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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伟盓!印第安纳大学
!

陆欧亚学系!美国印第安纳州!电邮-L3%?,'(%Q%&;%(&(73;/#

本文原以英文写作!

"

笔者博士论文的第一部份缩略版#本文最早於&'(+年在京都举办

的第三
M

美国亚洲学会亚洲年会"##$!%&!#'%(&'(+ 1.&O3+3&?3)上发表!修改稿後来又於

&'()年分
(

在多伦多举办的全美亚洲学会年会以及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发表#感谢其他

同场发表人!以及艾骛德"10+%',.F03+57#,L..;)"萧凤霞"9323& :7$%/)"小沼孝博"定宜

庄"宋怡明"Z%?0(32$Q.&8%)"].;%W3%&',3%&"

:

淑莉与何翠萍等诸位学者提供的帮助与建

议#最後感谢二位匿名审查人的评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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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受到$华南研究%与$新清史%两种取向的
#

发!将研究

地域移到清朝的
!

亚边疆!利用乌兰巴托与台北的档案馆所庋藏之

蒙汉文民间文书!以清代汉人移民及其後代在外蒙古的蒙古化
"

主

题!探讨清代蒙古的佛教组织作
"

次官方权威在满洲统治者"蒙古

原住民与汉人移民三方的互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这些汉人移民以

商人
"

主!也有佣工"农夫与石匠#他们多半来自华北!以山西居

多#当中有些人领有照票!有些则无#领有照票者!其照票亦多半

已过期#他们在当地成家立业!取蒙名!娶蒙女!长达数十年#其

後代亦取蒙名!有汉名的极少#由於病重或衰老而无法回到关
!

原

籍!担心妻小孤苦无依!故将其妻子"儿孙与家
$

奉献给哲布尊丹

巴呼图克图!成
"

大沙毕的属民与财
$

#这些汉商的後代藉此由民

籍转入蒙旗籍!在法律上成
"

蒙古人的一份子!?取得在蒙古合法

居留的权利#这些人後来很有可能都认同自己
"

蒙古人#更重要的

!

"

#

$



是!他们得到蒙古社会的接纳#透过诉诸蒙古当地佛教制度的权

威!这些汉商得以保全自己的家
$

!避免因清朝官府追缉或
!

地亲

戚要求瓜分财
$

而蒙受损失!?保证其妻小生计无虞!因而达到

$居国中以避国%的目的#

JKL

$族群性"汉人"移民"大清帝国"喀尔喀蒙古

(-'

f��

!

"

#

$



M

%

£7

$华南研究%有时也被称
"

历史人类学或区域社会史#其特色在於大量

运用民间'或地方(文书!包括了族谱"碑刻与契约等#这些文书多半以汉

文写成!?且透过田野调查?集得来#这些历史人类学者关注晚期帝制中国

的基础社会组织'如宗族"庙宇和市场("制度'包括
2

籍"赋役与礼仪(!

以及各种'特
(

是法律与族群上的(身份标?!讨论在地域社会存在巨大差

?的情癋下!明清中国如何维持其统一向心力与顺利运作#可以
0

!他们提

供了一种由下而上的地方观点!来观察和理解晚期帝制中国#

!

%

而$新清史%作
"

一个起源於(,,'年代初期!受到北美东亚与
!

亚研究

影响而出现的散 $学派 %!主要运用新开放的汉文与非汉文 '以满文
"

主(档案材料!质疑过去清史研究中的汉化"'%&%?%Q(,%.&)理论#他们
%

调满

洲人以少数的征服者之姿之所以能
5

成功缔造大清帝国的原因!在於他们能

5

熟练?借与运用被征服的汉人与非汉人'主要
"

蒙古"西藏与突厥等
!

亚

民族(的文化!但又同时能
5

维持自身的族群认同#这种研究取向将清帝国

视
"

同时具有传统中华帝国与
!

亚帝国的特徵!?且将其与同时期的欧亚帝

国'如俄罗斯帝国"莫
T

儿帝国与
.

斯曼帝国等 (进行比较#

"

%与 $华南研

究学派%相较!他们提供了一种由上而下的中央观点!来观察和理解晚期帝

制中国#

#

%

这两个$学派%皆处理边陲社会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双方的部份学

者於(,,+年在达特茅斯学院"*(+,-./,0 1.22343)共同举办研讨会!交流彼此

的想法与观点#其成果即
"

!"#$%&'(()&*'%+$,-./01(0%'2!(),$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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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於华南研究的讨论!参见科大卫! *告别华南研究,!载华南研究会编! .学步与超

越-华南研究论文集/'香港-文化创造出版社!&''. (!页,H-'#关於历史人类学

$学派%的其他名称"其民俗学渊源及形成时间!参见赵世瑜! *我与$华南学派%,!

.文化学刊/!第('期'&'(*年('月(!页.-H..#

cA9: NCLA334<<?36 _?=4EbC"8<<7?56TGi39526A19823TJ83 H&GA$,+ I"#&%$'1E$-(7%4.:)&

*'9$,+ 7<', I,,&%D-$', !"#$%&'(A$,+ /)&,+5&A3;'7](-3'#7Z%22L(+;AH/,0 W7

*/&&322AZ(+= 17E22%.,,A(&; 50%2%FF3:.+b,"G.&;.& (&; K3L\.+=CH./,23;431/+Q.&A

&''.)A-!.7

有关近期对美国新清史
7

议的回应与述评!参见定宜庄"欧立德! *&(世纪如何书写中

国历史- $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 ,!载彭卫主编! .历史学评论 /'第一卷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页((+H(.+&hA2NATG̀47a83FI8E925Bd

L8E;A94TL8?<2FT?36 i3K<A4314TJ:)&/)$,&-&E$-(7%$3'1;&F$&G&-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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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14*75&%, /)$,' 一书#

$

%对此书!笔者观察到一个问题-双方

的研究似乎着重於讨论清帝国朝廷的权威!因此在分析边陲与中央之间的互

动时!较少着墨地方上的非汉人组织作
"

次国家权威的作用#这也许是清代

的华南地方权威较少落在非汉人地方组织上!以及$新清史%过往倚赖中央

档案而无法描绘地方多族群互动的细节所导致的结果#本文同时受到$华南

研究%与$新清史%两种取向的
#

发!将研究地域移到清朝的
!

亚边疆!利

用乌兰巴托与台北的档案馆所庋藏之蒙"汉文民间文书!以清代汉人移民与

其後代在外蒙古的蒙古化
"

主题!探讨清代蒙古的佛教组织作
"

次官方权威

在满洲统治者"蒙古原住民与汉人移民三方的互动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本文所使用的$蒙古化%与过去东亚与
!

亚研究学界所使用的$汉化%

"'%&%?%Q(,%.&或'%&%O%?(,%.&)表面上看起来十分类似#不过汉化概念已经受到学

界质疑#

%

%本文主张过往汉化概念的主要问题首先在於忽略了法律与制度层

面的讨论!也就是国家
%

加於个人身上的身份地位&其次是定义过广!任何

与汉人生活方式有所牵连的现象都被视
"

汉化的表现&

&

%再者则各种汉化表

现之间缺乏高低之分#我们无从得知一个懂得
0

蒙语的非汉人与同时取汉名

又着汉服的非汉人之间!何者汉化程度较高!以致於汉化
!

涵模糊流於作
"

描述性词语!而非分析性的概念工具#

'

%本文所用的蒙古化概念试图避免重

蹈以上的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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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4!52EE<4BTI4<43 OC]8AT?36 L23?<6 ]C]A9923 46ECT!"#$%&'(()&*'%+$,-.

/01(0%&2!(),$3$(42',5 6%7,($&%$, !'%14*75&%, /)$,' "Y3+=3238AG.'#&4323'A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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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5R !CS<<8299就认
"

从汉化假设V9:4]83818n?9823 :B;29:4E8EW出发来描述满洲人的涵

化V?11A<9A5?9823W过程是有错误的#首先?用汉人的制度?不表示成
"

汉人#而某民族

在文化实践上的转移?不必然表示该民族的自我感知或他者对该民族的理解也有所转

移#其次汉化假设的另一个问题在於它?不能解释任何事#参见 "?5R !CS<<8299T:)&

*',3)0 8'4.:)&!$+)(@',,&%-',5 !(),$3I5&,($(4$, ='(&I"#&%$'1/)$,' "$,(&O.+;C

$,(&O.+; &̂%@3+'%,8 5+3''A&''()A&/#

最近的例子是
:

培对於满洲人汉化的研究#他将汉化定义
"

$对汉人生活方式的?借"

适应和参与!诸如态度"礼仪"思想"价值与其他制度 %#参见 \48IA?3FT;&7%$&,($,+

()&*',3)0-.DB(0547<B$,$3$C'($7,2JKLMNJOPK "D,0(?(CE(',#'%(5+.4+(-A1.+&322

&̂%@3+'%,8A&'(()A.#

_2:3 cC]:4;:456 '邵氏柏 (就将汉化视
"

描述性词语使用#参见 _2:3 cC]:4;:456T

Gc49:83R83F]83818n?9823d\5214EE4E2Kb11A<9A5?9823??36 bEE8=8<?9823TJ83 B('(&2*'%9&(',5

!(),$3Y%70#-/7,(&Z(0'1$C&5A3;'710%(&4 Y%3& (&; 9. N'V/%!F%&4 "N(%F3%CD&',%,/,3.O

E,0&.2.48A#?(;3-($%&%?(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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砲於前述各种可能出现的缺点!本文所使用的蒙古化"-.&4.2%Q(,%.&)概

念!主要指三方面!即-( (非蒙古人取得
2

籍与法律地位上的蒙古人身

份!类似某人取得另一国籍的归化"&(,/+(2%Q(,%.&)&& (非蒙古人?借蒙古文

化的涵化"(??/2,/+(,%.&)&

(

%- (非蒙古人被整合进入蒙古社会的同化

"(''%-%2(,%.&)#西方人类学与社会学界在讨论当代族群或社群接触时所发生

的文化?借与社会整合的现象时!一般会忽略前述的第一种法律与制度层面

的讨论#例如美国社会学家Z%2,.& Z7U.+;.& 在讨论美国社会中的同化议题

时!就指出美国的群体结构性质!

B

大部份 $在法律上是看不出来的 %

"234(228 %&@%'%<23)#这是因
"

$美国的政治和司法体系?
8

有因
"

美国公民的

种族"宗教或祖籍民族"&(,%.&(2.+%4%&)而对他们实施区
(

对待 %#

)

%但是这

种情癋在晚期帝制中国?不适用!因
"

在帝国
!

部!所有的族群"宗教"地

理身份与标都具有赋役与法律上的重要性#例如作
"

一个清朝统治下生活

在
!

地的汉民!他必须向官府申请照票才能
5

进入蒙古!?且不得娶蒙古女

子"也不得在蒙古永久生活!等等#违者会受到官府惩处!?被遣送出境#

因此本文认
"

在讨论晚期帝制中国的族群性与身份认同议题时!必须考虑到

2

籍"法律与制度!才可能得出比较全面的结论#

S

%

/#$%F1&gô'É()%/¯²_ýúþÿ1³0*+

满洲崛起与清朝肇建是()世纪初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满洲人在(+-*年击

败察哈尔蒙古!巩固了对漠南蒙古的控制後!於(+-+年改国号
"

大清#随後

於(+..年入关取代了明朝的统治!最後至(+,(年漠北的喀尔喀蒙古*+,

%也归顺

了清朝#至此!自(-+/年元顺帝撤出北京之後!漠南"漠北与汉地三处才重

新归於同一政权的统治之下#然而清朝皇帝?未在蒙古与汉地推行同一套行

政体系#在清帝国的意识形态中!其统治合法性的来源有二-一是新儒家式

:5AüÁ5

(--

(

)

*+,

人类学界很早就对$涵化%进行讨论#其定义
"

$包括由个人所组成之不同文化群体!

因直接的连续性接触!导致单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的改变等现象 %#参见 c2@459

c46K84<6Tc?<;: Y83923 ?36 "4<>8<<4_C I45ER2>89ET G"4=25?36A= K259:4 ]9A6B2K

b11A<9A5?9823TJD"&%$3', D,()%7#717+$-(-/C( "(,-+)C(.,#

"8<923 "Ch25623TD--$"$1'($7, $, D"&%$3', =$<&.:)&;71&7<;'3&2;&1$+$7,2',5 H'($7,'1

R%$+$,-"K3L\.+=CBPO.+; &̂%@3+'%,8 5+3''A(,+.)A.7引文的汉译文参考了马戎的译本

.美国社会的同化/'南京-译林出版社!&'(* (!页&#

本文所称之外蒙古即喀尔喀蒙古!为行文方便!後文多使用外蒙古一词!特此说明#

!

"

#

$



的普世主义"&3.!1.&O/?%(& ?.'-.F.2%,(&%'-)!二是首崇满洲的族群主权

"3,0&%?'.@3+3%4&,8)#

*+-

%因此清朝的族群政策是维持其臣民的文化与身份差?

与各自的传统制度#清朝在蒙古的地方行政"

2

籍登记与地域隔离制度也根

据此一原则形塑#

在地方行政上!清代的蒙古人大多属於外藩蒙古!受理藩院'满文,/23+4%

4.2. <3;('(+(S/+4(&"蒙文
M

(;(

M

(;/ Z.&4

M

.2!/& ,c+c!8%S

#

r

('(T/ 8(</;(2!/&

8(-/& (所管辖!该院的位阶与六部平行#其前身
"

入关前创立的蒙古衙门

'满文Z.&44. S/+4(& (#旗'蒙文 T.'%

M

/ (

"

蒙古军政合一的基层组织!其

属民被划分
"

数目不等的佐!亦称佐领'蒙文'/-/!意
"

箭(!一般由(*'

名丁
2

所组成!六个佐领组成一个参领'蒙文称S

#

r

(2(& (#每旗由一位札萨克

'蒙文S

#

r

('(

M

(所统领!由世袭蒙古王公所担任#各旗有固定地界!不得任意

跨越#在旗之上有盟'蒙文?

#

r

%

M

/2

M

(& (!盟长由王公札萨克出任#盟原先?

非固定的建制!故无专属职官与衙署!主要是商讨处理全盟重大事务!後来

其重要性日渐增
%

!而成
"

固定建制#另有察哈尔与归化城土默特蒙古八旗

等
!

属蒙古!由於过去
"

蒙古贵
{

且其游牧地位置属军政要地!故其被
?

夺

世袭地位!设置总管或都统管理!自治权力大受限缩!隶属於理藩院!直属

皇帝#另外尚有由掌印札萨克喇嘛或转世活佛所统领的喇嘛旗!受皇帝礼

遇!享有自治权且不需缴
A

#

*+.

%即便清代蒙古的行政制度如此多样杂!但

终清之世!蒙古人从未接受传统汉地的州县制度管理#这种行政管理制度上

的不同!也形塑了蒙古与汉人之间的身份差?#

*+/

%

清代满蒙汉三者的身份差?是由法律所规定的
2

籍制度所造成的#在清

代蒙古!所有的蒙古平民都属於蒙古旗籍!与隶属满洲旗籍的八旗蒙古身份

相?#而居住在
!

地的汉人则属民籍'满"蒙文%+43& (!也与隶属满洲旗籍

的汉军旗人身份不同#清代蒙古社会被认
"

是封建社会!其中存在不同阶

层#王公"台吉与塔布囊'蒙语,(</&(&4!指成
"

王公女婿的平民 (是贵族

阶层#箭丁'蒙文(2<(,/!指承担赋役者("随丁'蒙文 T(-S

#

r

%2

M

!(!指王公

(-.

f��

*+-

*+.

*+/

"?5R !CS<<8299T:)&*',3)0 8'4.:)&!$+)(@',,&%-',5 !(),$3I5&,($(4$, ='(&I"#&%$'1

/)$,'A.!*7

有关清代蒙古各部历史沿革与行政制度!参见金海等! .清代蒙古志/'呼和浩特-

!

蒙古人民出版社!&'', (#

关於清朝治蒙制度与其对蒙古身份认同的影响!参见 !:58E92;:45\Cb97226Tc70,+

*7,+71-',5 ]$+$1',(&-$, I,,&%*7,+71$'V-I,(&%%&+,0"X&3'5&-2JPJJNJPMJ "G3%;3&CY+%22A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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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民(与庙丁'蒙文>(<%!亦音译
"

沙毕!数形
"

沙毕纳尔">(<%&(+)!指

活佛与寺院属民(#奴仆 '蒙文 <.

M

.2(则属最下层#清代蒙古社会与汉地

不同的另一个特点在於民政与人口管理# $王公入世谱!平民入丁
,

!喇嘛

入度牒# %一般蒙古人皆隶蒙旗籍!与汉地民人 '满"蒙文 %+43& (

2

籍不

同#只要编入蒙旗籍!其社会身份就被视
"

蒙古人#

*+0

%

在司法上!蒙汉亦有差
(

#清初规定!

!

地民人在边外犯罪!依大清律

论罪!属刑部主管&边外人在边
!

犯罪!依蒙古律论罪!属理藩院主管#八

旗游牧蒙古牧场人等犯罪!亦依蒙古律治罪#但清代律例仅在游牧地区?属

人主义!简单来
0

!就是
!

地实施大清律&藩部地区施於蒙古人时用蒙古

律!只有在案件涉及
!

地民人时!才归刑部覆审#例如.蒙古律例/载乾隆

二十六年'()+( (刑部会同理藩院议覆! $蒙古等在
!

地犯事照依刑律定

拟!民人在蒙古处犯事照依蒙古律定拟 %#

*+1

%但後来亦有就情节重大者改从

重论罪之调整!如嘉庆二十三年'(/(/ (规定!如在蒙古地方抢劫犯人皆
"

蒙古人!则专用蒙古例&皆
"

民人时则专用大清律#如果蒙古人与民人夥同

抢劫!其罪视蒙古例与刑律中孰重孰轻!从重者问拟#

*+2

%

在元顺帝退回蒙古本部之後!有关汉人在蒙古的记载就付之阙如!直到

(+世纪中叶才又重现??#在土默特部的俺答汗'(*'/!(*/& (统治期间!许

多汉人移入鄂尔多斯与呼和浩特#这些人包括了俘虏"逃犯"饥民与秘密宗

教教徒#後来这些汉人成
"

俺答汗重要的人力资源#他们帮助俺答汗建立板

升'房屋(!开垦农田!?提供有关明朝的情报#这也使得明朝政府视这批

汉人有如芒刺在背!欲除之而後快#据统计!从嘉靖初年至隆庆五年'(*)( (

明蒙$隆庆和议%的二十馀年
!

!迁入土默特的
!

地汉人约有五万人!其中

约有五分之一
"

白莲教徒# $隆庆和议%後!俺答汗依照协议!将大多数投

诚的汉人遣送回明朝#此後历史上汉人在蒙古的活动仅存零星记
1

!直到()

世纪中叶後情癋才改变#

*+3

%

清朝在入关後不久就已经注意到汉人移居蒙古的情癋#田山茂引用顺治

:5AüÁ5

(-*

*+0

*+1

*+2

*+3

有关蒙古的社会制度!参见金海等! .清代蒙古志/!页&.(#

.蒙古律例/'.中国方志丛书/本(!卷(&! *断狱 ,!页&-&-(#另见 o?<43983 bC

c8?E?32>ERBT60,5'"&,('1S%$,3$#1&-7<*7,+71='G2d%'1$3',5 D1('$3B&%$&-2F71[UM

"Y2..-%&4,.&CD&;%(&(̂ &%@3+'%,8 5/<2%?(,%.&'A(,+*)A(-(#

李毓澍! *定边左副将军制度考,!载氏著! .外蒙政教制度考/'台北-中研院近代

史研究所!(,)/ (!页,&#

闫天灵!.汉族移民与近代
!

蒙古社会变迁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页&H.#

!

"

#

$



皇帝顺治十二年'(+** (的谕旨!指出当时已有汉民在辽阳"铁岭一带从事

农业#

*+4

%而相较於&'世纪初期来
0

!()世纪中叶至(/世纪末期之间!汉人在

蒙古的人口增长速度相对缓慢许多#据曹树基估计!清初在蒙古的蒙古人口

约
"

(''万人&清末时约
"

(&*万至(-'万人#

*+5

%而据10+%',.F03+57#,L..;估

计(/''年汉人在蒙古的人口约
"

.&万*U'''人&(,(&年则增长三倍有馀!达

(**万人#

*6,

%造成这个结果的主因还是由於清末新政开放汉人开发蒙地之故#

至於在喀尔喀蒙古!如我们所知!在清代以前!汉人在喀尔喀蒙古的数

量?不多!而流传下来的记
1

也很少#目前
"

止我们?
8

有比较可靠的数字

可供引用#D7K7Z(%'=%%对(,(/年喀尔喀蒙古的人口估计是比较可靠的#根

据他的估计!(,(/年的蒙古共有+.)U*'.人!其中汉人?了('万人!约?蒙古

总人口的(*0._#另外根据K7Z75+Q03@(2'=8 的估计!(//-年的库伦约有-

万人!(,('年约有+万人!至(,(,年时则达到('万人!其中俄国人-U'''人"

蒙古人-'U'''人'其中两万人
"

喇嘛僧
|

("汉人则有+*U'''至)'U'''人!

?库伦总人口的+*_至)'_#

*6-

%

传统上认
"

清廷在蒙古实行封禁政策!但是这不代表汉地与蒙古完全隔

B

#这主要是
"

了限制汉人移居蒙古#若有汉人要进入蒙古!必须向官府申

请登记!发给照票後才能成行!定限一年!不得藉故稽留#无票私行贸易!

遭查获後罚以枷号两月!笞.'後遣回原籍!所带货物半数充公#

*6.

%这些汉人

多半是出於逃荒或经商的动机而进入蒙古#这些民人进入蒙古後!即受当地

蒙古官员管辖#例如在库伦与恰克图旅居的汉人则由库伦办事大臣与理藩院

司官管理&在乌里雅苏台者则由定边左副将军与兵部司官稽察&至於旅居喀

尔喀四部者!则由各旗札萨克管理#

*6/

%

在清代蒙古不仅蒙汉分治!同时也实行蒙汉隔离制度#汉人在蒙古地区

(-+

f��

*+4

*+5

*6,

*6-

*6.

*6/

田山茂著!潘世宪译! .清代蒙古社会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 (!页&+(#

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 .中国人口史 /'第五卷1清时期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

社!&''( (!页.*'#

!:58E92;:45\Cb97226T!,34317#&5$' 7<*7,+71$' ',5 ()&*7,+71!"#$%&"K3L\.+=C:(?,'

B& :%23A&''.)A'7@710%&3'31.2.&%Q(,%.&7

此处转引自YCb<9?3n?B?TG"23F2<6?R:8R:B?9?6AA6B3 ?EAA6?<6TJ'*汉人在蒙古的相关

问题论考,(83 !%5&"-)$,>$1+&&,$$?$3)$+ e:ff9) ?f-,0('+ -051'14, ?'+gA3;'71.22343.O

9/-(&%,%3'Â &%@3+'%,8 .O$?%3&?3'(&; N3?0&.2.48 "̂2((&<((,(+Ĉ &%@3+'%,8 .O$?%3&?3'(&;

N3?0&.2.48A&''.)A.(#

李毓澍! *库伦办事大臣建制考,!载氏著! .外蒙政教制度考/!页(+.#

李毓澍! *库伦办事大臣建制考,!页//#

!

"

#

$



经商须住在买卖城
!

!与蒙古人分居#由於蒙汉杂居易
$

生族群突!故清

廷对此严加防范#

*60

%在蒙汉隔离制度之下!蒙汉通婚不被清廷
=

许#如 .大

清会典事例/载!康熙二十二年'(+/- (康熙皇帝降谕禁止
!

地民人娶蒙古

女子
"

妻#

*61

%此外尚有其他限制!例如规定
!

地商民不
=

睶留蒙古置
$

&不

=

取蒙古名字&只
=

搭建帐房!不
=

建造房屋&不
=

赊借&不
=

前往乌梁海

地区贸易&

*62

%不得私
"

喇嘛"班第'蒙文?',5$!意
"

门徒(与齐巴汗察'蒙

文3

#

h

$?

!

',3

#

h

'!意
"

尼姑(

*63

%!等等#

有清一代!蒙古边禁时弛时严!但主要是
"

了防范
!

地无照私犯进入蒙

古生事#一般民人私入蒙古!即便遭官府籋获!所受之罚责亦不重#

*64

%但也

存在蒙古人招纳民人耕种之事!或是原民人!被掠
"

满洲旗下家奴後睶逃

蒙地被蒙古人收留的情癋#因此自康熙二十六年'(+/) (起即规定蒙古此後

不
=

雇
!

地民人耕种!後来於康熙三十二年'(+,- (重申此一禁令#嘉庆十

四年'(/', (与道光六年'(/&+ (又分
(

严禁召集
!

地流民赴蒙古垦殖#

*65

%

然而!这些规定在清廷缺乏足
5

人力物力的情癋下!形同具文#清朝政府无

法完全禁
B

这些事情发生#即便按时清查!蒙古当地官员亦多敷衍了事#清朝

官府多半只会在蒙汉
7

讼或突时才会介入!?惩处违法民人与失职官员#

*7,

%

:5AüÁ5

(-)

*60

*61

*62

*63

*64

*65

*7,

这种考量也存在於清朝治下的其他边疆地区!例如台湾#参见 _2:3 cC]:4;:456T

B('(&3%'<(',5 S71$($3'1!37,7"47, ()&:'$G', 6%7,($&%2JT\\NJL\\ "$,(&O.+;C$,(&O.+;

&̂%@3+'%,8 5+3''A(,,-)A--&#

田山茂著!潘世宪译! .清代蒙古社会制度/!页&+.#

李毓澍! *定边左副将军制度考,!页,(#

.蒙古律例/!卷&! *

2

口差徭,!页.*".)H./#

林士铉! .清季东北移民实边政策之研究/'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 (!

页**#

李毓澍! *定边左副将军制度考,!页)/H),"/&#

根据珠飒对
!

蒙喀喇沁中旗蒙文档案的研究得知!自()./至())/年间!理藩院巡查司官

与地方官所呈报的当地民人与所耕地亩数字!竟然一如()./年之数!完全
8

有改变#但

是实际上!从移入当地的汉人反而增多?添设州县可知!自()./年的调查之後!该旗?

未进行任何实质调查#参见珠飒! .(/H&'世纪初东部
!

蒙古农耕村落化研究 /'呼和

浩特-

!

蒙古人民出版社!&'', (!页-,H.&#又如(/&-年库伦哈拉河驱逐客民案中即

述及类似情形#该案中提及在伊?客居的民人从无驱逐之例!与蒙人亦无
7

讼情事发

生#民人贿赂该旗蒙古官员!故得以当地建造房屋#在该案发生前一年!库伦管理商民

事务章京曾会同哲布尊丹巴座下寨桑喇嘛前往当地!查出许多盻居民人!但?未告发!

只是照旧例呈报理藩院$?无盻居民人%#参见李华
}

! *从库伦客民京控案理解清朝

嘉庆"道光时期对蒙古的统治,! $清代旅蒙山西商人暨广东行商史料研读工作坊%会

议论文!台湾台北!&'(&年('月&+日#

!

"

#

$



过去史学界对於清代移居外蒙古汉人的研究多半集中於蒙汉贸易及其对

蒙古的经济殖民!?且将前者与清代满洲人对蒙古的政治殖民两者进行密切

联结!认
"

汉商在满洲的政治庇护下
?

削蒙古人的财
$

#其中又以 Z7

$(&S;.+S

"

代表#根据其研究!在(+,(年喀尔喀蒙古归顺清朝以後至()&'年

代之间!汉商开始进入喀尔喀蒙古#

*7-

%其中又以山西的大盛魁商号规模最

大#

*7.

%原先他们是提供清军征准噶尔军需的媒介#後来他们开始向蒙古王公

与牧民放高利贷!?且从都市渗透到乡村#由於蒙古地方政府仰赖汉商提供

重要的金融服务以满足清廷的各种租
A

与劳役需求!因此无法摆
O

汉商#另

外!汉商也确实提供蒙古人民许多有用的货品!例如茶叶"布匹与日用品

等#但由於蒙古地区缺乏银两!因此蒙古人民多以实物偿债#汉商透过压低

货价与利上加利!使蒙古人民受到极大的
?

削#据统计!光绪十年'(//. (

喀尔喀东部三盟与沙毕纳尔的公共债务总计已达(/'万两银#

*7/

%此数字若与翌

年'(//* (清朝田赋与商业
A

收总计约
"

+U**'万两银相较!约?-_&

*70

%若

计入私人债务恐将更加重数倍#有学者认
"

!至(,((年每个蒙旗平均债务高

达(U(''万两#

*71

%当然这个数字也许是过於大!但是仍然显示出情癋的严重

性#(,((年外蒙古宣?独立後!大多数的汉商无法与俄商竞
7

而逐渐退出蒙

古#至(,&-年蒙古人民革命後!汉商已几乎完全退出外蒙古#

*72

%

然而!目前学界对於清代蒙古的蒙汉相遇如何改变这些跨越地理"族群

与法律边界而来到蒙古的汉人移民!仍然缺乏系统性的研究#而庋藏於蒙古

国立中央档案馆的清代满蒙文档案提供我们另外一个观察清代蒙汉接触史的

(-/

f��

*7-

*7.

*7/

*70

*71

*72

"C]?3l625lT )̂'19)'5 )̂4'('54, "i,+i9)ff1&+3) 9)05'15'' ,&G(&%3) 9)i1>-i, ,$ej]III

C00,g'*论汉人高利贷商业在喀尔喀的引进与致富 '(/世纪 (,("̂ 2((&<((,(+C

Z.&4.2%(& #?(;3-8 .O$?%3&?3'5+3''A(,+-)A&,7另见本书英译版 *',3)0 /)$,&-&

/717,$'1;01&$, H7%()&%, *7,+71$'A,+(&'2(,3; <8 +̂4/&43B&.& "K3L\.+=C$,7Z(+,%&V'

5+3''A(,/')A&)#

关於大盛魁的研究!参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

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

蒙古文史资料第(&辑1旅蒙商大盛魁/'呼和浩特-

!

蒙古文史书店!(,/. (#

此数字出自!:58E92;:45\Cb97226T!,34317#&5$' 7<*7,+71$' ',5 ()&*7,+71!"#$%&A'7@7

10%&3'3,+(;3(&; -.&3823&;%&4#

Y83 "?3H:2A3FT /)$,' d#-$5&X7G,. /0%%&,342 B73$&(42 ',5 I5&717+$&-2JL\LNJLKT

"1(-<+%;43AZ#7C9(+@(+; &̂%@3+'%,8 #'%(13&,3+A&''+)A&/'7

蓝美华! *

!

蒙古与一九一一年蒙古独立运动 ,! .汉学研究 /!第&-卷!第(期

'&''*年+月(!页-,.#

关於旅蒙商的通论研究!参见卢明辉"刘衍坤! .旅蒙商+++()世纪至&'世纪中原与蒙

古地区的贸易关/'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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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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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而本文所关注的就是这些汉人移民的故事#他们移入蒙古之後'无论

是合法或非法(!违反清朝法令!娶当地蒙古女子
"

妻!生儿育女!营生置

$

!学习蒙古文化与生活方式!?且与蒙古人和平相处数十年#但是当他们

年老患病!行将就木!或是遭清朝官员发现!被迫遣返
!

地时!他们的妻小

在蒙古就会面对孤苦无依的窘境#这些汉民如何确保其家人生活无虞与财
$

完整)答案是求助於蒙古当地的佛教组织+++大沙毕'蒙文 83=3>(<%(#

^

%

Û§ü1,-%µ)

大沙毕的起源与藏传佛教在喀尔喀的发展以及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Q/&;(-<(60/,/4,/)转世制度的建立有紧密关#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

清代外蒙古藏传佛教转世活佛中的最高领袖!受到蒙古王公"平民与清朝皇

帝的敬重#

*73

% $沙毕%

"

蒙语!意
"

徒弟!亦指寺院属民#而大沙毕则特指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徒
*

"属民与
$

业总称#大沙毕此一制度起源於(+-,

年!七旗喀尔喀王公*74

%

"

了庆祝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札那巴札尔

"X(&(<(Q(+A(+-*!()&-)坐床所奉献的人丁"牲畜与财物#由於哲布尊丹巴呼

图克图地位荣显!故称其属民与
$

业
"

大沙毕!以示尊崇#

*75

%

鄂托克'蒙文 .,.

M

(是大沙毕俗家属民的基层行政单位#(/世纪时!大

:5AüÁ5

(-,

*73

*74

*75

哲布尊丹巴与拉萨的达赖喇嘛"日喀则的班禅额尔德尼"

!

蒙古的章嘉呼图克图!?称

"

清朝藏传佛教四大转世活佛#其驻锡地
"

外蒙古的库伦#其转世起源於(+-,年!结束

於(,&.年#其名源自藏文5_4H@9EA3 L?=;?!意
"

尊贵的圣者!在外蒙古一般称
"

博格多

'蒙文?7+5'!意
"

圣者("博格多格根'蒙文 <.4;(43433&或作 <.4;(4343&!意
"

圣

光明者(或
X

都尔格根'蒙文 c&;c+43433&或作 c&;c+4343&!意
"

崇高的光明者(#在

!

蒙古则称之
"

北方的圣者'蒙文(+/ <.4;((#有关其历史简介!参见 10+%',.F03+57

#,L..;A!,34317#&5$' 7<*7,+71$' ',5 ()&*7,+71!"#$%&A'7@7]%<Q/&;(-<(60/,/4,/#

七旗喀尔喀
"

当时对喀尔喀蒙古的总称#

DEC]232=6?F7?T*',>$$, C'9)$%+'',5 ?'$-', f4&$$, '%"7,+714, C'-'+ C'9)$%+'',4C79)$7,

?'$+001'1(eJTPJ

~

JPJJg'*满洲统治时期外蒙古的统治机构 '(+,(!(,((年 (,(

"̂ 2((&<((,(+CZ.&4.2%(& #?(;3-8 .O$?%3&?3'5+3''A(,+()A,&7部份学者认
"

札那巴札尔

的坐床时间应
"

(+.'年 '白铁龙年 (!参见 *7N'3;3LAI9) -)'GV'大沙毕 (

"̂2((&<((,(+CZ.&4.2%(& #?(;3-8 .O$?%3&?3'5+3''A(,+.)A&.#关於札那巴札尔的生平

事矦!参见妙舟! *哲布尊丹巴传略,!载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

.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 (!页-/.!.-.#

其传记之原文与研究!参见10(+23'H7Y(L;3& ,+(&'7A:)&Q&?(-0,5'"?' )̂0(09)(0-7<d%+'

"W%3'<(;3&CB,,. 9(++(''.L%,QA(,+()与G760d+32<((,(+Ak,5i%Y&+&,Nf ,'"('%'.哲布

尊丹巴一世传/("9c00.,CD&&3+Z.&4.2%(& 53.F23V'5/<2%'0%&4 9./'3A&'',)#

!

"

#

$



沙毕的俗人被分
"

(&个鄂托克!分?在土谢图汗部与车臣汗部!而另外有一

部达尔哈惕人"*(+=0(;)则位於今天蒙古国北部的库苏古勒湖"60cL'4c2)地

区#但这个数目很快就增加
"

()个#之後又逐渐增加到-'个和)*个!最後到

了晚清
"

&''个#

*8,

%各鄂托克由一名宰桑 '蒙文 S

#

r

(8%'(&4 (所管理!由俗家人

担任#

*8-

%一个鄂托克大到两三百
2

!小至二三十
2

者都有#在鄂托克底下!

则有由收楞额'蒙文'%4d23&44%(所统领的五十
2

或巴格'蒙文 <(

M

(!以及

由什长达尔噶'蒙文 ;(+/

M

!((所统领的十
2

#

*8.

%

爱玛克'蒙文(8%-(

M

(则是大沙毕出家喇嘛的基层行政单位#

*8/

%此制度

是(+*&年由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从西藏学成回到蒙古後所引入的#他依

循拉萨哲蚌寺的组织模式!在库伦设立了七个爱玛克!也就是後来的东库

伦!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居住的
:3"

中心#後来到了清末!东库伦的爱

玛克数目增加到&/个!而以甘丹寺
"

中心的西库伦则有四个爱玛克#直到

(,&.年爱玛克制被取消以前!东库伦有高达-'个爱玛克#每个爱玛克都有一

个大蒙古包与一座木造建筑相连!以作
"

其大殿 '蒙文 ;/

M

(&4!源自藏文

V;/ =0(&4 (!

!

部供有佛像#然而!由於喇嘛皆
"

男性!故尼姑?未受特定

的行政制度所管辖#

*80

%

大沙毕的僧俗徒
*

由额尔德尼商卓特巴掌管#商卓特巴'蒙文>(&4S

#

r

.;<(!

藏文 F08(4!-;Q.;!F(!意
"

司库(既可指转世喇嘛的财
$

!也可指其财务总

(.'

f��

*8,

*8-

*8.

*8/

*80

DE4647TI9) -)'GVA-'7X7K%&S<(;4(+AQ$?C0,5'"?' 9)0('+(4, -)'?$$, C'9)$%+'' ej]IINjj

C00,4&9)&,g'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沙毕的管理 '(+至&'世纪初 (( "̂ 2((&<((,(+C

#+L%& '/;(+A&'(.)A))7

宰桑负责掌握鄂托克人口"家
2

与牲畜的数目!以及库伦寺院的收入#关於宰桑的详细

职能!参见 8̀3l@?6F?5TQ$?C0,5'"?' 9)0('+(4, -)'?$$, C'9)$%+'' ej]IINjjC00,4&9)&,gA

)(!)&#

这些职位名称在清朝统治蒙古以前就已经出现了#虽然 gCo<?68=859E2>认
"

E8Fs<43FF8

的词根是来自於满文的tA<4'意
"

收
A

者(!但是I435B]455ABE不接受这个
0

法!?认

"

满文tA<83F4其实是源於蒙文 E8Fs<43FF4!而 E8Fs<43FF4的词根则是源自汉文的 $首

领%一词#参见 gCo<?68=859E2>T"81:?<!?5E2795?3ECT=&%l+$"&-73$'15&-*7,+71-.1&

<l75'1$-"&,7"'5&"5(+%'C#;+%3&!Z(%'.&&3/@3A(,./)A(/(&93&+8 $3++/8'AI$%d23&443u

>d23&443AJQ70%,'17<()&D"&%$3', R%$&,('1B73$&(4,&C( "(,)&)C,&!,*#

此处的爱玛克与土谢图汗部的 $部 %!同样写作 ?B8=?

M

#但意义不同#前者是寺院
!

部的管理单位!後者
"

蒙古贵族的属民总称#

bC"C\2n634B4>T_2:3 cC$5A4F4546CT_2:3 c2F45]:?7?36 L?<4\<?3R 95?3ECT*7,+71$'

',5 ()&*7,+71-2F71[I.JLP` "G.&;.& (&; K3L\.+=CH./,23;431/+Q.&A(,,))A-&/7田

山茂著!潘世宪译! .清代蒙古社会制度 /!页(./!(*'#K%&S<(;4(+AQ$?C0,5'"?'

9)0('+(4, -)'?$$, C'9)$%+'' ej]II

~

jjC00,4&9)&,gA+(7

!

"

#

$



管#额尔德尼'蒙文3+;3&%!意
"

珍宝"宝贝 (则是特指哲布尊丹巴呼图克

图的商卓特巴!作
"

尊称#其属下机构
"

大沙毕额尔德尼商卓特巴衙门'蒙

文 83=3>(<%!8%& E+;3&%e(&4S

#

r

.;<(!8%& 8(-/& (#商卓特巴管理大沙毕僧俗徒

*

的世俗事务!与管理库伦宗教事务的堪布喇嘛地位平行#其掌管之处包括

了东库伦的鄂托克"爱玛克!('个大扎仓'藏文 4+(!,'(&4!指佛寺学院(!

西库伦"庆宁寺 '位於库伦之北!

"

供奉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舍利之

处("丹巴达尔杰寺与额尔德尼召等寺院#

*81

%

蒙古平民捐献给大沙毕有一套标准程序#首先捐赠者必须先向其所属旗札

萨克与主人报告!获得许可後!此一捐献才具有法律效力!因
"

这类捐献通常

包括了人口的移动与
2

口登记的改变#例如(/&)年一位
!

蒙古阿巴嘎旗的箭丁

贡布"U.-<.)想要将一个先前买入的男孩罗桑顿珠"G//'(&4;.&S/;)捐给大沙毕

以便
"

其去世的祖父积福#贡布除了必须
�

报商卓特巴衙门之外!还需得到其

主人亦邻真"E+%&?0%&)台吉的同意!才能将该男孩的
2

口从原旗转入大沙毕#

*82

%

这种情癋也适用於移居蒙古之汉民的奉献#例如孟周揆'音(娶了达贝子旗之王

京台吉"W(&4S%& ,(%S%)的女儿!当他要将其妻儿与家
$

献给大沙毕时!在字据上
0

明将此事通知贝子宁布"K%-<//)!?且表明此後这些人与该旗毫无关#

*83

%

额尔德尼商卓特巴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年#在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

图从西藏返回蒙古时!其随从当中就有商卓特巴!与其他僧官如巴克什'蒙

文 <(4'0%("格斯贵'蒙文 43'4d%!源自藏文 ;43!<'=.'!维护戒律的掌堂师(

与绥本'蒙文'.8%<.&!源自藏文 <.'V%!;F.&!

"

大喇嘛属员之首(?列#

*84

%

:5AüÁ5

(.(

*81

*82

*83

*84

bC"C\2n634B4>T_2:3 cC$5A4F4546CT_2:3 c2F45]:?7?36 L?<4\<?3R 95?3ECT*7,+71$'

',5 ()&*7,+71-2F71[I.JLP`2-&/7关於商卓特巴的职能!参见 H.<3+,](-3'Z%223+A

*7,'-(&%$&-',5 /01(0%&/)',+&$, I,,&%*7,+71$' "W%3'<(;3&CB,,. 9(++(''.L%,QA(,*,)A/,!

,(&K%&S<(;4(+AQ$?C0,5'"?' 9)0('+(4, -)'?$$, C'9)$%+'' ej]II

~

jjC00,4&9)&,gA*/!/(#

$额尔德尼商卓特巴衙门档案 %!(/-)!蒙古国立中央档案馆藏!档案号-"/* L(

$: +̀.!页,&?H,&@#

$额尔德尼商卓特巴衙门档案 %!(/-)!蒙古国立中央档案馆藏!档案号-"/* L(

$: +̀.!页/-?H/-@#

这段记载见於 (/.( 年成书的 .宝贝念珠 /V!%5&,$N4$, &%$9&)A参见 U(2;(&A]7

U3+32<(;+(=0,+(&'7(&; (&&.,7A!%5&,$N4$, &%$9&9&"&9f (&f9&?717$"̂2((&<((,(+CZ.&4.2%(&

K(,%.&(2̂ &%@3+'%,8 .OE;/?(,%.& 5+3''A&''))A*+.&K%&S<(;4(+AQ$?C0,5'"?' 9)0('+(4,

-)'?$$, C'9)$%+'' ej]II

~

jjC00,4&9)&,gA-&A*+#札奇斯钦也提到这个记载!但是他

似乎
8

有注意到此事是额尔德尼商卓特巴制度的起源!而仍旧将其起源订於()&-年雍正

皇帝颁发额尔德尼商卓特巴官印一事#参见札奇斯钦! .蒙古与西藏历史关之研究/

'台北-正中书局!(,)/ (!页+(,"+.&#

!

"

#

$



()',年商卓特巴也参加了 .喀尔喀法规 /'蒙文 M(2T!(S

#

r

%+/-(的颁?大

会#

*85

%雍正元年'()&- (清廷正式颁?印信给商卓特巴与堪布喇嘛#

*9,

%

由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喀尔喀的地位与影响力逐渐提高!清廷逐步

提升额尔德尼商卓特巴的权力以图制衡#乾隆十九年 '()*. (乾隆皇帝下

旨!称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

外蒙古
:

教之长!不适合处理其徒
*

的世俗事

务!因此令逊都布多尔济
"

额尔德尼商卓特巴!总管僧
*

沙毕事务#

*9-

%(/&&

年额尔德尼商卓特巴被特许享有与喀尔喀四部部长同样使用红丝栏纸奏事!

且能直接向库伦办事大臣
�

报之权#

*9.

%

额尔德尼商卓特巴的职责之一在於每三年调查大沙毕僧俗
2

口人数与牲

畜数目#其结果须整理成
,

?
�

报库伦办事大臣!最後送交理藩院备查#另

一重要职责则是搜查大沙毕
!

的嫌犯!以及审理刑案与诉讼#若是未能在规

定期限
!

捕获罪犯!额尔德尼商卓特巴将会被罚二九牲畜#

*9/

%

随着藏传佛教在喀尔喀蒙古的广泛传播!以及清朝在()世纪末将外蒙古

纳入控制!大沙毕作
"

一个佛教机构也逐步发展#首先是涉入商业活动#由

於其资
$*

多!也与汉商从事贸易!出租房舍给汉商堆放货物等#

*90

%此外!

它获得清廷特许免除赋役的特权!对其属民拥有较大的自治权!得以不纳入

札萨克旗制#首先!大沙毕属民不需向清廷纳
A

服劳役!同时得以自由在喀

尔喀各地游牧!不受旗界限制#其次!在法律上!大沙毕拥有独立的审判

权!?且得以持续使用蒙古本土的 .喀尔喀法规 /!而非 .蒙古律例 /与

.理藩院则例/#虽然根据研究!这种司法独立常常有许多模糊地带!而且

随着时间推移! .大清律例 /渗入大沙毕的情癋越来越深!但至少在理论

(.&

f��

*85

*9,

*9-

*9.

*9/

*90

此记载见於.喀尔喀法规/之前言!参见达力扎布! .*喀尔喀法规 ,汉译及研究 /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页(,H&'#

8̀3l@?6F?5TQ$?C0,5'"?' 9)0('+(4, -)'?$$, C'9)$%+'' ej]II

~

jjC00,4&9)&,gA-.!-,7

bC"C\2n634B4>T_2:3 cC$5A4F4546CT_2:3 c2F45]:?7?36 L?<4\<?3R 95?3ECT*7,+71$'

',5 ()&*7,+71-2F71[I.JLP`A-.+7

:

成綬"陈馩! .蒙古逸史/'上海-商务印书馆!

(,() (!页+*#李毓澍於其关於库伦办事大臣的研究中引用了前两条材料#参见李毓

澍! *库伦办事大臣建制考,!页(&-!(&*#

]232=6?F7?T*',>$$, C'9)$%+'',5 ?'$-', f4&$$, '%"7,+714, C'-'+ C'9)$%+'',4C79)$7,

?'$+001'1(eJTPJNJPJJgA(''7

故
3

博物院编! .钦定理藩院则例/'.故
3

珍本丛刊/本 (!第&

,

!卷+'! *喇嘛

事例五,!页-+.H-+*#

有关商卓特巴衙门与汉商的关!参见赖惠敏! *清代库伦商卓特巴衙门与商号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期'&'(.年+月(!页(H*/#

!

"

#

$



上!直到清末大沙毕都仍旧享有司法自治权#

*91

%

清代蒙古贵族与平民持续给予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供奉#这些施主多半

是来自喀尔喀东部的土谢图汗与车臣汗二部!以及漠南的锡林郭勒与察哈

尔!少数来自喀尔喀西部的札萨克图汗部与三音诺
�

部#

*92

%其中包括了人

2

"孤儿"牲畜与财物#一般而言!这类奉献可能出於五种原因-( (

"

後

世积福德&& (礼敬活佛&- (让寺院照顾其无力自赡的亲戚&. (

"

了躲避

劳役!例如卡伦'哨所 (或是乌拉 '驿站 (服役&* (在蒙古的汉人移民娶

了蒙古女子後!将所生的子女献给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93

%而这批汉人及其

後裔的情癋!在过去清代蒙古史"移民史与民族关史中付之阙如#以下本

文将利用蒙古国立中央档案馆档案与台湾蒙藏委员会向前者购入的汉文档案

本!来探讨清代移民蒙古的汉人在社会文化上受当地蒙古人涵化与同

化!最终在法律意义上归化入蒙古籍的现象#

i

%

./0123456789:À

一如前述!所有奉献给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人口与牲畜都由额尔德尼

商卓特巴衙门所管理#这批纪
1

都庋藏於乌兰巴托的蒙古国立中央档案馆之

额尔德尼商卓特巴衙门档案!全宗号'蒙文O.&; (

"

Z/*#本文所利用的这

批档案就是额尔德尼商卓特巴衙门档案的一部份包含了两类字据-第一类

'档案号Z/* *( 60K+. (是从()+/年到(/-'年间在蒙古的民人将其家人与

牲畜捐赠给大沙毕的记
1

!附在
!

蒙古贵族与官员的捐献记
1

之後#第二类

'档案号Z/* *( 60K-, (则是清朝官员在蒙古所缉获的非法居留民人将其

:5AüÁ5

(.-

*91

*92

*93

根据
�

原守的研究!清代後期大沙毕的审判已经见不到引用.喀尔喀法规/的?象!而

且引用.大清律例/断案的情癋逐渐增加!但是作
"

大沙毕过往判例编的.红皮书/

'蒙文m<?

M

?3 v?1

#

r

?59A (仍旧被引用#参见
�

原守! .清代KELM3裁判4裁判文

书/'东京-创文社!&''+ (!第(部!第.章#关於 .红皮书 /!参见 g?9Es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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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与牲畜捐赠给大沙毕的记
1

#第二批记
1

?未收入第一类记
1

中#根据

郑振满所提出的民间文献分类系统!本文所使用的这批文书可以算是第二

类!即$是民间百姓所做!但面对的对象是外人!尤其是
"

了欺骗官府#例

如诉状"族谱!是
"

了自身的某种权益"身份!更多时候是具体的权利"义

务!以便发生纠纷时!能
5"

自己提出合理化的解释%#

*94

%

在第一类字据中!包括了正本与抄本#抄本的记
1

较
"

完整!一共记载

了()-次捐献!以蒙文书写!文件上还有蒙古书吏模仿的汉文画押与手印#

*95

%

其中有六次捐献的记
1

能
5

找到具结保证书的正本!以汉蒙两种文字书写!

两边
!

容有时出入甚大!但以蒙文正本与抄本相对照!抄本大体忠实於正本

!

容#这六件文书庋藏於蒙古国立中央档案馆!而本文所使用的版本
"

台湾

蒙藏委员会所购置的蒙古国立中央档案馆所藏中文档案之本#在这()-

个案例中!有(,件无记载年月#其馀的(*.件中!於乾隆朝 '()-+!(),* (捐

献者有+*件!嘉庆朝 '(),+!(/&' (有/-件!而道光朝 '(/&(!(/*' (则有六

件#在抄本最後所留下的日期
"

道光十七年六月'约(/-)年)月(!可能是整

理抄写的日期#

第二类字据
"

清朝满蒙官员在色楞格河'$323&43!档案中作昔令河(的

圪赊兔"63'%4,d)等地所缉获的非法居留民人将其家人与牲畜捐赠给大沙毕时

所立!共有-'件#档案封面记
1

的事由
"

嘉庆五年四月二十日'(/''年*月(-

日(由管家喇嘛'蒙文S

#

r

(%'(&4 &%+<((根敦达尔扎"U3&;3&;(+S%8()"书吏噶尔

玛达西"U(+-(;('0%)"与达尔噶札萨克 '蒙文 ;(+/

M

!(S

#

r

('(4 (齐巴克札布

"N'3<(4S(<)之旗下副章京'蒙文-38%+3& (塔朗泰"N(2(&4,(%)等人前往色楞格

河的圪赊兔"额尔克勒努"E+=%2K/4/)与古儿本额博"U/+<(& E<3+)三地查缉

当地的非法居留汉民#

*:,

%这些民人立下蒙汉文字据将其家人与牲畜捐赠给大

沙毕!?保证在收完利息"筹得旅费後!於一至两年
!

返回山西原籍#然而

8

有後续记载以供确认这群汉民是否履行承诺返回原籍#经比较第一与第二

(..

f��

*94

*95

*:,

参见林荣盛"曾献纬! *郑振满教授谈民间文献与地方史研究,! .台大历史系学术通

讯/!第()期'&'(.年('月(!页&)#

两个汉文画押!参见$额尔德尼商卓特巴衙门档案%!(/-)!蒙古国立中央档案馆藏!

档案号-"/* L( $: +̀.!页*/@#手印参见$额尔德尼商卓特巴衙门档案%!(/-)!蒙

古国立中央档案馆藏!档案号-"/* L( $: +̀.!页)/?#

然而在-'件字据中!有(/件的立据时间记
"

嘉庆五年四月十九日 '(/''年*月(&日 (!

而其馀(&件则立於嘉庆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年*月(.日 (#因此根据字据
!

容来判

断!也许这次调查实际上早於封面所记的嘉庆五年四月二十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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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字据原件後!可以确认两类文书的
!

容与格式十分类似#不过蒙汉文字据

的
!

容详略不同#一般而言!蒙文字据较
"

详尽#例如在第二类字据中!有

关奉献者来蒙古的缘由"在蒙古的居留时间"其蒙古妻子的背景'特
(

是关

於她们的父亲皆出身大沙毕一事(等!皆仅见於蒙文字据!而不见於汉文字

据#

在这些字据中!立据人会简单描述其个人背景!包括原籍"汉名与蒙

名"职业"现居地!以及来到蒙古的缘由与陪同人#接着会简单
>

述奉献的

原因!以及其所奉献的人口"牲畜和财物
!

容#在被奉献的家人中!其中有

一部份人是奉献者收养或是购入得来!故彼此间未必有直接血缘关#不过

第二类字据中?未提及立字据者的结婚时间#若立据者有其他补充!则会在

最後
0

明之#

下面引一件第二类字据
"

例!附上蒙文版与汉文版!以简介其
!

容与格

式-

蒙文版字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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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综合蒙汉文字据的
!

容对照! IJ括号
!"

汉文字据独有之资

讯! NO括号
!"

蒙文字据独有之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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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述可见!这批材料中所提供的资讯远远超出了捐赠文书的
!

容#可

以
0

!本文所用的这类字据材料就像E--(&/32G3H.8 G(;/+%3利用宗教裁判

所档案呈现了中世纪法国蒙塔尤地区的风土民情!也具有类似的民族志特

质#

*:.

%

x

%

;M�<=�>?q²_ýc@AÛ§ü1BQCD

在整理第一类字据所得资讯後!初步发现汉民奉献给大沙毕的儿女一共

有.&+人!其中有&/&名男性!(..名女性#若加入其妻子与孙辈!则总人数
"

+-,名#在这批汉人奉献者中最早於().-年就已移入蒙古#而根据有留下移入

时间的少数&'个例子中!可以作一个汉人移入蒙古时间的统计表!见附

表(#%

大多数的汉人移民都来自山西省#在)'个有留下奉献者原籍资料的例子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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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蒙文与汉文字据!参见$额尔德尼商卓特巴衙门档案%!(/''!蒙古国立中央档案馆

藏!档案号"/* L(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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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至少有+*个来自山西#有两个例子表示来自
!

地#这些人常常不是直接

从原籍进入蒙古!而是先在直隶北方的汉蒙杂居处待过!例如张家口"赤峰

与多伦诺尔等地#这些汉民的原籍统计表如附表&所示#

在字据中!大多数的汉民自我介绍时都会提及自己的汉名与蒙古名!而

使用蒙古名的情癋更多一些#在()-个例子中!共有(.,个汉民提及蒙古名&

而提及汉名的共有(&*个&而同时提及两者的有('.个#只有两个例子既未提

及汉名!也未提及蒙古名#而一个人的汉名与蒙古名之间?
8

有音砋或意义

上的关联#

关於那些随同这些汉民移居蒙古的人!我们所知甚少#在()-个例子

中!仅有九个提及相关资讯#从这些极少数的例子中可以得知!有些汉民是

由其家人陪同而来!多半是兄弟#另外也有同村或好友结伴而来#在一个例

子中!有位奉献者格勒坚赞"U3234S(-,'(&)与其弟罗布桑达西"G/<'(&4;('0%)

两人属於大沙毕的弥勒佛寺中的安多爱玛克'蒙文#-;. (8%-(

M

(#

*:/

%

在捐献时!保人或证人通常是由奉献者的兄弟来担任#甚至有兄长过世

後!其弟代将兄嫂及其侄子奉献给大沙毕的情癋#例如在一个例子中!海山

泰"60(%'(&4,(%)在其兄巴
}

泰"Y(8(&4,(%)过世後作
"

其家族的代表!将其兄

的妻儿奉献给大沙毕#

*:0

%另外从证人的身份来看!这些汉人移民之间存在着

地方互助的网络#甚至有一同将其家人与财
$

奉献给大沙毕的情癋#例如马

子勇'音("李直子'音(与王仲殷'音(三家同属伊?"D<3&4)什长所管!

所以他们理论上是居住在同一地区!彼此熟识#他们三家後来一同将家人与

财
$

奉献给大沙毕#

*:1

%这类联合奉献的情癋?不罕见#

这些汉民在蒙古多半以经商
"

生#在已知的-+个相关例子中!有-(个例

子中的奉献者
"

商人!而且放债收取利息#另外五个例子则是以务农
"

生#

这些汉民在蒙古平均居留的时间约
"

&+年之久#最短的
"

三年!最长的

达到*'年#在已知的&&个例子中!有些记载相当模糊!例如$很久以前%或

:5AüÁ5

(.)

*:/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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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只能忽略不计#

*:2

%至於有些记载
"

十馀年或四十馀年!

*:3

%本文

一律取最小值计算其平均值#其中移入蒙古之汉民年纪最小的一例是(*

岁#

*:4

% '见附表- (

这些汉人移民的居住地大多数分?在蒙古乡间地方!只有少部份在城

市#在已知的*(个例子中!仅有((个在喀尔喀的主要城市!其中八个在库伦

'有一例在买卖城!一例在西库伦大沙毕(!三个在恰克图!一个在乌里雅

苏台#其馀的则居住在乡间小镇或蒙旗
!

!特
(

是伊?'共四例(#另外有

两例在布尔噶勒台"Y/+4(2,(%)!有两例在乌孙色尔"̂'/& $343+)#而在库伦固

定下来以前!过往驻地中包括了前述的乌孙色尔'()&' (与伊?'()&- (#

*:5

%

此外还有两例在额尔德尼召'其中有一例在买卖城(!一例在三音诺
�

汗部

的乌巴什札萨克旗'应
"

中後末旗(!一例在色楞格河札萨克齐巴克札布所

属的土谢图汗部右翼左旗!等等#大多数的人都居住在鄂托克
!

!由什长

'蒙文 5'%0

!

N' (所管理#大多数的鄂托克今日已经无存!只有透过田野调

查才能识
(

其位置#另外这些移民中也有以河流来标明居住地的!例如鄂尔

浑河"B+=0.&)与乌拉德河"̂ +(;)#有些小地名如巴尔虎"Y(+4/)"阿达噶

"#;(4()与埃
�

奇"E83&4=%)等地!尚待进一步识
(

#

移居蒙古的汉民若返回原籍!多半不会
_

带其蒙古家眷#这点也见於所

立字据中#例如韩毕勇'音(返回山西原籍!?未
_

其妻小同行!而是付钱

委请喇嘛照顾!?且将他们奉献给大沙毕#只有在最晚期的(/-'年才有一例

p

东癉'音(自称欲将其幼子带回
!

地#

*;,

%

嫁给这些汉民奉献者的蒙古妻子中!有部份与大沙毕相关#其馀则是当

地蒙古女子或其他汉人在当地所生的女儿#在)-个相关个案中!有((个显示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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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娶女子来自大沙毕#而娶了当地汉人之女的汉民则有两例#不过在汉民娶

汉女的两个例子当中!有一例自称其婚礼是依照蒙古习俗办理!新郎准备了

一匹马"一头公牛"一头怀着牛犊的母牛"还有一公羊作
"

聘礼#

*;-

%

至於这些被奉献的孩子们!在字据中多半仅提及其蒙古名!仅有三个例

子共五名男孩有汉名!其中有四个兼有蒙古名#

*;.

%女孩的汉名则完全未见提

及!仅有蒙古名#在奉献给大沙毕的汉民後代中!年纪最小的仅有八个月

大!年纪最大的
"

.-岁#

*;/

%除了奉献妻小以外!也包括牲畜与物品#牲畜主

要是蒙古的五畜-马"牛"绵羊"山羊与骆驼#有时候也可见到?牛#物品

则包括了帐房"物与磨坊等#

*;0

%

有时候捐献者对於其捐献之财
$

分配的意愿也见於字据中#在一个例子

中!奉献者桂思君'音(要求将其牲畜在扣除熬茶'指给僧
|

的奉献(份额

後!一半分给其妻子与长子!另一半则分给其次子#

*;1

%

根据这批字据!大致可以将这些民人
"

何要将妻小与财
$

献给大沙毕的

原因归纳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出於宗教的理由#这些民人平日崇敬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或是

"

了替年老或去世的长辈祈福!祈求神佛保佑!?帮来世积德#以下举两例

0

明#首先是达西"*('0%)将其家人与牲畜奉献给大沙毕!以祈求神佛保佑今

生与来世#

*;2

%另一个是商民海山泰!居住在土拉比河"N//2(<%)北岸!娶了另

一个汉商的女儿#有可能是其岳父先前娶了蒙古女子所生的女儿#海山泰将

其妻子儿女以及牲畜献给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祈求神佛保佑今生与来

世#

*;3

%

:5AüÁ5

(.,

*;-

*;.

*;/

*;0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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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将妻小与财
$

奉献给大沙毕的理由!则是能
5

确保他们的生计与

财
$

完整无虞#例如汉民李世水'音 (年老患病!行将就木!

*;4

%或是如汉民

丁穆定'我(被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发现
"

非法居留!被迫遣返原籍#对他

们而言!将妻小与财
$

奉献给大沙毕之举也是一种应急手段#此外!这些汉

民在过世後!其留在
!

地的亲戚'或同乡冒充者(可能会前往蒙古要求与其

未亡人均分家
$

#而这可能会导致其家人蒙受大量损失!无以
"

生#因此这

些奉献人在这类字据上会盰明这些人口与财
$

在捐献给大沙毕後!就与其他

人毫无干连!未来若
!

地有人来到蒙古分家索
$

!可以此据
"

证#以下举两

例
0

明之-

首先是汉民朱铭之'音(#他将其家人与家
$

奉献给大沙毕!由於担心

!

地的同村人将来会假冒成他的亲戚来蒙古夺取其家
$

与家人!所以他立下

字据以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5

%第二个例子
"

汉民陈班章 '音 (担心万一有人

冒名
"

其兄弟来蒙古侵夺其家
$

!致使其家人生计陷入困境!因此立下字据

以确保其财
$

在任何情癋下都不得被瓜分!?且只能由其家人管理#

*<,

%

一般而言!大沙毕成
"

奉献者之家人的庇护所#这其中可能是出於宗教

上的善行?施!或是实际上的应急措施#也许有人会认
"

汉人捐赠大沙毕之

举!其真实动机是应急!而宗教?施仅是藉口#然而这种 $真实动机 %与

$藉口%在语言上的差?其实相当模糊#客观上而言!两者都同时起作用#

这些被奉献给大沙毕的汉人後代在字据中有时被称
"

$二类子%'蒙文

3+2%S

#

r

3!意
"

混种"混血儿!一般用於牲畜 (#

*<-

%有时奉献者本身也被称
"

$二类子%#

*<.

%有位汉人移民的妻子也被称
"

$二类子%#

*</

%有时候这些被

(*'

f��

*;4

*;5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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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的混血儿也被其父称
"

$蒙古 %#

*<0

%由於他们父亲的
2

籍身份是民人!

他们的社会地位理论上是继承自其父'虽然理论上蒙汉禁止通婚!故这些人

不应该存在(!不可能是蒙旗籍#因此这眧的$蒙古%可能指称的是他们的

出生地!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些父亲认
"

这些蒙汉混血儿是蒙古人的可能#

一个汉民称其蒙汉混血儿女
"

蒙古人可以被视
"

一种
7

取当地蒙古人认同的

策略#

如前面所言!这些汉人的奉献最後都要被登入大沙毕的档
,

中!由所属的

鄂托克什长所收执#透过这种方式!这些原本身份不明!?走在法律边缘的汉

蒙混血儿就顺利取得了蒙古庙丁的地位!在
2

籍与法律上正式成
"

蒙古人#

E

%

;S�<=�>?q²_ýcFG@AÛ§ü1�9

如前述!这批字据
"

(/''年五月清朝满蒙官员在色楞格河的圪赊兔等地

所缉获的非法居留民人将其家人与牲畜捐赠给大沙毕时所立#经整理後发

现!一共有/&人被奉献给大沙毕!其中汉人移民的儿子有-.人!女儿有(+

人#所有奉献者皆有蒙古名与汉名#但是在所有-'个案例中!所有人的蒙古

名在蒙文字据都被提及!但仅有(-人的汉名在汉文字据中被提及#

这些字据所显现的汉民背景与第一类字据大致相符!但提供了更
"

详尽

的背景资料#此处的汉人移民以山西汾州人
"

主#在-'个案例中!有&,人奉

献者来自山西!只有一人来自直隶#而来自山西的汉民当中!有&.人原籍汾

州!而且详细到所居住的村镇# '见附表. (

大多数的当地汉民都是佣工!此外还有农夫"商人与石匠#-'人中一共

有(/人
"

佣工!两名农夫!一名商人'在恰克图经商(!以及一名石匠#-'

人中有&,人明确表示是无票在蒙古非法居住#这些汉人来到蒙古的原因都是

因
"

在原籍生计困窘!无以自立#这批汉民最早来到蒙古的时间
"

()*,年!

而多半是於()/(至(),'年间移入蒙古#而这些汉民在蒙古居留的时间!平均

是&(年#与第一类字据所反映的长期趋势中的平均居留时间&.年相比!时间

较短#然而如果他们
8

有被查获!也许时间还能
5

再增长#这批汉民移入蒙

古的详细时间表与平均居留时间表见附表*"+#

如前述!这些汉民应当都住在色楞格河的圪赊兔"额尔克勒努胡与古儿

:5Aü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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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额博三地!也是他们被清朝官员籋获之处#-'个案例中有&-个汉民住在圪

赊兔!三人住在喀尔喀土谢图汗部右翼左旗札萨克齐巴克札布之领地!一人

住在什长策妄"N'3L(&4)的鄂托克!一人仅表示住在色楞格河边!其馀两人

则未提供详细资讯#

这些汉民全数娶的是蒙古妻子#有的汉民甚至有两任妻子!而且对他们

而言!将孩子献给大沙毕似乎是一种惯例#例如汉民王继珠就娶过两个蒙古

女子!?且在娶第二任太太以前已自愿先将首任太太所生的三个儿子奉献给

大沙毕!後来被查获非法居留後!也把续弦所生的儿子奉献给大沙毕#

*<1

%而

这些汉民妻子的父亲全数来自大沙毕!这也成
"

他们娶这些女子的原因#

*<2

%

至於这些蒙汉混血儿!他们皆有蒙名#但只有汉民马豹之孙儿福进与孙女黑

姐儿另外有汉名#

*<3

%

这些汉民的奉献也需要通知库伦办事大臣与理藩院司官'蒙文S

#

r

(+

M

/?

#

r

%!

意
"

理事官(#以汉民马豹
"

例!在其蒙文字据上载明其奉献之事需通知库

伦办事大臣与理藩院司官!但不见於汉文字据#

*<4

%这程序应该是通例#此

外!同时有个汉民马彪!与前述马豹同样来自山西省汾州府汾阳县贾壁村#

考虑到他们同姓!名字偏旁相同!也许他们之间有亲属关!?且彼此熟

识#

*<5

%

第二类字据中所记载的奉献
!

容与第一类大体相同!包括了人丁"牲畜

与物品'包括茶叶(#至於这些汉民之所以将妻小与家
$

奉献给大沙毕的原

因!很可能是因
"

被当地的清朝官员查获後!被迫遣返原籍!又无法将这些

妻小带回
!

地!因此做
"

一种应急手段才将他们奉献给大沙毕!以提供他们

庇护#而这些人被奉献以後!大多数都已经
9

定分配到某个什长所属的鄂托

克底下!而且也多半
"

其蒙古妻子所出身的鄂托克#例如汉民程元良之妻都

力
�

"*/2-()出身自什长朝旺"N'3L(&4)之鄂托克#後来程元良奉献其妻儿给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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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沙毕时!这些家人也同样归入朝旺之鄂托克#

*=,

%

这些汉民多半藉口要收取帐款!保证会在一个月到两年
!

离开蒙古回到

原籍#在&.个有效例案中!有('个汉民保证会在两年
!

离开!四个汉民
0

在

一年
!

离开!一个汉民保证在一个月
!

离开#另外有三个汉民表示自己因年

老患病!而无法回到原籍#目前缺乏进一步的资讯确认这些汉民是否真的履

行了他们的承诺#但就算他们实现了承诺!也不能排除他们後来再度前往蒙

古的可能#

简言之!这些汉人移民被清朝官员查获无票非法居留蒙古後!面临被遣

返原籍的压力!故将自己的妻小与家
$

奉献给大沙毕!不失
"

一种合理的紧

急应变措施#

ä

%

/H2ñþ²�I%²þJKL1MCNð

清朝对於汉人违反禁令移民蒙古与通婚的反应相对较晚!而且其态度
N

摆不定#在嘉庆朝以前!对於非法汉人移民通常是
�

一眼闭一眼-也就

是承认现状!将被查获的非法入垦的汉民登记造
,

交理藩院!?对其田亩课

A

!最後重申禁令#将这些汉民遣返是很少见的现象!一方面要安置这些汉

民?不容易!处置不当容易造成社会动?&另一方面也难以保证该地不会再

有新一波汉民违禁入垦#另外!一些非法居留的汉商也常以帐款尚未收齐
"

由要求延长在蒙古的居留期限#

*=-

%

乾隆皇帝晚年对於蒙古封禁与蒙汉隔离的禁令事实上有过退让#乾隆四

十二年'())) (郭尔罗斯的蒙古台吉海青违禁将其女嫁给民人梁依栋!虽然

理藩院认
"

此婚姻非法无效!但乾隆皇帝认
"

如今蒙汉同
"

其子民!而且双

方家庭心甘情愿缔结此婚姻!因此不令分离!

*=.

%?且在乾隆五十二年'()/) (

谕令使蒙汉通婚合法化!理由是如今汉人前往蒙古开垦的人数
*

多!且蒙汉

:5AüÁ5

(*-

*=,

*=-

*=.

$额尔德尼商卓特巴衙门档案 %!(/-)!蒙古国立中央档案馆藏!档案号-"/* L(

$: -̀,!页.?#

关於这个时期清朝对移民蒙古汉民的政策!参见佐藤宪行! .清代PMP1KELM3

都市Q

�

R@研究-(/世纪末ST(,世纪半U3VW

�

<例Q /'东京-学术出版会!

&'', (!页-.(H-*&#

.清高宗实
1

/'北京-中华书局!(,/+年影印.清实
1

/本(!卷('.*!乾隆四十二

年十一月乙酉条!页&)#

!

"

#

$



通婚之例
*

多!故此禁令有窒碍难行之处#

*=/

%但嘉庆皇帝在对待汉人非法移

民蒙古的政策上出现了转折#乾隆六十年'(),* (!乾隆皇帝宣?退位!?

於隔年将皇位交给其第十五子閧琰!但他仍旧以太上皇之名义掌握朝政#直

至嘉庆四年'(),, (!乾隆皇帝驾崩後!嘉庆皇帝才拥有实权#此後!嘉庆

皇帝展开了一系列
%

化蒙古封禁与蒙汉隔离的措施!?且作了一些具有实验

性的改变#

第一次变革发生在嘉庆六年'(/'( (#根据库伦办事大臣於该年九月的

一则告示指出!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於该年六月间上书!指出许多汉民在蒙

古违反禁令娶蒙古女子
"

妻!故请旨如何处理此问题#由於这些汉民已经与

蒙女成家!生育子女者甚多!拆散他们不合情理!故理藩院官员会商後!建

议在遣返这些汉民时!应允许他们将其蒙古妻子带回
!

地原籍居住#若是有

人不愿照此办理!

=

其自便#而此後若再有违反蒙汉通婚禁令者!蒙汉双方

皆照违例处分!枷号三月!杖一百!?递解原籍#该管台吉"章京与头目则

罚三九牲畜#?将失察札萨克罚俸半年#嘉庆皇帝批示依奏
=

行#

*=0

%这个嘉

庆六年'(/'( (的
9

议应该是清廷首次允许汉民将其蒙古妻儿带回
!

地!是

前所未见之举#

第二度变革发生在嘉庆八年'(/'- (八月#嘉庆皇帝针对非法居留蒙古

的民人妻子的处置方式又有所改变!以下引述其交
!

阁的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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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引文!可以发现曾经允许汉民
_

带蒙古妻小回到
!

地原籍的嘉庆皇

帝!在短短两年
!

就改弦更张!虽然
8

有下令将这些被查获的汉民遣返原

籍!但是增加了一条要求!即在这些汉民身故後!将其妻子发给札萨克
"

奴!或是给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大沙毕作
"

其属民#这道上谕也是目前所

知首次将过去行之有年的汉民把其蒙古妻子捐献给大沙毕的行
"

合法化的规

定#虽然上谕中?未提及!但这个章程很可能也适用於其子女#

嘉庆八年'(/'- (的规定在道光四年'(/&. (的库伦客民梁士佶等七人

呈控章京尚安泰同蒙古官员驱逐商民烧?房屋一案中被引用
"

先例#

*=2

%这代

表最晚到道光四年'(/&. (前述嘉庆八年 '(/'- (所定章程仍旧有效#但是

这个章程?未被切实执行!否则不可能仍有非法移居民人在伊?地区经商开

垦!这很明显是理藩院章京怠忽职守的结果#移入的汉民数目仍旧持续增

长#

有鉴於汉民对大沙毕的捐献在嘉庆八年至道光十年'(/'-!(/-' (间仍旧

持续不断!可以推测这些捐献在这期间已经得到合法化#虽然目前?不清楚

嘉庆八年至道光十年 '(/'(!(/'- (间是否有汉民
_

带蒙古妻小回到
!

地原

籍!但据笔者统计!在这两年间尚有('个汉民持续奉献大沙毕的例子#

*=3

%这

表示这些捐献应该都是有意
"

之的自愿行
"

!因
"

他们实际上有机会能
5

将

蒙古妻小带回
!

地#在前述嘉庆八年'(/-' (的
p

东癉'音(一例中!他必

须向额尔德尼商卓特巴衙门
�

告他在蒙古有一妻!育有三子!欲将两子奉献

给大沙毕!?且得到乌里雅苏台将军
}

德'()+)!(/-/ (的允许!

*=4

%得以
_

带

一子返回
!

地#虽然
p

东癉仅
_

带一子回原籍的原因?未见诸字据#但从其

:5AüÁ5

(**

*=1

*=2

*=3

*=4

.清仁宗实
1

/'北京-中华书局!(,/+年影印 .清实
1

/本 (!卷((/!嘉庆八年八

月丙寅条!页(+#

关於梁士佶一案经过!参见.清宣宗实
1

/'北京-中华书局!(,/+年影印.清实
1

/

本(!卷++!道光四年三月庚寅条!页*-H*.#

关於这('个案例!参见$额尔德尼商卓特巴衙门档案 %!(/-)!蒙古国立中央档案馆

藏!档案号-"/* L( $: +̀.!页/.@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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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子同时有汉蒙名的情癋看来!也许这三个儿子的 $蒙古化 %程度相对较

低#

*=5

%但无论如何!这种情癋极少发生#

@

%

OÛ§ü1PAQzýcþÿ1²_!"r#qþÿ$

据前揭两类字据可知!这些汉人移民以商人
"

主!也有佣工"农夫与石

匠!但
8

有士大夫!故在传统中国士农工商的分类中!属於後三者#最早约

於乾隆十二年'().) (进入蒙古!多半来自华北!以山西居多#当中有些人

领有照票!有些则无#领有照票者!其照票多半已过期#他们来到外蒙古的

原因!多半是因
"

在原籍贫无立锥之地#他们在外蒙古成家立业!生活小

康!取蒙名!娶蒙女!居留长达数十年#其後代亦取蒙名!有汉名的极少#

由於病重或衰老而无法回到关
!

原籍!担心妻小孤苦无依!故将其妻子"儿

孙与家
$

奉献给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成
"

大沙毕的属民与财
$

#这些汉商

的後代藉此由民籍转入蒙旗籍!在法律上成
"

蒙古人的一份子!?取得在蒙

古合法居留的权利#这些人後来很有可能认同自己
"

蒙古人#更重要的是!

他们得到蒙古社会的接纳#

虽然蒙古活佛与寺院的权威受到清朝认可!但是?不代表双方的利益永

远一致#对於蒙古寺院与大沙毕而言!它们原本就有庇护孤苦无依者的传

统!加上这些汉人的奉献可以增加自己的属民与财
$

!这应该是他们愿意接

受这些奉献的原因#不过这样的作法明显与清朝坚持蒙汉隔离与地域封禁政

策相左#但由於前述清朝皇帝优礼蒙藏佛教与活佛!大沙毕与额尔德尼商卓

特巴衙门就可以利用这种清朝政府所特许的自治权!以规避来自清廷的审查

与压力#故本文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及其寺院与徒
*

称
"

次国家权威#而

且必须注意的另一点是!这不是在传统汉文化下发展的制度#

这些汉民利用捐献大沙毕来庇护家人与财
$

!拒
B!

地原乡亲戚的继承

权!?且避免被官府
8

收或侵害#这过去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先例!佛寺因
"

受到官方优礼!而在庇护升斗小民上扮演重要角色#佛教在西元一世纪传入

中国後!至五世纪时已经广获贵族与平民的欢迎#这些寺院受到皇帝的优礼

而得以豁免赋役#在六世纪至九世纪末!贩卖度牒大
"

流行#安史之乱後!

由於政治与社会动?不安!这种情癋更加?滥#官方登记的僧
|

人数也随之

(*+

f��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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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获取出家人地位之举被视
"

逃避沉重国家赋役的方式#农民受时局动

?的影响最
"

显著!?且希冀逃避兵役#而佛教寺院能提供这些农民保护

伞!免於政府与战
7

的迫害#因此大批农民将自己的土地捐献给佛寺!成
"

其属民#佛寺所拥有的动
$

与不动
$

日益增加!?且从事商业与贷款事业#

它们既是庇护所也是商业场所#然而政府?不乐见这种现象过度发展!他们

所顾虑的问题在於纳
A

人
6

少以及
A

收不足#许多官员上书批评假冒僧
|

与

私自剃度的情癋相当严重!?且
%

迫那些不合法的僧人还俗#而
W

佛运动在

隋唐五代层出不穷!目的是
"

了打击逃
A

避役者#

*>?@

%

在佛教社会中利用宗教奉献来保护财
$

免於受到分家与徵
A

所损失的作

法也见於穆斯林社会中!瓦合甫"L(TO)慈善捐献就是例证#瓦合甫在伊斯兰

法的马立克派"Z(2%=%)中被称
"

哈波斯"0(<./')#瓦合甫是一种伊斯兰教的社

会法律制度!起源於先知穆罕默德'*)'!+-& (的时代!其意
"

慈善捐献或奉

献本身#在这种制度中!奉献者将其财
$

'土地或畜群(捐给清真寺以获得

宗教上的功德!而仍旧能仰赖其财
$

的部份收益
"

生#其意义在於捐赠者失

去对其捐赠财
$

的
B

对支配权!但是能
5

从清真寺获得更
%

大的保护!免於

被政府徵
A

或充公#这与本文所谈的汉民捐献大沙毕有?曲同工之处#例如

前述的汉民桂思君'音(要求将其牲畜在扣除熬茶'指给僧
|

的奉献(份额

後!一半分给其妻子与长子!另一半则分给其次子#

*>?A

%与瓦合甫类似的!是

这些捐赠者虽失去对其捐赠财
$

的
B

对支配权!但仍旧有部份的处分权!?

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能
5

从大沙毕处获得保护!免受清廷徵
A

或将其财
$

充

公#

这种捐献导致了汉民的後代大量透过大沙毕的管道!取得蒙古旗籍!在

2

籍与法律上成
"

蒙古人#这种汉人移民後代在身份地位与法律上的蒙古化

'类似归化(!实际上是晚於第一代汉人移民在社会文化上的蒙古化'包括

涵化与同化(#以下本文将引用Z%2,.& Z7U.+;.&的同化理论!来探讨这些

汉人移民及其後裔的蒙古化现象#

Z%2,.& Z7U.+;.&将同化分
"

七种类型与阶段-( (涵化"(??/2,/+(,%.&)!

:5AüÁ5

(*)

*>?@

*>?A

有关中世中国佛教的寺院经济!参见 _?1vA4Eh45349TO5?318E1AEo454<<43 95?3ECT

@055)$-"$, /)$,&-&B73$&(4.D, !37,7"$3E$-(7%4<%7"()&6$<() (7()&:&,() /&,(0%$&-"K3L

\.+=C1.2/-<%(̂ &%@3+'%,8 5+3''A(,,*)#关於中国隋唐五代史上的官方抑佛行动!参见

张箭! .三武一宗抑佛综合研究/'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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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新移民改变其文化模式!接受其移入的东道主社会"0.','.?%3,8)的语言"

衣着与宗教习俗等&& (结构同化"',+/?,/+(2(''%-%2(,%.&)!指作
"

少数的移入

者进入东道主社会的社会网络与机构&- (婚姻同化"-(+%,(2(''%-%2(,%.&)!指

移入者与东道主社会成员大规模通婚& . (认同同化"%;3&,%O%?(,%.&(2

(''%-%2(,%.&)!指移入者认同自身
"

主流文化与族群的一员&* (态度接受同

化"(,,%,/;3+3?3F,%.&(2(''%-%2(,%.&)!指偏见的消除& + (行
"

接受同化

"<30(@%.++3?3F,%.&(2(''%-%2(,%.&)指歧视的消除& ) (公民同化"?%@%?

(''%-%2(,%.&)指少数族群与东道主社会之间不再存在价值与权力上的突#

*>?B

%

但由於U.+;.&的模型是立基於当代美国社会!用在清代蒙古社会时!有必要

做调整#特
(

是在结构同化上!本文主要是用来指称成员在法律上被视
"

该

社会成员的情癋#

就移入蒙古之第一代汉民而言!虽然他们的主要生业还是一般汉人所擅

长的商业与农业!不过他们确实受到蒙古文化的涵化!这体现在他们的名

字"语文使用"宗教与习俗上#他们取蒙古名"使用蒙古语文"住蒙古帐

房"拥有畜群"奉行蒙古佛教的作法!?且?用蒙古习俗#这种情癋在他们

的後代身上更
"

明显#第二代基本上已不见有人取汉名#在奉行佛教这点

上!将後代奉献给寺庙的情癋在蒙古是常见的情癋!而且重视农事与家庭的

汉人很少会愿意把男丁送去当和尚#

*>?C

%因此这些汉民愿意将後代奉献给寺院

的行
"

!无论是出於做功德的宗教因素!或是保全家
$

的经济因素!至少显

示他们某种程度上接受这样的作法#另外!他们的婚俗也受蒙古文化影响#

例如前述有民人与当地汉人之女结亲!自言婚礼是按照蒙古习俗所举行#新

郎的聘礼包括了一匹马"一头公牛"一头怀着牛犊的母牛"还有一公羊#

如果对照 .喀尔喀法规 /来看!两个蒙古平民家庭之间的婚事要能
5

被认

可!聘礼需有酒"羊
!

脏"角"蹄全份!且有证人认可才算是有效#

*>?D

%

!

容

与前述汉人的
0

法有所出入#也许他们所行的婚礼只是他们认知中的蒙古婚

俗而已#当然也不排除习俗经久有所改变的情癋#但无论如何!这些汉人清

(*/

f��

*>?B

*>?C

*>?D

"8<923 "Ch25623TD--$"$1'($7, $, D"&%$3', =$<&.:)&;71&7<;'3&2;&1$+$7,2',5 H'($7,'1

R%$+$,-A)(7

(,世纪末?历蒙古的俄国学者bC"C\2n634B4>在其?记中!就观察到汉人与蒙古人对

於将男丁奉献给寺庙一事上的态度差?#参见 bC"C\2n634B4>T_2:3 cC$5A4F4546CT

N8<<8?=ICL2AF:459B95?3ECT*7,+71$' ',5 ()&*7,+71-2F71[II2(&(#

达力扎布! .*喀尔喀法规,汉译及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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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意识到自己的婚礼更接近蒙古习俗而非汉俗#

通婚也被视
"

是重要的同化门槛!也就是U.+;.&所
0

的婚姻同化#如前

述!这些汉人移民及其後代在蒙古基本上很难找到汉女结婚#因此几乎都是

与蒙古女子或是汉蒙混血女子结婚#而这些女子中有些出身自大沙毕#这类

婚姻很可能使这些汉民对於大沙毕与蒙古佛教更
"

熟悉!而且更容易建立起

与当地蒙古社会的人际网络!有助开展其当地事业#

认同同化有可能也发生在这些汉民的第二代身上#如前述!这些汉民的

後代有时候被称
"

$二类子%!或被其父亲称
"

蒙古人#虽然我们?不清楚

他们称呼其後裔
"

蒙古人的确切原因#但是$二类子%明显是指称他们作
"

汉蒙混血儿的事实#只可惜现有的材料尚未能
50

明这些後裔究竟如何看待

自己身份的问题#

在蒙古化过程中!结构同化也许对於这些汉人後代是最
"

重要的同化类

型或阶段#一如前述!在早期近代的大清帝国
!

部!一个人的
2

籍身份与法

律地位
9

定其权利与义务#这是前现代帝国与现代民族国家不同的一个特

徵#这些汉人後代後来被其父亲奉献给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加入了大沙

毕#在某种程度上!就算是在法律上取得当地蒙古人的身份#因此这眧的结

构同化比U.+;.&所提的加入各种俱乐部与社团还要来得狭窄!而且意义更
"

重大#自此他们与
!

地民人所拥有的权利与义务就不再相同!他们不须缴
A

给清朝政府!而只需要负担大沙毕
!

部的开支与服役!甚至在司法上也直接

受到额尔德尼商卓特巴衙门的审判!而不适用.大清律例/#

至於态度接受同化"行
"

接受同化与公民同化等三部份!由於目前?未

发现文书记载蒙古人对於这些汉蒙混血儿的态度!因此无法评估#但是从大

沙毕
!

部的人口普查记
1

!可以发现这些记
1

中只登记
2

长的名字与各
2

人

口数!?未提及其出身背景#

*>?E

%因此可以
0

这些汉蒙混血儿在进入大沙毕

後!基本上从官方记
1

中是看不出其出身背景的!也很可能被按照一般的庙

丁对待#这点增加了透过田野调查做进一步调查的困难#笔者於&'(-至&'(.

年在乌兰巴托访学期间!试图寻访这些汉蒙混血庙丁的後代#但一方面是年

代久远!加上蒙古的反中情结!一般蒙古人很可能倾向隐藏其汉人出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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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於此类
2

口调查资料的样本!参见 \CL4<F45l?5F?<T]C B̀?=625lT]Cg?9625lT?36 gC

YR:?F7?@?B?546ECTI9) )̂f%&&,$$+03)$, '$"'+.?'%$"(?$3)+$$, &"9)&(+&1eJTKJNJPML 7,g

I大库伦的三十个爱玛克-文书选编"(+*(!(,-/年)g"̂ 2((&<((,(+CZc&=0%%& d'3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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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轻易对人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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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未能顺利结合田野调查方法!算是本文的一个缺

憾#只能留待未来有机会再加以补足了#

小结前述!第一代的汉人移民蒙古化的情形主要表现在涵化与婚姻同化

两大方面!而他们的第二与第三代基本上除了达成前述两者以外!还可以再

加上结构同化与认同同化#其中又以取得庙丁身份的结构同化最
"

关键!也

最具标?性#这不仅代表他们顺利进入蒙古的社会阶层当中!同时还代表他

们被清朝与蒙古当地的统治者所认可!在
2

籍与法律上成
"

蒙古人!算是跨

过一道在当时最重要的同化门槛#

R

%

µz

近二十年来! $华南研究%与$新清史%两大$学派%对於晚期帝制中

国史领域贡献良多#前者
%

调田野工作!利用汉文民间文献以研究中国
!

地

社会的组织与形塑!後者则
%

调利用汉文与非汉文的中央档案以探索清朝作

"

多民族帝国的统治特色#两者都
%

调边地与中央的互动#本文同时受到两

种取向的
#

发!利用乌兰巴托与台北两地的蒙"汉文民间文书探讨清代移民

外蒙古之汉人的蒙古化议题#清朝透过诉诸族群主权!在不同民族的臣民之

间创造了各种身份"地位"法律与地域的差?与限制#清代的蒙汉关亦沿

此轨?发展#

自喀尔喀蒙古於康熙三十年'(+,( (归顺清朝以来!蒙古封禁与蒙汉隔

离政策延伸到了外蒙古#即便如此!从档案文献中仍然可以发现部份汉人移

民违反清朝禁令!在蒙古非法长期居留!娶妻生子!熟习蒙古文化!?且与

蒙古人和平共处#本文探讨了这些汉人移民与其後裔如何整合进入蒙古社

会!?且最终在
2

籍与法律上由民人转变
"

蒙古人的过程&同时也探讨了嘉

庆皇帝
"

了因应汉蒙通婚的种种问题所做的两度更张!从允许汉民
_

带蒙古

妻小回到
!

地!到後来将汉民奉献大沙毕的行
"

合法化!都显示了清廷在处

理这类问题上的让步与弹性#

本文的另一重点在於突出清代外蒙古佛教领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所属

的大沙毕在汉人移民蒙古化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从本文所探讨的个案中!可

以见到蒙古的藏传佛教对这些汉人移民的影响!以及他们利用清廷与蒙古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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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於当代蒙古的反中情结的渊源与分析!参见O5?31R g8<<qTB$,7#)7?$'.D,Z$&(42]$71&,3&2

',5 ()&*'9$,+ 7<*7,+71$', I5&,($(4"9.&.2/2/Ĉ &%@3+'%,8 .O9(L(%%5+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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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

代表的地方佛教寺院权威之间的利益相左之处!透过诉诸蒙古地方制度

与权威!改变自身法律身份的策略与实践#由此一来!这些汉人移民得以在

清朝政府
%

加的各种法律限制之间游移!?逃避来自国家的追缉与监视!成

功达成$居国中以避国%的目的#

'责任编辑-唐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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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

人数 府"直隶州"直隶厅
+

人数 县
+

人数

山西省
+

+*

大同府
+

&

代州直隶州
+

(

汾州府
+

-/

宁武府
+

(

太原府
+

(&

忻州府
+

(

天镇县
+

(

灵丘县
+

(

无资料

汾阳县
+

(+

孝义县
+

.

无资料

祁县
+

-

文水县
+

(

榆次县
+

-

定襄县
+

(

直隶省
+

*

承德府
+

( 赤峰县
+

(

多伦诺尔厅
+

( 无资料

张家口厅
+

- 无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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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
+

人数 府"直隶州"直隶厅
+

人数 县
+

人数 镇"村
+

人数

山西省
+

&,

汾州府
+

&.

太原府
+

.

忻州直隶州
+

(

汾阳县
+

&(

孝义县
+

.

祁县
+

-

阳曲县
+

(

定襄县
+

(

花枝村
+

(

贾壁村
+

&

石村
+

(

王圈镇
+

(

羊泉村
+

(

无资料

无资料

无资料

无资料

直隶省
+

( 宣化府
+

( 万全县
+

( 席麻林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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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2<(&&3+'三音诺
�

部 (中後末旗!B+=0.& H7鄂尔浑河!H%40,!L%&4 G3O,

<(&&3+'土谢图汗部(右翼左旗 !$323&43H7色楞格河! 2̂%(',(%乌里雅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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