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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察氏家族与清朝对全国的初步统一

张 明 富,周 颖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400715)

摘 要:富察氏家族是清朝统一全国的重要支持者、参与者和贡献者。在清朝对全国的初步统一过

程中,富察氏家族成员的战斗足迹遍布黄河上下、长江两岸、濒海各省以及西南的崇山峻岭,富察氏家族在

推动国家统一进程的同时,自身也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得到了淬炼,他们的政治地位在清朝统治集团中获得

了较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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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从1644年入关,到1683年解决台湾问题,初步实现了对全国的统一。清朝对全国的初

步统一,是通过镇压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军,消灭南明诸政权,平定“三藩之乱”及统一台湾来

实现的。这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清朝统治集团完成这一过程用了整整39年的时间。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富察氏家族成员骁勇善战,喋血疆场,功勋卓著。这一历史过程的顺利完成,

为清朝后来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对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空前巩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十分重

要的历史意义。

清代富察氏,即辽之蒲察氏,历金、元、明,庚续不断,至清为满族八大姓之一,源远流长,族大

支繁,散居各地。学者对其家族杰出人物的研究较多,比如:对福康安[1-7]、傅恒[8-10]、明亮[11]等的

研究,对整个家族的研究甚少[12-15]。富察氏家族是清朝统一全国的重要支持者、参与者和贡献

者,然学界鲜有论述。本文拟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尽量还原富察氏家族在清朝统一全国过

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妥之处,尚祈方家教正。

一、镇压农民起义军中的富察氏家族

清朝入关是明末清初社会矛盾的产物。没有吴三桂的乞师引诱,清朝也是会入关的。只不

过路线有所不同而已。因为在明清鼎革之际,清朝密切关注关内形势,已有进取中原之志,并清

醒地认识到,要夺取天下,实是与“流寇”角逐。

清军与李自成大顺军的第一次碰撞、交锋发生在著名的山海关。这次战役对双方都意义重

大,其胜负决定了他们各自的命运和未来的历史走向。可惜,山海关之战李自成战败了,并由此

丧失了重新组织抗击的勇气和魄力! 1644年4月30日凌晨,李自成撤出北京,一路向西,逾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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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入山西。在稍事布置,留下将领防守太原、大同后,就回到了西安,欲以陕西为反清基地。清

军则掌握战略主动,猛追不舍,在占领北京、攻占山西后,从北、东两面进军陕西,夹击西安。潼

关、榆林、绥德、延安失陷,西安无险可守。李自成弃西安南走,东出武关,进入湖广地区。阿济格

跟踪追击,李自成连战不胜,一路退却,由襄阳退至武昌,又由武昌南走,于4月下旬退至通山县,

在九宫山遭遇袭击而亡。真是兵败如山倒! 李自成从1644年3月攻破北京的高光时刻,到1645
年5月17日殒命九宫山,仅仅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 成败转换何其迅速!

富察氏家族的不少成员自山海关之战开始,就奉朝命与李自成大顺军作战。其后,下山西,

破潼关,取榆林,占西安,出湖广,直至李自成败亡,无役不有富察氏家族成员骁勇善战的身影。

季尔塔巴(? —1652年):顺治元年(1644),随清军入关,参加山海关战役。顺治二年正月,

攻打潼关,同纛章京阿尔津以步战破“流贼”第一、第二营[16]卷145《哈什屯》,3755。

敦拜(? -1660年):顺治元年,随清军入山海关,击李自成军,追至望都。顺治二年正月,率

护军至陕州。陕州位于晋、陕、豫交界处,东据崤山,连中原腹地,西接潼关、秦川,扼东西交通之

要冲,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李自成部将刘方亮领兵千余来攻,敦拜同护军统领图赖、尼堪等奋勇

作战,将其击败。自成军复夜袭清营,敦拜率兵连败之,遂破潼关。李自成西安失守,由商州遁走

湖广,敦拜同护军统领阿尔津等追斩自成军三百余人[17]卷25《本科里》,607-608[18]卷147《敦拜》,420-421。

费雅思哈(? —1672年):顺治元年,随睿亲王多尔衮入山海关打败李自成,又追败之于望

都。顺治元年冬,随英亲王阿济格西剿李自成。顺治二年春,至榆林,李自成军来攻,奋前破之。

至延安府,围延安城,李自成军乘夜出城突围,偕都统噶达浑败之。李自成弃守西安,南走湖广,

费雅思哈追至湖广安陆、荆州、武昌等府,凡三败李自成军。复顺江而下,到达江西九江,率所部

乘船追击李自成残兵,缴获船只三十[18]卷149《费雅思哈》,448-449。

安泰(? —1673年):顺治元年,随睿亲王多尔衮入山海关,同多莫克图击败唐通。又追李自

成至安肃,斩杀甚众。再追至庆都县。顺治二年正月,至潼关,同傅喀四败大顺军。又同巴雅喇

击大顺军第一营步兵,同穆成格击大顺军第二营步兵,并败之[16]卷160《安泰》,4002。

哈宁阿(1589—1649年):顺治元年,随多尔衮入山海关,追剿大顺军至庆都,大破其众。又

率噶尔布什贤兵追至真定,破之。大顺军焚毁辎重,仓皇遁走。顺治元年冬,“征流贼”至绥德州,

“贼”闻风遁走,同噶喇昂邦席特库、希尔根追及败之。至延安府,城内兵出犯,与战复败之,直逼

城下。李自成出遁湖广,同贾塔追击从武昌府逃出之大顺军,恰遇五名清兵为大顺军二百余人围

困,遂 从 旁 冲 入 战 阵,将 清 兵 救 出。 又 同 鳌 拜 巴 图 鲁 包 围 承 天 府,获 舟 八 十

艘[16]卷159《哈宁阿》,3984-3987[17]卷25《阿尔都山》,627-629。

哈珠(? —1652年):顺治元年,随睿亲王多尔衮入山海关,击大顺军,追至庆都县。顺治元

年五月,随固山额真叶臣平定山西,在太原城下,四败大顺军。顺治二年正月,至潼关,破大顺军

第二营[16]卷208《哈珠》,4792。

法特哈:顺治元年,从清兵入山海关,同叶克舒击败“流贼”。顺治二年,追“流贼”至江南池州

府,“斩贼哨”,获船七只[16]卷201《索柱》,4678。

阿哈尼堪(? —1652年):顺治元年,随睿亲王多尔衮入山海关击“流贼”,复随拜音图步战败

“贼”,追 至 庆 都 县[16]卷145《阿哈尼堪》,3752[18]卷136《阿哈尼堪》,195-196。顺 治 二 年 正 月,在 潼 关 击 “流 贼”有

功[16]卷145《阿哈尼堪》,3752[18]卷136《阿哈尼堪》,195-196。

鳌贝:顺治元年,随睿亲王多尔衮进山海关击大顺军,率摆牙喇败自成骑卒,复追至庆都县击

败之。顺治二年正月,在潼关击“流贼”亦有功[16]卷164《鳌贝》,4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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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丹(? —1654年):顺治元年,随睿亲王多尔衮征李自成,先败唐通于一片石,遂入山海关,

逐自成军于安肃、望都,屡战皆捷[18]卷164《布丹》,778-779。

鄂屯(? —1676年):顺治元年,随睿亲王多尔衮入山海关,同参领珠玛喇击败李自成骑兵,

追至望都,复败之[16]卷160《鄂屯》,4001-4002。

硕詹(1598—1662年):顺治元年四月,随睿亲王多尔衮入山海关击李自成军。顺治二年正

月,连破自成军,克潼关,取西安[16]卷157《硕詹》,3960-3961[18]卷164《硕詹》,781-782。

济席哈(? —1662年):顺治元年,跟随清军入山海关,同都统恩格图进击李自成军,追至望

都[16]卷148《季什哈》,3804[18]卷148《济席哈》,446。

除上 述 外,还 有 不 少。额 色 黑 (? —1661 年):顺 治 元 年,随 清 军 入 山 海 关,定 鼎 燕

京[16]卷160《额色黑》,4101。佟济 (? —1660 年):随 睿 亲 王 多 尔 衮 入 山 海 关,定 都 北 京,皆 著 劳

绩[16]卷159《噶布喇》,3986。石 图 (? —1656 年):顺 治 元 年,随 睿 亲 王 多 尔 衮 入 山 海 关 击 大 顺

军[16]卷208《石图》,4795。鄂内:甲喇章京。顺治元年,入山海关,进北京[16]卷201《鄂内》,4681。瓦古礼:顺治元

年,随睿亲王多尔衮入山海关击大顺军,以步战败其众[16]卷209《瓦古礼》4809。鄂拜:顺治元年,随大军入

山海关,击走李自成军[16]卷164《阿尔虎》,4072。瓦星阿(? —1661年):顺治二年正月,至潼关,伏击大顺

军,率先冲杀[16]卷208《瓦星阿》,4083[18]卷168《额色赫》,23-24等等。共计20人。这些记载虽然简略、概括,但已粗

线条地勾画出了富察氏家族成员血战山海关以及在山西、河南、陕西、湖广的各个战场驰马弯弓,

奋勇争先的历史场景。

镇压张献忠起义军、夔东十三家农民军也有富察氏家族成员的参与。顺治三年,肃亲王豪格

受命进军四川,以消灭张献忠大西政权,跟随豪格出征的富察氏将领有3人,皆战绩不凡。费雅

思哈(? —1672年)所部屡战皆捷,斩获无算[18]卷149《费雅思哈》,448-449。安泰部击败何进忠、张献忠军于

汉 中 诸 处[16]卷160《安泰》,4002。 哈 宁 阿 部 遇 张 献 忠 兵, 率 军 迎 击, 连 败

之[16]卷159《哈宁阿》,3984-3987[17]卷25《阿尔都山》,627-629。康熙三年(1664年),定西将军图海等奉命率军围剿活动

于川鄂交界的房、竹山区的大顺军余部,进攻茅麓山。喇珠(? —1674年)率所部多次击败李来

亨的义军,随众攻入茅麓山,血洗夔东十三家义军的据点王坪[16]卷208《哈珠》,4792。明末农民起义的余

烬亦被最后浇灭。

二、消灭南明政权及其他叛清、反清势力中的富察氏家族

顺治二年2月,阿济格、多铎两路大军会师西安后,清廷命阿济格绥理关中,并追剿李自成;

命多铎进军江南,消灭南京的弘光政权。豫亲王多铎遂返旆河南,经苏北南下。4月25日,破扬

州;5月15日,进入南京。富察氏家族又开始投入新的战斗,驰骋江南水乡之地。

安泰:顺治二年3月,向南京进发,同鄂硕率八旗噶布什贤兵之半先行,克睢宁县。比至南

京,城内步兵迎战,同傅喀败之。5月,随贝勒博洛趋杭州府,同鄂硕败马士英兵。攻湖州府,同

白尔赫图以云梯克其城[16]卷160《安泰》,4002。

敦拜:从大军破扬州,趋江宁。朱由崧闻讯,欲逃往芜湖,将登舟渡江,敦拜率兵赶到,同阿尔

津、图赖等扼据江口,截其去路。黄得功与清军激战,中流矢死。南明总兵田雄等见大势已去,执

由崧以献,弘光政权覆灭[17]卷25《本科里》,607-608[18]卷147《敦拜》,420-421。

济席哈:顺治二年,随端重亲王博洛征浙江,既下杭州,以副都统驻守。时福王朱由崧已灭,

其大学士马 士 英、总 兵 方 国 安 踞 严 州,纠 众 二 万 余,屡 犯 杭 州,济 席 哈 督 兵 御 击,五 战 皆

捷[16]卷148《季什哈》,3804[18]卷148《济席哈》,446[19]卷1《济什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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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哈尼堪:攻扬州府时,城内兵出抵御,随大兵败之。进攻常熟县,同固山额真马喇希指挥清

兵,攻毁其城[16]卷145《阿哈尼堪》,3752[18]卷136《阿哈尼堪》,195-195。瓦星阿(? —1661年):进攻常熟县城,于红衣

大炮击破城墙处率先登城[16]卷208《瓦星阿》,4083。鳌贝:击败弘光政权芜湖县步兵[16]卷164《鳌贝》,4067。这些

材料显示,在短短的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清军即取睢宁,破扬州,占南京,攻常熟,克杭州,下湖

州,势如破竹,江浙席卷而下。富察氏家族的作用不可低估。

清军攻占浙江后,随即进征福建隆武政权。富察家族又随贝勒博洛于顺治三年进入福建,在

消灭隆武政权的战役中亦多立战功。南安县隶属泉州府,他们在攻克南安县城的战斗中发挥了

重要的作用。季尔塔巴(? —1652年)同甲喇章京俄拜等并肩作战,先于泉州府多次击败唐王军

队,后又击败南安县马步兵六百余人,夺门直入,攻克其城[16]卷145《哈什屯》,3755。鳌贝随贝勒博洛平定

福建,同 巴 郎 击 泉 州 府 兵,连 败 之。至 南 安 县,与 奇 尔 塔 巴 击 败 守 兵,夺 门 直 入,遂 克 其

城[16]卷164《鳌贝》,4067。随端重亲王 博 洛 由 浙 江 进 征 福 建 的 富 察 氏 家 族 将 领 还 有 敦 拜(? —1660
年)[18]卷147《敦拜》,420-421、鄂内[16]卷201《鄂内》,4681、鄂拜[16]卷164《阿尔虎》,4072、西巴里(? —1678年)[16]卷208《石图》,4795

等。他们在攻克福建其他地方的战斗中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隆武政权于顺治三年六月失败后,明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湖广总督何腾蛟、湖

北巡抚堵胤锡等在广东肇庆拥立桂王朱由榔即皇帝位,建元永历。此时,国内社会的主要矛盾已

由阶级矛盾转变为民族矛盾。李自成、张献忠余部先后与桂王政权合作,成为颠沛流离的桂王政

权存在十余年之久的重要支撑力量。在清廷与桂王政权的军事斗争中,不少富察氏家族成员进

入中南、华南、西南,克服水土不服、作战环境恶劣等困难,鏖战于湖广、两粤、云贵的平原、丘陵和

高原。

安泰:顺治五年,从征湖广,率噶布什贤兵,在沅州、靖州等处,六战桂王杨总兵及王进才、一

只虎、郝永忠等,并败之,斩杀杨总兵[16]卷160《安泰》,4002。

硕詹:顺治五年,随郑亲王济尔哈朗征湖南,时衡州府为桂王军队所据。六年四月,硕詹同都

统佟图赖、伊拜等自湘潭进击衡州,桂王军队于距城三十里处据桥立寨,有千余人驻守。硕詹督

兵击败之,夺其寨,斩桂王总兵陶养用,遂定衡州[16]卷157《硕詹》,3960-3061[18]卷164《硕詹》,781-782。

阿哈尼堪:顺治六年八月,随郑亲王征湖广,同都统刘之源率兵趋宝庆,乘夜驰往,平明激战,

歼灭王进才、马进忠部,攻克宝庆;又击破袁宗第等十营于洪江。大军入沅州,留阿哈尼堪驻守。

十二月,王强等复来攻,阿哈尼堪遣署护军统领都尔德等破之于沅水,斩副将三人、士兵七百余

级[16]卷145《阿哈尼堪》,3752[18]卷136《阿哈尼堪》,195-196。

敦拜:顺治十一年,李定国由广西进攻广东,清廷遣珠喇玛为靖南将军,以敦拜佐之,统兵往

征。定国拥众新会,据山峪立寨,敦拜同珠喇玛至,合兵进剿,攻破新会,斩获甚众,复追至横州江

岸。定国远 遁,获 大 象16头,马200余 匹,广 州、雷 州、廉 州 等 三 府 二 十 五 州 县,悉 皆 收

复[17]卷25《本科里》,607-608[18]卷147《敦拜》,420-421。李定国新会之战失败,不得不退回广西。其失败原因甚多,

但与郑成功会攻失期不无关系。参加新会之役的富察氏家族成员除敦拜外,还有若干。鳌贝:顺

治十一年,从征广东,至新会县,击李定国,同梅勒章京毕力克图、委署纛章京赖塔大败其众。追

至江边,复同赖塔等击败之[16]卷164《鳌贝》,4067。莽亦禄(? —1703年):顺治十一年,随靖南将军珠玛

喇征广 东,李 定 国 纠 集 步 骑 四 万 据 新 会 县 之 山 峪,列 炮、象 拒 战,奋 击 之,夺 山 隘,定 国

遁[18]卷158《莽亦禄》,636-637。顺治十一年,傅达理随征广东,于新会击李定国有功[16]卷201《翁阿岱》,4673。纳考

随靖南将军朱玛喇征广东,败李定国于新会县[16]卷209《纳考》,4810。

济席哈: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受命率副都统四员、护军参领八员,赴宁南大将军洛讬军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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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节制,征桂王朱由榔。十五年,大兵由湖南、四川、广西三路进攻贵州,济席哈率将士助征南将

军卓卜特自广西进兵贵州,驻都匀,“降贵阳等九府、五州、十四县、十一卫”,招降桂王指挥、副将

以下官千 余 人、兵 四 万 零 六 百 人,败 李 定 国 兵 十 万 众。随 大 军 攻 入 云 南,朱 由 榔 退 入 缅

甸[16]卷148《季什哈》,3804[18]卷148《济席哈》,446[19]卷1《济什哈》,23。

费雅思哈:顺治十三年,率兵赴湖南驻防,时孙可望居辰州,费雅思哈同都统卓罗、副都统泰

什哈等由澧州、常德进征,可望弃城遁,纵火焚其船以阻追兵,费雅思哈取其未及焚者以济,追击

至泸溪,“歼 贼 甚 众”。十 八 年,随 定 西 将 军 爱 星 阿 剿 桂 王 朱 由 榔 于 缅 甸,缅 人 执 由 榔 以

献[18]卷149《费雅思哈》,448-449。

武穆笃(? —1678年):顺治十五年,随信郡王多尼征桂王朱由榔,由贵州趋云南,击败李成

蛟于凉水井、李定国于双河口。进至卢噶,李定国列象阵拒战,败之;十六年,追至磨盘山又败

之[18]卷138《武穆笃》,232-233。

其他尚有,如噶布喇(? —1659年):顺治九年,驻守荆州,率所部士卒在卢溪县击败郭嘉、王

嘉二千伏兵[16]卷159《哈宁阿》,3986-3987[17]卷25《阿尔都山》,627-629。布尔赛:顺治十一年,从定远大将军、贝勒屯齐

征湖南,击败孙可望兵于岔路口[16]卷209《布尔赛》,4810。达海:顺治十一年,从征湖南,于岔路口击孙可

望,中鸟枪阵亡[16]卷145《达海》,3753。贾哈喇(? —1669年):顺治十五年,从征贵州,驻扎靖州,招降桂

王总兵田国钦、黄世贵等[16]卷201《贾哈喇》,4684。伊勒慎:康熙元年,随定西将军爱星阿征云南,平桂王,

效力戎行有功[16]卷159《哈宁阿》,3986-3987[17]卷25《阿尔都山》,627-629。萨穆哈:顺治十五年,随征桂王,至贵州,败敌

于凉水井及鲁喀[16]卷210《吴尔东阿》,4836。有史可考者,富察氏家族成员共17人参加了讨平桂王政权的战

争。其中,就某个具体战役而言,参加顺治十一年广东新会战役的富察氏家族成员即达5人之多。

镇压叛清、反清势力,富察氏家族也出力颇多。顺治五年,李成栋、金声桓据广东、江西叛清。

敦拜随征南大将军谭泰讨伐江西叛将金声桓,直抵九江城下,击败其众。金声桓与其党王得仁纠

集步骑七万余众,自南昌来援,敦拜合兵奋击,败之。同时,还对金声桓军进行分化瓦解,成功招

抚临江一府四县[17]卷25《本科里》,607-608卷147《敦拜》,420-421。顺治六年,姜瓖据大同叛清。费雅思哈(? —1672
年)随英亲王阿济格前往征讨,掘壕围城,姜瓖步骑万余出战,费雅思哈率众予以击退。时姜瓖党

羽“分踞左卫”,陷汾州,窥太原,与大同相呼应。费雅思哈先后率护军征剿,所至克捷。大同孤立

无援,叛军势蹙,姜瓖部属杨振威斩瓖首出降[18]卷149《费雅思哈》,448-449。姜瓖之乱平定。参加此役的富

察氏家族成员还有白亨特。他作战勇敢,清军用红衣大炮轰击左卫城,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于

颓毁处登城,为战役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16]卷210《白亨特》,4839。

郑氏海上势力让清廷头疼不已。隆武政权覆亡后,郑成功奉永历年号,以金门、厦门为根据

地,在东南沿海坚持抗清。富察氏家族在打击郑氏海上势力的斗争中亦多有可圈可点之处。顺

治五年,郑彩掠福建,踞长乐、连江、同安、平和等县,济席哈(? —1662年)随靖南将军陈泰南征,

合兵攻克[16]卷148《季什哈》,3804[18]卷148《济席哈》,446[19]卷1《济什哈》,23。顺治九年,郑成功据海澄县,平南将军金砺

请增兵进剿。朝廷调江宁驻防兵二百往助,鄂屯(? —1676年)与理事官额赫理乌库理“率之以

行”,至则进攻海澄东垒,三战皆捷,先后招降郑兵数千,平寨数十[16]卷160《鄂屯》,4001-4002[20]卷167《鄂屯》,15。

顺治十一年(1654),喇珠(? —1674年)随大兵征福建,攻厦门。郑成功列战舰六百余艘于澄蒲

嶴,喇珠同都统索浑破之[16]卷208《哈珠》,4792。顺治十六年六月,为策应李定国以解西南危局,郑成功

举兵北伐,克镇江、破瓜洲,围困南京,江南震动。然由于郑成功骄兵轻敌,北伐江南失败,退回厦

门。史籍中留下了富察氏家族成员参加此次战役的记录:郑成功攻江宁府,贾哈喇(? —1669
年)、布尔赛随梅勒章京噶褚哈会同本地官兵连败其众[16]卷201《贾哈喇》,4684。郑成功退回厦门,清军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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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追击,妄图一鼓作气予以消灭。福建沿海战事绵延,富察氏家族成员多有参与,阵亡数人。如

盖峙山 之 战,异 常 惨 烈,富 察 氏 家 族 阵 亡3人:顺 治 十 七 年,噶 布 喇[16]卷159《噶布喇》,3986-3987、佟

济[16]卷159《噶布喇》,3986、希佛[16]卷159《安泰》,3984-3987从征福建,攻厦门,往盖峙山,殁于阵。海澄之役,达色殉

职:顺治十七年,达色随征福建,刘国轩率军万余犯海澄,达色赴援,身冒枪炮力战,闻城陷自经

死,“诏如阵亡例予恤”[16]卷157《硕詹》,3960-3061[18]卷164《硕詹》,781-782。在清除“通海”人员的斗争中,富察氏家

族成员也有出力。清初江南人心未稳,多与郑成功海上势力联络,互通声息。顺治十七年,给事

中孙光祀、成肇毅及镇海将军刘之源、江南总督郎廷佐上疏弹劾苏松提督马逢知“阴附”郑成功,

朝廷未得实情,将信将疑,命尼满(? —1669年)往江南“确审”。尼满核实,在郑成功进攻江宁

时,马逢知托言招抚,“阴相比附”,“交通书信”,确有为郑成功提供军事情报之事。案情水落石

出,马逢知被诛。铲除了郑成功安置在清军内部的“间谍”[18]卷137《尼满》,219-220。对清廷清除海上反清

势力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平定“三藩之乱”中的富察氏家族

“三藩之乱”即是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之信、靖南王耿精忠发动的反对清朝中央政府的叛

乱。这次叛乱自康熙十二年(1673)始,至康熙二十年方告平定,持续时间长达八年之久。富察氏

家族自始至终坚定地支持平叛。他们有的位居政治中枢,坚决拥护康熙的撤藩决策;平藩战争爆

发后,复精心运筹,竭力保障平叛大军的粮草供给,并严禁地方官员借机勒索百姓,紊乱地方社会

秩序。如,米思翰(1631—1674年),在“三藩”之乱爆发前,任户部尚书,位列议政大臣。他坚决

支持康熙皇帝撤藩。南明政权解决以后,全国性的大规模战争宣告结束,然而新的社会问题凸

显,“三藩”将弁骄纵,吴三桂“尤自恣”,成为危害清朝社会稳定和中央集权巩固的重大隐患。康

熙帝久欲解决“三藩”问题。康熙十二年,尚可喜请求撤藩,归老辽东。吴三桂、耿精忠也上书请

求撤藩,借此试探朝廷。康熙让户、兵二部讨论,多数认为吴三桂不可撤,撤即反;只有米思翰与

兵部尚书明珠认为应该三藩俱撤,将其移住山海关外,彻底消除“三藩”势力。康熙采纳了“撤藩”

的意见。吴三桂未达目的,举起叛旗,康熙命王贝勒大臣率八旗劲旅征讨。此时,又有大臣提出

不同意见,认为征调大兵,军需浩繁,宜就近调兵守御。米思翰分析形势,认为,“三藩”势焰猖獗,

非绿旗兵所能制,宜以八旗兵会剿。至于军需,无需他虑,内外协济可支十年。并请求“以内府所

储分年拨给,复综核各省库金仓粟以时拨运”。动用中央、地方全部财力,保障战争供给。所奏悉

获批准。平定“三藩”战争打响,米思翰担心地方官员以战争需求为名任意私派,增加百姓负担,

激化社会矛盾,又于康熙十三年六月偕户部诸臣上疏:“大兵剿贼,屡奉明诏,以正赋给军需,恐有

司尚多借端私派,请敕各督抚严察所属,凡有供应粮饷薪刍,一切动用官帑,毋许苛派。其购自民

间者,务视时价支给,勿纤毫累民。”康熙命“如议速行”。米思翰是康熙的铁杆支持者,具有和“三

藩”斗争的坚强意志和能力。然天妒英才,康熙十三年十二月,米思翰忧劳成疾,心脏停止了跳

动,年仅43岁[18]卷139《米思翰》,242-243。有的虽身处平凡岗位,但尽心本职工作,为平叛默默贡献力量。

阿兰泰,满洲镶蓝旗人,世居赛音讷殷。初任兵部笔帖式,累迁职方司郎中。自吴三桂叛后,专司

军机文檄,日夕勤劳,兢兢业业,详慎无误[20]卷180《阿兰泰》,268-270。不过,更多的富察氏家族成员是在疆

场与叛军拼杀,用生命和鲜血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额司泰(? —1677年):康熙十二年,吴三桂反,康熙命顺承郡王勒尔锦统师征讨,以额司泰

参赞军务。时吴三桂已由黔入湘,攻占常德、长沙等地。军情紧急。额司泰同护军统领伊尔都齐

简选精锐,星夜进发。十三年二月,抵达荆州。康熙予以便宜行事之权:“尔身在地方,倘势有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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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仍当相机调度,不必固执,虑违朕命。”[21]额司泰颇有将才,在湖广平藩前线指挥的著名战役

主要有两个。一是彝陵之战。康熙十三年三月,叛将刘之复、陶继智率军万余,驾船七百余艘,直

逼彝陵。为遏其北上,额司泰乃自荆州移师赴援,按地相度,出水师横江截击,炮枪齐发,大获全

胜。疏入,康熙大喜,赐蟒服、克食等物,疾驰军中优劳之。二是君山之役。康熙十五年三月,清

廷命攻取岳州,时尚善“部勒”水陆诸军,令额司泰统率进剿。敌船列阵洞庭湖上,“铁锁钩连”,炮

火镞矢如雨。额司泰自率锐卒“冲其北”,令副将都统路什击其南,军士夺船奋进,大败吴军,追击

三十余里,君山之敌皆遁,获船五十二艘,纛仗盔甲无算,擒敌一百七十余人。取得君山之役的重

大胜利。额司泰“在行间久”,练兵习艺之暇,博涉兵书谋略。研究由楚入滇的进军路线,凡山川

险要 之 地,绘 制 成 图,悬 于 壁 间,朝 夕 审 玩。十 六 年 二 月,以 积 劳 成 疾,卒 于 军

中[16]卷161《额司泰》,4026-4027[20]卷169《额司泰》,44-45。

鄂克逊(1643—1729年):康熙十三年正月,以参领衔随征吴三桂,至江西南昌。时三桂军已

攻陷龙泉县,吴三桂部将陈升、总兵陈邦俊占据石灰澳隘口,敌副将刘鸣赞占据山都澳、黄世标占

据河塘澳,拥众万余,各立营垒,互为犄角。清军分队进击,鄂克逊在夺取石灰澳隘口后,乘胜攻

破山都、河塘二澳敌垒,敌众溃遁,追击二十里,直抵曹林,焚其粮糗,获器械无算,收复龙泉。十

五年四月,吴三桂将领高大杰率兵三千据守吉安北关,施放枪炮,鄂克逊攻破其垒,夺其关城,敌

众奔溃,乘胜掩杀,追至吉安城下,填濠毁墙,攻克吉安府城。克吉安后不久,与吴将马宝、韩大任

数万众激战于螺子山,鄂克逊突前冲击,身受数创,所乘马中枪倒毙,鄂克逊坠地,大呼跃起,徒步

杀死数人。后见有敌骑花马者,夺而乘之,击敌益力,“殿后以还”。十七年二月,韩大任自万安退

走福建,鄂克逊与将军额楚分路进剿,败敌于汀州之老虎洞,焚其营寨,歼敌六千余;七月,随征南

将军穆占进攻湖南,时护军统领拉赛、署前锋统领萨克察被围于永兴,粮弹匮乏。七月初八,穆占

令鄂克逊送米四十四船,火药一船,接济永兴城内兵丁。鄂克逊于二更领众至城下,拉赛害怕是

奸细,不敢打开城门。鄂克逊于城下彻夜鏖战,次日天明,方才放入。初十日,复带空船杀出,并

生擒敌千总一员,兵士三名,送至辰州穆占军前斩之。十八年二月,从将军穆占向永州进发。二

十二日,遇吴将郭应辅兵于狮子岭,鄂克逊率众击败之,追杀十余里,斩首六百余级。二十六日,

复大破吴将张祖法兵,复长宁县城。又于白水等处屡败敌众,斩获甚多。三月,至永州,敌于浮桥

列阵拒战,鄂克逊奋勇入阵,夺取浮桥,大败敌兵,复永州府。十九年十月,进征贵州。初八日,至

新田卫,击走吴将韩天福,复新田卫城;十一日,攻镇远,鄂克逊领兵为头队,吴将张祖法、杨永宣

等设立三营拒战,连战二日,敌势不支,夜半遁去。鄂克逊率兵追击,攻克偏桥、兴隆二卫。穆占

令鄂克逊袭取重安江浮桥,鄂克逊四更驰至,杀走敌兵,然桥板已去其二。鄂克逊立即修理桥板,

大军得济,进取平越,抵贵阳,敌众宵遁。二十年二月,大兵攻克新县,鄂克逊追击敌兵,斩获甚

众。旋复普安州,进入云南,围省城。二十一日,吴将胡国柄率众万余,列象阵以拒,鄂克逊奋勇

当先,冲入敌阵,手斩胡国柄,敌遂大溃,追杀至城下,擒获无算。寻夺取桂花寺等处,昆明城破,

吴世璠自刎死。“三藩”遂告平定。鄂克逊胆识兼具,是一员猛将,从江西、湖广、贵州,一路打到

云南,“出征诸处,共计破贼一百六阵,克复二十一城”[16]卷145《鄂克逊》,3764-3767[18]卷139《鄂克逊》,246-247,战功

赫赫。

武穆笃: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反,命贝子傅喇塔为宁海将军,武穆笃为前锋统领,由浙江进攻

福建。十一月,至台州,耿军将领鲁实、陈理列营黄瑞山,武穆笃偕副都统吉尔塔布、提督塞白理

奋击败之。十四年八月,清兵至凉蓬隘口,杀敌伏兵几半,耿军夜遁。武穆笃与提督段应举、护军

统领费雅思哈等追击,收复黄岩县城;九月,进军上塘岭,耿军将领曾养性纠集水陆三万大军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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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武穆笃统领前锋冲击,大败之,身被数创,擒斩敌军官六十余,获甲械无算,收复太平、乐清、青

田三县及大荆、盘石二卫;十五年八月,自处州启行,至云和县石塘岭,其地当温州入闽要冲,“敌

据险守”。傅喇塔檄副都统沃申、总兵陈世凯夺其山寨,命武穆笃与费雅思哈等统率援兵乘大雾

直捣敌巢。十七年七月,因创发卒于军[18]卷138《武穆笃》,232-233。

莽亦禄(? —1703年):康熙十三年,署护军统领,随征湖广。十五年三月,由石首县进军太

平街,敌兵八千拒战,同护军统领伊勒都齐夹击败之,斩首百余级,敌遁回营。复随贝勒察尼分兵

夹击,阵斩三百余人。十九年十一月,随征南将军穆占进攻贵州,收复靖远、清平及平越府。时吴

世璠据贵阳,其将韩天福据新添卫,莽亦禄与前锋统领萨克察巴图鲁等领骁骑击败之,殪贼千余,

追奔三十余里,乘胜攻克龙里县,进迫贵阳。吴世璠遁,遂克贵阳,并复威清、敷勇、平坝、镇西等

卫及定番州城。二十年正月,进军平远州,世璠将领高起隆、夏国相、王永清、杨应选、张足法、侬

朋、王会等拥众二万据城拒战,莽亦禄与副都统花色等统前锋护军奋击之,自午至酉,斩级千余。

王会降,高起隆等遁,招抚军官三百四十四员,士兵三千零七十人,收复平远。三月,同游击王成

功领兵四千追剿逸敌张足法等,阵斩千余人,坠崖死者无算。旋收复黔西、大定诸城,擒世璠巡抚

张维坚等斩之,遂入云南,围省城。十一月,吴世璠自杀,云南平。莽亦禄“才品优长”,“实心效

力”[18]卷158《莽亦禄》,636-637,平藩之役屡建奇功。

图世锡(? —1722年):康熙十三年,陕西提督王辅臣响应吴三桂,据平凉反,四处攻伐,陕西

危急。图世锡随贝勒董额进讨。至平凉府,王辅臣列阵拒战,图世锡奋勇击之,面鼻皆被创。没

过多久,又与王辅臣战,大破其众,得头等功牌。十九年,至四川,闻敌兵围永宁,率兵往援。未至

而永宁已陷,撤师以还,图世锡独殿后[16]卷160《安泰》,4002-4003。

官布:康熙十三年,以委署护军,随征耿精忠,至江西,在建昌府南康县等处,屡败敌兵。十七

年,进征广东,随将军莽依图等败敌于韶州。十九年,至广西,败敌于柳州。二十年,进征云南,破

黄草坝,抵昆明城外[16]卷210《官布》,4842。在行间击敌多立功勋。

阿尔虎(? —1677年):康熙十三年十二月,吴三桂骁将王屏藩和投吴叛清的四川总兵吴之

茂,由四川窥伺陕西,陕西提督王辅臣举兵叛清响应。署副都统阿尔虎同振武将军坤巴图鲁率兵

御敌。十四年二月,阿尔虎率兵五百守宝鸡。五月,敌兵七百余由凤县来犯,阿尔虎遣兵击败之,

阵斩四百余级,生擒叛军总兵刘偶三。八月,康熙命将军佛尼勒分兵六百令阿尔虎统辖,严防栈

道诸险要。阿尔虎尽心职守,九、十月间,先后在仰天池、益门镇等栈道口却敌,使敌不敢出栈道。

十 五 年,大 军 克 平 凉,阿 尔 虎 随 将 军 穆 占 移 师 湖 广。 十 六 年,战 殁 长

沙[16]卷164《阿尔虎》,4072[20]卷173《阿尔护》,138-139。

托罗(? —1674年):康熙十三年,随简亲王喇布征吴三桂,至江西,在吉安府螺子山,与三桂

将韩大任军作战,殁于阵[16]卷210《吴尔东阿》,4836。

萨穆哈:康熙十三年,从征耿精忠,至浙江,败敌于金华府等地方,俱有功[16]卷210《吴尔东阿》,4836。

尼喀纳:康熙十三年八月,从征耿精忠,随定南将军希尔根至江西建昌府,败敌帅李茂珠、李

复生等于钏鼓山,并败连塘口、马安寨贼兵。十六年十月,三桂将马宝等领兵万余,分五路进犯韶

州,尼喀纳随镇南将军莽依图“败贼有功”。十八年二月,随都统勒贝等至广西,败吴世璠将吴世

琮兵六千。十九年六月,复败吴世璠将范齐韩、詹仰等兵于柳州陶屯。二十年,随征南大将军赖

塔进征云南。正月,破何继祖等于石门坎;三月,复破敌于黄草坝,直抵昆明城。尼喀纳“并在行

间有功”[16]卷169《尼喀纳》,4152。

另外还有:康熙十三年,喇珠(? —1674年)从征吴三桂,卒于岳州军中[16]卷208《哈珠》,4792。康熙

822



十七年,西巴里(? —1678年)从征吴三桂至湖广,攻岳州府力战阵亡[16]卷208《石图》,4795。康熙二十

年,察穆布、桑格袭、常寿随征南大将军赖塔平定云南,夺石门坎、黄草坝,攻克昆明城,俱有

功[16]卷209《察穆布》,4823;卷201《贾哈喇》,4684;卷202《季什哈》,4679。等等。明确记载,参与平定“三藩之乱”的富察氏家

族成员达17人。

四、清统一全国时期的富察氏家族评价

根据《八旗通志》的统计,直接加入清朝统一全国这一历史进程的富察氏家族成员,共49人。

当然,这只是获得爵位和担任较高官职的富察氏家族成员,未具入史条件和资格者肯定远远大于

此数。这49人可以视为清统一全国时期的富察氏家族的代表。他们在清朝对全国的统一过程

中,有的身居庙堂,出谋划策,贡献智慧,为清廷决策提供参考;有的披坚执锐,驰骋疆场,浴血奋

战,摧锋陷阵;更有的置生死于度外,杀身成仁,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勇气和执着有力地推

动了清朝统一全国的进程,也演绎出了人生的不朽与精彩。

富察氏家族成员大多能征贯战,英勇无畏,纵马驰骋。在清统一全国时期,其战斗的足迹遍

布黄河上下、长江两岸、濒海各省以及西南的崇山峻岭,包括一片石、山海关、安肃、庆都、望都、真

定、大同、太原、潼关、榆林、延安、绥德、平凉、西安、宝鸡、永宁、襄阳、茅麓山、荆州、承天府、夷陵、

武昌、九江、龙泉、吉安、建昌、南康、池州、睢宁、扬州、江宁、芜湖、常熟、杭州、湖州、金华、缙云、台

州、黄岩、云和、南安、泉州、汀州、长乐、连江、同安、海澄、厦门、岳州、君山、沅州、靖州、永兴、永

州、长沙、衡州、宝庆、洪江、泸溪、新会、韶州、柳州、辰州、都匀、新田、镇远、龙里、平远、贵阳、偏

桥、兴隆、新县、普安、黔西、大定、凉水井、磨盘山、黄草坝、昆明等上百个地方,经历的大小战斗不

下数百次。不少人身上布满了枪箭伤痕! 更有的为了统一永远地失去了生命! 据统计,在清统

一全国时期,富察氏家族或阵亡,或积劳而逝,或卒于军中者共12人:顺治十一年,达海中鸟枪阵

亡于岔路口;顺治十六年,噶布喇阵亡盖峙山;顺治十七年,佟济、希佛与郑氏激战盖峙山,殁于

阵;郑经等攻海澄,达色力战赴援未果,城陷自经,诏如阵亡例优恤;康熙十三年,米思翰为平藩忧

劳成疾病逝;托罗阵亡吉安螺子山;喇珠卒于岳州军中;康熙十六年,额司泰积劳成疾,卒于湖南

前线;阿尔虎攻长沙殁于阵;康熙十七年,武穆笃创发卒于福建征耿军中;西巴里力战岳州府阵

亡。也许,他们舍生忘死,在主观上只是为了效忠清朝,但客观上却推动了国家统一的进程。

富察氏家族在推动国家统一进程的同时,自身也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得到了淬炼,他们的地位

在清统治集团中获得了较大提升。据统计,在清统一全国时期,富察氏家族晋爵一等阿达哈哈番

者4人:鄂内、哈宁安、哈珠、鳌贝;二等阿达哈哈番4人:傅达理、瓦星阿、噶布喇、托罗;三等阿达

哈哈番3人:季尔塔巴、法特哈、瓦古礼;拖沙喇哈番9人:季尔塔巴、贾哈喇、哈珠、纳考、布尔赛、

鳌贝、常寿、官布、萨穆哈;一等子爵1人:敦拜;三等男爵2人:济席哈、费雅思哈;一等阿思哈尼

哈番1人:阿哈尼堪;三等阿思哈尼哈番1人:喇珠;云骑尉3人:布丹、鄂屯、硕詹;拜他喇布勒哈

番8人:白亨特、佟济、石图、察穆布、布尔赛、桑格袭、特密猷、尼喀纳;一等轻车都尉1人:鄂拜。

晋官太子太保2人:敦拜、额色黑;大学士1人:额色黑(保和殿);尚书3人:济席哈(刑部)、阿哈

尼堪(礼部)、米思翰(户部);护军统领2人:费雅思哈、额司泰;都统1人:希尔根;副都统9人:庄

图、莽亦禄、布丹、安泰、喇珠、鳌贝、鄂拜、讷秦、阿尔虎;前锋统领2人:武穆笃、佟济;协领1人:

鄂屯;参领2人:达色、鄂克逊;侍郎2人:硕詹、尼满;位列议政大臣3人:额色黑、费雅思哈、米思

翰。有的既有官职,又有爵位;有的一身兼有数职。整体地看,和清朝崛起时期的富察氏家族相

比,进入政权中枢、获得高级别官职和爵位的人明显增多,富察氏家族在这一阶段已经进入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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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时期。

最后,还应提到,富察氏家族参与了对农民起义军的镇压,双手沾满了起义军的鲜血,无疑蒙

上了历史的污点。但我们也应看到,农民起义军在完成了推翻腐朽的明王朝的反动统治后,他们

已失去了先进性,自身无法再前进一步以担负重建统一的使命。分析当时的几种政治军事势力,

重建统一的使命必然落在清王朝的肩上。农民起义军的被镇压似是历史进入新阶段必然要付出

的代价。富察氏家族的所为只是有意或无意地顺应了时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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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FuchaFamilyandtheInitialUnificationofChinaintheQingDynasty

ZHANGMingfu,ZHOUYin
(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SouthwestUniversity ,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IntheprocessofunifyingthewholecountryinQingDynasty,theFuchafamilywasanimportantsupporter,
participantandcontributor.Atthebeginningoftheunification,membersoftheFuchafamilyfoughttheirwayacross
theYellowRiver,theYangtzeRiver,thecoastalprovincesandthemountainsinthesouthwestprovinces.Inpromoting
thenationalunification,theFuchafamilywastemperedinthetestofbloodandfire,anditsstatuswasgreatlyelevated
intherulinggroupoftheQingdynasty.
Keywords:theFuchafamily;Manchu;QingDynasty;unificationofChina;Shun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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