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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南黎氏佐领编设始末考

［ 日 ］绵贯哲郎撰 史可非译

本文就有关乾隆五十五年 （ 1 7 9 0 ） ， 清朝对以安南人 （今越南人 ） 为主要构成的群

体 ， 在北京编设佐领的历史及其时代背景 ， 进行了初步的考察 。

所谓安南黎氏 ， 是指在今越南 曾建立黎朝 （ 1 4 2 8
—

1 7 8 9 ） 的皇帝 。 自 明清两朝开始 ，

黎氏世代被册封为安南国王 。 而所谓的佐领 （满语 ｎ ｉｒｕ ， 汉译牛录 ） ， 则是指清代八旗

制度的基础单位 。 究竟安南国王是以怎样的经历 、 背景而被纳入清朝八旗制度的体系之

中 ？ 笔者
一

直从多元的视角 中追寻 、 研究八旗汉军至今 ， 故对于 曾被编入其中的安南黎

氏之考察 ， 便不能等闲视之 。

此外 ， 安南黎氏被迁至距离河 内约 2 3 0 0 公里之外 、 纵跨 1 8 个纬度单位 ， 气候 、 风

土迥异的北京 。 他们在流亡中虽然接受了剃发 、 易服 ， 但仍然作为安南人存续至终 。 追

溯他们的这
一

经历则是本文的主题 。

截至 目 前 ， 作为民族集团被纳入清朝进关后所设禁旅八旗
＠
体系中 的俄罗斯 （满语

ｏｒｏｓ ）佐领 ， 已为世人所知 。 俄罗斯佐领 ， 是清朝 自顺治五年 （ 1 6 4 8 ） 至康熙中 叶 ， 以

黑龙江中游的雅克萨 （俄语Ａｊｉ 6 ａ 3ＨＨ ， 汉译阿尔巴津 ） 为 中心 ， 将战争中投降、 被俘的

俄罗斯哥萨克人向南迁移至 1 6 0 0 公里之外的北京后编设的 。 清朝统治者虽然对这些人

的东正教信仰釆取了宽容的态度 ， 但对于剃发与穿戴满族衣冠则提出严厉要求 。 在被编

入八旗之后 ， 这些人的习俗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

关于安南黎氏佐领 ， 无论是在当前的 中越关系史上或在清高宗乾隆帝的 《十全武功 》

中 ， 均是作为安南黎朝的终章而于最末登场的
？

。 即 ， 乾隆五十四年 （ 1 7 8 9 ） ， 乾隆帝保

护黎朝的态度发生转变 ， 在与西 山党的阮惠建立关系之后 ， 将被打上
“

僳弱无能
”

烙印 、

曾在清朝境内流亡的黎维祁 （安南 国王 ） 等一行人迁至北京 ， 于翌年编入八旗汉军 。 此

① 众所周知 ，
清朝八旗制度的基础是 由八旗满洲 、 八旗蒙古 、 八旗汉军为主的三个民族构成 。 1 6 4 4 年 ， 清朝入关后 ，

在北京 （京师 ） 设置禁旅八旗 ， 而设在驻防、 居住地的八旗则不以 民族而按照旗色分布 。 他们被通称为旗人 ， 构成清朝的

支配阶层 。

② 刘小萌 ： 《清代北京的俄罗斯旗人》 ， 细谷 良夫 （编 ） ： 《清史研究新视野 》 ， 山川 出版社 ， 2 0 0 8 年 2 月 。

③ 在这
一

时期有关清朝与黎维祁关系的先行性研究中 ， 具有代表性 的包括以下几部 ： 铃木中正 ： 《乾隆安南远征考

（上 ） 》 ， 《东洋学报》 ， 第 5 0 卷第 2 号 ， 1 9 6 7 年 9 月 ； 《乾隆安南远征考 （下 ）》 ， 《东洋学报 》 ， 第 5 0 卷第 3 号 ， 1 9 6 7 年

1
2 月 ； 《黎朝后期与清朝关系 （

1 6 8 2
—

1 8 0 4 年 ）》 ， 山本达 郎 （编 ） ： 《越南中 国关系史 自 曲氏抬头至 中法战争》 ， 山川出版

社 ，
1 9 7 5 年 1 2 月 ， 第 4 0 5

—

4 9 1 页 。 庄吉发 ： 《清高宗十全武功砑究 》 ， 中华书局 ， 1 9 8 7 年 9 月 。 周远廉 ： 《乾隆皇帝大传 》 ，

河南人民出版社 ， 1 9 9 0 年 4 月 。 成崇德 ： 《十全武功 》 ， 郭成康 、 成崇德 （主编 ） ： 《乾隆皇帝全传》 ， 学苑出版社 ， 1 9 9 4

年 8 月 。 唐文基 、 罗庆泗 ： 《乾隆传 》 ， 人民出版社 ，
1 9 9 4 年 8 月 。 孙宏年 ： 《清代越南政治避难者问题初探 （ 1 6 4 4

—

1 8 8 5 ） 》 ，

《南洋问题研究 》 ， 第 1 0 2 期 ， 2 0 0 0 年第 2 期 ＾ 孙宏年 ： 《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 》，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 2 0 0 6 年 1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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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 有关黎维祁或安南黎氏佐领 的历史 ， 遂尘封于新的中越关系中 ， 几乎不再被人提及 。

但实际上 ， 黎氏佐领下的安南人 ， 在入旗后仍然顽强地保持 自我意识 ， 之后于嘉庆九年

（ 1 8 0 4 ） 南返归 国 。

一

、 黎氏 王朝 的覆灭与黎维祁 的流亡

1 0 世纪之后 的越南 ， 曾作为
“

安南国
”

， 由 中 国皇帝予 以承认 。 此 即所谓的册封体

制 ， 是近代 以前 由 中 国与朝贡 国的关系为核心构建的 国际关系格局 。 对于越南的王朝执

政者而言 ， 只有在获得中华皇帝的册封后 ， 才意味着 自身成为越南政权的正统代表而被

国际承认 。

1 4 2 8 年 在河 内建都的黎朝 ， 进入 1 6 世纪以后 ， 实权为郑 氏 、 莫氏＿权臣及外戚

掌控 ， 后被莫登庸篡夺 。 黎朝后虽借助阮 氏 （广南阮 氏 ） 之力再兴 ， 却陷入阮氏与郑氏

之间愈演愈烈的纷争局面 ， 黎 氏沦为名义上的存在 ， 但清朝仍在继续册封并无实权的黎

朝君主为安南国王 。

乾隆三十六年 （景兴三十二年 ， 1 7 7 1 ） ， 阮岳 、 阮 吕 、 阮惠兄弟三人发动西山党起

事 ， 驱逐 了郑 氏 、 阮氏 。 乾隆五十
一

年 （景兴四十七年 ， 1 7 8 6 ） ， 阮惠北上进入黎城 （今

河 内 ） 。 黎朝显宗虽然对阮惠采取了加封元帅扶正翊运威国公 、 许配女儿玉欣公主等笼

络政策 ， 但随后死去、 由裔孙黎维祁继承王位 。 此时 ， 原郑 氏派系官员阮有整与黎维

祁联合对抗阮惠 ， 于乾隆五十二年 （昭统二年 ， 1 7 8 8 ） 十
一

月黎维祁败逃 。 十二月
一

日 ，

黎维祁携母后 、 王妃 、 王子 、 宫嫔等人出城避难 ， 之后仅率领几名随臣逃至 山南地方 。

此外 ， 都督同知阮宿辉护送黎氏眷属在 内 的 6 2 人于翌年 ， 即乾隆五十三年五月十二 日

自龙州斗奥隘进入清朝境 内 ， 到达南宁 。 王太后阮素玉携年方三岁的王孙黎维诠 （黎维

祁之子 ） 于两广总督孙士毅与广西巡抚孙永清面前恸哭 ， 请求清朝 向安南派遣援军
？

。

孙士毅与孙永清从宗藩关系出发 ， 就应予救助黎氏裔孙
一

事向乾隆帝上奏
？

。 乾隆

帝也认为应当支持黎氏 、 责难阮惠 。 在预计清军能获得 以阮惠方面谅 山都督潘启德为首 ，

众多支持黎氏派 、 内应者协助的设想下 ， 乾隆帝于八月二十七 日决意对安南进兵
？

。 十

月二十八 日 ， 孙士毅领兵五千 自镇南关出发 ， 乌大经另率五千人的别动队 自云南直指黎

城
？

。 阮惠 自黎城逃遁 ， 清军于十
一

月二十 日收复黎城 。 孙士毅将印信授予黎维祁后 ，

册封其为安南国王
？

， 黎维祁 尚在南宁避难的家人也于除夕夜返回黎城
＠

。 但是 ， 阮惠

于三 日后再次兵临黎城城下 。 清军在正月初三至初五的战斗中
？
败退 ， 黎维祁及其臣下

阮 日肇等二十五人紧追孙士毅之后 。 其 间 ， 黄益晓等人返 回后宫 ， 带出王太后与王子 。

① 陈刑和 （编校 ） ： 《校合本 大越史记全书》 （ 下 ） ， 东洋学文献 中心 ， 1 9 9 6 年 3 月 ， 第 1 2 0 1 页 。

② 《钦定越史通鉴纲 目 》 （ 以下简称 《纲 目 》Ｘ 第 4 7 卷 ， 第 3 2 页 。

③ 同上》
．

④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 》 （ 以下简称 《高宗实录 》 ）
， 第 1 3 1 1 卷 ， 乾隆五十三年八月 丙辰 （

二十七 日 ） 条 。

⑤ 《高宗实录 》 ， 第 1 3 1 6 卷 ， 乾隆五十三年十
一

月癸酉 （ 十五 日 ） 条 。

⑥ 《高宗实录 》 ， 第 1 3 1 8 卷
， 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丙申 （九 日 ） 条 。

⑦ 《钦定安南纪略 》 （ 以下简称 《纪略》 ） ， 第 1 2 卷 ， 第 2 3
—

2 4 页 。

⑧ 《宫中 档乾隆朝奏折 》 ，
乾隆五十六年正月初六 日 ， 孙士毅 《奏报官兵在安南攻贼及被裹撤出各情 》 奏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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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维祁等
一

行人于正月初七开始向关 内逃亡
？

。 此外 ， 黎维祗 （黎维祁幼弟 ） 虽然带领

．王妃 、 宫嫔到达富 良江 （红河 ）
， 因桥梁被毁而未能渡江 ， 无奈 向镇南关相反 的西面逃

去
？

，

一

般将此时点定为黎朝灭亡的时间 。 ．

孙士毅于六 日撤至市球江 、 九 日 退驻谅 山 。 此战 ， 清朝方面以提督许世亨 、 总兵张

朝龙 、 尚维升 、 参将杨兴龙 、 王宣 、 英林等人战死 、 损兵五千而遭遇惨败 。 二十六 曰败

报传至北京 ， 乾隆帝下令 ：

“

两广总督员缺 ， 己另 降 旨将福康安调补 。 福康安接奉此 旨 ，

即著星驰前赴镇南关任事 。

” ③
命福康安 （满语Ｆｕｋａｎｇｇａ ） 接替孙士毅为新任两广总督 ，

直接前往镇南关处理对安南政策的事宜 。

对于此次清朝远征安南之败 ， 无疑是两广总督孙士毅轻视了乾隆帝关于在册封黎维

祁后迅速撤回 的指示所致 。 此外还需被提及的 ， 则是安南国王黎维祁其人 。 他于乾隆五

十二年 （ 昭统二年 ， 1 7 8 8 ） 出逃后 ，

“

黎维祁亲赴 山南 ， 招集义兵 ， 乃至为贼所逼 ， 仅

有跟随数人 ， 入 山藏匿
”？

， 隐居 民间 ， 在清军收复黎城后 ， 方从藏身村中 出奔清军大

营 。 因此被乾隆帝认定为无能 。

“

看来竟是
一

个无能之人 ， 难望其振作恢复
？ ”

， 是对其

消极收复黎城做出的评价 。

清军收复黎城后的十二月二十七 日 ， 在乾隆帝指示孙士毅速从安南撤回 的上谕中 ，

有如下 内容 ：

但黎氏近年以来 ， 构乱多故 ， 黎维祁又复懦怯无能 ， 优柔废弛 ， 左右亦 无可恃

之人
。
安南 虽 属弹丸僻壤 ， 然立 国 已久 ， 亦未必不关气运 。 今其 国运如此 ， 看来天

心 已有弃黎氏之象 ， 此时即将阮惠等擒获 ， 而黎维祁不能振作 自 强 ， 安知三五年后 ，

不又有如阮惠其人者复出 。 岂有屡烦天朝兵力为 之戡定之理 。 即使不令黎维祁主持

国 事 ，
而伊子弟 内 ， 又未必有黎维祁之人 。 朕从来办理庶务 ， 无 不顺天而行 。 今天

厌黎氏 ， 而联 ■欲扶之 ， 非所以仰体天心 ， 抚驭属国之道 ， 朕不 为也 。

？

这道上谕阐述了黎维祁因
“

懦怯无能
”

， 致使天心 已失 ， 而黎维祁不欲 自 强 ， 即使

清军此战获胜 ， 仍会 出现第二 、 第三个阮惠 ， 天朝 （清朝 ） 也不可能无休止地进行征伐 。

根据清朝方面这样 的资料 ， 对于黎维祁
“

无能
”

的标识 ， 根据铃木中正的观点 ， 清

朝先是以其无能故需予 以保护与拥立作为远征安南的借 口 ， 而后又以其为无能者而致
“

天厌黎氏
”

作为撤军时的托词气 实际上 ， 清朝前后对
“

无能
”

的定义完全相反而 自

我矛盾 ， 只是因
“

上承天命
”

的清乾隆帝 以
“

大国理论
”

才使之合理 、 得 以推行 。 从此

以后 ，

“

无能
”一

词也成了黎维祁的前缀 。

不过 ， 作为安南远征军最高负责人的孙士毅 ， 对于其原为文官 、 基本没有军事经验

之处也 曾被指出 。 孙士毅为 出身浙江、 乾隆二十六年 （ 1 7 6 1 ） 考中进士的科举汉官 。 孙

士毅 自 内 阁中书始 ， 历任军机大臣 、 侍读 、 户部郎中 、 大理寺少卿等职 ， 后又任广西布

① 《纪略》 ， 第 1 3 卷 ， 第 2 1 页 。

② 《纲 目 》 ， 第 4 7 卷 ， 第 4 2
—

4 3 页 。

③ 《高宗实录 》 ， 第 1 3 2 1 卷
，
乾隆五十四年正 月癸未 （

二十六 日 ） 条 。

④ 《高宗实录 ：Ｋ 第 1 3 1
1
卷 ， 乾隆五十三年八月 丙辰 （

二十七日 ）
条 。 根据 《纲 目 》 ， 第 4 7 卷 ， 第 1 9

—

3 3 页的 内容
，

有黎维祁出奔后至翌年四 月 ，

一直在为 恢复王位募兵而转战各地的记载 ，
此处与清朝方面资料的记述有所不同 。

⑤ 《高宗实录 》 ，
第 1 3 1

1 卷 ， 乾隆五十三年八月 丙辰 （ 二十七 日 ） 条 。

⑥ 《高宗实录 》 ， 第
1

3
1 9 卷 ， 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 甲寅 （ 二十七 日 ）

条 。

⑦ 前述 ， 铃木中正 ： 《乾隆安南远征考 （上 ） 》 ， 第 1 5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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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使 、 云南巡抚 、 山东布政使 、 广西巡抚等职 ， 作为科举官员 中 的佼佼者在 中国 内地担

任重职 ， 乾隆五十
一

年授任两广总督、 周远廉认为 ， 在孙士毅约三十年的官场经历中 ，

实际参加的军事行动仅有两次 ， 且分别是以侍读身份从征云南以及平定台湾林爽文之乱

时的预备部队 ，
指出此人并无统率 、 指挥大军的经验 ， 欠缺军事指挥才能

？
。

在诏敕颁发之前 ， 志愿前往 、 之后到达镇南关的新任两广总督福康安 ， 是满洲镶黄

旗人 ， 姓富察氏 （满语Ｆｕｃａ ） 。 初 以世职云骑尉授三等侍卫 ， 后升头等侍卫 、 镶黄旗满

洲副都统 。 福康安以平定金川之乱为发端 ， 于吉林 、 盛京 、 云贵 、 四川 、 甘肃 、 台湾等

地屡建功绩 ， 历任云贵总督 、 四川 总督兼成都将军 、 兵部尚书 、 总管 内务府大臣 、 户部

兼吏部尚书 、 协办大学士等职 ， 封
一

等嘉勇 公
？

。

由福康安接替孙士毅 ， 表面看去只是 由科举汉官到满族官员的调换 ， 但若从中华王

朝体系 （例如满汉并用制等 ） 、 清朝政权 中被统治阶层 （主要是汉人 ） 与统治阶层 （旗

人 ） 的构成上 ， 对此人事变动加 以审视 ， 当较为全面 。 位于东亚的清王朝 ， 是
一

个不仅

对中 国 内地、 并对居于东北亚 、 蒙古 、 西藏 、 新疆 的多 民族进行统治的帝国
？

， 而统治

帝国全境的 ， 便是隶属于清朝独特八旗制度下的旗人官员 。 从福康安的经历就能清楚看

到 ， 这
一

范围包括位于关外 的吉林 、 盛京 ， 以及金川 。 此外 ， 孙士毅等科举汉官的政治

活动此时还被限制在中 国 内地 ， 尚未到达帝国全境的时代 。

此外 ， 据说福康安出身乾隆帝侍卫 。 根据杉 山清彦 的观点 ， 所谓侍卫 ， 是指与中亚

具有渊源 的皇帝 （汗 ） 之侧近集团 、 亲卫集团 ， 作为皇帝极为亲近之人 ， 依据其所兼任

的行政 、 军事等职参与国家政务
？

。 将这种性质的高级官员投入安南最前线 ， 不单意味

着清朝方面意在构筑 、 修复中华王朝体制下宗藩形式上 的关系 ， 还能予对方以清朝方面

派遣皇帝手足般身份的侍卫到任 ， 正与其将切实推进大清帝国皇帝 （汗 ） 愿望的本意相

称 。

二 、 清朝对安南政策的 转变与黎维祁的剃发 、 入旗

乾隆五十 四年 （ 1 7 8 9 ） 正月初七 ， 已逃至清朝境 内 的黎维祁等
一

行人于二月末按乾

隆帝命令 ， 由南宁被移送至桂林 。 南宁距河 内约 3 0 0 公里 ， 桂林距河 内约 6 6 0 公里 ， 即

此
一

行人被移送至与河内 纬度相差 四度 、 气温相差近十度之地 。 移送的原因 ， 是清朝对

日后安南人与黎维祁的流亡之所取得联系 、 并据此夺取黎城而使黎维祁对复位有所企图

的担忧
？

。 乾隆帝更特 以朱批
“

足以糊 口而已 ， 不必过忧 ， 无用无耻之徒也
”

指示

① 《清史稿 》 ， 第 2 3 0 卷 ， 列传第 1 7 7 ， 《孙士毅 》 传 。

② 前述 ，
周远廉 ： 《乾隆皇帝大传》 ， 第 5 8 8 页 。

③ 《清史稿 》 ， 第 2 3 0 卷 ， 列传第 1 7 7 ， 《福康安》 传 。

④ 详请参考 ： 杉山清彦 ： 《大清帝国构造试论 ： 从八旗制度所见》 ， 《近代世界格局之前的诸地域系统与广域网络 》 ，

平成十六一十八年度科学研究费辅助金 （基础研究 （ Ｂ ） ） 研究成果报告书 ， 研究代表者 ： 桃木至朗 （大阪大学文学研究

科教授 ） ，
2 0 0 7 年 3 月 。

⑤ 杉山清彦 ： 《努尔哈赤时代的
“

ｈｉ
ｙ
ａ
”

制——清初侍卫考序说》 ， 《东洋史研究 》 ，
第 6 2 卷第 1 号 ， 2 0 0 3 年 6 月 。

⑥ 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清代宫中档奏折及军机处等折件》 （ 以下简称 《宫 中档及军机 》 ）
，
乾隆五十四年二月 十二 曰 ，

孙永清 《奏为移置黎维祁眷属至省安置由具覆 》 奏折。

⑦ 国立故宫博物院藏 《宫 中档及军机 》 （以下简称 《 宫中档及军机》 ） ， 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十二 日 ， 孙永清 《奏为移置

黎维祁眷属至省安置由具覆 》 奏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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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勿 向流亡 中的黎维祁供应超出必要 以上的粮食 ， 明确了清朝今后对黎氏复位不予支持

的立场 。 因此 ， 这三百数十名流亡者便作为编氓 ， 被安置于 以桂林为中心的广西
一

带地

方 。

因阮惠与其兄阮岳 、 暹罗国处于敌对状态 ， 故与清朝和解并接受册封的 目 的是为了

取得在越南的合法地位 。 在击败孙士毅之后 ， 阮惠 曾三次
0
尝试与清朝修复关系 ， 但均

因表文不齐而未被清朝理会 。 不过 ， 两广总督的变动使形势发生
一

变 。

新任两广总督福康安于二月抵达广西太平府后 ， 阮惠就秘密遣使
“

归降谢罪
？ ”

。 据

越南方面的资料显示
？

， 在阮惠施 以重金贿赂后 ， 福康安态度转入亲和 。 无论贿赂收受

与否 ， 从事后福康安的积极行动中的确反映出乾隆帝的强烈意愿 。 三月十六 日 ， 福康安

刚
一

抵达镇南关 ， 就速将阮惠请降之事呈报北京 ， 为阮惠与清朝改善关系铺路 。 之后又

速于 四月十九 日 ， 让担任请降使前往热河的阮惠亲侄阮光显通过镇南关
？

。

在与阮惠构建新的中越关系进程中 ， 乾隆帝对处于流亡中的黎维祁进行了最大限度

的利用 。 即 ， 对以黎维祁为首的所有安南人实施了剃发 。 在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 》 第
一

三二八卷 ， 乾隆五十四年五月辛酉 （五 日 ） 条中 ， 有如下记载 ：

黎维祁 固无能失国 ， 弃印潜逃 ， 今姑宽其失守藩封之罪 ， 安插桂林省城 ， 酌给

养赡 ， 比于编現 。 若听其仍 旧蓄发 ， 服用该 国 衣冠 ， 与 内地民人迥异 ， 殊于体制未

协。 著传谕该督抚 ， 即令黎维祁并伊随从人等
一体刹发 ， 改用 天朝服色 。 将来阮光

显经过桂林时 ， 与黎维祁会晤 ， 见其业经剃发 ， 服色改易 ， 断无回 国之理 。 并可令

阮光显差人回 国 ， 寄知阮惠 ， 俾得释其疑畏 。

上文大意是 ： 黎维祁因无能丢弃印信 ， 未能恪尽属国之责而逃亡 。 后虽为编氓
一

直

被供养于桂林 ， 但原先的发型、 衣冠与中 国 内地之人相异 ， 亦不合清朝制度 。 为此 ， 乾

隆帝 向总督 、 巡抚宣谕 ， 令黎维祁及其随从人等尽皆薙发 （剃发 ） 、 改着清朝服式 。 但

实际上 ， 清朝方面实施剃发的真正 目的位于上谕的后半部分 。 即 ， 安排阮光显在通过桂

林时与黎维祁会面 。 若令阮光显与已经剃发易服的黎维祁相见 ， 就能通过阮光显将流亡

者
一

行人复国之念已绝的信息传递给阮惠 ， 或许能使阮惠认真对待亲 自进京
一

事 ， 会面

正是 出于清朝方面这样的谋划 。 虽有记载在剃发时 ， 福康安对黎维祁未予强制 ，

“

不但

勉强 ，
且各面有喜色

”

、 甚至曾面露喜悦 。 但根据越南方面的资料 《钦定越史通鉴纲

目 》 第四十七卷中 的记载 ：

兵行诡道 。 不若薙发改装 ， 以眩贼兵 ， 俟复国后仍从本俗 ， 帝不虞其诈 ， 遂勉

从之。 凡我 国人前后至者 ， 康安亦悉令剃发易服。

上述 内容 ， 对黎维祁等人为复国暂时迷惑敌人才接受剃发
一

事予以说明 ， 黎维祁也

是为 了不被福康安怀疑才接受剃发的 。 闰五月十八 日 ， 遵照乾隆帝 旨意 ， 黎维祁与 阮光

① 三次的时间分别为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初三、 二月 九日 、 二月二十二 日 。

② 《纲 目 》 ， 第 4 7 卷 ， 第 4 2 页 。

③ 《纲 目 》 ， 第 4 7 卷 ， 第 4 3 页 。

④ 《纪略 》 ， 第 1 9 卷 ， 第 1 4
—

1 5 页 。

⑤ 《纪略 》 ， 第 2 1 卷 ， 第 1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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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会面 。 虽然黎维祁 以
“

我已为天朝百姓 ， 与他无可言语
？ ”

进行了消极抵制 ， 但亦可

从中理解当阮光显见到黎维祁后 ，

“

喜形于色 ， 似积疑顿释 的原因 。

以上所见 ， 乾隆帝对安南人实施刹发 、 易服的 目 的 ， 是 由清朝将黎 氏已无复国之意

向 阮惠做出声明 ， 而黎维祁此时的想法却并未得到反映 。 安南流亡者
一

行人也随后接受

了
“

洗礼
”

， 成为清朝 的属人 。

六月二十二 日 ， 乾隆帝不等请降使抵达就册封阮惠为安南国王
？

， 之后于七月二十

四 日在热河接见了安南请降使阮光显 。 乾隆帝于当 时写成 《御制再书安南始末记 》
一

文 ，

对 自 己继位 5 4 年来虽每遇难事却终能善决 ， 此非人力而乃天意的思想做出总结 。 实际

上 ， 乾隆帝是将清朝虽在局部战争中落败 ， 结果却是阮惠请降的原因 归于天意 ， 并将清

朝对安南政策的成功 以及截至 当前的行动 ， 均置于天意的名义下使之正统化
？

。

批准福康安上奏的乾隆帝 ， 决定将黎维祁及其属下迁往北京编入八旗汉军的时间 ，

是在实施剃发 、 易服半年后的乾隆五十 四年 （ 1 7 8 9 ） 十
一

月八 日 。 《大清高宗纯皇帝实

录 》 第
一

百三十四卷 ， 有如下记载 ：

因 思黎维祁 曾为 国 王 ， 现在桂林省城安插 ， 究仍密迩安南 ，
恐其 旧时 臣庶 ，

假以 为名 ， 又致滋生事端 ， 阮光平亦 恐 因 此心存疑虑 ． 且黎维祁柔懦无能 ，
不克

自振 ， 投回 内地 ， 本无大罪 ， 若竟齿于齐 民 ， 亦非联兴灭继绝之意 。 应令黎维祁

率 同属下人户 ， 全行来京 ， 归入汉军旗下 ， 编一佐领 ， 即令黎维祁 为世管佐领 。

黎维祁既有官职承袭 ， 所属人户 皆得食粮生聚 ， 亦可以 出 仕 ， 伊等 自属 乐从 。 著

传谕福康安即行详加酌核 ， 将黎维祁等及伊属下之人在各府安插者 ， 分起送京 ，

编隶旗籍 ， 用 示跃格外释恤至意 。 至黎维祁若穷蹙 内投 ， 亦著
一

并送京 。 庶使阮

光平 闻知黎氏支属全已来京 ， 不致复留后患 ， 自 当倍加感激也 。

或许是 出于因黎维祁行至镇南关后 曾在附近的广西驻留 ， 与 自己正在安南保乐地方

进行复国活动的幼弟黎维祗保持联系 ， 可能会引起阮惠 （ 阮光平 ） 警觉的顾虑 ， 而使乾

隆帝产生 了若为阮惠除去隐忧可能会使其心存感激这样的想法 。 即 ， 被安置于桂林及其

周边地区的黎维祁等流亡者的存在已被看作是阮惠入京谒见 的障碍
？

。 清朝方面对阮惠

准备进京之前的事宜
一

直进行着妥善的处理。

清朝原定于十
一

月下旬将黎维祁移送北京
？

， 后以
＂

目下正值隆冬时候 ， 向北行走 ，

更为寒冷
”

为 由 将抵京期限推迟至翌年春三月末之前
？

。 此外 ， 清朝方面以流亡者
一

行 3 7 6 人全数迁至北京无法安排住房为 由 ， 将迁往北京的人数限定为
一

个佐领 ， 即

① 《纪略 》 ， 第 2 1 卷 ， 第 1 6 页 。

② 《纪略ｈ 第 2 1 卷
，
第 1 6 页 。

③ 《 高宗实录 》
，
第 1 3 3 3 卷 ， 乾隆五十 四年六月丙子 （二十二 日 ） 条 。

④ 《高宗实录 》 ， 第 1 3 3 5 卷 ， 乾隆五十四年七月戊申 （
二十四 日 ） 条。

⑤ 清朝将黎维祁等
一

行人从广西移送北京 ， 除了防范黎维祁 、 黎氏 旧臣与黎维祗联合之外 ， 对桂林所在的广西作为

阮惠进京必经之地 的考虑也是其中 的原因之
一

－

。

？ 《髙宗实录 》 ，
第

1 3 4 3 卷 ， 乾隆五十五年十
一

月 乙 已 （二十三 曰 ） 条 。

⑦ 《 史略 》 ， 第 2 5 卷 ， 第 7 页 。

⑧ 《纪略 》 ， 第 2 7 卷 ， 第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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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0
—

2 0 0 人 ， 而将其余人员分送江南 、 浙江、 四川等地 结果 ， 黎维祁与王室成员等

1 6 9 人被迁往北京编入旗籍
？

， 阮恭等 7 1 人被送往江南 、 黄德邓等 6 8 人被送往浙江、

段旺等 6 3 人被送往四川作为编氓管理
？

。

不过 ， 清朝方面如此急切地移送黎维祁等人 ， 又是出于什么 目 的 ？ 实则就是在远征

安南开始后 ， 频繁出现在清朝方面资料中 的
一

个词汇
——

八旬万寿 。 所谓八旬万寿 ， 是

指乾隆帝的八十寿辰庆典 ， 预定于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十三 日举行 。 虽然在乾隆五十三年

十二月 已确定庆典负责人
？

， 但在黎维祁复位后的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 时 ， 清朝方面为

做好安南国王黎维祁于八旬万寿之际亲 自上京朝觐的准备 ， 已将黎维祁之弟黎维祗于次

年即乾隆五十四年三月 先行入京的计划匆忙告知孙士毅 。 此事亦经福康安上奏报知乾隆

帝
？

。 福康安亦为八旬万寿的负责人之
一

。

但在黎维祁流亡之后 ， 清朝方面就开始谋划改变对安南政策 。福康安按乾隆帝授意 ，

为使安南国王能够亲赴八旬万寿朝觐 ， 作为两广总督来到前线 。 若要安南国王在预定八

月 举行的八旬万寿庆典上朝觐成功 ， 就必须令阮惠于六月或七月时进京
？

。 为此 ， 黎维

祁则必须在三月末之前到达北京 。

不过 ， 虽然阮惠已决定进京 ， 但基于 自 身在本国 的不安局势 ， 不可能轻易离开安南

半年以上
＠
的时间 。 因此 ， 据传阮惠曾使用替身 ， 始终 由福康安带领参加觐见

？
。 依据

名册 ， 安南 国王的观瞻位次列于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各喇嘛之后 、 七月 九日 时 ， 与各

蒙古 、 回部王公同列
？

。 从清朝破例让应属礼部管辖的安南国王与理藩院王公同列 ， 其

座位还被置于亲王之下 、 郡王以上
？
的举措 ， 不难看出此次安南 国王朝觐受到乾隆帝何

等重视 。

安南国王朝觐虽在 中国历史上亦属首次 ， 但笔者想要在此强调的 ， 则是乾隆帝在热

河举行观瞻仪式的真正意图 。 热河是清朝皇帝作为蒙古帝国 （ 内陆亚洲世界 ） 继承者举

行政治活动 的空间 。 而且 ， 当时蒙古对于忽必烈时代三次远征而未能迫降安南的历史仍

保有记忆 。 对于乾隆帝通过 自己的八十寿辰典礼而使
“

安南国王
”

入觐来朝 ， 来理解其

不仅要向中华世界 ， 还要对内陆亚洲世界宣扬 自己伟业达成的本意 ， 当无不妥 。 至于出

① 《纪略 》 ， 第 2 5 卷 ， 第 1 6 页 。

② 实际移送始于翌年二月 ， 共分四批进行 。 清朝方面将第
一批黎维祁及眷属于二月二 日 、 第二批丁迓衡等 2 7 人于二

月六 日 、 第三批潘启德等 2 4 人于二月十 日 、 第 四批阮廷沛等 5 6 人于二月十五 日 ， 经由湖南 、 河南 、 直隶各路移送萆北京 。

参照 ： 《纪略 》 ， 第 2 7 卷 ， 第 9 页 。

③ 《纪略》 ， 第 2 7 卷 ， 第
1 0 页 。

④ 《高宗实录 》 ， 第 1 3 0 0 卷 ， 乾隆五十三年四 月丙子 （十四 日 ） 条 ，

“所有五十五年万寿庆典各事宜 ， 著派阿桂 、 和

珅 、 刘墉 、 福康安、 胡季堂、 金简、 李缓 、 伊龄阿总办 。

”

⑤ 《 明清史料 》 庚编第二本 ， 1 0 4 丁 ， 兵部
“

为 内阁抄出两广总督孙奏折
”

移会 ， 安南国谢恩 ， 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

二十八日 ， 以及 《明清史料 》 ， 庚编第二本 ，
1 0 2 丁 ，

“

福康安残奏折
”

无年 月 。

⑥ 《高宗实录 》 ， 第 1 3 2 8 卷 ， 乾隆五十四年五月 己未 （三 日 ） 条 。

⑦ 阮惠进入镇南关是在乾隆五十五年四月 十五 日 ， 谒见乾隆帝之后回抵镇南关是在十一月二十九日 ， 在清朝滞留时

间达七个月 。

⑧ 详请参考前述铃木中正 ： 《乾隆安南远征考 （上 ） 》 、 《乾隆安南远征考 （ 下 ）》 、 《黎朝后期与清朝的关系 （ 1 6 8 2
—

1 8 0 4

年 ） 》 。

⑨ 《乾隆朝上谕档 》 ， 第 1 5 册 ， 乾隆五十五年七月六 曰 ^

⑩ 《髙宗实录 》 ， 第 1 3 5 8 卷 ， 乾隆五十五年七月 己丑 （十一 日 ） 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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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八旬万寿典礼者 ， 无论是黎氏也好 、 阮氏也罢 （或是替身亦无妨 ）
，
如何能使

“

安南

国王
”

入觐来朝 ， 才是乾隆帝的
一

片苦心 。

三 、 编设安南黎 氏佐领及其在北京的 生活

乾隆五十五年二月 ， 安南黎氏
一

行人被迁至距桂林约 1 7 0 0 公里 、 距河 内约 2 3 0 0 公

里
？
外清朝皇帝所在 的北京 ， 新编入皇帝领有的上三旗

？
之一镶黄旗汉军第二参领第九

佐领 。 编入总数 1 6 9 人 ， 其中男丁 1 0 9 人 。 居住地定在东直门羊管胡同北侧 的安南营
？

，

安排住房 2 0 0 余间 、 8 0 户气 另 设管理黎维祁等人的大臣
一

员 由 曾任参领的金简担

任
？

。 在编设佐领期间 ， 曾有应将其他佐领下人并入的提议、 但似乎未被实行 。 安南

人聚居构成
一

个佐领 ， 也是他们能够不被满化
？

、 日后归 国 的原因之
一

吧 。 在考虑其他

因素之前 ， 就有关黎氏佐领的 内容 ， 试概述如下 。

在 《钦定八旗通志 》 卷 2 2 ， 《旗分志二十二》 中 ， 记有如下内容 ：

第二参领第九佐领 ， 乾隆五十五年 ， 奉 旨 以安南黎维祁及其属下
一百六十七名

编一佐领 ， 令黎维祁管理 。 黎维祁故 ，
以胞叔黎维桉管理。

安南黎 氏佐领编设于乾隆五十五年 （ 1 7 9 0 ） ， 至嘉庆九年 （ 1 8 0 4 ） 被裁撤 。 前后仅

存续 了十五年 ， 相关资料不丰 。 本文主要利用 的资料为前述 《钦定八旗通志 》 （ 嘉庆四

年校刊 ， 仅有汉文本 ） 与 《八旗世袭谱档 》

？
。 虽然 《钦定八旗通志 》 涉及本文 内容的

记载较少 ， 但通过第二十二卷中 的 间注 ， 能在
一

定程度上再现佐领编设最初时八旗构成

人员情况。 此外 ， 在 《八旗世袭谱档 》 中与安南黎氏有关的档案 ， 现仅存佐领裁撤之前

嘉庆八年十二月 的部分 。 故以这些资料为基础 ， 论述安南黎氏佐领在编设之初与裁撤前

佐领下的职官情况 。

在 《钦定八旗通志》 卷 2 2 ， 《旗分志二十二 》 的 间注中 ， 记有如下 内容 ：

此佐领于乾隆五十五年 ， 奉 旨将安南黎维祁及其属下人等由广 西护送来京 。 特
恩授黎维祁世职佐领 ， 赏给房屋器具并敕官为经理 。 旋议奏入于镶黄旗汉军二参领 ，

铸给第九佐领 图记 ， 并设本佐领下骁騎校一员 。 遵 旨 即以都 司职街潘启德补授 ， 仍

请戴都 司顶戴 。 领催五名 以守备衔之丁迓衡 ， 千总衔之阮廷沛二人挑朴二缺 ， 仍令

① 如列举截至参考引用时的气候统计数据 ， 北京与安南在最高温的七月相差 7 摄氏度 ，
最低温 的一月 相差 1 8 摄氏度 ，

年均温相差 1 4 摄氏度 。 年降水量相差 2 ． 4 倍 （北京约为年 7 0 0 毫米 、 河内约为年 1 7 0 0 毫米 ） 。

② 清朝的Ａ旗制度 ， 是 以上三旗 （镶黄 、 正黄、 正 白 ） 为皇帝的直属旗 ， 下五旗 （ 正红 、 镶白 、 镶红、 正蓝 、 壤蓝 ）

仍由宗室王公所领有 。 详见細谷 良夫 ： 《清朝的八旗制推移 》 ， 《东洋学报 》 ， 第 5 1 卷第 1 号 ，
1 9 6 8 年 6 月 。

③ 根据侯仁之 （主编 ） ： 《北京历史地图集 》 ， 北京出版社 ， 1 9 8 8 年版的记载 ， 民国之后 ， 该Ｅ域内似乎还保留着安

南营的地名 。

④ 《史略 》 ， 第 2 6 卷 ， 第 1 6 页 。

⑤ 《乾隆朝上谕档 》 ， 第 1 5 册 ， 乾隆五十五年正月初九 。

⑥ 《乾隆朝上谕档 》 ， 第 1 8 册 ， 乾隆五十九年九月十二 日 ，

“

专管黎 氏宗族及属下人等之都统金简
”

。

⑦ 《史略 》 ， 第 2 6 卷 ， 第 1 5 页 。

⑧ 有关
“

满化 ” 现象 ， 王锺翰在 《关于满族形成中几个 问题 》 （ 《满族史研究集》 ， 1 9 8 8 年 1 1 月 ） 中 已有论述 。 近年 ，

杉山清彥以具体考察为基础 ， 对
＂

满化
”

进行定义。 参见杉山清彦 ：

《汉军旗人李成梁
一族 》 ，

岩井茂树编 ： 《中 国近世社

会的秩序形成 》 ， 2 0 0 4 年 3 月 ， 第 2 2 7
—

2 3 2 页 。

⑨ 关于 《八旗世袭谱档》 之 内容 ， 参见楠木贤道 ： 《关于 〈清代谱牒趙案 〉 》 ， 《清史研究》 ， 第 3 号 ， 1 9 8 7 年 4 月 。

绵贯哲郎 ： 《关于所谓 〈 八旗世袭谱档 〉 》 ， 《满族史研究通信 》 ， 第 9 号 ， 2 0 0 0 年 4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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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各原衔顶戴 。 其余领催及步 、 曱 、
工 匠 、 铁匠 、 养育兵等 ， 俱照各佐领定额挑补 。

所有钱粮及遇红白 事件 ， 亦照各佐领之例一体办理 。

一切差务俟稍能熟悉时 ， 再行

派拨 。 黎维祁初授佐领未能办事 ， 令该参领督率代办 。

首任佐领黎维祁 ， 前安南国王 。 乾隆五十四年正月 ， 流亡清朝 ， 由南宁迁往桂林 ，

于五月剃发 ， 因定于十
一

月编入八旗汉军而被移送北京 。 虽然黎维祁于乾隆五十五年四

月十五 日被授予四 品佐领
？

， 但因与属下潘启德的职衔 （都司 ） 品级相同而需变更 ， 遂

于五月二十 日改授三品职衔 尚未发现黎维祁作为佐领办理公务的迹象 ， 黎维祁后于

乾隆五十八年十月 十六日在北京死去 。
’

骁骑校为潘启德 ，
． 禾 口 山安 邑人 ， 原阮惠属下谅山镇守 （都督 ） 。 乾隆五十三年清

朝远征安南 ， 潘启德与孙士毅 、 许世亨约定在清军入镇南关时为 内应 ， 献城以降 。 在黎

维祁流亡之后 ， 潘启德入镇南关
？

， 被任命为都司迁往挦州 。 在入旗时被黎维祁招回 ，

因精通汉语担任骁骑校
？

， 当时 3 7 岁气 至乾隆五十五年十月 ， 因佐领下人大量返回安

南
一

事引咎 ， 被革去骁骑校之职 （后述 ） 。

五名领催中 由 间注所记的二人为丁迓衡与阮廷沛 。 丁迓衡为锦江邯江人 ， 据说为太

傅丁文复之子孙 ， 曾于黎维祁招募义军时往来奔走 。 丁迓衡在黎维祁流亡之后 自钦州龙

门镇来投 ， 授任全州守备 。 入旗时 ， 丁迓衡与潘启德
一

起被召回 ， 授任领催 ， 后死于北

京
？

。 阮廷沛在入关后 ， 授任千总 。 入旗时任领催 ， 后于乾隆五十五年十月归国 （后述 ） 。

在 《钦定越史通鉴纲 目 》 第四十七卷中 ， 还列有领催范廷僖之名 。 范廷僖为真定博泽人 ，

据传为范廷仕后裔 ， 原麟阳侯 。 虽然范廷僖任职领催的期间不明 ， 但知其为继潘启德之

后任骁骑校 ， 至佐领裁撤后归国 ， 之后死于家 中 。

关于佐领裁撤前其构成情况 ， 在根源册 《八旗世袭谱档 》 世袭十二号 《镶黄旗汉军

安南黎氏佐领根源册 》 （嘉庆八年十二月 ）

⑦
中 ， 记有以下内容 ：

二曱 喇佐领黎维桉 ，
骁骑校范廷潜 ， 领催黎维溥 、 丁武堂 、 丁武条 、 黎允全 、

丁武印等呈 ， 为报明佐领缘由事 。 职等查得黎维桉所管世管佐领 ， 原 系黎维祁于乾

隆五十五年五月 内 ， 由广西率属 归入京城 ， 钦奉请旨 ， 施恩赏给三品职衔 ， 授为佐

领世袭 ， 其职以赡身 家 ， 钦此。 于乾隆五十六年九月 内 ， 由兵部领到佐领＃■源 印轴
一卷 。 黎维祁于乾隆五十八年十 月 内病故 。 伊叔黎维桉于十一月 内二次接管佐领 ．

因此 ， 将原立佐领缘由缮画 家谱 ， 并谱内之现管佐领黎维桉 ， 及親骑校范廷《？

， 领

催黎维溥 、 丁武堂 ． 丁 武条 、 黎允全 、 丁武印等 ， 公同 画押具报。

第二任佐领为黎维桉 ， 系黎朝显宗之皇太子黎维祎 （黎维祁之父 ） 之弟 。 黎维桉在

黎维祁流亡后 自桐油隘入关 ， 作为王室亲族 （ 国王亲叔 ） 被送往黎维祁所在的桂林 ， 后

与黎维祁
一

同进京 、 入旗 。 乾隆五十八年十月 ， 即黎维祁死后次月 ， 黎维桉接管佐领 。

① 《乾隆朝上谕挡 》 ，
第 1 5 册 ， 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八 日 。

② 《乾隆朝上谕档 》 ，
第 1 5 册

， 乾隆五十五年五月 二十 曰 。

③ 《纲 目 》 ， 第 4 7 卷 ， 第 3 5 页 。 《高宗实录 ：Ｋ 第 1 3 2 6 卷 ， 乾隆五十四年四 月庚子 （十 四 日 ） 条 。

④ 《宫中档及军机 》 ， 金简 ， 《奏报遵 旨辦理安南黎维祁等来京归入汉军旗下
一

案 》 ， 乾隆五十五年五月 十九 曰 。

⑤ 同上 。

⑥ 《纲 目 》 ，
第 4 7 卷 ，

第 2 7 页 、 第 3 7 页 。

⑦ 在该档案中 ， 虽见 《镶黄旗汉军二甲喇呈造嘉庆八年分世管佐领族中袭替佐领併世职家谱清册 》 ， 但其所指应为第

二甲喇 （满语 ｊａ ｌａｎ ， 汉译参领 ） 整体 。 故此 ， 作者按各个佐领 、 世职 ， 对该根源册的名称进行臆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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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 ， 在 《钦定越史通鉴纲 目 》 等越南方面的资料中 ， 却出现了第二任佐领 由黎维祁养

子黎维康继任的记载 。 但是在八旗档案中 ， 却未见养子黎维康之名 。 后 曾于王室近亲 、

王叔黎维桉子孙 中试查找该人 ， 得知黎维桉于北京所生之子 ， 有黎维祜 （九岁 ） 、 黎维

稹 （ 四岁 ， 均为嘉庆八年时的年龄 ） ， 亦不相符 。 对此人未以安南王族命名应使用
“

夺
”

部偏旁汉字的查证 ， 也存在难于类比之处 ， 故现阶段
一

切 尚属不明 。

骁骑校为范廷倩 ， 推测其大约是在乾隆五十五年十月潘启德被革职之后 ， 由领催升

任骁骑校 （ 前述 ） 。 ？

领催为黎维溥 、 丁武堂 、 丁武条 、 黎允全 、 丁武印五人 。 黎维溥为黎维祁近亲 。 乾

隆五十九年二月 ， 以黎维治之名流亡而至 。 因最初不能认定为黎维祁近亲而被安置于江

南 。 之后虽 由黎维祁之母阮玉素 、 佐领黎维桉等人确认 ， 仍 以身份不明者
？
被移送北京 ，

后称 自 己原名黎维溥 ， 其父为瑶郡公黎维招 在被认定为黎维祁近亲之后 ， 于十月二

十二 日编入安南黎氏佐领 ， 即在黎维祁死后入旗 。 入旗后黎维溥所生子黎维溥 （ 四岁 ）

，黎维湛 （

一

岁 ， 均为嘉庆八年时的年龄 ） 同被定为养育兵 。

“

丁武堂 、 丁武条 、 丁武印流亡后 ， 在守备丁迓衡属下 ， 被安置于桂林府全州 。 其
一

行 2 7 人于乾隆五十五年二月六 日 ， 与丁迓衡
一

同 自全州
＠
出发来到北京 。 根据有关丁武

印仅存的少量记载 ， 知其为锦江邯江人 ， 与丁迓衡 同族 。 丁武印原名丁武胤 ， 因避雍正

帝胤稹名讳而记作丁武印
？

。 黎允全为黎侗之子 ， 是未包括在入旗时 1 6 9 人之内 、 与段

旺等人
一

起被送往四川的 6 3 人之
一

。 经乾隆五十五年九月编入黎维祁佐领的奏请
？

， 之

后被迁往北京授任领催 。

以上 ， 就安南黎氏佐领在编设时与栽撤前佐领下的职官构成进行了概述 。 关于该佐

领人事变动的全貌 ， 可知佐领
一

职是在黎维祁 、 黎维桉亲叔侄之间接管 ， 满足世管佐领

的条件
？

。 关于佐领下职官的情形 ， 在编设佐领期间 ， 流亡最初时清朝是将都司 、 守备 、

千总等官职授予安南人
？

， 至裁撤佐领前 ， 仍由黎维祁眷属等亲近之人担任骑骑校 、 领

催等职 。 总的来看 ， 黎氏佐领并非仅仅编入安南人 。 在佐领下职官的补充上也具有不从

同
一

参领 、 其他旗等外界录用所需官员 ， 只在安南流亡
一

行人 内部完成交替的特征
？

。

① 《乾隆朝上谕档 》 ， 第 1 8 册 ， 乾隆五十九年九月 十
一

日 。

② 《乾隆朝上谕挡 》 ， 第 1 8 册 ， 乾隆五十九年十月 二十二日 。 黎维溥曾袓为黎维搪 （黎朝裕宗 ， 1 7 0 5
—

1 7 2 9 年在位 ） 。

③ 《 宫中档及军机 》 ， 孙永清 《咨军机处谨将护送黎维祁进京之委员姓名及每批人数造册逞送 》 奏折 。

④ 《纲 目 》 ， 第 4 7 卷 ， 第 5 2 页 ，

“

胤
”

字在此处空缺 。

⑤ 《乾隆朝上谕档 》 ， 第 1 5 册 ， 乾隆五十五年九月十 四 日 。

⑥ 关于世管佐领的条件 ， 参照绵贯哲郎 ： 《六条例之成立
——乾隆朝八旗政策之一断面 》 ， 《社会文化史学 》 ， 第 4 5

号 ’ 2 0 0 3 年 1 0 月 。

⑦ 《宫中档及军机 》 ，
金简 《奏报遵 旨辦理安南黎维祁等来京归入汉军旗下

一案 》 ， 乾隆五十五年五月十九 日 ， 记载编

设安南黎氏佐领时的佐领下职官为 ： 骁骑校 1 名 、 领催 5 名 、 马 甲 4 2 名 、 弓 匠 1 名 、 敖而布 8 名 、 养育兵 1 8 名 、 步甲领

催 1 名 、 步甲 1 3 名 、 铁匠 1 名 ， 总计 9 0 名 。

⑧ 关于佐领下的婚姻关系 ， 俄罗斯佐领的情况是投降者全部为男丁
，

“将步军统领衙 门收押的女犯配予他们为妻 ， 还

给他们当 中的某些人匹配 了大户人家的妇女 。

”

（前述 ， 刘小萌 ： 《清代北京的俄罗斯旗人 》 ， 《清史研究新视野》 ， 第 7 9
—

8 0 页 ， 第 8 4 页 ） 。 安南黎 氏佐领的情况是 ， 在对 1 6 9 名构成人员编设佐领时 ， 男丁 1 0 9 名 ， 其余 6 0 名为家丁与妇女儿童 。

在 《乾隆朝上谕档 》 ， 乾隆五十五年九月六 日记载中 ，
清朝对未带王妃独 自在京 的黎维祁提出令其从属下女子中选娶侧室 ，

但当时已无适为妻室的女子 。 据此可推测 ， 安南黎 氏佐领内部通婚的可能性极髙 ， 与其他佐领下人的交流也 极为封 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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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 ， 历经十六年
0
的流亡 ， 接受剃发而成为

“

天朝百姓
”

的
一

行人最终却得 以南

返归 国 ， 其间的经过又是如何 ？

首先 ， 是在乾隆五十五年九 月末发生的安南人大量归国事件 。安南 国王觐见乾隆帝 ，

使中越关系得以稳定 。 安南黎氏佐领领催阮廷沛等 3 8 人与眷属 4 3 人 ， 总计 8 1 人 ， 以
“

父母妻子皆在安南
”

为 由请求归国 乾隆帝在得知阮惠 同意后 ， 下令在被安置于各

地的安南流亡人中对愿意归国者进行确认 。 结果是浙江有阮廷琏等 5 9 人 、 苏州有梁廷
？

效等 1 9 人 、 安徽有阮贤等 4 人
？

、 四 川有高春旺等
？
流亡者总数近半的愿归者回国 。 通

过此事 ， 再次印证了流亡者的生活故地在安南 ，
他们是将家眷留在安南在此过着寓居的

生活 。 此事发生后 ， 就北京黎氏佐领中 出现 8 1 人归 国者
一

事 ， 潘启德 以
“

不能管理属

下人
”

之责而引咎 ， 被革去骁骑校之职、

实际上 ， 据说此事的 目 的是出于寻找黎维祁流亡时失散的眷属
？

并送往北京 ， 也是

乾隆帝对前安南国王恩抚政策延长线上的
一

环 。 乾隆帝为使安南国王觐见成功 、 昭示恩

德深泽 ， 而考虑将黎维祁之王妃 、 王弟召至北京使其共同生活 。 但此事因黎维祗下落不

明而未能顺利进行 。 不仅如此 ， 反而唤起黎氏佐领下人的思乡之情 ， 导致安南流亡者
一

行人内心发生动摇 、 最终陷入分裂这样具有讽刺意味的结局 。

其次 ， 是安南四大臣的存在 。 所谓安南四大臣 ， 是指黎侗 、 郑宪 、 黎值 、 李秉道四

人 。 他们在黎维祁刺发后 ， 仍未放弃反阮复国之志要求回国 。 四人曾因抵制剃发易服而

被送至北京刑部监禁 。 虽然 四人在嘉庆帝继位后被释放送往火器营 ， 但终未剃发
6 1

。 他

们
一

贯坚持的立场 ， 成为流亡者 的精神支柱 。

再次 ， 是黎维祁幼弟黎维祗与反阮势力的存在 。 上述可见 ， 在乾隆五十四年正月黎

维祁流亡之后 ， 黎维祗率领兄长的王妃 、 宫嫔等 ， 在安南保乐地方联合外国势力从事反

阮活动 ， 虽于十
一

月 被阮惠击败
？

， 但正 向高平转移
？

。 清朝恐此黎维祗与黎维祁及黎

氏旧 臣联合 ， 再三下令
一经发现立即迁往内地 。 据黎侗供述 ， 反 阮势力

“

谅山 、 江北 、

太原 、 山西、 海阳 、 清华等七 、 八处 ， 共有兵三万余人 。 黎维祗亦有兵万余人 ，
数字

虽可能有所夸大 ， 但却是清朝与阮惠不能无视的存在 ，
这也成为清朝对黎维祁实施剃发 、

入旗的原因 。

此外 ， 在大量安南人回 国事件发生之后的乾隆五十七年五月 ， 上奏称有人告发在回

① 实际黎维祁流亡清朝的时间 ， 是从乾隆五十三年至嘉庆九年共 1 6 年 ， 而越南方面的资料则是从黎朝显宗死后的混

乱期 （ 乾隆五十
一

年 ， 昭统元年 ） 开始计算的 。

② 《乾隆朝上谕档 》 ， 第
1 5 册 ，

乾隆五十五年九月 二十五 日 ， 记有 8 1 人 的名单 。

③ 《纪略 》 ， 第 3 0 卷 ， 第 7 页 ； 第 1 2 页 。

④ 《乾隆朝上谕档 》 ， 第 1 5 册 ， 乾隆五十五十月十三 日 。 《纪略 》 ， 第 3 0 卷 ， 第 1 4 页 。

⑤ 《乾隆朝上瑜趋 》 ， 第 1 5 册 ， 乾隆玉十五年十月
一

日 。

⑥ 《乾隆朝上谕档 》
， 第 1 5 册 ， 乾隆五＋五年九月二十二 日 。

⑦ 昭裢 ： 《啸亭杂录》 ， 第 9 卷 ， 《安南四臣 》。

⑧ 《高宗实录 》 ， 第 1 3 4 2 卷
，
乾隆五十四年十

一

月庚寅 （八日 ） 条 。

⑨ 《乾隆朝上谕档 》 ， 第 1 5 册 ， 乾隆五十四年十
一

月 十 曰 。

⑩ 《纪略 》 ， 第 2 5 卷 ， 第 1 1 页 。 就 目前所读到的各种资料 ， 无法排除黎侗在流亡后仍能与黎维祁接触的可能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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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者中 ， 挟带有阮惠下令禁止与黎维祗联络的信件
？

。 可想而知 ， 黎维祁 、 丁迓衡 、 黎

侗 、 潘启德等人与此事难脱干系 ， 但该案审理因证据不足而中止 。 在流亡者心中 ， 安南

黎维祗 、 反阮势力 的存在 ， 无论其情形如何 ， 始终是处于复国活动最前沿的 。 不管怎样 ，

黎维祁等流亡者
一

行人与故土安南保持着精神上的维系 ， 虽 已剃发 ， 但并未丧失而是依

然保持着作为安南人的 自我意识 。

乾隆五十六年四月 ， 由黄益晓提议 ， 黎维祁向金简请求将处于反阮势力范围下的高

平 、 谅山 、 宣光 、 兴化四处
“

酌给
一

处安插 ， 奉其宗祠
”

。 清朝在拒绝这
一不合时宜要

求的同时 ， 以
“

在安南时 ， 即为黄益晓所惑 自致败亡 。 今复听信伊等言语
？ ”

进行严厉

申伤 。 将主犯黄益晓遣送伊犁 、 黎昕遣送奉天 、 范如松遣送黑龙江 、 阮国栋遣送吉林 ，

命
“

各将军等严加管束
”

， 将其他 2 0 人移送
？
热河 。 黄益晓为上玻丰稔人 ， 廸国公气

流亡之际曾将黎维祁之母 、 嫡子救出 。 阮国栋为 良才琵琶人 ， 国舅 ， 凤彩侯 ， 黎维祁妻

兄 。 由此次宗祠事件而被处罚 、 遣送之人 ， 均为早年追随黎维祁之侧近 ， 据说失去这些

人的黎维祁 ， 曾极其忧愤、

乾隆五十七年五月 ， 黎维祁长子黎维诠死去 ， 享年 7 岁 。 后黎维祁发病 ， 于乾隆五

十八年十月十六 日死去 。 乾隆帝以公爵之礼将其葬于东直门外将台窝 。 以
“

奉其宗祠
”

一

事被遣送热河的阮 日肇 ， 在得知黎维祁讣告后不久病死 。 嘉庆四年十
一

月 ， 黎维祁之

母 、 王太后阮玉素亦死去 。

嘉庆七年 （ 1 8 0 2 ）
， 越南阮福暎在消灭西 山阮氏后 ， 在顺化继位 ， 开创阮朝 。 随后

遣使清朝 ， 请求册封并改国号为越南 。 翌年 ， 清朝改封阮福暎安南国王为越南国王 。 清

仁宗嘉庆帝得知阮福暎本人关注流亡
一

行人动 向的时间 ，
为嘉庆八年九月 。

新封为越南 国王 ， 因 念前此安插 内地之安南人 ， 自必心怀故土 。 业经查询火器

营安插之黎侗等 ， 及编入旗下之黎姓旧 臣 ， 咸愿 回至本国 。 并将黎维祁骨殖带
回

。

……伊等俱愿回 归故土 ，
该国王是否愿将此人等收留

？
。

嘉庆帝为实现流亡
一

行人归 国的愿望 ， 要求越南国王予以接受 。 清朝方面对安南人

下达归 国许可的时间 ， 为嘉庆九年二月气 此时距黎维祁死去已过去 1 1年 。 流亡时 3 3 岁

的原安南王叔 、 现任佐领黎维桉此时 5 0 岁 。 自乾隆五十九年 2 8岁开始流亡的黎维溥 ， 此

时 3 8岁 。 佐领下包括妇女在 内的回 国者 ， 均获赏银 。 被遣送黑龙江 、 奉天等地的安南人

与被安置于各地作为编氓管理的安南人 ， 也获同样赏赐 。 就这样 ， 黎维桉等
一

行人护送

黎维祁及王太后阮玉素 、 王子黎维诠的棺椁 自北京 出发 ， 于八月 到达镇南关
？

。

① 《乾隆朝上愉档 》 ， 第 1 6 册 ， 乾隆五十七年五月二 日 。

② 《明清史料》 ， 庚编第二本 ， 1 8 5丁 ， 兵部
“

为 内阁抄出 尚书金奏
”

移会 ， 乾隆五十六年四月 三十 日 ，

③ 《乾隆朝上愉档 》 ， 第 1 6 册 ， 乾隆五十六年四月 二十 日 ， 前引 《明清史料 》 ， 庚编第二本 ， 1 8 5
丁 ， 兵部

“为 内 阁

抄 出 尚书金奏
”

移会 ， 乾隆五十六年 四月 三十 日奏折 。

④ 《纲 目 》 ， 第 4 7 卷 ， 第 5 2 页 。

⑤ 《纲 目 》 ， 第 4 7 卷 ， 第 4 6 页 ，

⑥ 《大清仁宗睿皇帝实录 》 （ 以下简称 《仁宗实录 》 ）
， 第 1

2 0 卷 ， 嘉庆八年九月 壬寅 （十 日 ） 条 。

⑦ 《仁宗实录 》 ， 第 1 2 6 卷
， 嘉庆九年二月癸酉 （十三 日 ） 条 。

？ 《纲 目 》 ， 第 4 7 卷
， 第 4 8 页 ，

据说为迁葬而开棺后 ， 尸体 已腐坏 ， 仅存的心脏仍显鲜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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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安南黎氏佐领 ， 随着安南流亡者
一

行人的归 国而被裁撤 。 在 《 （嘉庆 ） 钦定大清会

典事例 》 第 四百二十八卷 《兵部》 中 ， 有如下记载 ：

（ 乾隆 ） 五十五年 ’ 镶黄旗汉军增设佐领
一人 ’ 骁骑校一人。 嘉庆九年 ， 镶黄

旗汉军裁佐领 、 骁骑校各一人。

黎维祁等人在清朝境内 的流亡生活前后达 1 6 年 。 他们 自乾隆五十四年正月开始 ，

在之后大约为期
一

年的时间里 ， 历经河 内
一南宁一桂林一北京 、 超越 2 3 0 0 公里的迁移 、

在桂林接受 了象征归顺清朝的剃发等经历 ， 周围的生活环境也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 。 虽然

安南流亡者
一

行人在北京被编入八旗汉军 ， 但因语言上的问题
＠
而聚居 。 从基本未发现

安南黎氏与其他佐领 曾进行社会性交流的迹象等方面来看 ， 可以说黎氏佐领是
一

个明显

由 内部 自我终结的体系 。 再者 ， 他们与黎维祗等外部世界精神上的维系 ， 结果就是他们

未被满化 ， 使 自身继续保持 了作为安南人的 自我意识 。

历经 3 5 0 年 ， 中华王朝对安南黎氏的册封体制至乾隆后期崩溃 。 清朝对安南的政策

也经历 了从
“

扶黎反阮
”

到
“

弃黎亲阮
”

的巨大转变 。 其中最大原因 ， 是清朝为确保乾

隆帝八旬万寿庆典举办成功 、 顺利推进庆典主要 内容之一的
“

安南国王
”

朝觐计划 ， 而

将黎氏眷属 自桂林迁至北京 。 为此 ， 清朝方面特意派出旗人官员 、 侍卫福康安亲至前线

指挥 。 乾隆帝不是在北京的紫禁城 ， 而是在以 内亚大陆之汗身份活动的热河 ， 命安南国

王和属于清朝外藩的蒙古 、 回部王公
一

起觐见 。

以上 ， 本文从中越两 国宗藩关系 的角度 ， 追溯 了 自黎朝灭亡至西 山党阮氏时期的历

史 ， 介绍了个人满族 、 内 陆亚洲性的视角 。 或许正是基于这种象征性的事件 ， 安南流亡

者黎维祁等人才会被编入处于统治阶层的
；

清朝独特的八旗制度之 中的吧 。 对其入旗原

因进行解析的必要性 自不待言 ， 但因篇幅＾限 ， 尚需在今后进
一

步收集 、 分析资料的基

础上予 以探讨 、 深入关注 。

（ 本文译 自 日本历史学会主编的 《史潮》 新 6 4号 ， 2 0 0 8年 1 1 月 ）

（ ［ 日 ］ 绵贯哲郎 （Ｗａｔａｎｕｋｉ Ｔｅｔｓｕｒｏ ） ，
曰 本大学非常勤讲师 （ 兼任讲师 ）

； 史可非 ，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 北京 ， 1 0 0 0 8 1）

① 关于安南流亡者
一行人的语言问题 ， 清朝方面 曾对流亡后被安置于广西的阮廷沛等夷官因

“ 言语不通
”

， 而决定令

其学习 （《 明清史料 》 ， 庚编第二本
，

1 1 8
丁 ，

福康安等奏折 ， 乾隆五十 四年五月九 日 ） 。 从潘启德因 精通汉语而担任骁骑

校 、 清朝令
“

夷官
＂ 学习汉语的记载中 ， 可知该佐领下其余 2 0 0 人也基本不通汉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