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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自康熙至雍正初年，“欲访察明代后裔，授以职衔”①。本文以此为中

心，探究一等延恩侯朱氏被封的情形，以及汉军旗人多样性的一面。

康熙元年（1662）二月，清廷俘获永历皇帝朱由榔，瓦解了南明政权②，

也确立清朝在中国关内的统治。然而，“反清复明”的思想仍在汉人社会中流

传。因此，从康熙到雍正年间（1661—1735），不断出现假借朱姓之名的反清

活动，困扰着清朝的统治③。

一等延恩侯朱氏，是清朝认定并册封的“明代后裔”。雍正二年（1724）
十月，“（吏部）带领明代后裔镶白旗正定府知府朱之琏等六人引见，……朱

之琏，封为一等侯，世袭。凡伊族内人丁，俱令入正白旗”④，并派“往江

宁、昌平致祭，自是岁举以为常”⑤。到乾隆十四年（1749）八月，朱之琏之

孙朱绍美承袭时，“赠一等延恩侯世袭”⑥。一般认为，这个封爵“表明清朝皇

帝对被清室取而代之的明朝后代的宽宏大量，让他们‘延续圣恩’”⑦。

目前所见，与一等延恩候朱氏封爵的相关讨论，有孟森、冯尔康、李治国

作者系日本大学非常勤讲师。
①《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93，康熙三十八年四月壬子（十三日）条。
②《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6，康熙元年二月庚午（二十六日）条。
③ 冯尔康：《雍正传》，第305~31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④《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25，雍正二年十月戊寅（十四日）条。
⑤《清史稿》卷84，志五十九。
⑥《皇朝文献通考》卷254，封建考九。实际上，“一等延恩候朱氏”之名，到乾隆十

四年（1749）封爵后才出现。但是，为避免行文时造成混淆，本文一律使用“一等延恩
候”。

⑦ 庄士敦著；陈时伟等译；马小军校：《紫禁城的黄昏》，第280页，求实出版社1989
年版。

正白旗汉军一等延恩侯朱氏的封爵

［日］绵贯哲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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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① 的研究。他们指出，这次封爵为“反清复明”活动的一个归结点，或满洲

皇帝熟悉而尊重汉族传统文化后，所显示的一个政治表态。换句话说，这些观

点都是把这次封爵视为一种满汉关系，关系的核心就是以满人为主的清朝统治

集团与以汉人为主的被统治集团之间的斗争。虽然这个看法有其道理，却忽略

了被封爵的朱之琏并不属于民籍，而是镶白旗汉军的旗人②。

笔者认为，对一等延恩侯朱氏的研究，除了传统的满汉关系的观点之外，

还需要考虑八旗制的因素。因此，本文拟借以了解汉军旗人内部“满化”的差

异，希望能深化对八旗汉军的研究。

一、康熙皇帝“访察明代后裔”

康熙三十八年（1699）四月，清圣祖康熙皇帝（1661—1722年在位）第

三次南巡时，亲自前往江宁府（今南京）明太祖洪武皇帝（1368—1398年在

位）的孝陵致祭，谕大学士等曰：

朕今日往明太祖陵寝致奠，见其圮毁已甚，皆由专司无人。朕意欲

访察明代后裔，授以职衔，俾其世守祀事。古者夏殷之后，周封之于杞

宋。即令本朝四十八旗蒙古，亦皆元之子孙，朕仍沛恩施，依然抚育。

明之后世，应酌授一官，俾司陵寝。俟回都日，尔等与九卿会议具奏。③

九月间，大学士等竟奏称：“臣等遵旨会议，行查明代后裔，俾守祀事。

① 孟森：《明烈皇殉国后纪》，载《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 1959年版。原载《北
京大学国学季刊》4卷3期，1934年（原题《朱三太子事述》，载《时事新报》1913年），第
29~77页；冯尔康：《雍正传》，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05~312页；刘志刚：《康熙帝对明
朝君臣的评论及其政治影响》，《清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107~108页；李治国：《清代
延恩侯明朝皇族后裔辩伪考》，载《理论界》2012年第1期，第102~103页；李治国：《礼敬
明朝－清代“三恪二王后”探析》，载《历史教学》 2012年第 2期，第 32~35页；李恭忠：
《康熙帝与明孝陵：关于族群征服和王朝更替的记忆重构》，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
文科学·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第126~134页。

② 关于“汉人满化”，王锺翰：《满族形成中的几个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
究所编：《满族史研究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刘小萌：《清代北京
旗人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年版，第 595页；杉山清彦：《清初期对汉军旗人

“满洲化”方策》，《清代满汉关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9页。
③《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93，康熙三十八年四月壬子（十三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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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明亡已久，子孙湮没无闻。今虽查访，亦难得实。臣等愚见，即委该地方佐

贰官一员，专司祀典，以时致祭。”① 换言之，朝廷遍寻不获“明代后裔”。

自顺治元年（1644）入关以来，清朝击溃了李自成军，以及几个南明朱姓

政权；更于康熙元年（1662），俘获并绞死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其后，从康

熙十二年（1673）到二十年（1681）历经八年动乱，镇压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

之乱；二十二年（1683），郑成功之孙郑克塽归降，清朝收复台湾，结束了与

各地反满势力的斗争，终于统一全国。

经过半个世纪的战乱，中国各省人口急剧减少，土地荒芜。为了促进生产

力和安抚民心，康熙皇帝采取处理河务、赈济灾民、优容文人等政策②。同

时，康熙皇帝也展开南下巡游视察的活动③。

康熙二十三年（1684）九月，康熙皇帝首次南巡启行。十月，登泰山山

顶，祀泰山之神，修缮泰山山顶上庙宇④。十一月，亲谒明太祖孝陵，“上由甬

道旁行，谕扈从诸臣皆于门外下马。上行三跪九叩头礼，诣宝城前行三献礼；

出，复由甬道旁行……谕禁樵采，令督抚地方官严加巡察。父老从者数万人，

皆感泣”⑤。同月，到曲阜孔子庙，于大成殿行三跪九叩头礼，还亲书“万世

师表”⑥。先后六次南巡之中，康熙皇帝一次到曲阜孔子庙，三次抵达山东泰

山⑦，五次亲往谒明太祖孝陵⑧。从这些活动，可以看出清朝崇尚儒学、尊重汉

①《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95，康熙三十八年九月癸亥（二十八日）条。
② 刘潞：《康熙南巡浅论》，《清代皇权与中外文化——满汉融合与中西交流的时代》

（原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3期），第33~44页，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③ 所谓“康熙南巡”，共有六次。第一次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第二次是二十八年

（1689）；第三次是三十八年 （1699）；第四次是四十二年 （1703）；第五次是四十四年
（1705）；第六次是四十六年（1707）。

④《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17，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壬寅（初十日）条。
⑤ 王士禛：《池北偶谈》卷 4《谈故四·亲谒孝陵》。《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117，

康熙二十三年十月癸亥（初二日）条。
⑥《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60，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己卯（十八日）条。
⑦ 康熙到曲阜孔子庙是第一次南巡，抵达山东泰山是第一次、第二次和第四次。不

过，第二次只达泰山之麓，没登泰山。《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39，康熙二十八年正月
乙酉 （十七日） 条；《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211，康熙四十二年正月壬申 （二十六
日）条。

⑧ 康熙皇帝六次南巡中，除了第四次之外，均有亲谒明太祖孝陵之举。并且，每次都
先派官员致祭，再亲自前往拜谒。李恭忠：《康熙帝与明孝陵：关于族群征服和王朝更替的
记忆重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4年第 2期，第 130~133
页。第四次南巡，虽然康熙皇帝未拜祭明孝陵拜祭，但是另遣大学士马齐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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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文化的政治意图。尤其，康熙皇帝保护故明朝皇陵的用意，更是掌握了汉族

怀念故明的心理，期能消弭对清朝的敌意①。

据说，清军入关之初，在江西地区的明朝宗室有数千人之多②；到了康熙

三十八年（1699），却找不到“明代后裔”③。究其原因，当与明清转接时期清

朝对故明代宗室的待遇，及“朱三太子案”有密切关系。

入关前，清朝（后金国）几次袭击明朝华北地区，比如：崇德四年（崇祯

十二年，1639）时，生擒德王、郡王和辅国将军等明朝宗室④；崇德八年（崇

祯十六年，1643），擒斩鲁王、乐陵王、阳信王、东原王、安丘王、滋阳王和

管理府事等宗室⑤。入关后，顺治元年（1644）五月，清朝宣布“朱姓各王归

顺者，亦不夺其王爵，仍加恩养”⑥，此时归顺的有东原王长子⑦、宗室朱帅

锨⑧、德王⑨ 和衡王⑩ 等。然而，南京福王政权覆灭之后，清朝对于已经归顺的

故明宗室，开始在政治上、经济上加强管束。二年（1645）闰六月，清朝下令

禁止故明宗室出仕，已用者俱着解任，且不准参加科举；同年八月，命将故

明诸王，无论大小，都集中到京师；三年（1646）四月，“各省前朝宗室禄田

钱粮，与民田一体起科，造册报部。其宗室名色，概行革除。犯法者与小民一

体治罪”。白新良和赵秉忠认为，“作为明朝统治阶级中最高贵的一个阶

① 孙文良：《康熙南巡与靳辅治水》，《满族崛起与明清兴亡》，第337页，辽宁大学出
版社1992年版；冯尔康：《雍正帝》，第30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 参见，《清三朝实录》卷24，顺治三年（1646）二月丙申（十九日）条。
③ 李治国已指出这个问题，但没有进一步探讨。李治国：《礼敬明朝——清代“三恪

二王后”探析》，第33页。
④ 顺治初纂《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30，崇德四年（1639）五月十三日条。
⑤ 顺治初纂《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40，崇德八年（1643）七月二十六日条。
⑥《清三朝实录》卷 5，顺治元年（1644）五月庚寅（初三日）条。关于其他明朝宗

室，被明末农民大起义军屠戮，仅以亲王而言，被擒获、消灭者十四人，受封的半数左
右。参见，白新良、赵秉忠：《清兵入关与明朝宗室》，《辽宁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第
53页。

⑦《清三朝实录》卷5，顺治元年（1644）五月己酉（二十二日）条。
⑧《清三朝实录》卷5，顺治元年（1644）六月甲子（初八日）条。
⑨《清三朝实录》卷6，顺治元年（1644）七月丁酉（十二日）条。
⑩《清三朝实录》卷6，顺治元年（1644）七月甲辰（十九日）条。
《清三朝实录》卷18，顺治二年（1645）闰六月丙午（二十六日）条。
《清三朝实录》卷20，顺治二年（1645）八月丙午（二十七日）条。
《清三朝实录》卷25，顺治三年（1646）四月乙酉（初九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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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随政权的丧失，终于彻底跨台”①。

“反清复明”的诸势力渐趋式微，清朝就开始直接面对统治汉族的现实问

题。对于故明宗室，顺治皇帝（1643—1661年在位） ② 一方面为明朝崇祯皇帝

（1627—1644年在位）建碑③，并追谥崇祯帝为“庄烈愍皇帝”④，且数次亲祭

昌平明陵⑤；与此同时，也除掉了十几个反抗的南明宗室政权⑥。其中，主动归

顺的有西平王⑦、永安王⑧、崇阳王⑨ 和德阳王⑩ 等，以及从台湾跟海澄公郑克

塽归顺的鲁王世子朱弘桓 等。

另一方面，崇祯十七年（即顺治元年，1644），崇祯皇帝于紫禁城北面的

煤山自缢时，皇太子朱慈烺、三子定王朱慈炯和四子永王朱慈炤下落不明。清

军占领北京后，寻获皇太子，却不论真伪地将之公布为伪太子，旋即处死。

随着皇太子的死亡，以及南明各政权“反清复明”活动的结束，紧接着又相继

① 白新良、赵秉忠：《清兵入关与明朝宗室》，《辽宁大学学报》，1990年第 1期，第
55页。

② 清世祖顺治皇帝福临亲政，一般认为，就是摄政王多尔衮去世后的顺治八年
（1651）开始。实际上，福临发挥皇权的时间更晚，就死于郑亲王济尔哈朗的顺治十二年
（1655）以后。参见矶部淳史：《清初皇帝政治史的研究》，第 155~182页，风间书房 2016
年版。

③《清三朝实录》107卷，顺治十四年（1657）二月甲申（十一日）条。
④《清三朝实录》131卷，顺治十七年（1660）正月癸酉（十七日）条。
⑤《清三朝实录》130卷，顺治十六年（1659）十一月壬申（十五日）条，《清三朝实

录》卷 138，顺治十七年（1660）七月辛巳（二十八日）条；《清三朝实录》卷 141，同年
九月戊寅（二十六日）条。

⑥ 白新良、赵秉忠：《清兵入关与明朝宗室》，《辽宁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第55
页。另外，还有被俘虏的乐陵王等。参见，《清三朝实录》46卷，顺治六年（1649）十月辛
丑（十六日）条。

⑦《清三朝实录》69卷，顺治九年（1652）十月庚子（初二日）条。
⑧《清三朝实录》100卷，顺治十三年（1656）四月辛亥（初三日）条。
⑨《清三朝实录》120卷，顺治十五年（1658）九月己亥（初五日）条。
⑩《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5卷，顺治十八年（1661）十一月己巳（三十日）条。
 其他，还有奉国将军、辅国将军等爵位故明代宗室的归顺。参见，《清三朝实录》

122卷，顺治十五年（1658）十二月壬午（二十日）条和《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6卷，康
熙元年（1662）五月甲申（十二日）条；《清三朝实录》126卷，顺治十六年（1659）五月
庚午（初十日）条。

 朱弘桓，在清朝史书，避免乾隆皇帝弘历的讳，记载朱桓。明鲁王朱以海世子，永
历十八年（康熙三年，1664）东渡台湾，后取郑成功四女。康熙二十二年（1683），迁内地
安插。参见，黄典权：《郑延平开府台湾人物志》，第4页，海东山房1958年版。

 参见，孟森：《明烈皇殉国后纪》，载《明清史论著集刊》，第 29~43页，中华书局
195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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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了所谓的“朱三太子案”。此案已有很多研究成果且被视为天地会起源传

说之一，讨论“反清复明”或“灭满兴汉”时，不能忽视的一个标识①。

关于“朱三”，原指着“三子”定王朱慈炯或“排三行”的四子永王朱慈

炤②。后来，则有皇太子之外的“皇子”之意，并成为康熙年间汉人思念“明

代后裔”的代名词③。对清朝而言，“朱三太子案”另意味着抵抗清朝之假冒朱

姓的案件④。康熙十二年（1673）十二月，杨起隆自称“朱三太子”，建年号广

德，以头裹白布，身束红带为标志。准备在北京起举，被人告发，杨起隆逃

走，此案有一些旗人家人涉入⑤。十六年（1677），在福建，蔡寅诈称“朱三太

子”，组织数万人，并与台湾郑氏政权联合，后被清朝海澄公黄芳世击溃⑥。十

九年（1680），在陕西汉中一带，有名为朱次门者，拿着“安国大将军印”，诈

称杨起隆，也自称“朱三太子”，企图造反。后被抚远大将军图海被获，照律

凌迟处死⑦。

康熙皇帝欲访“明代后裔”，是为彻底铲除持续了二十多年的“反清复

明”思想。但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时，满汉对立仍然存在，自然不容许

“朱三太子案”的存在。

康熙四十六年（1706）和四十七年（1707），在宁波、绍兴等地，先后发

生了张廿一和张廿二等纠集贫民的反清活动（大岗山案）；在苏州，有人组织

群众，头围红布，高举大明旗帜，建年号天德，袭击大仓州典铺的活动（一念

和尚案）。他们被逮捕后，清朝发现是尊奉“朱三太子”而起的⑧。他们所说的

① 参见，戴玄之：《朱三太子案》，载《中国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0年版（原载《中华学术与现代文化丛书第三册，史学论集》，第412~424页，华冈出版
社1977年版）；佐佐木正哉：《清末的秘诀结社——前篇，天地会的成立》，第53~88页，严
南堂1970年版。

② 二子朱慈烜幼年早殇。参见《明史》卷120，列传八。
③ 孟森：《明烈皇殉国后纪》，载《明清史论著集刊》，第60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④《养吉斋余录》卷4。
⑤《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44，康熙十二年（1673）十二月丁巳（二十二日）条。
⑥《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 72，康熙十七年（1678）闰三月丁卯（二十七日）条；

《养吉斋余录》卷4。
⑦《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92，康熙十九年（1680）九月戊寅（二十三日）条；《大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93，康熙十九年（1680）十一月己酉（三十日）条；《养吉斋余录》
卷4。

⑧ 竺沙雅章：《朱三太子案——关于清初江南秘密结社的一个考察》，《史林》第62卷
第4号，1979年，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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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三太子”，是指入赘浙江余姚县的“明代后裔”朱慈焕，改名王士元，年七

十六岁，教书为生①。他虽未参与这些叛乱，但为除后顾之忧，清朝下令逮捕

朱慈焕（王士元）父子等六名，将他们押解至京，经九卿等查明，崇祯皇帝第

四子（指朱慈焕） ② 已于崇祯十七年（1644）前身故。“又遵旨传唤明代老年

太监，俱不认识。”③ 康熙皇帝下旨，将不论真伪的朱慈焕凌迟处死，其五个

儿子立斩④。

在康熙年间，清廷欲访“明代后裔”，有其统治汉人的政治企图。对于具

有反清汉人而言，则还沉溺在脱离现实的“拥护朱明”的迷梦。此举，反而将

明代朱姓皇族逼到绝路了⑤。

二、镶白旗汉军旗人朱之琏

雍正元年（1723）九月，清世宗雍正皇帝（1723—1735年在位）说，他

发现康熙皇帝的未发上谕，也就是康熙皇帝没有放弃访求“明代后裔”的谕

旨⑥。雍正皇帝继承康熙皇帝的遗志，为防止“奸徒假冒”，下令重新寻找“明

太祖支派子姓一人”。第二年（1724）二月，礼部等衙门覆奏曰：

明太祖之子，封藩者十二人。迄今三百余年，子姓虽繁，无从考

证。查得廂白旗朱文元，系明太祖第十三子代简王之后。明崇祯帝

时，简王后裔代王，为洪承畴监军于松山。我太宗文皇帝时，代王与

伊姪文元，同被俘获，遂归我朝……今原任内阁。侍读学士朱汝锠之

①《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32，康熙四十七年（1707）四月戊午（十二日）条。
② 是指“排四子”的五子朱慈焕。“悼令王慈焕，庄烈帝帝五子。生五岁而病……遂

薨。”参见《明史》卷120，列传八。孟森认为，朱慈焕（王士元）就是崇祯皇帝的“真皇
子”。参见，孟森：《明烈皇殉国后纪》，《明清史论著集刊》，第 43~62页，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③ ④《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35，康熙四十七年（1707）十月丁未（初五日）条。

⑤ 雍正年间也不断发生汉人假冒朱姓之反清活动，然其活动不是南移，就是转到海外
了。参见，竺沙雅章：《朱三太子案——关于清初江南秘密结社的一个考察》，第 18~19
页；冯尔康：《雍正帝》，第308~309页，中华书局2009年版。

⑥《雍正朝起居注》雍正元年九月十九日条，载：“谨将圣祖所贻上谕，颁发尔等。访
求明太祖支派子姓一人，量受职衔，俾之承袭，以奉春秋祭享。但恐有明迄今，年代久
远。或奸徒假冒，致生事端。尔内阁大学士，即会同廷臣，详明妥议。以副圣祖仁皇帝，
宽仁矜䘏之至意。特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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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众关保等，俱文元孙也。文元于顺治年间，曾奏明往大同，取其宗

族来京。今见任直隶正定府知府朱之琏一支也。请于此一支内，查取

谱牒，吏部拣选引见①。

于是，内阁大学士等找出来众关保等“明代后裔”六人候补。同年十月，

“将明太祖第十三子代简王之后，原赐阿思哈尼哈番朱廷榭之嫡孙知府朱之

琏，特加旷典，授尔为一等侯世袭罔替”②。同时，朱之琏和他家族从镶白旗

汉军刘永炳牛录 （第二甲喇第二牛录，以下简称“镶白汉二-2”，其他类

推） ③，抬旗为上三旗的正白旗汉军李廷栋牛录（“正白汉三-6”） ④。

受封以后，朱之琏以“明代后裔”的身份，每年往谒江宁和昌平致祭，还

在八旗任官，继承李廷栋承管正白汉三-6的第五任佐领。雍正三年（1725）
十一月，他被任命为正蓝旗汉军副都统⑤；五年（1727）六月，升为正蓝旗汉

军都统⑥。他一边从事明代祖陵祭祀，一边处理八旗各种事务⑦，雍正八年

（1730）去世⑧。此后，一等延恩侯朱氏之爵承袭到清末，最后至第十二任朱煜

①《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16，雍正二年二月丙辰（二十二日）条。
②《正白旗汉军朱毓瑞一等延恩侯世职册》（嘉庆年间），载《八旗世袭谱档》世袭41

号。这个“赐阿思哈尼哈番（相当于“副将”）”，指着世职（或称“世爵”）或武官之
职，搞不清楚。不过，如果是“世职”的话也没有世袭权。

③ 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所藏：〈咨覆实录馆原任侯爵朱之琏原系本旗刘永炳佐领下
人今移入正白旗汉军所有朱之琏袭封案内朱关保之处应自行咨查正白旗汉军〉内阁大库档
档案登录号 106742-001，奏折，乾隆元年（1736）十二月初八日；《八旗通志初集》卷 15
《旗分志》15。

④《八旗通志初集》卷14，旗分志十四。
⑤《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38，雍正三年十一月壬戌（二十八日）条。
⑥《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58，雍正五年六月癸丑（二十八日）条。
⑦ 从事明朝陵寝祭祀的，比如：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所藏：《奏请委员踏勘明

代祖陵并开垦护陵地以其租银修理围墙》清代宫中折件档案登录号402020932，奏折，雍正
四年（1726）一月（载《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 5辑，第 573页，台北故宫博物院 1978年
版）。从事八旗事务的，比如：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所藏：《奏请颁发各旗佐领印信
折》清代宫中折件档案登录号 402005055，奏折，雍正（载《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 26
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78年版，第389页）；“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所”藏：《咨覆八旗志
书馆所有本旗头甲喇参领祖良寿二甲喇参领刘之贤三甲喇参领石文耀四甲喇参领李月槎五
甲喇参领佟鉴所属佐领次序数目》内阁大库档档案登录号 106742-001，档案，雍正七年
（1729）十二月等。

⑧《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 90，雍正八年（1730）正月辛巳（十二日）条；《清史
稿》卷169，表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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勋①。

关于朱之琏的受封，前辈学者已提及了几个问题。第一，不符明朝宗室谱

系，其身份可疑；第二，爵位和称谓低；第三，册封时间晚②。其中，身份可

疑，笔者也大致同意。朱之琏的祖父朱廷榭，在崇德六年至七年（即崇祯十四

至十五年，1641—1642）松锦战役的降清明将之中，有“杏山城……粮厅朱廷

榭”③、“朱粮厅”④ 等记载，《八旗世袭谱档》却没从故明代简王到朱廷榭之

间的系谱。然而，讨论其身份的真伪，无法改变受封的事实，因此本文拟将重

点放在“册封时间晚”的问题。

另外，冯尔康认为：关于雍正皇帝所利用的“明代后裔”，是早已满化的

汉军旗人，完全不用担心朱之琏会同拥护反清复明的汉人搅在一起，却可当作

招牌，用作宣传不仇视明朝，不歧视汉人的手段⑤。话虽如此，仍未厘清镶白

旗汉军旗人朱之琏中选的原因。

据史料所载，清初有若干故明宗室入旗。例如：顺治年间，授故明督理漕

运总兵官抚宁侯朱国弼为三等阿达哈哈番⑥；康熙元年（1662），封故明宗室奉

国将军朱议滃为拜他喇布勒哈番⑦；五年（1666），令故明宗室朱鼎㲿入旗，照

拖沙喇哈番品级给俸⑧；十二年（1673），把故明朝宗族朱议潨归镶白旗汉军旗

下，给与妻室、地亩、房屋安插⑨。然而，这些故明宗室能获得八旗世职者却

① 庄士敦著；陈时伟等译；马小军校：《紫禁城的黄昏》，求实出版社 1989年版，第
280页。

② 参见，孟森：《明烈皇殉国后纪》，载《明清史论著集刊》中华书局 1959年版，第
74页；李治国：《清代延恩侯明朝皇族后裔辩伪考》，载《理论界》2012年第1期，第102~
103页；李治国：《礼敬明朝——清代“三恪二王后”探析》，载《历史教学》 2012年第 2
期，第32~35页。

③ 顺治初纂《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39，崇德七年（1642）七月初八日条；崇德七
年九月初七日条。

④ 顺治初纂《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39，崇德七年（1642）十月二十二日条。
⑤ 冯尔康：《雍正帝》，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03页。
⑥《清三朝实录》卷 5，顺治元年（1644）六月丁卯（十一日）条，以及《清三朝实

录》卷70，顺治九年（1652）十一月戊寅（初十日）条。
⑦《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6，康熙元年（1662）五月甲申（十二日）条。朱议滃，

康熙年间遗移到宁古塔而世居。参见，朱德歧、高曼峡：《宁古塔朱氏是明宁献王（南昌
王）朱权后裔》，载《牡丹江大学学报》第21卷第11期，2012年，第83~86、99页。

⑧《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9，康熙五年（1666）六月癸丑（初四日）条。
⑨《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44，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丁卯（初二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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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为有限。他们如不立功，安稳度日，不久就被停止世袭了①。

到了雍正年间，按《八旗通志初集》（乾隆四年告成）各《封爵世表》或

《世职表》的记载，没有“明代后裔”拥有世职②。不过，可以看出几个有一定

地位的“明代后裔”的旗人。例如：朱汝锠（隶镶白旗汉军），历任吏部郎

中、浔关监督、内阁侍读学士；康熙五十七年（1718），派往东岳泰山致祭③。

雍正初年，寻访“明太祖子姓”时，朱汝锠自己不出候补，让给儿子众关保

了。另外一位则是朱伦瀚（隶正红旗汉军），康熙五十一年（1712）武进士，

选三等侍卫，康熙皇帝重视其才，兼充武英殿和养心殿数年。以后，历任刑部

郎中、宁波衢州府知府、浙江粮储道布政副使，以及担任正红旗二-5第十三

任佐领和正红旗汉军副都统等职衔④。

然而，雍正元年（1623），被推选为的“明太祖子姓”候补六人，除前文

所述的直隶正定府知府朱之琏、原任内阁侍读学士朱汝锠之子众关保以外，还

有龙溪县县丞朱汝健⑤、官学生朱副烈、披甲人朱福瓖等⑥，他们不仅是明太祖

十三子代简王子孙，其中五人为简王后裔代王侄子朱文元的子孙，朱之琏也称

① 关于八旗世职承袭的规定，“（顺治）十八年（1661）题准：一等精奇尼哈番，袭
十四次，二等袭十三次，三等袭十二次。一等阿思哈尼哈番，袭十次，二等袭九次，三等
袭八次。一等阿达哈哈番，袭六次，二等袭五次，三等袭四次。拜他喇布勒哈番，袭二
次。拖沙喇哈番，袭一次”。参见，《八旗通志初集》卷37，职官志四。

② 非明代后裔朱氏有两个谱系：一个是傅家庄备御朱世勋（隶镶白旗汉军）。天命七
年（1622），清（后金）军至沙岭时，率众归诚，授广宁左卫游击。后升为二等轻车都尉
（《八旗通志初集》卷 105，世职表二十三和卷 180《朱延禧》传；《镶白旗汉军庆善（朱
氏）二等轻车都尉世职根源册》（嘉庆十八年），载《八旗世袭谱档》世袭83号）。另一个
是朱继文。天命六年（1621），清（后金）克辽东时归诚，授中军官。后升为二等轻车都
尉，世管镶蓝汉五-4牛录（《八旗通志》卷106《世职表》24和卷219《朱继文》传；《镶
蓝旗汉军Huhing（朱氏）世管佐领根源册》（嘉庆八年），载《八旗世袭谱档》第137号）。

③《江西通志 （雍正）》卷 48《秩官》 3，载《中国方志丛书 （华中地方·第 782
号）》成文出版社，1989年；《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282，康熙五十七年（1718）十二
月己巳（二十六日）条。

④《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286《朱伦瀚》传；《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1卷，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 507页。另外，正红旗汉军有叫朱伦漪，虽不载明代后
裔，但据他的名字和字辈来看，应是朱伦瀚的近族。康熙五十九年（1720）武进士，历任
正红旗副参领、正红旗四-1的第六任佐领。参见，《八旗通志初集》卷 14，旗分志十四；
《钦定八旗通志》卷108，选举志八。

⑤《福建通志（同治）》卷 111《国朝职官》，载《中国省志汇编》 9，华文书局 1968
年版，记：“朱汝鉴，镶白旗监生。（康熙）五十年任。”

⑥ 共六人，缺一个人。不过，据有关史料来看，就明白其为朱文元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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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王之后裔①，而且他们都属于镶白旗汉军旗人。非但没有正红旗，连其他

旗色的旗人也没有。

正红旗大部分的牛录和其麾下旗人，是由和硕礼亲王代善（清太祖努尔哈

赤次子）后裔和硕康亲王，以及其他宗室所占有②。清朝宗室分封下的八旗牛

录属员，与领有者有人身隶属关系③。入关后宗室王公所领的牛录，不但保有

军事实力，也透过当官的属下旗人，将影响力伸入官僚制度中④。众所周知，

康熙皇帝的皇四子胤禛之即位，其原来的身份并非是皇太子，只是镶白旗内的

一个旗王⑤。他继位之初，其皇权脆弱，处于跟亲兄弟和其他宗室王公争执不

下的状况。如果被封者就是朱伦瀚等正红旗旗人，雍正皇帝的皇权势必大受影

响。因此，不可能推选非镶白旗者。

关于镶白旗，在雍正初年有两大系统⑥，其中之一是和硕肃亲王豪格后

裔，即和硕显亲王衍璜（富绶孙子）和多罗贝勒延信（富绶子猛峨三子） ⑦

①《永宪录》卷2下（成书于乾隆十七年）；《养吉斋丛录》卷8（嘉庆年间成书）。
② 铃木真：《旗王家的继承与新设——以雍正朝的两红旗为例》，《东方学》2005年第

109辑，第85~98页。他还指出：雍正初年的正红旗，除了代善后裔之外，有两个康熙皇帝
皇子的系统。一是康熙第十子多罗敦郡王允䄉（与雍正皇帝对立的正蓝旗和硕廉亲王允禩
的党人），一是多罗果郡王允礼（皇四子胤禛党）。他们分别领有正红汉五-4、正红汉三-
2。笔者认为：朱伦瀚和朱伦漪曾分别担任正红汉二-5、正红汉四-1的佐领。他们不是康
熙皇子属下，而是代善后裔属下的旗人。

③ 杜家骥：《清皇族与国政关系研究》，第81页，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
④ 铃木真：《旗王家的继承与新设——以雍正朝的两红旗为例》，《东方学》2005年第

109辑，第88页。
⑤ 参见，杜家骥：《雍正帝继位前的封旗及相关问题考析》，《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

4期，第84~89页。
⑥ 建立八旗时，褚英（努尔哈赤长子）长子杜度被封入镶白旗。天命末年，镶白旗改

为豪格（皇太极长子）。清太宗继位后，皇太极自己领正黄旗，豪格领有镶黄旗，多铎（努
尔哈赤十五子）所领正白旗，阿济格（努尔哈赤十二子）和多尔衮（努尔哈赤十四子）合
领镶白旗。崇德八年（1643）十月，互易旗纛，多尔衮领正白旗，多铎则封镶白旗，但阿
济格和和托父子调入镶白旗。顺治六年（1659），多铎病故，镶白旗由多铎嫡子多尼继承。
顺治七年（1650），多尔衮病死，清朝将多尼调入正蓝旗，第二年（1651），阿济格被治
罪，其镶白旗归皇帝；顺治皇帝收归多尔衮所领的正白旗，自领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
三旗（所谓“上三旗”）。此后，豪格之子富绶为和硕显亲王，重新编入镶白旗。参见，杜
家骥：《顺治朝统领关系变化考察》，载《南开学报》 1996年第 5期，第 15、17、18页；
同：《清皇族与国政关系研究》第29、32、35、182、185页。

⑦ 到了雍正五年（1727），追究阴结允禵、偏袒年羹尧、入藏时侵吞公帑十万两等
罪，遂夺多罗贝勒延信爵位。同时，属下牛录和属下人等，回归于显亲王。《大清世宗宪皇
帝实录》卷64，雍正五年（1740）十二月丁亥（初六日）条；《清史稿》卷219《延信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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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另一系统则是康熙皇帝的异母兄弟和诸阿哥。康熙年间，为了把皇权渗透

到下五旗①，先后将和硕裕亲王福全（康熙异母兄）、和硕纯亲王隆禧（康熙皇

帝异母弟）等兄弟②，以及和硕雍亲王胤禛（即雍正皇帝）、和硕恒亲王允祺

（康熙五子）、淳郡王允祐（康熙七子）和固山贝子允裪（康熙十二子）等诸阿

哥分封入镶白旗③。起初，分给康熙皇帝异母兄弟其牛录时，康熙皇帝无法介

入下五旗事务，只能抽出自身领有上三旗及内务府的牛录属员④。到了后来，

由于皇权已经扩张到镶白旗，所以发给雍亲王牛录时，除了抽调上三旗之外，

也有从显亲王等麾下属员抽出者⑤。据此，可以看出皇四子胤禛与显亲王牛录

属员的关联。至于镶白旗其他的宗室王公在雍正初年所受的待遇，例如：裕亲

王保泰（福全子）历任理藩院事务，管理镶黄旗满洲都统，办理礼部事务

等⑥；恒亲王允祺，代雍正皇帝往清孝东陵拜祭⑦；淳郡王允祐，雍正元年

（1723）晋封亲王⑧；固山贝子允裪，雍正皇帝即位时，晋封履郡王⑨。如上看

来，雍正皇帝虽然原为镶白旗的亲王，但是在康熙末年到雍正初年之间，他跟

镶白旗的其他宗室王公的关系并非不好。

关于雍正皇帝挑选朱之琏的原因，首先，朱之琏原来属于镶白旗的汉军旗

人，在抬入正白旗之前，原属镶白汉二-2牛录，然因史料限制，不能完全复

① 所谓下五旗，指正红旗、镶白旗、镶红旗、正蓝旗和镶白旗。
② 康熙六年（1667），和硕裕亲王福全分封于镶白旗；康熙十三年（1656），隆禧封爵

和硕纯亲王，翌年（1657），发给牛录，封入镶白旗。康熙十九年（1670），隆禧之子富尔
祜伦去世，绝嗣，封爵废除。《清史稿》卷 219《裕宪亲王福全》传和《纯靖亲王隆禧》
传。铃木真认为，谈到裕亲王分封时间，还在四大臣辅政鳌拜下狱之前，应该考虑反映了
怎么程度康熙皇帝的心意。参见，铃木真：《从诸阿哥分封来看康熙朝政权枢的权力构
造》，载《史峰》2003年第9号，第20页。

③《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187，康熙三十七年（1698）三月丁丑（初二日）条；杜
家骥：《雍正帝继位前的封旗及相关问题考析》，《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84页；铃
木真：《从诸阿哥分封来看康熙朝政权枢的权力构造》，第27~28页。

④ 细谷良夫：《在于清朝八旗制度的推移》，载《东洋学报》1968年第51卷第1号，第
34页。

⑤ 铃木真：《从诸阿哥分封来看康熙朝政权枢的权力构造》，《史峰》 2003年第 9号，
第32~34页。

⑥《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4，雍正元年（1723）二月丁卯（十七日）条、卷7，雍
正元年五月丙申（十八日）条、卷18，雍正二年（1724）四月辛亥（初八日）条。

⑦《大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17，雍正二年（1724）三月己酉（十一日）条。
⑧《清史稿》卷220《淳度亲王允祐传》。
⑨《清史稿》卷220《履懿亲王允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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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其原貌，况且他不是雍正皇帝的“藩邸旧人”①。所謂“藩邸旧人”，指雍正

皇帝在雍亲王时的属员，他们在雍正初年成为雍正皇帝的股肱近臣。为了扩大

皇权，以及增加“藩邸旧人”之外可信任的部下，或服从听命的旗人官僚，雍

正皇帝也有必要寻求在亲近宗室王公属下的镶白旗旗人。

其次，朱之琏被挑选之前，没有担任过八旗官职的经验。雍正皇帝舍弃历

任中央要职的朱汝锠之子众关保，而挑选不知名的朱之琏，从即位不久的雍正

皇帝的立场来看，应是防范具有多年政治经验的朱汝锠之影响力。

有关康熙年间的朱之琏，作为科举出身的官僚②，长期担任知县、知府等

职衔。在几种地方志中可以见到他的名字，例如：《亳州志（乾隆）》卷 7
《名宦》有传；《亳州志（道光）》卷13《坛庙》，有《朱公书院记》和《朱公

崇祀名宦碑记》，可以借此掌握朱之琏前半生的仕宦经历。

朱之琏，字商玉，号苍岩③。镶白旗旗人④，监生⑤。康熙二十年（1681），

年二十⑥，任（安徽省）建阳县知县⑦。二十二年（1683），升职（四川省）忠

州知州⑧。康熙二十五年（1686），离任服丧⑨。三十年（1683），重新任为亳州

① 目前所能复原的情形如下：关于镶白旗汉军牛录，镶白三-2、三-3、三-4属于纯
亲王麾下；镶白五-1、五-4、五-5属于雍亲王（后属三阿哥弘时）。参见，细谷良夫：《在
于清朝八旗制度的推移》第8-16页；铃木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雍正朝满文朱
批奏折的调查与《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的出版》，载《满族史研究通信》2000年第9
号，第84~85页；铃木真：《雍正帝与藩邸旧人》，载《社会文化史学》2001年第42号，第
26页；铃木真：《镶白旗雍亲王家的人们》，载《社会文化史学》 2015年第 58号，第 33~
54页。

② 关于旗人科举，顺治十四年（1657），旗人科举停止；康熙八年（1669），复准旗人
乡试；十五年（1676），旗人乡试停止；二十六年（1686），旗人跟汉人一体办理。参见，
石桥崇雄：《围绕清朝的“翻译科举”》，载《历史与地理》1998年第393号。

③《朱公书院记》，载《亳州志（道光）》卷13《坛庙》，收《（中国方志丛书·华中
地方·第664号）安徽省亳州志（二）》，成文出版社1985年版。

④ 或载“奉天人”。“奉天人”意为“从龙入关（入关前隶于八旗）”的汉军旗人。
⑤ （康熙）《安庆府志》卷 10《府职官》，收《（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

10》，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写了“例监”。“例监”，指捐纳报捐入国子监为监生。
⑥《朱公崇祀名宦碑记》，载《亳州志（道光）》卷 13《坛庙》，收《（中国方志丛

书·华中地方·第664号）安徽省亳州志（二）》，成文出版社1985年版。
⑦（民国）《建阳县志》卷5《职官》，收《（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第237号）福

建省：建阳县志（二）》，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
⑧（乾隆）《四川通志》卷31《皇清职官》，收《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60册，商务印

书馆1986年版。
⑨《朱公书院记》（康熙四十六年八月碑立），载《亳州志（道光）》卷13《坛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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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州。亳州与明太祖朱元璋故乡滁州，都属于安徽省，而且地理上甚为接近。

朱之琏“在任六年，以盗案罜误离任。亳人乞留，再任十年”①。到了康熙四

十六年（1707），升为（安徽省）安庆府知府②。五十三年（1714），转职（直

隶省）宣化府知府③。雍正元年（1723），转任（直隶省）正定府知府④。第二

年（1724），被清朝认定“明太祖支派子姓”，封为一等侯。

朱之琏在任亳州知州总共十多年，“尤善体恤贫民，散给牛种，赈贷有

方”⑤。康熙三十七年（1698），被建生祠于亳州北门外⑥；四十四年（1705），

康熙皇帝赐御书⑦；四十八年（1709），“亳地水灾，田卢漂没，民不聊生”⑧，

“奉委办理赈务，设法补救饥民，遍沾实惠”⑨。值得注意的是，康熙皇帝南巡

时，朱之琏“三随御辇深，蒙宠眷”⑩，皇帝自然能理解朱之琏在亳州的贡献

及其深受当地民众的景仰之事实。

从上述内容可以了解，朱之琏身为康熙年间的科举官僚，始终在府州县任

职，且长达三十多年；虽然他隶于旗籍，但是没有当过任何八旗官。到了雍正年

间，清朝拣选“明太祖支派子姓”时，不仅要能跟怀念故明的汉人有明显区隔，

而且尽量采用“非满化”的汉军旗人，朱之琏就成为难得的“明代后裔”了。

①（乾隆）《亳州志》卷7《名宦》，《朱之琏》传。《江南通志》卷110《职官志·文职
十二》，收《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10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记载“朱之琏，奉天人，
康熙三十年 （1691） 任。李钰，康熙三十六年 （1697） 任。朱之琏，康熙三十七年
（1698）再任。苏灏，直隶人，康熙四十六年（1707）任”。

② （康熙）《安庆府志》卷 10《府职官》，收《（中国地方志集成） 安徽府县志辑
10》，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③（乾隆）《宣化府志》卷 20《职官志四》，载《（中国方志丛书·塞外地方·第 18
号）察哈尔宣化府志（全）》，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

④（乾隆）《正定府志》卷22《职官》，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刊本。
⑤ ⑨（乾隆）《亳州志》卷7《名宦》，《朱之琏传》。
⑥《朱公崇祀名宦碑记》，载（道光）《亳州志》卷13《坛庙》。
⑦（光绪）《亳州志》卷 16《艺文志·金石》，收《（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

辑》第25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⑧《朱公书院记》，载《亳州志（道光）》卷13《坛庙》。

⑩《朱公书院记》，载（道光）《亳州志》卷13《坛庙》。朱之琏在亳州知州随从三次，
就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四十二年（1703）和四十四年（1705）。

 最后，通过这些贡献，到了乾隆九年（1744），“予安徽故亳州知州朱之琏，……入
祀各该省名宦祠”。《大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 231，乾隆九年（1744）十二月壬戌（十九
日）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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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廷榭
（立职）

朱麟兆

朱麟正

朱之琏
（1）

朱之琦

朱震
（2）

朱霖

朱谅

朱绍美
（3）

朱文龙

朱应龙

朱文郁

书桂
（舒贵）
（9）

朱贻培

朱贻坦
（8）

朱贻凤
（朱仪凤）

（4）

鹤龄
（10）

松寿

恒丰

朱毓瑞
（5）

锺秀

明海

诚端
（11）

朱秀吉
（6）
朱秀祥
（7）

德奎

朱煜勋
（12）

结 语

综上所述，本文以八旗汉军研究的视角为基础，重新探讨康熙到雍正初期

的满汉关系，以及围绕一等侯朱之琏封爵的问题。

康熙三十八年（1699），康熙皇帝致力于消弭怀念故明思想和“反清复

明”之活动，亲自往谒明太祖孝陵拜祭，并访求“明代后裔”。然而，因为存

在着满汉对立，结果找不着其后裔。雍正皇帝即位（1723年）时，他跟其他

宗室王公进行斗争，他借由康熙皇帝未发上谕，企图扩大皇权范围，乃以继承

父皇旨意的名义，拣选了故明代简王后代，又受安徽汉民之爱戴，而且还拥有

镶白旗汉军之旗籍的朱之琏。雍正皇帝将朱之琏抬入上三旗的正白旗，承担明

朝陵寝祭祀，还出任八旗重要官职，使之成为自己亲信的部下。

表1 一等延恩侯朱氏承袭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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