尔佳氏（关）、
马佳氏（马）、索绰罗氏（索）、齐佳氏（齐）、富察氏（富）、纳喇氏（那）、
钮祜禄氏（郎）。《凤城县志》与前志所不同之处，将索绰罗氏改为赫

舍里氏（索）。这是区域不同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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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姓，各自为族” 1
。同姓氏族又以某一地方之姓为显。

伴随某些氏族势力的盛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

的地域，加上满名改汉姓等因素，满洲 “八大姓” 多

有更迭。因而，史籍所载 “八大姓” 的名称也就不尽

相同。但他们都是由起初的满洲“八著姓”演绎而来的。

清初八个 “著姓” 为辽左名家，不少家族成员皆为后

金（清）的开国元勋、朝廷柱石。在清前期的政治生

活中 ,他们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

八个 “著姓” 皆为满洲八大新贵，即辽左八家望

族，他们本家族都有杰出的代表人物。据《通谱》所载，

八 “著姓” 依次如下：

（一）瓜尔佳氏 2瓜尔佳，本系地名，因以为姓。

该氏族繁盛，多数分居于苏完、叶赫、讷殷、哈达、

乌喇、安褚拉库、蜚悠城、瓦尔喀、嘉木湖、尼马察、

辉发、长白山，少数散处于费德里、虎尔哈、殷、雅

尔湖、吉阳、沾、噶哈里、盖鸡、松花江、黑龙江、

聂尔巴、佛讷赫、兴堪、乌费和罗、浑春、嘉通阿福

新得希莽坎、辽河、马察、伊兰倭赫、卦尔察、囊武、

尚阳堡、绥芬、扎库塔、界凡、沈阳、白都讷、宁古塔、

佛阿拉、铁岭、伏尔哈、札库木、尼雅、伊苏河、嘉

拉库、董鄂、法尔哈、新屯、吉颜、塔山拜晋、穆溪、

白河、海兰、福城、安图、台山、多巴库、色钦、平

原堡、拉发、洼木村、五姓庄、鞍山、法沙喇、沙济城、

吉林扈伦、萨哈连倭赫、石哈斯霸、英额、五间房、

凤凰城、安巴布尔哈图、东、老寨子、山答铺、登色村、

嫩河、吉林乌喇、费雅达玛、鄂诺、商颜和罗、殷达浑、

伊麻齐、西林木伦、西哈诺尔、布兼泰、安巴德普。

瓜尔佳氏为 “满洲著姓”，而 “居苏完者尤著”。

先有佛尔和、尼雅哈齐、珠察，同胞三兄弟居住苏完

地方。珠察的四世孙索尔果为苏完部长，有子十八，

“其族最盛”。族人影响大者，是索尔果之次子镶黄旗

人费英东扎尔固齐，其次子索海、七子图赖；费英

东第六弟巴本、七弟郎格、八弟雅尔巴、九弟卫齐，

卫齐之次子卓普特、三子鳌拜巴图鲁、四子巴哈、六

子穆理玛，第五弟吴尔汉之次子吴赖，费英东兄阿都

巴颜之孙希福；同族正白旗人三谭、扎鼐、克尔素、

达古善、尼堪等。

（二）钮祜禄氏 3钮祜禄，原系地名，因以为姓。

其氏族甚繁，集中居住在长白山、英额地方，少数

散居于安图瓜尔佳、瓦尔喀、札库木、倭济、浑春、

佛阿拉、辉发、三虎石、倭赫法三、瓦色、德理倭赫、

讷殷、钮祜禄、哈达、沙晋倭赫、玛尔敦、陵和罗、

巴尔达、嘉木湖、黑林台等地。

钮祜禄氏为 “满洲著姓”，而 “居长白山者尤著”。

先有索和济巴颜，子兆三巴，孙德鲁拉哈，曾孙萨尔

都巴图鲁，玄孙阿灵阿巴颜，第四代孙都灵格，第五

代孙额亦都巴图鲁，“其族最盛”。族人影响大者，镶

黄旗人宏毅公额亦都，还有其三子车尔格、八子图尔

格、十子宜尔登、十一子鄂德、十三子绰哈尔、十五

子索浑、十六子遏必隆，堂伯萨穆哈图，叔祖额素勒

勒巴克什，同族萨哈多齐，世居长白山的清山、图哈

泰等。

（三）舒穆禄氏 4舒穆禄氏族集中居住库尔喀、

浑春、朱舍里，其余散处于吉阳、哈尔敏、沾河、雅

尔湖、叶赫、爱新和罗、黑龙江、虎尔哈、伊兰费尔

塔哈、乌喇、石坝尔台、瑚普察、绥芬、呼兰、辉发、

讷殷江、精琦里、哲林、山岔、英额、山秦、诺殷江、

1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二十二《纳喇氏》，辽海书社，1989年。 
2 同上卷一至卷四《瓜尔佳氏》。

3 同上卷五《钮祜禄氏》。
4 同上卷六《舒穆禄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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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达、榆树沟、诺洛、松花江、叶赫、浑秦布喇、松

阿里海兰、拉门穆瑚、羊羔屯、舒穆、沈阳、殷达浑、

萨尔碧图等处。

舒穆禄氏为 “满洲著姓”，而居 “库尔喀者尤著”。

族人影响大者，该部长郎柱长子、正黄旗人杨古利，

及其弟楞格理、纳木泰、谭泰、谭布，族侄伊尔德、

额尔济赫，同族富达礼、朱策、吴勒、岱都喀，以及

世居该地的倭赫等。

（四）赫舍里氏 1赫舍里原系河名，因以为姓。

氏族散处于都英额、和多穆哈连、齐谷、哈达、叶赫、

辉发，以及黑龙江穆理哈村、乌喇、沙尔虎、瓦尔喀、

扎库木、塔山堡、哈尔敏、长白山、赫席黑、白河、

赫舍里河、特分、雅兰、佛阿拉、绥芬、福尔建哈达、

诺尔、瑚普察、松花江、滹野、德得和村、白都纳等地。

赫舍里氏为 “满洲著姓”，先是穆瑚禄都督世居

都英额地方，后迁居白河，再迁哈达之地。穆瑚禄

生九子，七子特赫讷的第三子瑚什穆巴彦，生二子，

兄曰硕色巴克什、弟曰希福巴克什，兄弟二人各率所

属来归，皆隶正黄旗。这是一个文化世家，多人深闇

文墨，兼通满、汉和蒙古语言文字，在后金政治文化

建设上起到了它族无法取代的作用。其中影响大的，

诸如硕色巴克什、索尼巴克什、希福巴克什、额尔德

尼巴克什等。

（五）他塔喇氏 2该族多数人世居扎库木、安褚

拉库。余者散居在讷殷江、瓦尔喀、宁古塔、长白山、

马察、占河、扎克丹、乌苏、伊兰木、乌喇、海州、

萨尔湖、十方寺、吉林乌喇等处。

他塔喇氏为 “满洲著姓”，族人影响大者，居住

扎库木的正白旗人岱图库哈理，其亲弟达音布、弟

阿尔泰，兄镶黄旗包衣人达瑚巴颜；同族正白旗人朱

鲁西尔哈、萨弼图，镶白旗人鼐格，镶红旗人郎格，

镶蓝旗人和索理，正蓝旗人巴达巴颜；居住安褚拉库

的正红旗人罗屯、穆富阿、罗礼穆都；其它地方的正

黄旗人纳林，正红旗人玛富他，镶白旗人宁古齐等。

（六）伊尔根觉罗氏 3觉罗为 “满洲著姓”，内有

伊尔根觉罗、舒舒觉罗、西林觉罗、通颜觉罗、阿颜

觉罗、呼伦觉罗、阿哈觉罗、察喇觉罗等氏。其氏族

繁衍于穆溪、叶赫、嘉木湖、兴堪、萨尔湖、呼讷赫、

雅尔湖、乌喇、瓦尔喀、松花江、阿库里、佛阿喇、

哈达。汪秦等地方。

该族伊尔根觉罗氏人数众多，影响大者，穆溪

地方的正蓝旗人阿尔塔什、齐玛塔、萨穆察、噶哈；

叶赫地方的正黄旗人巴雅尔图什，镶黄旗人富拉塔，

镶蓝旗人卢巴海，正蓝旗人金泰；嘉木湖地方的镶白

旗人噶哈善哈思瑚，镶黄旗人拉哈，兴堪地方的正蓝

旗人朱瑚达；萨尔湖地方的正黄旗人瓜喇、拉哈墨

尔根，镶白旗人罗洛浑、格善，正蓝旗人色伯察哈；

呼讷赫地方的镶红旗人噶盖扎尔固齐、孟格图、阿尔

哈巴颜，正蓝旗人纳齐布，正白旗人瑚密色；雅尔湖

地方的正白旗人桑古尼、哈尔巴巴图鲁；瓦尔喀地方

的正黄旗人赫臣、喀齐兰、卓礼喀；松花江地方的镶

黄旗人顾乔、雅尔布。其次，舒舒觉罗氏：叶赫地方

的镶黄旗人硕翁科洛巴图鲁图鲁什、费扬古。第三，

西林觉罗氏：汪秦地方的镶蓝旗人屯台鄂拜、西楞额。

另外还有尼马察地方的镶白旗人雅尔纳、长白山地方

的正白旗人楚阳阿等。

（七）佟佳氏 4佟佳本系地名，因以为姓。其氏

族甚繁，散处于马察、雅尔湖、加哈、佟佳、长白山、

勒府屯、哈达、萨木占、扎库木、把尔达、费德里、

土木屯、佛阿拉、乌喇、俄漠和苏鲁、讷殷、哈尔敏、

1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九至十《赫舍里氏》。
2 同上卷十一《他塔喇氏》。

3 同上卷十二至十八《伊尔根觉罗氏》。
4 同上卷十九至二十《佟佳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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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赫、辉发萨哈尔察、白都讷等地。

马察地方的佟佳氏为 “满洲著姓”，族人影响大者，

正白旗人巴笃理扎尔固齐，同族人雅西塔，哲克锡巴

班；雅尔湖地方的正白旗人达尔汉侍卫扈尔汉，正红

旗人岱嵩阿；加哈地方的正蓝旗人浑托和，镶红旗人

苏敏都都，镶黄旗人萨穆什喀；佟佳地方的镶黄旗人

佟养正、佟图赖、佟国纲、佟国维、佟养性、佟养材，

同族镶蓝旗人努颜、噶哈、阿尔瑚理，正蓝旗人佟山、

佟养泽；长白山地方的正红旗人尼堪洪科；勒府屯地

方的正蓝旗人夸山等。

（八）纳喇氏 1纳喇氏为 “满洲著姓”，其氏族散

居于叶赫、乌喇、哈达、辉发，以及伊巴丹、费德里、

张（地方）、尼马察、老寨子、科尔沁、长白山、辽阳、

易州、伊兰费尔塔哈、嘉木湖、萨尔湖、扎库木、清河、

董鄂、布尔哈图、米山、舍里、佛阿拉、德库、沈阳、

齐齐哈尔、镰刀把（地方）、黑山、额尔敏、雅尔湖、

乌克敦、浑都和色等地。

该族人影响大者，叶赫地方的正黄旗人金台石

（一名作锦台什），及正红旗人布扬古，正白旗人苏纳

额驸、阿什达尔汉柏尔赫图，镶白旗人克锡讷；乌喇

地方的正白旗人达尔汉、阿布泰、爱音谷鲁、阿拜、

喀喇，镶白旗人图达理、常住，镶红旗人罗萨，正黄

旗人博瑚察；哈达地方的镶黄旗人吴尔瑚达、海塔，

镶白旗人苏巴海，正红旗人约兰；辉发地方的镶红旗

人通贵，正蓝旗人三檀、硕色吴巴世，镶黄旗人博尔

济；伊巴丹地方的镶红旗人巴奇兰；张地方的镶黄

旗人恳，正白旗人札拉库哈思瑚，正红旗人多博诺、

哈克萨哈等。

三

满洲八 “著姓” 的新贵标识显著，集中体现在以

下四个方面：

（1）举族率部，先期归附

满洲八 “著姓” 的绝大多成员，特别是一姓居某

地 “尤著”者，皆为国初天命年间投奔大汗努尔哈赤的。

例如，苏完地方瓜尔佳氏费英东，天命时，随父索尔

果带领五百户人口，率先来归，努尔哈赤予以嘉奖。

长白山地方的钮祜禄氏额亦都，青年时代就率族人

青壮年，跟从努尔哈赤攻城野战数十载，得到褒奖。

库尔喀地方的舒穆禄氏郎柱部长，很早就拥戴努尔哈

赤，深得太祖厚遇。都英额地方的赫舍里氏的硕色、

希福兄弟率所属，投奔太祖，一门文馆之臣，颇受青

睐。此时期归来的尚有扎库木地方的他塔喇氏岱图

库哈理，率子孙、族人及地方五十户来附。穆溪地

方的伊尔根觉罗氏阿尔塔什，率七村户口前来投顺。

马察地方的佟佳氏巴笃理，率五百户来归。叶赫地方

的东城贝勒纳喇氏金台石，在努尔哈赤征服叶赫时，

率人员最盛之族投归等。

天聪年间来附者有，瓜尔佳氏达兰、都智罢等、

穆舒、特库尹等；纽祜禄氏莽喀纳宁滚占岳波、杨

安、巴颜图、舒赫德等；舒穆禄氏郎善、德库、雅瑚、

觉齐那等；赫舍里氏岳色、布占、何书勒、富色克、

魁德、拉柳等；他塔喇氏纳林、礼当阿、那海、善福等；

伊尔根觉罗氏屯布禄、王山、安达理、和络穆、巴林、

郭礼等；佟佳氏刚固、萨穆什塔、德备、丰阿、哈普

塔伊拉亲、舒山、博惠等；乌拉纳喇氏古鲁格楚瑚尔、

星格理、额塞、赖都、楞僧吉、尼雅哈叶赫齐等。他

们或率众而来，或受它族侵凌来附，或只身来投后金。

1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二十二至二十四《纳喇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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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分来归之人，数量较少，业绩不显，对清初政治

影响甚微。

八 “著姓” 率大量族属民众来归，扩充了建州女

真的社会基础，增强了满洲的综合实力，同时也极大

地影响了周围部族的向背，加速了后金势力范围的扩

大，为努尔哈赤实现统一女真、与明廷抗礼、挺进辽

东、占据辽西的战略部署，创造了有利条件。

（2）单独编置佐领，家族世袭掌管

“八旗为国家根本” 1
。八 “著姓” 的族人先后编

入满洲八旗之中，成后金社会的正式成员和军事骨

干。相当一部分精干力量均纳入大汗亲将的两黄旗，

成为满洲势力的中坚。入关后，又纳入皇帝自领的 “两

黄一白” 的 “上三旗”。八旗旗分佐领是文武官僚立身

于满洲社会之根，对八著姓来说尤为重要。

诸如，苏完部长瓜尔佳氏索尔果的子孙编入镶

黄旗满洲都统第二参领所属的 3个佐领，即第七佐

领，始以索尔果第五子吴尔汉管理，继以其弟二等

阿思哈尼哈番吴赖管理；吴赖故，其弟一等阿思哈

尼哈番巴赛接替，续以吴赖之子三等侍卫多敏管理；

再续以多敏之子二等阿思哈尼哈番、护军参领古德

管理；古德缘事革退，以巴赛之子护军参领勒和德

管理，续以勒和德之子三等侍卫色尔图浑管理；续

以吴赖之孙都统布尔寨管理，继之古德之子一等侍

卫吴克登管理；后由吴克登之弟一等阿达哈哈番多

进管理，再续以勒和德之孙拜他喇布勒哈番南泰管

理；南泰阵亡，其子贵山管理；续以札尔赛之子永

宁管理；永宁故，以其子双禄管理；双禄故，以其

弟兴禄管理。第八佐领，以索尔果第九子、盛京八

门总管卫齐与其子弟管理。第十二佐领，由索尔果

之孙查喀尼及其子侄管理 2
。舒穆禄氏部长郎柱的

子孙被编入正黄旗满洲都统所属的第二参领第五佐

领，此系以超品公额驸杨古利编立，始令巴尔布管理，

其故，以郎中吴班管理；吴班故，令杨古利长子阿

哈丹管理；阿哈丹故，以公福善之弟郑安管理；郑

安故，以福善之子公海金管理；海金故，以其弟额

楞格管理；额楞格缘事降调，以其子额勒登额管理；

额勒登额故，以其子舒玉本管理；舒玉本缘事革职，

以其伯祖之三世孙阿克东阿管理 3
。八著姓所编佐领

主要分两类，多为 “国初各部长率属来归，授之佐

领，以统其众者”，名曰 “勋旧佐领”；少数 “率众归

诚，功在旗常，赐户口者”，称为 “优异佐领” 4。满

洲八旗的将士，“其尊者，无事则为公卿，有事则为

将帅；其卑者，时而耕于野，时而搜于郊”5。在《通谱》

记载一个较普遍的史事，即较多现职的高中级的文

武官员兼任佐领一职，例如，镶黄旗瓜尔佳氏费英

东的五世孙哈达哈承袭三等公，“现任都统、议政大

臣、领侍卫内大臣、工部尚书，兼佐领” 6
。这些望

族的骨干在清初社会上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他们

无论官居何职，都不能脱离其立足于满洲社会根基

的旗分佐领。

（3）开国建功，官位显赫

八 “著姓” 归附时间早，几十年来跟随努尔哈赤、

皇太极南征北战，对后金政权的草创和发展，均做

出了突出的贡献。尤其是在与明廷抗衡的战争中，

军功显赫，例如，萨尔浒之战、辽阳之战、锦州之战、

宁远之战、山海关之战，以及民族征服战争等，他

们浴血奋战，前仆后继 ,取得了满洲政权首脑的信赖，

执掌着中央枢要机构和地方的文武职能部门。乙卯

1 《乾隆起居注》乾隆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2 〔清〕纪昀等：《钦定八旗通志》卷二《旗分志二》，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2年。

3 同上，卷四《旗分志四》。
4 〔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之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5 〔清〕金德纯：《旗军志・题辞》，见《辽海丛书》第四册，辽沈书社，

1985年。

6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一《瓜尔佳氏・费英东扎尔固齐》。文武
官员兼任佐领者，不胜枚举，将另作专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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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万历四十三年，1643 年）十一月，努尔哈赤统

一了女真诸部后，整顿八旗建制，设置理政听讼五

大臣、扎尔固齐十人，佐理国事。瓜尔佳氏费英东、

纽祜禄氏额亦都、佟佳氏扈尔汉 1 等充当五大臣。

另外，如八大臣、十六大臣、议政大臣、辅政大臣

等，均有八著姓多名人员充任，参与军国重务的赞

决。而出任六部尚书、侍郎、领侍卫内大臣、都统、

驻防将军等军政要职，以及地方督抚大吏、府州县

官之人亦为数不少。

以镶黄旗人瓜尔佳氏费英东家族为例，他自少从

征三十余年，屡立战功，历任五大臣、都统，佐成帝业。

其嫡曾孙富尔丹任领侍卫内大臣、吏部尚书、靖边大

将军；其弟哈达哈任都统、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

工部尚书。费英东第四子托辉原任散秩大臣；第六子

索海历任刑部尚书，其子多颇络任副都统；第七子图

赖子颇尔喷领侍卫内大臣，其子永谦任副都统，其孙

永泰原任副都统，曾孙马尔泰由都统署理川陕总督巴

灵阿任副都统，马尔萨由内大臣兼参赞大臣；费英东

第七弟朗格历任尚书、议政大臣，其孙席下臣历任都

统、镇西将军；第八弟雅尔巴曾孙罗密原任副都统；

第九弟卫齐次子卓普特历任都统，三子鳌拜巴图鲁为

辅政大臣，其子纳穆福任领侍卫内大臣，孙曾孙岱屯

任散秩大臣达礼善原任副都统；卫齐第四子巴哈任内

大臣，巴哈次子苏尔达任领侍卫内大臣，八子瓜尔察

领侍卫内大臣；第四弟音达户齐的长子杨善任十六大

臣，其曾孙鄂奇任兵部侍郎，杨善之子罗硕原任内阁

学士，兼礼部侍郎；音达户齐次子宜荪任十六大臣、

兵部尚书；第三子吉荪历任礼部尚书，其子吴丹历任

副都统；第五子吉赛之弟纳都祜历任都察院副都御

史，副都统；第五弟吴尔汉次子吴赖历任都统，其子

拉哈原任副都统布尔赛原任都统 2。其余诸大姓子弟

情况相似。可见八著姓子弟把握着整个国家机器。

（4）与皇室联姻，密切血缘纽带

清入关前，努尔哈赤、皇太极等就同女真、蒙古、

朝鲜、尼堪（满文 nikan，汉人）等部族实行联姻政

策，相互通婚，加强血缘裙带联系，以巩固满洲民族

共同体。这一策略的实行效果颇佳。一方面，早期出

于政治集团利益的需要，满洲贵族与一些相关部族直

接通婚；入关后，皇族的婚配逐步规范，主要在满

洲八旗范围内，以“选秀”的方式为挑选后妃及宗室

子弟的配偶，也选部分汉官之女子为妃。另一方面，

汗或皇帝以“指婚”的形式，将成年皇室（包括宗室）

女子有目的下嫁，包括满洲、蒙古族、汉族等显贵。

因八“著姓”的特殊地位，他们与皇室之间的姻缘联

系更为紧密。诸如，太祖后妃 14 位，八著姓女子有

10 位，纳喇氏 4人（其中孝慈高皇后系叶赫纳喇氏

阿什达尔汉之姐，为太宗生母）、佟佳氏 1人、觉罗

氏 4人、纽祜禄氏 1人；太宗后妃 15 位，其中以“五

宫”为核心的科尔沁蒙古博尔济吉特氏等 6人，八著

姓女子 5位，纽祜禄氏 1人，纳喇氏 3人，觉罗氏 1

人；世祖后妃 18 位，主要后妃皆来自科尔沁蒙古博

尔济吉特氏女子，八著姓女子仅 2位，佟佳氏 1人（其

中圣祖生母孝康章皇后佟佳氏）、纳喇氏 1人；圣祖

后妃 32 位，八著姓女子有 10 人，赫舍里氏 2人（其

中孝诚仁皇后为辅政大臣索尼之孙女）、纽祜禄氏 3

人（其中孝昭仁皇后为辅政大臣遏必隆之女）、佟佳

氏 2人（其中孝懿仁皇后、悫惠皇贵妃皆为国舅佟国

维之女）、瓜尔佳氏 1人、纳喇氏 2人；世宗后妃 7位，

八著姓女子有 2位，纳喇氏 1位（孝敬宪皇后为内大

臣费扬古女）、钮祜禄氏 1位。由此可见，在开国之

1	 参见《清史列传》卷四《费英东传》、《额亦都传》、《扈尔汉传》，
中华书局，1987 年。	

2	 参见《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一《瓜尔佳氏・费英东扎尔固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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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皇室与八著姓女子通婚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在清

前期，满洲八著姓女子婚配皇室，是后宫妃嫔的主要

来源之一。	

清初以来，大汗、皇帝对八著姓功臣，日见信任，

为了进一步笼络他们，以“指婚”的方式，妻以公主，

号称“额驸”，或嫁宗室女，使之成为皇室尊亲。例如，

瓜尔佳氏费英东随父率五百户，首先来归，太祖予以

嘉奖，授一等大臣，“以皇长子台吉褚英女妻焉”1。费

英东之侄儿讷尔都“系和硕额驸”2。纽祜禄氏额亦都凡

数十年，攻城野战，所向皆捷，太祖赐号巴图鲁，“以

和硕公主降焉”3。额驸舒穆禄氏杨古利，年少入侍太祖，

冲锋挫锐，“以公主降焉”，“进超品公，位亚贝勒”4。他

塔喇氏岱图库哈理次子诺裔谟为多罗额驸 5。伊尔根

觉罗氏阿尔塔什，国初率七村户口来归，太祖“以宗

室女妻之”；噶哈善哈思瑚国初随侍太祖，抒诚效力，

从征有功，“尚占河公主，封为额驸”6。叶赫纳喇氏

苏纳国初来归，“尚公主，封为额驸”。纳喇氏布瞻泰

继任乌拉国，太祖“以公主降焉”，成为额驸。家族人

禅布亦系“多罗额驸”7。哈达纳喇氏吴尔瑚达国初率

部来归，太祖“以公主降焉”，又以郡主妻其子额森德

礼 8。依据《清皇室四谱》统计，公主下嫁八著姓的

有，太祖的 8个女儿，有 5位下嫁伊尔根觉罗氏、纳

喇氏、纽祜禄氏；太宗的14个女儿，因加强满蒙联盟，

10位女儿下嫁喀尔喀、科尔沁蒙古博尔济锦氏，余下

4人，有 3位指婚瓜尔佳氏、伊尔根觉罗氏；世祖的

6个女儿，5位早殇，1位成年下嫁瓜尔佳氏；圣祖的

20个女儿，12位早殇，6位下嫁喀尔喀蒙古博尔济锦

氏等，余下2位，1人嫁佟佳氏；世宗的4个女儿，3

位早殇，1位嫁纳喇氏；高宗的10个女儿，5位早殇，

2位嫁蒙古，余者中 1位嫁纽祜禄氏。9 从数字上看，

因受不同政治局势的制约，皇室与八著姓联姻的人数

在减少，但他们与皇家的血缘交融，始终未断。八著

姓不少成员成为皇亲国戚，位极人臣。

八著姓成员从早期得到太祖、太宗的封爵，及赏

赐的大量奴仆、土地、牲畜、金银、绸缎、布疋等丰

盈的物质，到后来获取高官厚禄，成为满洲社会的显

贵，使他们稳定地立足于清朝上层社会。太祖努尔哈

赤曾降谕：“天命之汗，恩养大臣。大臣敬汗而生，乃

礼也。”10 在朕即国家的时代里，八著姓一贯效忠君主，

始终将家族的切身利益同国家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

起，在这一过程中使其自身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和巩

固，这也是他们忠贞不渝地效力于朝廷的原动力。

四

在清初政治制度的建设中，其重莫过于五大臣、

八固山额真、八大臣、十六大臣、议政大臣、辅政大

臣等文武枢要之职的设置，这也是后金由家族式管理

向国家官僚体制转变的标志之一。满洲八著姓诸多人

员，充任其职，参与重大军国战略决策的制定和实施。

成为满洲高级官僚集团的成员，也利于发挥他们在政

治等领域的作用。	

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在建国之前一年，即乙卯

年（明万历四十三年，1616 年），立理国政听讼大臣

1	 《清史稿》卷二百二十五《费英东传》，中华书局，1976 年。《八
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一《瓜尔佳氏・费英东扎尔固齐》。
2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一《瓜尔佳氏・巴哈》。
3	 	同上卷二《纽祜禄氏・额亦都巴图鲁》。
4	 同上卷六《舒穆禄氏・杨古利额驸》，《清史稿》卷二百二十六《杨
古利传》。
5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十一《他塔喇氏・岱图库哈理》。
6	 	同上卷十二《伊尔根觉罗氏・阿尔塔什》、《伊尔根觉罗氏・噶哈

善哈思瑚》。	
7	 同上卷二十二《叶赫纳喇氏・苏纳额驸》。
8	 	同上卷二十二《哈达纳喇氏・吴尔瑚达》。
9	 参阅唐邦治：《清皇室四谱》卷四，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
料丛刊》第八辑，台湾文海出版社。
10	《满文老档》（上册），第十七册	天命六年闰二月十六日，中华书
局 199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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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员，命额亦都、费英东、何和里、安费扬古、扈尔

汉担任，“凡军国重务皆命赞决”。额亦都为钮祜禄氏，

费英东为瓜尔佳氏，扈尔汉为佟佳氏，在五大臣中，

八著姓占有三席。“凡是都堂先审理，次达五臣。五

臣鞫问，再达诸王”1，议定奏明。五大臣“以理政听

讼，有征伐则帅师以出，盖实兼将帅之重焉”。每有

征战，他们身先士卒，摧锋陷阵，战无必胜；国事阙失，

强行力谏，“共成筚路蓝缕之烈，积三十年，辅成大业，

功施烂然”2。额亦都“归太祖最早，巍然元从，战阀

亦最多”。费英东“尤以忠谠著，历朝褒许，称佐命第一”3。

二人功绩出众，隶属太祖亲将的镶黄旗，死后赐号进

爵，配享太庙。

八大臣之设始于乙卯年十一月，太祖“为了审理

国家的事情，选出了正直贤良的大臣八员”，每五日，

与诸贝勒、诸大臣在衙门讨论事的是非，公平地审断 4。

天命八年（1623 年）正月，又“于八和硕贝勒外，设

大臣八人副之，欲察其心”5。十一年（1626 年）九

月，皇太极即位，设立八大臣。他们是正黄旗纳穆泰

（舒穆禄氏）、镶黄旗额驸达尔汉（郭络罗氏）、正红

旗额驸和硕图（栋鄂氏）、镶红旗博尔晋（完颜氏）、

镶蓝旗顾三泰（纳喇氏）、正蓝旗托博辉（觉罗氏）、

镶白旗车尔格（钮祜禄氏）、正白旗喀克笃礼（那木

都鲁氏）为八固山额真，“总理一切事务。凡议政处，

与诸贝勒偕坐共议之。”在八大臣中，八著姓的纳穆

泰、顾三泰、彻尔格，占三席。他们为八固山额真，

“总理一切事务”。“凡议政处，与诸贝勒偕坐，共议之。

出猎行师，各领本旗兵行。凡事皆听稽察。”6

同时，设佐管十六大臣，正黄旗人舒穆禄氏楞

格礼，镶黄旗人瓜尔佳氏伊孙，镶红旗人伊尔根觉罗

氏吴善，正蓝旗人纳喇氏萨壁翰，镶白旗人瓜尔佳氏

吴拜、佟佳氏萨穆什喀，正白旗人佟佳氏孟阿图、伊

尔根觉罗氏阿山，八著姓有 8人，占不出兵驻防十六

大臣的一半。除去属宗室、觉罗的拜尹图、布尔吉、

屯布禄 3人外，他们人数最多。这些大臣“佐理国政，

审断狱讼”。又设出兵驻防十六大臣，去掉宗室、觉

罗的巴布泰、汤古代、昂阿喇、色勒 4人外，属于八

著姓的有：正黄旗人纳喇氏霸奇兰、镶黄旗人瓜尔佳

氏多内、瓜尔佳氏扬善、镶白旗人纽祜禄氏图尔格、

钮祜禄氏伊尔登、正白旗人伊尔根觉罗氏阿达海，计

6人，其它姓氏 6人，“出兵驻防，以时调遣，所属词讼，

仍令审理”7。虽然十六大臣后有变化，但八著姓人

员仍占主导地位。

崇德二年（1637年）四月，皇太极命每旗设议政

大臣三员，与议国政。这次添设的八旗议政大臣共27

人，其中有宗室巩阿岱、锡翰、汉岱（一名韩岱）3人，

在旗觉罗阿尔海、达哈塔、巴布赖、郎球 4人，蒙古

博尔济吉特氏阿喇善和厄鲁特部贝勒额驸多尔济2人，

余下 18人，其中，俄罗塞臣（鄂罗塞臣）是郭络罗

氏，牛录章京巴希之子锡翰是富察氏，德尔得赫（徳

尔徳赫）是叩德氏，布赛、谆退二人的姓氏不清，待

考。除此之外，全是八著姓，包括瓜尔佳氏图赖、巴哈、

劳萨、吴拜（武拜）、扬善、哈宁嘎（哈宁阿）、沙尔

虎达（沙尔琥达）7人、舒穆禄氏谭布 1人、伊尔根

觉罗氏阿尔津拜（阿尔津）1人、佟佳氏雅赖、萨穆

什喀（萨木什喀）2人、他塔喇氏英俄尔岱（英固尔

岱）1人、纽祜禄氏超哈尔1人，总计13人，占议政

1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乙卯年十一月。
2	 《清史稿》卷二百二十五《论》。
3	 同上。
4	 广禄、李学智译注：《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第一册，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八，第 50 页。此处所题八大臣具体名称，

及与八著姓关系待考。
5	 《清太祖实录》卷八，天命八年正月戊戌。关于此八大臣名称，
及与八著姓关系待考。
6	 《清太宗实录》卷一，天命十一年九月丁丑。
7	 《清太宗实录》卷一，天命十一年九月丁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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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近一半的人数 1。据《清史稿》列传的统计，崇

德年间的议政大臣 22人，属八著姓的有 17人 2，占

77.3％；顺治年间的议政大臣22人，八著姓有11人 3，

占 50％ ；康熙年间的议政大臣 25 人，八著姓有

13 人 4，占52％；雍正年间，军机处设立，议政大臣

减少，仅列 3人，其中 1人属于八著姓成员 5，约占

33％；乾隆年间的议政大臣4人，八著姓有2人 6，占

50％。从上述统计结果上看，崇德和顺治、康熙年间，

属于八著姓的议政大臣几乎都占半数以上，足见他们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处的突出地位。

顺治十八年（1661 年）正月，世祖驾崩，遗诏

命上三旗人正黄旗人赫舍里氏索尼、正白旗人纳喇氏

苏克萨哈、镶黄旗人钮祜禄氏遏必隆、镶黄旗人瓜尔

佳氏鳌拜为大臣辅政。世祖母孝庄文皇后之所以选择

这四位异姓大臣辅政，一方面，是对他们在八旗内部

的纷争中旗帜鲜明地站在孝庄文皇后一边的肯定，另

一方面，也显示了满洲贵族对八著姓在“上三旗”家

族的格外青睐。四辅臣承前启后，对康熙前期一些统

治政策制定和实施、对清初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雍乾时期，很多八著姓的成员在中央和地方都担

任了重要职务。比如，弘毅公额亦都的后代，第十六

房遏必隆的家谱中，第九世音德的儿子中，次子策楞

在乾隆初期先后任福州将军、闽浙总督、广州将军、

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川陕总督、兵部尚书、两广总

督等要职。三子讷亲在雍正时期任领侍卫内大臣、军

机处行走，乾隆初期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保和殿

大学士、御前大臣、议政大臣等。四子阿敏尔图曾任

热河总管、吏部员外郎、吏部侍郎。五子爱必达曾任

贵州巡抚、云南巡抚、山东巡抚、江苏巡抚、云贵总督、

湖广总督等。六子阿里衮曾任山西巡抚、湖广总督、

两广总督、吏部侍郎、兵部尚书、工部尚书、礼部尚书、

户部尚书等要职 7。再如，以瓜尔佳氏尼雅济布的第

五代塞得立之子为例，雅德先后任江西巡抚、广东巡

抚、福建巡抚、浙闽总督等职务；广德曾任福建、广东、

广西按察使；常德曾任云南直隶州知州、顺宁府知府、

曲靖府知府等；玉德曾任浙江巡抚、浙闽总督；文德

曾任云南临安府知府、直隶大名道道员、宝德曾任直

隶同知、泰东陵礼部员外郎；辅德曾任盛京员外郎、

刑部员外郎等 8。由此可见，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权

力机构中，均有八著姓后代们参与军国要务，对国家

政治生活仍然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五

从后金建立起，满洲贵族正式与明朝分庭抗礼，

大小战争持续不断。八著姓的众多成员以主力军参加

了入关前后一系列的重大战役，以及平定叛乱、抵

御外来侵略的维护国家统一战争中，昔日军功显赫，

之后再立新功。由于当时的军事建制以八旗为主，八

旗姓成员又多为八旗的各级将领，因此在清开国前后

1	 参见《清太宗实录》卷三四，崇德二年四月丁酉、《八旗满洲氏族
通谱》、《八旗通志》等。
2	 索浑（钮祜禄氏）、劳萨（瓜尔佳氏）、程尼（瓜尔佳氏）、扬善（瓜
尔佳氏）、谭布（舒穆禄氏）、萨穆什喀（佟佳氏）、雅赖（佟佳氏）、
布善（伊尔根觉罗氏）、英俄尔岱（他塔喇氏）、吴拜（瓜尔佳氏）、萨
璧翰（纳喇氏）、伊尔登（钮祜禄氏）、超哈尔（钮祜禄氏）、图赖（瓜
尔佳氏）、阿尔津（伊尔根觉罗氏）、巴哈（瓜尔佳氏）、沙尔虎达（瓜
尔佳氏）。
3	 瑚沙（钮祜禄氏）、阿济格尼堪（他塔喇氏）、巴哈（瓜尔佳氏）、
伊拜（赫舍里氏）、费扬武（纳喇氏）、博尔辉（他塔喇氏）、索尼（赫
舍里氏）、苏克萨哈（纳喇氏）、遏必隆（钮祜禄氏）、鳌拜（瓜尔佳氏）、
拉哈达（钮祜禄氏）。

4	 巴海（瓜尔佳氏）、尹德（钮祜禄氏）、穆占（纳喇氏）、阿密达（他
塔喇氏）、玛奇（纳喇氏）、额赫讷（纳喇氏）、沙纳哈（伊尔根觉罗氏）、
瓦岱（钮祜禄氏）、宜里布（他塔喇氏）、索额图（赫舍里氏）、郎坦（瓜
尔佳氏）、满丕（伊尔根觉罗氏）、佟国维（佟佳氏）。
5 庆复（佟佳氏）。
6	 鄂尔泰（西林觉罗氏）、和珅（钮祜禄氏）。
7	 嘉庆三年修《钮祜禄氏弘毅公家谱》，清钞本，收入《北京图书馆
藏家谱丛刊》（民族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年，第 41 册，第 54
〜 77 页。
8	 《正红旗满洲哈达瓜尔佳氏家谱》第四册，《四门家谱》，北京大
学善本室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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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次战役中，都有许多八著姓成员参与指挥作战，

并且战功显赫。

努尔哈赤起兵辽左，首先兼并了建州女真所属

哲陈、浑河、苏克素河、董鄂、完颜五部和珠舍里、

纳殷、鸭绿江长白山三部，随即占领了“东海沿边散

居各部”，继而在掠夺战争战争中完成统一海西女真

（即扈伦四部）等。皇太极时期在征服漠南、漠北蒙

古的同时，继续收服黑龙江中上流域。大批的八著姓

将士参与了这些战争，以钮祜禄氏额亦都为例，他从

十九岁开始跟从努尔哈赤，凡皆身先士卒，身经百战，

参加过的战争有，征伐尼堪外兰、攻图伦城、攻色克

济城、攻舒尔格布占城，攻巴尔达城、攻尼麻喇城、

攻张家城（章佳城）、攻索尔和村、抵御叶赫七国来侵、

围攻诺音佛和多城、讨伐赫席黑、鄂漠惠苏鲁、佛纳

赫村、讨东海兀集部诸部落、从征哈达、辉发、乌拉、

叶赫等，皆力战有功 1。对于他的勋绩，顺治十一年，

世祖敕碑文盛赞他“开拓疆土，厥绩懋焉”，“国有若臣，

可谓忠勇忘身、有始有卒者矣”2。此外，八著姓还

有很多人参加，如瓜尔佳氏费英东等跟随努尔哈赤参

加了征伐哈达、乌拉、叶赫的战争，屡建功劳。

后金与明朝之间的战争是艰苦卓绝的，而参战的

八著姓成员表现颇佳。天命四年（1619 年），爆发了

著名的萨尔浒之战，额亦都、费英东、杨古利、扈尔

汉等都“争先赴敌”3，对战争大捷做出了贡献。十一

年（1626 年），宁远之战，后金受挫，努尔哈赤忧郁

而逝。皇太极继承汗位，继续与明朝、蒙古诸部和朝

鲜进行征战。天聪五年（1631 年），后金发动了激烈

的大凌河城之战，伊尔根觉罗氏图鲁什、阿山、瓜

尔佳氏劳萨三人“直前奋击”，率领二百人迎击明军

援兵二千人，取得大胜，受到了皇太极“亲酌金卮以

劳”4。崇德五年（1640 年），清兵以围困地理位置最

重要的锦州为开端，由此爆发了持续将近三年的松

锦大战。以钮祜禄氏为例，在额亦都的子孙中，参

加这次战斗的就有 8人，分别是额亦都的第八子图尔

格、第十子益尔登、第十一子敖德、第十三子超哈尔、

第十五子索欢（索浑）、第十六子遏必隆、三房长孙

陈泰（第三子车尔格长子）、从堂侄长子达哈塔。在

这次战役中，他们表现勇敢，其中第八子图尔格“身

被二十余矢，殿后力战”；三房长孙陈泰“破锦州关厢，

连胜敌”5 ；第十子益尔登“深入敌围中，殊死以战，

身中三伤，所乘之内厩马中十八伤，死，则易马复战，

马中八伤死，又易马，复力战，马中五伤，又死，又

易马复战。凡四易马，卒败敌军”6 ；第十五子索欢、

第十六子遏必隆皆英勇作战，其中遏必隆还被太宗

褒扬为“巴图鲁之子，仍巴图鲁也”7，可见皇帝对其

家族成员的肯定。在 8 人中，第十三子超哈尔在围

锦州之战中殁于阵，从堂侄长子达哈塔在征松山之

战中，击贼，殁于阵。此外，伊尔根觉罗氏赫臣的

长子克福在这次战役中，“追杀敌众至锦州城南高台，

斩获无算”8。纳喇氏康喀勒也参加了攻克四城的战斗，

表现勇猛 9。除此之外，钮祜禄额亦都家族中的第三

子车尔格及其长子陈泰、第八子图尔格及其长子伍尔

1	 〔清〕讷亲：《镶黄旗钮祜禄氏弘毅公家谱》，乾隆十二年清钞本，
见《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民族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年，
第 43 册。[ 清 ] 特成额、福朗：《开国佐运功臣弘毅公家谱》，乾隆
四十六年清钞本，见《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第 39 册。嘉庆三年合
族修：《钮祜禄氏弘毅公家谱》，清钞本，见《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
第 40、41 册。《镶黄旗满洲钮祜禄氏弘毅公家谱》，清钞本，见《北京
图书馆藏家谱丛刊》第 41、42 册。《弘毅公第十房家谱》，清稿本，北
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藏。
2	 〔清〕讷亲：《镶黄旗钮祜禄氏弘毅公家谱》之《世祖敕建碑文》，
《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民族卷），第 43 册，第 70 页。

3	 《清史稿》卷二百二十六《扬古利传》。
4	 同上卷二百二十六《劳萨传》。
5	 〔清〕讷亲：《镶黄旗钮祜禄氏弘毅公家谱》之《国史三代合传》，
《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民族卷），第 43 册，第 101、108 页。

6	 《弘毅公第十房家谱》，清稿本，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藏。
7	 嘉庆三年合族修：《钮祜禄氏弘毅公家谱》，《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
刊》（民族卷），第 41 册，第 21 页。
8	 〔清〕清德：《伊尔根觉罗氏家谱》，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藏。
9	 《清史稿》卷二百三十《康喀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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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次子科普索、第十三子超哈尔等人还参加了天聪、

崇德年间征讨朝鲜、征伐山东的战役，皆英勇可嘉。

从清军入关到统一全国，又发生了很多战争。顺

治元年（1644 年），摄政王多尔衮率领清兵征明，在

山海关，清军与李自成的农民军发生了战斗。例如，

钮祜禄氏敖德“三入山海关，击败流贼”；陈泰“入山

海关，击流贼”1。安褚拉库地区瓜尔佳氏奇满“命以

护军从大兵入北京”，奇玛禅“命以护军从大兵入山

海关，阵亡”2。入关之后，清朝面临着征服全国的

艰巨任务。钮祜禄氏陈泰，从顺治二年，征湖广，大

败农民军一只虎；同年，征福建，攻克十三县，招抚

一州七县；八年以宁远靖寇大将军征湖广，俘获南明

官员五十一员、兵三千余；最终由于劳累，卒于军中。

再如，钮祜禄氏额赫里（额亦都第十三子超哈尔次

子），顺治九年，征福建，与郑成功激战，招抚二县

一百五十三寨、南明总兵一员、副将一员、兵七千余 3。

此外，钮祜禄氏额亦都的子孙，如遏必隆、瓦岱、巴喀、

顺古图等人先后都参加过征湖广、云南等地的战斗。

在清初的民族征服战争中，很多八著姓子弟都勇往直

前，不惜流血牺牲。

经过顺治、康熙时期的努力，清朝在全国的统治

逐渐趋向稳定。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一些震惊朝野的

大叛乱接踵而至。在平定内乱的战争中，八著姓子弟

再立新功，其中的许多人还曾担任中、高级将领，参

与指挥多次重大战役。康熙十二年（1673 年）十一月，

平西王吴三桂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帜，福建、广东的耿

精忠、尚之信先后响应，这就是持续了八年之久的“三

藩之乱”。八著姓不少成员参与了平乱之战，以钮祜

禄氏额亦都的家族为例，分别有三房的拉哈达、巴喀、

六房的伊图库、十一房的瓦岱等人参加了战争，皆有

战功。例如，巴喀（额亦都第三子车尔格的第七子），

驻守陕西、湖广等地，在南漳县，吴三桂先后两次派

遣将领王惠、张宜臣、杨来嘉等合力来取南漳，都被

其击败 4。再如，瓦岱（额亦都第十一子敖德的第三

子），先后转战江西、湖广等地，多次作战，负伤多

处。在东乡县，他招抚了吴三桂副将林振、游击蔡隆、

都司陈丰位等官五十六员、兵一万一千名。在建昌府，

他一日连战五次，大败叛军。在萍乡县与与叛军夏国

相、李良栋部力战。在武冈州的双井堡地方与叛军大

战三昼夜。康熙十九年（1680 年）来京叙功，授云

骑尉世职，补授护军统领 5。此外，哈达地方瓜尔佳

氏尼雅济布的第二代阿拉密、第三代沙必汉、阿钮等

人也都参加了平叛战争，表现可佳 6。

康熙中期，在西北发生了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叛

乱，为了维护国家统一，从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六年，

圣祖先后三次亲征，大批八著姓的子弟随驾出征。以

钮祜禄氏为例，有 21 人参加了这次战争。额亦都之

子弟不少人参加平叛战争，其中有三房：十世赖达、

十一世善岱；六房：十世锡特木布、殷都；八房：十

世七十、十一世桑格、苏丹、满丕；十房：十一世英

赫资、玛琅、渥式哈、棠保住、十二世额楚；十一房：

九世瓦岱、十世露施（六十）；十三房：十世宽保、

英素；十五房：十世苏尔瑚；十六房：九世法喀、富

保、殷德。他们中很多人为昭莫多战役大捷著有劳绩。

在高宗标榜的“十全武功”的系列战争中，仍有

大批的八著姓子弟从征。譬如，钮祜禄氏额亦都的

1	 〔清〕讷亲：《镶黄旗钮祜禄氏弘毅公家谱》之《国史三代合传》，
《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民族卷），第 43 册，第 106、109 页。

2	 〔清〕富廉等辑：《家谱易知录》，民国间朱丝栏钞本，见《北京
图书馆藏家谱丛刊》（民族卷），第 36 册，第 585、587 页。
3	 嘉庆三年合族修：《钮祜禄氏弘毅公家谱》，《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
刊》（民族卷），第 40 册，第 713 页。

4	 〔清〕讷亲：《镶黄旗钮祜禄氏弘毅公家谱》，《北京图书馆藏家谱
丛刊》（民族卷），第 43 册，第 174 页。
5	 嘉庆三年合族修：《钮祜禄氏弘毅公家谱》，《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
刊》（民族卷），第 40 册，第 609 － 611 页。
6	 〔清〕恩龄：《正红旗满洲哈达瓜尔佳氏家谱》，道光二十九年刻本，
见《北京图书馆藏家谱丛刊》（民族卷），第 36 册，第 68、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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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代中，三房十三世的仁和，就曾先后参加了征讨缅

甸和平定金川的战斗，前次战役“共打仗二十五次”，

后次战役“共打仗七十二次”1。伊尔根觉罗氏乌什哈

达也先后征讨缅甸和金川，“奔走于千峰万壑、风雨

霜露、冰雪烟雾、瘴疠烽火泥淖间，以夜为昼，冒凶险、

历百战而成功”2。到了嘉庆时期，在平定五省白莲

教起义中，仍有八著姓的将士参加，比如伊尔根觉

罗氏的承禄就曾在湖北、陕西、四川边界追剿教匪，

因功得超等功牌二次，蒙恩加副将 3。由此可见，八

著姓的将士们在满洲贵族打江山、守江山的过程中皆

能浴血奋战，其作用绝非他族可比。

六

满洲八著姓成员除了参与军国大政的制定与实

行之外，还有一部分人为了巩固政权，则专门致力于

国家的文化建设事业，开创之功卓著。

后金草创之初，文化相对落后，随着战略部署

的实施，逐步体会到发展文化事业对政权稳定的作

用。天聪三年（1629 年），设立“文馆”，职掌翻译典

籍，记注本朝政事。以满洲学识渊博的儒臣分成两班，

轮流入值。命“巴克什达海，同笔帖式刚林、苏开、

顾尔马浑、托布戚等四人，翻译汉字书籍。巴克什库

尔缠，同笔帖式吴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等四人，

记注本朝政事，以昭信史”4。其中不少人文臣赐号“巴

克什”。据《通谱》记载，被赐号为“巴克什”者有

赫舍里氏硕色、希福、额尔德尼、索尼、觉尔察氏大海、

瓜尔佳氏刚林、钮祜禄氏额素勒勒、伊尔根觉罗氏阿

敦、佟佳氏萨穆哈、西林觉罗氏罗奇、马佳氏雅哈、

锡哈、萨克达氏徳特讷等 13 人，他们中 9人属于八

著姓。此外，八著姓的纳喇氏尼堪、钮祜禄氏库尔缠

等人也赐号“巴克什”。再有阿林察、额尔兴额、图

鲁什、库拜、哈坤等人也获此号。开国宏图的拓展，

皇太极亦需开阔眼界，他乐观古来典籍，“分命满汉

儒臣，翻译记注，欲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并以记己

躬之得失焉”5。而这些“巴克什”们是他的最得力的

助手。这也说明满洲贵族已经开始意识到加强国家文

化建设的必要性。

都英额地方赫舍里氏是做出特殊贡献的文化世

家。其代表人物为硕色巴克什和希福巴克什兄弟，他

们是穆瑚禄都督的孙子，国初来归，隶属正黄旗。努

尔哈赤以兄弟二人兼通满汉及蒙古文字，赐名巴克

什，职司文案。硕色之子索尼亦兼通满汉蒙古文字，

命在文馆办事，亦赐名巴克什 6。其孙索额图任保和

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硕色弟希福专任文馆，奉使

诸蒙古国宣谕徳音，审理讼狱、调集兵马，俱承命弗

辱 7。太宗改文馆为内三院，设立大学士。命希福为

内弘文院大学生，充任辽金元三史大总裁。他奉命前

往察哈尔等蒙古地区，查户口，编佐领、审罪犯，颁

法律。崇德三年（1638年），希福又同大学士范文程等，

疏请更定部院官制，加强政治制度建设，影响颇大 8。

希福两朝任使，冲命驰驱，捐躯奔走，尽心竭力。世

祖嘉其功，特授三等子、议政大臣。他过世时，赐号

“文简”，勒石表彰。希福历仕太祖、太宗、世祖三朝，

其家族四位巴克什成员，对清初的文化事业做出了杰

出的贡献，整个家族成为满洲的文人望族。

1	 〔清〕讷亲：《镶黄旗钮祜禄氏弘毅公家谱》，《北京图书馆藏家谱
丛刊》（民族卷），第 43 册，第 283、284 页。
2	 〔清〕鄂恒：《伊尔根觉罗氏家传》，咸丰四年刻本，见《北京图
书馆藏家谱丛刊》（民族卷），第 37 册，第 319 页。
3	 〔清〕清德：《伊尔根觉罗氏家谱》，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藏。
4	 《清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三年四月丙戌。

5	 	同上。
6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九《赫舍里氏・硕色巴克什》。
7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九《赫舍里氏・希福巴克什》。
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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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尔徳尼原姓纳喇氏，皇太极时期，赐姓赫舍里

氏，奉旨加入硕色巴克什族中。额尔德尼生而聪敏，

亦兼通满汉蒙古文字 1。他以文学侍从随军出征，每

到汉人、蒙古聚居的地方，皆能以当地的语言文字传

宣诏旨，广为安抚，著有功绩，深得努尔哈赤的赏识，

授副将世职。太祖起兵初期，文书往来使用蒙古文，

殊属不便，亟需有本民族自己的文字，万历二十七年

（1599 年），努尔哈赤召集巴克什额尔德尼和扎尔固

齐噶盖（伊尔根觉罗氏），商讨创立满文的事宜。额

尔德尼、噶盖辞以夙习蒙古文字，未易更制。太祖说：

“汉人诵汉文，未习汉字者皆知之。蒙古人诵蒙古文，

未习蒙古字者皆知之。我国语必译为蒙古语，始成文

可诵。则未习蒙古语者，不能知也。奈何以我国语

制字为难，而以习他国语为易耶？”额尔德尼、噶盖

请更制之法。太祖又说：“是不难。但以蒙古字协我

国语音，联属为句，因文以见义可矣。”2 于是额尔德

尼等人根据蒙古字创立了满文，制国书，行于国中，

满洲有文字自此始。创制满洲文字，额尔德尼当居首

功。其谢世之后，太宗文皇帝称赞他是“一代杰出”，

世祖章皇帝又赐谥号“文成”。其后，达海等人对满

文进行改造，增加十二字头，并将大量汉文书籍翻译

成满文，进一步推广了满洲文化。

天聪年间，钮祜禄氏库尔缠召直文馆，“命记注

时政，备国史”3；瓜尔佳氏罗硕、瓜尔佳氏刚林等“命

直文馆”4。他们积极翻译汉书、记注当朝政事。天

聪五年正月，皇太极视察库尔缠的直房，太宗问所修

何书？回答：“记注上所行事。”上曰：“此史臣之事。

朕不宜观”5。这反映了皇太极对记注官的尊重，说

明国家初创时期的一些制度正在逐步的健全。而这一

时期，一些文化素质较高的八著姓子弟又相续应召入

直文馆，服务于国家发展中的文化事业。

天聪十年三月，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

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分任职掌。天聪、崇德年间，

八著姓子弟出任国史院大学士的有，钮祜禄氏陈泰、

他塔喇氏苏纳海；任内秘书院大学士、学士的有，瓜

尔佳氏车克、马佳氏图海、富察氏额色黑；任内弘文

院大学士的有瓜尔佳氏瞻霸、刚林、钮祜禄氏赖卢浑

都督、赫舍里氏希福巴克什、马佳氏图海、乌苏氏

祁充格、索齐勒氏敦多辉、周氏周国彬。在《通谱》

所列的 13 位内三院长官中，有 7位是属于八著姓的。

另据《通谱》所载，在满洲姓氏中，对国家文化建设

有功受到表彰、谥号	“文”字者计 15 人，其中 8人为

八著姓成员，他们是瓜尔佳氏车克 , 谥“文端”；钮

祜禄氏兑喀纳，谥“文端”；舒穆禄氏徐梦元，谥“文

定”；赫舍里氏索尼，谥“文忠”；赫舍里氏希福巴克

什，谥“文简”；赫舍里氏额尔徳尼巴克什，谥“文

成”；伊尔根觉罗氏伊桑阿，谥“文端”；伊尔根觉罗

氏顾八代，谥“文端”。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八著

姓的子弟们在清初文化建设事业中所处的地位。

康雍乾时期，八著姓的不少人入值内阁、翰林院

等文化色彩浓厚的职能部门，充当内阁学士、内阁侍

读学士、内阁侍读、翰林院学士、翰林院侍读学士、

翰林院侍讲学士等等。他们之中还有充当经筵讲官

的。据《钮祜禄氏弘毅公家谱》的统计，在弘毅公

额亦都的后代中，充当经筵讲官的就有，康熙年间，

堂侄房十一世法良；雍正年间，十一房十一世德龄；

乾隆年间，十一房十一世德龄、十二世书山、十六房

十世讷亲、阿里衮；合计 6人。他们都是在中央机构

中传授经史等传统文化的。

一些八著姓的后代们任职于国史馆、八旗志书

1	 同上《赫舍里氏・额尔德尼巴克什》。
2	 《清史稿》卷二百二十八《额尔德尼传》。
3	 	同上卷二百二十八《库尔缠传》。

4	 同上卷二百四十五《刚林传》。
5	 《清太宗实录》卷八，天聪五年正月己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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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经史馆、会典馆、实录馆、四库全书馆等部门，

其职位上自总裁，下到纂修，置身纂修国史的行列。

以钮祜禄氏为例，据其家谱记载，额亦都的后代，乾

隆二十二年（1757 年），十房中有十二世玛明阿于，

充会典馆纂修；四十八年，十二世索宁安于兼国史馆

纂修。雍正十年，十一房中十一世德龄于充一统志馆

总裁、八旗志书馆副总裁；乾隆二年，充一统志馆

总裁；七年，充经史馆总裁；十年，充武英殿总裁。

乾隆元年，十一世德馨，充八旗志书馆纂修官；十二

世书宁于乾隆四年，充志书馆纂修，八年，充实录馆

纂修；乾隆年间，十一世德麟，充八旗志书馆翻译官。

乾隆三十五年，十六房中有十一世丰升额，充国史馆

正总裁、清字经馆正总裁；十二世成裕曾在玉牒馆效

力，充方略馆译汉官，乾隆五十一年，兼方略馆纂修；

乾隆四十三年，十二世瑞保，充四库全书馆提调。此

中，十一房十一世的德龄雍乾时期先后担任了一统志

馆、八旗志书馆、经史馆和武英殿的总裁，为清朝纂

修史志尽力尤多。

八著姓的子弟们还积极参加国家的科举考试。根

据《钮祜禄氏弘毅公家谱》、《正红旗满洲哈达瓜尔佳

氏家谱》等家谱计算，这些家族产生不少进士。如

钮祜禄家族，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共有进士 4名，康

熙年间 2名，分别是十一房十一世德龄和堂侄房十二

世拉都立；雍正年间 1名，为堂侄房十二世查克丹；

乾隆年间 1名，为十六房十二世瑞保 1。此外，还有

乾隆年间进士瓜尔佳氏吴达善 2、瓜尔佳氏依兰泰 3、

叶赫那拉氏那淳、达林 4，嘉庆年间进士伊尔根觉罗

氏图隆阿 5、恩科进士伊尔根觉罗氏成格 6。由此可见，

随着国家文化建设的发展，满洲广泛地吸纳先进的中

原传统文化，八著姓的成员自身文化素质普遍有了很

大提高，涌现了一批优秀的文化名臣，对后金和清朝

前期的文化发展功绩尤著。

关于满洲八大姓，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有

着不同的说法。其源头始于高宗钦定的《八旗满洲氏

族通谱》对八个著姓界定，即瓜尔佳氏、钮祜禄氏、

舒穆禄氏、赫舍里氏、他塔喇氏、伊尔根觉罗氏、佟

佳氏、纳喇氏。八著姓皆为望族，各有杰出的代表人

物。他们的成员在后金和清朝前期的军事、政治、文

化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军事方面，从努尔

哈赤起兵到清前期战争，作为主力军的八著姓将士，

冲锋陷阵，前赴后继，军功显赫，世代传袭；在政治

方面，八著姓很多成员在中央和地方机构中担任要

职，成为满洲贵族政权大厦的柱石；在政治文化方面，

八著姓在政治制度建设、创立满洲文字、编译古代典

籍、纂修国史、传播文化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他们积极地吸纳优秀的中原传统文化，参加科

举考试，取得功名，跻身社会文化上流阶层。满洲八

著姓作为后金和清朝前期的一个重要社会群体，他们

始终将家族利益与国家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为满洲

政权在后金和清前期的建立和巩固作出了非凡的贡

献。这就是八著姓矢志不渝地效忠清王朝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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