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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东佟氏的先世，明初为跺集充军的海西女真

军户，在三万卫承袭了指挥使、副千户、百户诸世

职。对比佟氏谱系看，前三世的问题较大，自佟昱开

始，经佟瑛、佟棠以下，到佟恩、佟登父子，祖孙三代

的关系已渐趋可靠。①但继续清理佟氏由明入清之

路，仍然困难重重，尤其是曾任山西、甘肃总兵的佟

登家族，除次子养直、孙卜年、曾孙国器这一支外，很

难找到其他后裔的踪迹。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清廷忌

讳暴露与明的真实关系及后金建国后的多次内部斗

争，导致原属定辽左、中卫的佟登家族谱系断裂，清

朝官书包括档案也都无中生有，造成佟氏谱系紊乱

不堪。或许这就是陈寅恪揭示佟卜年冤案时，对钱

谦益免祸与佟国器的关系“隔靴搔痒”②的内因，也可

能是郑天挺在探究辽东佟氏历史渊源时出现白璧微

瑕的根源所在。③

一、佟恩入清“一气化三清”

万历后期至启祯之际，辽东进入多事之秋。辽

东佟氏尤其是著名的佟登家族，因受佟养性归附后

金、佟卜年④冤案及毛文龙镇江事变的影响，家族谱

系开始紊乱。

佟登之父佟“恩，守洒马吉，东虏跳梁，殁于王

事”⑤，即钱谦益所说的“战马吉堡，追奔二百里，陷阵

肢解，世宗皇帝命首祀群烈祠”⑥者。“东虏”指建州女

真，洒马吉即马吉堡，离辽东中朝贡道不远，位于连

山关和叆阳堡之间，草河堡以北。惨死建州之手的

“指挥佟恩”有三子：长佟登，次佟进，三佟暹。据

1978年出土的《佟进墓志铭》载：“瑛，以先金吾例改

定辽中卫……终义州城备御；恭人孙氏，生棠，赠荣

禄大夫中军都督府都督同知；配赠夫人叶氏，生公父

恩，嘉靖间战殁东边，赠如乃翁。娶太夫人宁氏，生

子三：长登，癸丑武进士，分节握符，历守山西、甘肃、

辽东镇；季暹，骠骑将军；公仲……以智勇擢从李宁

远伯……升指挥使……传职胤子，遂归养……公讳

进，字止之，号朴斋，生于嘉靖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

日，享年六十有六，卒于万历二十六年五月十七

日。”⑦墓志铭刻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并载佟进三子

佟养中、佟翔风、佟志义的确切名讳，而不载佟登、佟

暹的后裔。

辽东佟恩家族由明入清研究

杨海英

【摘 要】因清廷忌讳暴露与明朝的真实关系及后金建国后多次内部斗争，辽东佟恩家族由明入清之后

谱系连接断裂。通过清理《满文原档》、《满文老档》、八旗世袭谱档、佟氏墓志铭及家族谱系，可知连接断裂的

关键点是佟登的三弟“佟暹”，他是明、清史料中唯一都提到的确切存在，但在《满文原档》中却了无踪迹。寻找

“佟暹”的关键，在于他被掳入清后变为“佟延”，即汉名“tung xian”译成满文时因“x”音缺位变成“hiyan”，老满文

写成“tung yan”；在清史中往往又称为“佟三”“佟山”“佟选”“佟显”等，无法与明代的“佟暹”挂钩。其父佟恩入

清后则“一气化三清”，同样变成了三四个不相干的人。由此造成佟氏家族的后裔，支离破碎者如佟镇国；离散

无根者如佟养恭、佟养谦、佟养矩等；他们的确切关系还需确认，在新材料出现之前只能略作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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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进与夫人苏氏合葬墓志铭》又载：“侄养正，

膺督府，佐大将军，侍天子，统禁兵而帅焉。其次侄

养直、起凤、鸣凤辈，悉充将选。”⑧在此“大将军”即指

佟进的长兄佟登，有四子在军：长养正、次养直、三起

凤、四鸣凤，与钱谦益所撰佟卜年墓志铭所云的“登

生五子”⑨相差一子。而佟国勷编《佟氏宗谱》载佟登

有“八子”，除佟养正、佟养直、佟起凤、佟鸣凤之外，

另有佟养浩、佟瑞凤、佟翱凤、佟养亨四人，除佟翱凤

之外都为“无出”绝嗣。⑩佟兆元续修《佟氏宗谱》继

承了八子之说。佟登“五子”或“八子”两种说法，究

竟哪一种更可靠呢?
目前来看还是“五子”的可能性大。佟登长子佟

养正辞世的时间，不晚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1968
年辽阳城北三道壕出土了佟养正暨夫人王氏合葬墓

志铭，但“出土时，局部铭文已漫漶不可识”，且因

“志石散失”，无法获得更多信息。而佟养正在万历

援朝战争期间(1592-1598)作为副总兵主管明军后勤

供应，颇有建树，在朝鲜拥有良好名声，后因女婿杨

元兵败南原，受到牵连而被处罚。

佟登次子佟养直，万历十九年(1591)由平虏堡备

御升蒲河游击，仕至开原参将，即“历官参府”的来

由。万历三十九年(1611)六月，熊廷弼荐举“原任开

原参将、定辽中卫都指挥佥事佟养直，朴勇无俗弁气

习，清白有乃父家风”。天启五年(1625)，子佟卜年

冤死之时，佟养直年六十上下。其孙佟国器回忆天

启初年，父佟卜年“受命东略，监军登莱，钩党牵连，

蜚语逮系。淑人奉二尊人暨诸姑子侄，扶携颠顿，徙

家于鄂。乙丑九月，府君奉矫诏自裁，太公哀励死客

舍”，可见佟养直死于湖北客栈。

佟登三子佟起凤，万历十四年(1586)跟随李成梁

作战，“奉调遣而艰险不辞，当贼锋而汤火可蹈”，与

佟煦、佟元相等142员中军、千、把总同时受赏，作战

对象是“东虏”或“达贼”。万历二十五年(1597)至二

十九年(1601)任镇江游击，负责勘查、开通自旅顺经

石城岛至朝鲜的海道，为万历援朝战争的最后胜利

作出了重要贡献。

佟登四子佟鸣凤，万历三十九年，辽东巡按熊廷

弼荐举疏中有“中右所游击佟鸣凤，谋略六韬，世业

清谨，万石家风，不愧箕裘，有资帷幄”之语。佟国

勷《佟氏宗谱》载其“万历乙未科武进士，历官复州参

将，阵亡”。万历乙未是二十三年(1595)，佟鸣凤阵亡

的时间很可能在明清易代之际的复州或辽沈地区被

后金占领之时。除以上四子确切外，佟登其他后裔

俟考。

万历二十六年辞世的佟登二弟佟进及其三子，

墓志铭记载清楚。

佟登三弟佟暹，原为李成梁“裨将”，万历二十

年(1592)前已为“东宁卫百户”，驻守辽阳。万历援

朝战争期问，佟暹即“骠骑公出守江口，以备倭虏”，

战争结束后“共恳归养”，时间线可拉到万历二十六

年春。到清崇德五年(1640，明崇祯十三年)，佟暹已

被编入镶红旗汉军第五参领第一佐领：“初以佟达管

理。佟达升任汉中固山大，以其族弟佟逡管理。佟

逡故，以其子佟养重管理。佟养重故，以其族叔佟暹

管理。佟暹年老辞退，以其子倭习礼管理。倭习礼

缘事革退，以佟达亲兄佟遵之曾孙于保管理。”这些

佐领管理者，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八旗世袭

谱档》镶红旗佟乐佐领承袭谱档所载人名基本一致，

但却无法与明代佟氏谱系或墓志铭谱系挂钩。

第一个障碍在于清人编造的几位佟氏祖先，完

全是无中生有。光绪十九年(1893)，镶红旗汉军佟乐

佐领世袭谱档载先祖佟达为“辽阳千山人氏”，世系

传承为佟标—佟 —佟暹—佟养器与倭习礼—佟耀

年—佟国禧至佟乐，共承袭12次。清档载佟标有三

子佟 、佟 、佟愈；佟 则有子名“佟暹”；佟 二子

名为佟达、佟遵；佟愈则有子佟逡。这份档案的重

要性在于其中提到的“佟暹”，正是明、清史料中都出

现过的真实存在，由此成为辨析明、清佟氏谱系的一

根定海神针。

清代档案记载的佟标一佟暹谱系，若要上承明

代墓志铭的佟昱、佟瑛谱系，前提必须是佟标=佟棠，

佟 =佟恩，这样“佟 ”“佟愈”就属讹出，而佟达=佟
登，佟逡=佟进，“佟遵”也是讹出，结果就暴露了清朝

的佟氏谱系中，“佟 ”“佟愈”“佟遵”三人均无来由，

且代际关系、人物名字都混乱不堪。这也从另一个

角度揭示了清代档案编写不靠谱：尤其是对生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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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嘉靖和隆、万之际的佟登之父佟恩及以上世系，

或因清廷刻意泯灭祖迹，或因后裔遗忘、避讳不能、

不敢明言而无从下笔，只能生编出一个先祖“佟

标”。此其一。

参照万历、启祯年间的《佟卜年墓志》《佟进墓志

铭》《佟进与夫人苏氏合葬墓志铭》《佟歧冈(志义)与
夫人徐氏合葬墓志铭》等碑刻，比对镶红旗档佟乐先

祖“辽阳千山人氏”佟达及所谓族兄弟“佟暹”的世

系，大致可探明代佟氏谱系下续清代的基本线索，并

呈现清代佟氏谱系的错讹以及上承明代谱系的违碍

处——就在于明代佟登之父“佟恩”，在入清以后“一

气化三清”，分身为佟 、佟 、佟愈三人，且无一符

合“佟恩”本名。而佟登则被称“佟达”，佟进讹为“佟

逡”，两人是亲兄弟而非堂兄弟，这些尚属小差错。

佟进之子“佟养中”写成同音异调的“佟养重”已算

靠谱；只有“佟暹”保持原貌，但又多出一位兄弟“佟

遵”。若不仔细对比明、清佟氏世系的差异，就完全

不能了解清代《八旗世袭谱档》的错乱有多么惊人。

此其二。

第二个障碍是清史叙述家族来历混沌不清。《八

旗世袭谱档》与《八旗通志》同源，最明显的问题是崇

德五年为明崇祯十三年，佟登辞世于万历三十六年

或之前，佟进辞世于万历二十六年，佟恩三子中，唯

“佟暹”由明入清活到了“年老辞退”。而镶红旗第五

参领第一佐领所谓的“佟达初编设佐领，后升授汉中

府协领，无嗣。将佐领替与伊堂弟佟逡管理。病故

后，将佐领替与伊子佟养重三次管理，病故后无嗣，

将佐领替与伊族叔佟暹四次管理”云云，则是将在

明代卫所任职的佟登(佟达)、佟进(佟逡)等人都算成了

“佐领”。此外，讹出的“佟遵”之子“佟养矩”究竟是谁

的儿子，需要挂靠在谁的名下，也都还是问题。

从“佟暹”这个明、清史料都提到的确切存在出

发，考察万历三年(1575)已为李成梁“裨将”、万历二

十年前后为“东宁卫百户”、东征援朝战争期间“出守

江口”的佟暹，时间线至晚可拉到万历二十六年春。

到崇德五年，佟暹被编入镶红旗汉军第五参领第一

佐领，后“年老辞退”，是佟登三兄弟中唯一由明入

清、出现在清史中的人，中间仅隔了20年，但在后金

最原始的《满文原档》中却已失去踪迹。寻找佟暹的

下落，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

二、“佟暹”入清后的多次“变脸”

明清鼎革造成佟氏谱系断裂，导致史料混乱不

堪。在寻找“佟暹”的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借

助检索工具，遍寻《满文原(老)档》，与“佟暹”满文音

译“tung hiyan”接近的，只有“tung yan”，即满汉文互

译过程中脱落音节“hi”变成“佟延”或“佟岩”的结

果。这是否逐渐接近真相了呢?请看以下事实：

后金占领辽、沈地区后，天命七年(1622，明天启

二年)三月十二日，“tung yan”是以第二顺位被敕谕的

15位“汉官”之一，地位仅次于佟养性和刘爱塔。天

命十一年(1626)，敕封备御“佟延”为副将的满、汉文

合璧敕书原件，仍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对照

《满文原档》中天命八年(1623)颁给“佟延”等汉官的

敕书，可知天命十一年颁给“佟延”的敕书由来有

自，绝非伪造文书。另外，两份敕书均称佟延为抚顺

“平人”“平民”，被“阵获收养”显系被掳。从万历援

朝战争结束，佟暹“归养”辽阳，到“佟延”自抚顺归

清，中间有20年的时间差，也足够他的生活从辽阳变

轨到抚顺。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抚顺陷落时并

未发生激烈战事，佟暹被“阵获”变身“佟延”，似无大

的波澜。

在清朝官书中，“佟延”又称“佟三”。天聪八年

(1634)八月，后金军由大同入边，孔有德遣副将黑成

功、游击佟三等“败明兵八百人，获马二十匹”，此事

《碑传集》同《八旗通志》，系于闰八月；但《清史稿·

孔有德传》记为“佟延”，而《清太宗实录》中仅见的

“佟延”，后来就称为“佟三”，证实“佟延”即“佟三”，

满文则称“tungsan”(佟山)或“tungšan”(佟三)。
天命七年正月，在查抄额尔德尼家时，抄出绸

缎、蟒缎、毛青布、翠兰布、衣服等，牵连出“阿哈图及

坦坦、巴兰、喀萨里、佟山、松古图，私卖蟒缎于雅蓀”

之事，佟山(tungsan)因为私卖丝绸被责打十鞭。九

年(1624)正月二十一日，谬希浑、尼堪、祁充格“取佟

山(tungsan)家存纸八百八十三刀。此乃达海、图沙、

龙什、爱巴里使取之”。佟山家不仅富有蟒缎，且有

大量存纸，以致努尔哈赤书房的巴克什们要用纸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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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去他家取。佟暹原为佟登、佟进之弟，排行老三，

在明朝原就家世显赫有根底。这两个旁证为“佟延”

“佟三(山)”即“佟暹”增加了重要砝码。

《钦定八旗通志》载佟三“太祖高皇帝时来归，任

副都统”；《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佟山“原任兵部尚

书兼佐领。其长子佟养肃原任副将，次子佟养量由

佐领取中后所前屯卫二城，俱克之，授云骑尉”。证

实在努尔哈赤时期或更早时，佟三(山)地位不低。所

谓“副都统”或“原任兵部尚书”，当为原明“都指挥

使”或“骠骑将军”的事实映射，这向坐实“佟三”即佟

登三弟“佟暹”又前进了一步。

天聪五年(1631)四月，“游击佟三”与右翼总兵官

楞额礼、左翼总兵官喀克笃礼率骑兵1500、步兵4500
人往征南海岛。此条记载未见于中华书局版的《清

太宗实录》。六年(1632)正月二十五日，汗赐西乌里

额附旗众汉官，包括“tung yan i jui tung yang hoo”(“佟

延之子佟养浩”)得赏银十两，“佟养浩”即“佟养和”，

又称“屯泰”“屯代”，为佟延第三子，加上述长子佟养

肃、次子佟养量，则佟延(佟三、佟山)已有三个儿子。

天聪九年(1635)七月编审丁册，“废官”佟三原管

壮丁 923名，五年内增丁 79名，该家族直到清末仍

保有世管佐领，《佟炤所管世管佐领来由》档册载：

“佟三因有所管壮丁千名，又因人丁增益，于天聪、崇

德年间陆续编为五个佐领，于雍正九年经内阁奏明

定为佟三之世管佐领。”可见佟三所部壮丁千余，比

佟达所部“五百名”人丁还多一倍，分编为五个世管

佐领，即正蓝旗汉军第三参领第二、三、四、五、六佐

领。崇德元年(1636)六月二十五日，佟三牛录下生

员刘奇遇、刘弘遇奏请免役，七月初三得允：“免佟三

牛录下生员刘奇遇、刘弘遇丁役缘由：兄弟二人只身

自广宁逃来……即付佟三(tung san)养之。后上书自

陈来归功……命各免三丁，准其离佟三为民。”如此

看来，在《满文原档》中，“tungyan”“tungsan”就已混淆

出现，无论是天命、天聪还是崇德年间都如此。

崇德三年十二月初五日(1639年1月8日)，“正白

旗佟延”因未穿朝服，被都察院张存仁、祖可法执送

法司时，还在大政殿撒泼，破口大骂，后被论死准

赎，罚银150两，显得极其张狂而有个性。若联系佟

暹、佟登的家世出身，佟延此举也就不难理解了。他

至少活到了顺治十一年(1654)。

散布于辽东 25军卫的佟氏族人，经历明清易代

各战，除被杀的，幸存者大都被编入牛录，成为八旗

壮丁或奴仆，即清档所谓“崇德五年部档内并无佟达

初编档案。查得崇德元年户部档案内开‘佟达佐领

下壮丁五百名’等语”，可见“佟达佐领下壮丁五百

名”，当即佟登原管定辽中卫的官兵及族人，在天命

六年(1621)后金占领辽阳后被编入八旗。

正是明清易代，导致活得最长的佟登三弟“佟

暹”，在入清后经历了数次“变脸”：最初汉名佟暹

“tung xian”，在老满文中因“χ”音缺位写成了“佟延

(tung yan)”。正如陈捷先所说因无圈点老满文“简

古”“声韵不全”，在拼切汉字时“不敷应用”，导致本

因写成“hiyan”的“暹(xian)”字变成了“延(yan)”，重抄

新满文时也未回加“hi”音(加圈点)而流传变异，这就

使他与佟登家族的关系断绝不易追踪了。总之，在

崇德元、二年间，原隶正白旗的游击“佟延”，也就是

“佟三”，以包庇部下罪被革职、赎身免死、夺俘获入

官，经历系列变故和打击，趋于萎靡。他在清史中

往往又被称为“佟三”或“佟山”，这是二度变脸。

佟暹还被称为“佟选”。《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载

佟养材“为佟养正亲伯佟选之子。国初自抚顺来归，

其子佟恒年，由闲散从征辽东，授为领催，遣守镇江

城，兵变被害”。这里的“佟选”当即“佟暹”：一是

“暹”“选”属音近讹写；二是“亲叔”而不是“亲伯”，佟

登年长为“伯”，佟暹(选)年幼是“叔”；三是此“佟养

正”确为佟登之子，而非清人以“佟养真”改名所称的

“佟养正”。这是三度变脸。

佟暹又被称为“佟显”。《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载佟

标“其孙佟透原任副将，佟通原任游击。佟显、佟达、

佟俊俱原任佐领。曾孙佟养居原任广东巡抚”。这

里的“佟标”虽是清人编造的祖先名，但“佟显、佟

达、佟俊”显然就是原明佟暹、佟登、佟进三兄弟的

讹写；而所谓的佐领，也是他们担任的原明卫所世

职。至此，佟暹已是四度变脸。而“佟养居”即“佟

养矩”，既非前引清档讹出的“佟遵”之子，则有可能

为佟暹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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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无论佟恩后裔的入清之路多么坎坷，变化

多么复杂，但万变不离其宗：佟恩与佟登、佟进、佟暹

三兄弟之间，父子、兄弟的辈分、排行始终不能变。

以此为定海神针，考察相关史料中有关佟氏族人的

各种变脸和分身讹误，就较易显露原形，即使他们都

混乱不堪地出现在相同或不同的史料中，也能大致

辨析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从而找到佟恩家族由明

入清的依稀痕迹。

从上述史料，还能推知“佟暹”很可能多子。《八

旗世袭谱档》载佟暹有子佟养器、倭习礼；《八旗满洲

氏族通谱》载佟延(佟三)有三子：养肃、养量、养和(即
养浩，也称屯代)，两者相加已有五子。但恐还不止

于此，如上文提到的“佟选之子”佟养材，以及疑为佟

暹之子的“佟养矩(居)”。
另外，“抚顺商人”佟养泽及“亲弟佟养善”的来

源也很可疑。《八旗通志》载正蓝旗汉军第二参领第

六佐领图占之“父养泽，本明抚顺所商人，以通诚本

朝被系，自狱逃出，遂来归”。《八旗满洲氏族通谱》

谓“佟养泽之次子佟义麟，原任参将；佟养泽亲弟佟

养善之孙佟国洪，原任知州；又佟养泽亲伯佟岱之孙

佟鹤年，原任建昌府总兵官”。这里出现了清史中

仅见的“佟鹤年”，既未涉及具体事迹，也无明确归附

时间，与“佟暹”一样，也是一个关键坐标，“佟养泽亲

伯佟岱之孙”，此“佟岱”就是佟登，孙为鹤年准确无

误，曾为辽东副总兵(是否职任建昌总兵俟考)。佟登

既为“养泽亲伯”，又排除为佟进之子，则养泽与“亲

弟佟养善”均当为佟暹之子。这样看来，佟暹至少已

有八子。

佟养泽有子佟一璘(原明参将，先卒无嗣)及图

占。而佟兆元续修《佟氏宗谱》载佟养泽有三子：佟

一鹏、佟一鹤、佟一麟。这或提示我们：佟养泽次子

“图山”或“秃占”，汉名原或“佟一鹤”，与一麟(璘)为
兄弟。佟养泽卒于天聪八年，在目前发现的后金最

早两通宗教碑刻天聪四年佛、道碑中，碑阴有佟养泽

之子“图占”即“秃占”的题名，却遗落仍然在世的亲

父佟养泽之名，颇不合理。故同在碑阴、有子佟一朋

(鹏)的“佟整”是否即佟养泽其人?实为佟暹的另一

子?这也是值得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最后，佟国勷编《佟氏宗谱》记载佟暹有子“佟养

冲”，在明末逃过一死。他逃狱后的结局如何?万历

四十六年(1618)，明辽东经略杨镐所谓“如被虏李永

芳、投虏佟养性、佟养士等，能绑献奴酋及内应成功

者得免死罪”，其中提到的“佟养士”入清后也无踪

迹，有无可能为佟养泽或“亲弟佟养善”中的一位?佟
兆元续修《佟氏宗谱》载“佟养士”为瑛祖四房森六世

佟隐子佟巡的第三子，“长养民(敕书谱作养泽)，次养

善”，一个人同时拥有谱名和实用名本属常见，何况

还有满、汉之别。

综合以上材料，以明、清史籍中都存在的“佟暹”

为基点，考察《满文原档》中的“佟延”，应即“佟暹”其

人，是汉名满译过程中脱落音节“hi”变来，又被称为

“佟三”或“佟山”；还因谐音、近音讹写，再变为“佟

显”或“佟选”，他们都是同一个人，也就是佟登三弟，

却因同时混载于清代官书、档案而摇身一变为多

人。若非多方对照，很难把他们与明代的“佟暹”挂

钩并辨明其一人多面的真相。此外，各种证据也提

示：佟暹很可能多子，或达八九位之多。

三、失落无根的佟氏族人

从佟登之父佟恩“一气化三清”开始，辽东佟氏

谱系变得紊乱不堪。佟暹变身为佟延、佟三、佟山、

佟选、佟显等，只是混乱表象之一端。此外，还有来

源不清的佟镇国、佟养矩、佟养谦、佟养恭等人，究竟

是谁的后裔?他们与佟氏谱系当如何衔接?在此也略

作推论，以俟将来新发现史料再验证。

1.广宁都司佟镇国即“佟正(整国)”
万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日，后金占领清河。次

年九月，熊廷弼命“佟镇国领兵二千一百有奇，助清

河各地方防贼南犯”；四十八年(1620)二月罢，后改

杨于渭、单尽忠、熊锦等人。御史刘国缙反对任用佟

镇国，原因为免“佟应碑谶”即所谓“冬人血”之

谣。可见在清河陷落后，佟镇国等受熊廷弼委派，在

清河附近活动。但谣言兴起，五个月后即被罢职，原

因就与后金有染。

天启二年(1622)正月十九日，广宁陷落，广宁卫

指挥佥事张士彦等归降。佟镇国的动向，见诸《满

文原(老)档》天命六年五月二十二日辽东都司“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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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g guwe”率8人归附，这就可串起佟镇国自万历四

十八年到天启元年(1621)五月前的活动轨迹。“佟镇

国，原系故明都司，克辽东后自广宁来归，故授为三

等阿达哈哈番。又广宁众官遣使赉书来诱尔出首，

又擒获细作之人一次，故升为三等阿思哈哈番。”佟

镇国的归降过程或有曲折，但在明与后金的斗争中

明确站队，其家族也因此获得三等男爵的酬勋，结果

清楚。

需要注意的是，佟镇国归附后金时，称呼也很混

乱。天聪四年(1630)，佟养性主持修建辽阳玉皇庙，

碑阴题名“佟整”，与同年《辽阳大金喇嘛法师宝记

碑》碑阴题名中未能完全识别的“佟整”(脱落“国”

字——引者注)当为同一人，即《满文老档》天命六

年五月二十二日归附后金的辽东都司佟镇国“tung
jeng guwe”；也是天聪二年(1628)正月毛文龙曾向后

金索要的叛官“佟镇国”；天聪六年正月二十五日，

得赐银20两的主帅游击佟整(正)(tung jeng)，与崇德

元年二月十五日，告发宁完我赌博的佟整(正，tung
jeng)，都是“佟镇国”脱落“国”字后的变身。熊廷弼

奏疏中提到佟镇国驻守清河附近，正可衔接其由明

入清的时间线：天命六年即天启元年，也即万历四十

八年二月熊廷弼派佟镇国驻守清河的次年，这意味

着在广宁陷落前，佟镇国已归附后金。结合《满文原

档》所载“备御”佟整(正)原为“商人”的线索，熊廷弼

提到的“佟人血”之谣，或可落实在佟镇国罢职后成

为商人“佟整(正)”的经历中，他与后金贸易的关系也

可探究。总之，在辽沈归后金的两月间，他已从关内

出降后金。

崇德元年十月十二日，受刘爱塔逃归明朝影响，

正蓝旗的英格(即李永芳之子李延庚)被诛籍家；郎位

因唆使正红旗李民表告发吴景道，也被籍没一半家

产。十七日，“gulu šanggiyan i tung jeng(正白旗佟

整)”被家人徐廷举告发，21条罪状包括不尊汗及王、

资助刘爱塔逃逸、隐匿僧人、工匠、属人及杀人、吞没

官银、官粮、盗卖官木、唆使李民表告发吴景道等，一

半审实，拟死、免死籍家，衣服、药品等只留一份，另

二份给豫亲王；其他衣财、东珠、珍珠、金银、奴仆等

均被没收，只保留 20男丁的庄子一处，牛 14头、马 2

匹、驴 2头。可见，与佟延的罪名相似，佟整(正)也
不太认同后金的统治与管理，经常庇护部下，尤其在

皇太极称帝后受到沉重打击，家庭经商累积的财富，

也都在政治斗争中被剥夺殆尽。他们都曾隶多铎正

白旗，后再转隶镶红旗。

从“佟镇国”到“佟正(整)”，从熊廷弼奏疏的天启

初年的都司，再到天命八年(1623)敕书从“商人”到

“备御”身份的转变——广宁都司佟镇国变为“佟

正”的中间环节，大致为驻守清河无所作为，被罢职

后脱军从商，与后金有染而归附。天聪四年后金佛、

道碑阴中出现的“佟延”“佟整”及子“副将佟一朋”等

题名，揭示“佟镇国”即“佟整”，与佟一朋是父子关

系；但他与佟延的父子关系或更值得期待(被证实)。
崇德三年九月初六，马光远旗梅勒章京佟一鹏等因

不精心守护红衣炮车，被罚银 50两入官；十月初六

日，佟一鹏等又因“称其朝服已旧”不参加聚集，被

“罚一份规定之罪”，与不穿朝服而被治罪的佟延异

曲同工。佟一鹏是佟正(整，镇国)之子，佟镇国为佟

暹(佟延)之子，祖孙三代在崇德初年连遭暴击的经历

也具有一致性，可视为同属一家的旁证。

2.佟养谦与佟养恭

镶红旗汉军第五参领第二佐领，崇德七年(1642)
编设。有佟养谦及子佟荣年、孙佟国玺、国璋、曾孙

世能、世毅、玄孙鋐等后裔，一直延续到清末佟锡功，

《八旗世袭谱档》记载的承袭线索清楚，但佟养谦的

父、祖无考，佟国勷的《佟氏宗谱》亦失载，佟兆元续

修《佟氏宗谱》载佟养谦上溯世系为佟 —佟悉—佟

桓—佟琮—佟昱，与佟养甲同宗，很值得怀疑。

天启五年正月，明都司王士善报称：“有诈降奸

细王有才，系佟养迁家人，前来体探兵马，供称达子

发狠，商量今冬必来。”这里的“佟养迁”即佟养谦，

其家人王有才出逃，向明军报告后金将在冬天发动

进攻的消息。

天聪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后金分配在张家口掳

掠所得财物，除“三等参将图赖和宁完我二人各蟒

缎一、水獭皮一”外，正红旗备御“佟贵(tunggoi)”、游
击“佟整(正)(tung jeng)”、备御“佟阿泰(tunggatai)”、佟
养乾[谦](tung yang ciyan)、佟国印(tung guwe yen)等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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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上有名。从中可见，佟养谦在天聪年间已有备御

之职。

崇德三年(1638)，朝鲜谢恩贡使归国，有东京礼

臣佟养谦“设宴饯之”；六年(1641)《辽阳东京新建弥

陀禅寺碑》碑阴题名也有佟养谦之名，七年四月十

四日“佟养谦病故”，由佟荣年署理迎送官“驻东京以

替佟养谦”，他也被译为“佟养先”。

佟养谦、佟荣年父子，原隶正白旗石廷柱旗，与

正白旗嚣张骂人的佟延 (佟暹)同旗。到顺治二年

(1645)以“镶红旗汉军佟荣年、王元柱、正黄旗汉军伊

哈纳管甲喇章京事”，说明佟养谦家族已从正白旗

改为镶红旗，这正是崇德末年代善家族支持皇太极

继位得到的酬报之一。结合史事推测：佟养谦极有

可能即佟暹之子“佟养器”脱落了音节“yan”的结果；

而佟庆年与佟荣年则为兄弟。

此外，镶红旗汉军第五参领第三佐领的佟养恭

(功)也无来历：“佟钊，镶红旗人，佟养正同族，世居佟

佳地方，国初来归。其孙佟养恭原任副将，曾孙佟嘉

年原任西安副都统。”这里的“佟钊”同样是清人编

造的佟氏祖先名，原型也应是佟恩；佟养恭所谓的

“原任副将”，当是在原明卫所的职任。天聪九年，有

“牛录章京佟养功，隐匿收养其贝勒放鹰之丁”90名
等罪，被告发革职，人丁没收入官。这说明佟养恭

也曾管理牛录，为牛录章京、佐领，但《八旗通志初

集》已不载，他管理牛录的痕迹也被抹去了。

崇德八年(1643)十一月，皇太极去世。顺治帝继

位，重新任命两黄旗以外的内六旗(正镶白、红、蓝旗)
满、蒙、汉前锋统领、护军参领、甲喇章京，其中“正红

旗汉军董永功、镶红旗汉军佟达俱管甲喇章京事”，

此“董永功”当即满汉互译时“董”与“佟”、“永”与

“养”都出现讹写的“佟养恭”；而镶红旗“佟达”应是

佟三之子“屯泰”的讹写，崇德年间也为牛录章京，

管理佐领。这说明佟养恭家族经历了从正红旗改入

镶红旗；而佟三(佟延)、屯泰父子早期也经历从正白

旗转入镶红旗，再改入新编正蓝旗的过程，正是随着

努尔哈赤去世，皇太极上位，政治势力升降再二再三

影响佟氏族人归属的两个实例。

顺治六年(1649)三月，巡捕南营都司管参将事佟

养功升密云副将，其子侄辈佟嘉年，康熙二十二年

(1682)四月任职西安副都统，七年后辞世。佟养恭

原管佐领镶红旗汉军第五参领第三佐领最后成为公

中佐领。由此推断：镶红旗汉军佟乐佐领世袭谱档

所载佟暹之子佟养器(谦)、倭习礼，无嗣的“倭习礼”

很可能就是佟养恭的满名。此佐领的管理者有佟达

(混载佟登明卫所世职)，也包括佟镇国之孙佟光先

等，说明佟镇国、佟养功(恭)都与佟恩家族关系较

近。而《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编造祖先“佟钊”的名

下，罗列了佟镇国、佟养谦、佟养恭等人，都被编入镶

红旗，恐非偶然。包括清档讹出的“佟遵”名下“佟养

矩”这支，多半也是佟登、佟暹后裔，曾一度同旗。

总之，从明末佟恩“一气化三清”开始，其三子佟

登、佟进、佟暹的后裔逐渐紊乱并失去踪迹。除佟暹

入清后变身为“佟延”“佟三(山)”“佟选”“佟显”等、最

终被编入正蓝旗汉军外；被编入镶红旗汉军第五参

领第一、第二、第三佐领的佟镇国、佟养谦、佟养恭、

佟养矩等，也有可能是佟暹之子，与正蓝旗佟养器

(谦)、倭习礼(佟养恭)、佟养肃、佟养量、佟养和(屯岱、

屯泰)等，或可重合，或为兄弟；还有佟养泽(养冲)及
弟佟养善(养士)等，均被分编，不断遭到分化和打

击。历经多次调整、改旗后，最终分隶于正蓝旗和镶

红旗汉军，这即佟恩家族，尤其是其第三子、族大丁

多的佟暹家族由明入清的基本概况。

四、结语

正是清廷耻于暴露臣属明朝的往事，处处忌讳、

遮掩，导致八旗满洲的根源不清，不仅使整个皇朝成

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满洲成员的个体家族史也是

云山雾罩，荆棘满路。从乾隆中期开始，已从容起来

的统治者开始认识到过去的偏颇，以修撰《满洲源流

统考》《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皇清开国方略》等作为

补救，积极塑造一个扎根多民族的满洲共同体，争取

皇朝的正统地位，并试图建立皇图永固的统治秩

序。但这是一个真假掺杂的过程，也是不断遗忘与

重构记忆的斗争过程。辽东女真佟氏家族的真实历

史及其在明清易代过程中的演变，或被湮没、沉埋，

或被重新塑造，其中的断裂之处仍然难以弥缝。

以《八旗世袭谱档》佟乐佐领、《八旗满洲氏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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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镶红旗汉军佟标”世系，比对明代佟氏谱系，大

致可知：清朝的“佟标”，可对应于佟恩之父“佟棠”；

佟恩则在入清后因“一气化三清”出现多个分身且无

一正确而失踪，可与之对应的人变成了“佟钊”或“佟

”“佟愈”“佟 ”；而“佟达(岱)”“佟俊(逡)”“佟显

(选)”等，实可对应于佟恩三子“佟登”“佟进”“佟暹”

三兄弟。正因佟恩、佟暹父子在入清后的分身和变

异，导致这支佟氏家族后裔失落，还原、接续工作困

难。尽管如此，佟暹多子的迹象仍然明显，除在正蓝

旗汉军的后裔外，被编入镶红旗汉军的佟镇国、佟养

谦、佟养恭、佟养矩等，也有可能为其后裔。编造祖

先名讳、混淆祖宗来历这两大特征，在清朝官书和档

案中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这正是造成明、清历史断裂

的原因之一；此外，满文初创无圈点，客观上简古、不

敷用，也是造成混乱的另一个根源。通过梳理明、

清史料中确实存在的“佟暹”，入清后变身为“佟延”

及一人多面、分身变异的过程，至少可以排除大部

分障碍。

总之，在明朝延续200多年的海西女真军卫世家

佟恩家族，从建州女真努尔哈赤势力崛起后渐趋离

散。佟氏家族由明入清之路，呈现了从明代卫所到

清代八旗的历史变迁过程。经天命末年至雍正末年

的多次改旗、整编，原属明辽阳左、中卫的佟恩家族

后裔，初隶正白旗，改隶镶红旗或正蓝旗，最终形成

了分处镶红、正蓝两旗汉军的格局。在这个过程中，

该女真家族在原明卫所中的痕迹被彻底抹去，而代

之以清代八旗中新编的、被打乱破碎了的新关系。

注释：

①参见杨海英《明清之际辽东佟氏先世考辨》，《民族研

究》2019年第6期。

②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2001年，第1000-1002页；何龄修：《〈柳如是别传〉读后》，

《五库斋清史丛稿》，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120页。

③郑天挺撰《清皇室之氏族与血系·佟氏与汉人》，对清国

史说法提出四“可疑”及“达尔哈齐盖属伪托”等看法，实属高

见，唯失考佟养真出处而视之为汉人。郑天挺：《清史探微》，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28页。

④按，天启三年(1623)佟卜年入狱，至五年(1625)九月十一

日被赐死，享年三十八岁(1588-1625)。参见[明]徐肇台《甲乙

记政录》，九月十五日，刑部一本，病故犯官事题：“本月十一

日，犯官在监病故。奉圣旨：佟卜年着相视明白，责令亲人领

埋。”明崇祯刻本，第106页。

⑤[明]叶世英：《明故庠生仲毂佟君墓志铭》，邹宝库辑录：

《辽阳碑志选编》，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1年，第107页。

⑥[清]钱谦益著，钱仲联标校：《有学集》卷二九《明故山东

登莱监军道按察司佥事佟公墓志铭》，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6年，第1080页。

⑦[明]叶世英：《皇明诰封昭勇将军佟公墓志铭》，王晶辰

主编：《辽宁碑志》，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17页。

⑧[明]李景澄：《昭勇将军佟公合葬淑人苏氏墓志铭》，邹

宝库辑录：《辽阳碑志选编》，第105页。

⑨[清]钱谦益：《有学集》卷二九《明故山东登莱监军道按

察司佥事佟公墓志铭》，中册，第1080页。

⑩[清]佟国勷编：《佟氏宗谱》第 2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康熙十二年刻本，第4-8页。

佟兆元续修：《辽宁省抚顺市满族佟佳氏(二世五祖)达
尔汉图谋图〈佟氏宗谱〉》，佟明宽编著：《满族佟氏家谱总汇》，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 80页。按，佟兆元谱未出

现“佟暹”其人，讹为“赴，历官游击，子一：养冲”。又记“选，子

一：养才”。

王成科：《以碑志为中心：谈明代辽阳佟氏家族》，《辽宁

省博物馆馆刊》2013，沈阳，辽海出版社，2014年，第 294页。

按，王晶辰主编《辽宁碑志》只著录佟进(1533-1597)及苏夫人、

佟大年三通碑志；邹宝库辑录的《辽阳碑志选编》增加了佟养

正及夫人墓志铭，但只有 142个字(第 106页)也无关键的有用

信息，令人遗憾。其他几通佟氏碑则收入李大伟辑录《辽阳碑

志续编》(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3年)，需要各书对看。

佚名：《明神枢营左副将后军都督府都督佥事蒙泉佟公

墓志铭》，邹宝库辑录：《辽阳碑志选编》，第106页。

杨海英：《万历东征副总兵佟养正及明军后期供应网络

探析》，《山大史学》第 1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年，第170-194页。

《明神宗实录》卷二三一，万历十九年正月戊申，台北，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1966年，第4277页；卷二九

三，万历二十四年正月丙子，第5429页。

[明]叶世英撰：《明故庠生仲毂佟君墓志铭》，邹宝库辑

录：《辽阳碑志选编》，第107-108页。

[明]熊廷弼著，李红权点校：《熊廷弼集·按辽疏稿》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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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废闲疏》，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年，第312页。

[清]钱谦益：《有学集》卷三三《佟母封孺人赠淑人陈氏

墓志铭》，下册，第1183页。

[明]顾养谦：《抚辽奏议》卷三《擒斩大虏收获奇捷》，《四

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62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第

423页。

[明]邢玠：《经略议倭奏议》卷二《酌定海运疏》，《御倭史

料汇编》第 2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4
年，第63-64页。

[明]熊廷弼著，李红权点校：《熊廷弼集·按辽疏稿》卷六

《举将领疏》，第306页。

[明]方孔炤：《全边纪略》卷一〇《辽东略》载万历三年五

月“总戎李成梁帅佟暹、康元吉军长定，佟应科、王朝宠军新打

营，裴成祖、高云登军小船城”斩杀土蛮阿丑哈伯革奈等。

(《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1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第361页)
[明]汪道昆：《太函集》卷九四《查参军职官员疏》中提到

有东宁卫百户“佟暹”等 99员“遗漏未开、续蒙行查然后尽数

报出”。(胡益民、余国庆点校：《太函集》第3册，合肥，黄山书

社，2004年，第1916页)可见佟暹此时的身份。

[明]叶世英：《皇明诰封昭勇将军佟公墓志铭》、[明]李景

澄：《昭勇将军佟公合葬淑人苏氏墓志铭》，邹宝库辑：《辽阳碑

志选编》，第103、105页。

[清]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五《旗分志》一

五，第1册，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78页。

《八旗世袭谱档》，档号胶卷B036，《世袭》第99册《镶红

旗世管佐领十六员·佟乐佐领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二〇《佟佳地方佟佳氏·佟标》

载：“其孙佟透原任副将，佟通原任游击。佟显、佟达、佟俊俱

原任佐领。曾孙佟养居原任广东巡抚。”其中“佟显、佟达、佟

俊”显然就是佟登、佟进、佟暹三兄弟。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45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30页。

[清]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初集》卷二一九《佟养重》

载：“汉军镶红旗人。顺治十五年，以牛录章京从征广州。十

六年凯旋，由水路至江宁。值海贼郑成功侵犯江宁，遂同各路

官兵击贼有功。寻出广东驻防，随平南王尚可喜剿逆贼苏利，

败贼伪总兵陈彦鸿于靖海所。又伪总兵陈义率四千余众，在

龙江司河岸拒敌，养重奋击败之……叙功，授拖沙喇哈番。”第

8册，第5016页。

按，《八旗世袭谱档》档号胶卷B036《世袭》第 99册《镶

红旗世管佐领十六员·佟乐佐领下》的史料，基本上与《八旗通

志初集》第1册第278页同源。

“(汉军镶红旗——引者注)同旗有佟养矩，起家拔贡，初

任山东钜野知县，累升至广东巡抚。康熙二十年，亦奉命征逆

孽吴世璠，由四川进兵，克复云阳、万县，破走叛镇谭洪子谭天

秘。行至黔中赤水地方，卒于军。”[清]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

初集》卷一八一《周有德附佟养矩》，第7册，第4341页。

“佟暹”一词的满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

研究所研究员江桥提供，特此致谢。另姚念慈、刘小萌等都在

写作过程中提供指导和具体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第2册，台北，沉香亭企业社，

2006年，第 503页；《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太祖

2》，东京，笠井出版社，1956年，第 572页：“uju de: gin ioi ho,
jao i ho, g'ao ming ho. jai de: u yen, tung yan, ju ji wen. ilaci de:
ju ši cang, jang ioi ui, jang meng jao. duici de: siowan i yuwan, lii
dai ceng, tung jeng guwe. sunjaci de: jang de ju, tung sung niyan,
gu sio dung, ere be juwan ninggun de araha. ”汉译：“第一：金玉

和、赵义和、高明和；第二：吴印、佟岩、朱继文；第三：朱世昌、

张玉伟、张梦兆；第四：宣义元、李大成、佟镇国；第五：张德柱、

佟松年、谷秀东。十六日书写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

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上册，北京，中华书

局，1990年，第357页)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一

种：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第2分册)汉译为“第一，金玉和、

赵一霍、高明和；第二，吴音、佟延、朱计文；第三，朱石场、扬于渭、

张猛召；第四，宣一元、李代成、佟增国；第五，张德柱、佟松年、谷

秀东。在十六(日)，把这个记录下来”。(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1979年，第134页)与中华书局版的人名翻译多有差别。

按，《天命丙寅年封佟延敕》实物照片载北平故宫博物

院文献馆编《文献丛编》第 14辑，首图版页 2，北平，故宫博物

院，1932年。敕谕全文：“奉天承运皇帝制曰：崇德报功，国之

大典；秉忠尽职，臣所宜然。咨尔佟延，昔为抚顺平人，大兵进

取抚顺，因得尔归，升为备御。及得辽东，尔能勤劳国事，屡有

功劳，升为副将。若与敌国通谋，定依法处。或过误犯事，免

尔三死。子子孙孙，永不革职。尚其钦哉，无负朕命。天命丙

寅年六月。”张晋藩、郭成康《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有转

引。(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 242页)感谢殷芳学友提供

存在佟延敕封诰命实物的最初线索。

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第5册，第249页。按，此敕书

据陈捷先《〈旧满洲档〉述略》所言“册首虽有‘天聪二年五月’

等字，实际上这册旧档是太祖天命八年(癸亥，档里误作壬亥)
颁给投降汉官的敕书档”(第10册《附录》，第25页)，对照天命

丙寅(十一)年敕书，从时间维度看“参将”升“副将”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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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中华书局1990年版汉译本《满文老档》视为“天聪颁发汉官

臣敕书”(下册，第 920页)有误，而《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

文老档·太宗 1》编入天聪二年十二月后的“无年月”亦属不

察。东京，笠井出版社，1959年，第196页：“han hendume: tung
yan, 8i dade fusi hecen i bai niyalma bihe, dain de bahafi ujifi
beiguwan i hergen buhe, tereci liyoodung be baha manggi, kieeme
takūrabuha gung de, ts'anjiyang ni hergen buhe, tung yah endeme
calame weile baha de, šajin i tuhere weile gaimbi ere hergen be
juse omosi jalan halame efulerakū.”汉译：“佟延，尔原系抚顺城

平民，阵获收养，授备御之职。克辽东后，尽歼有功，擢为参

将。倘失职获罪，依法赎罪。此职子子孙孙世袭罔替。”

[清]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七八《孔有德》，

第7册，第4289页。

[清]钱仪吉：《碑传集》卷六《国初功臣下·定南武壮王孔

有德传》：天聪“八年五月赐有德所统兵号为天祐兵，闰八月，

从大兵征明。由大同入边，有德遣部下副将黑成功率三十人，

佟三率五十人，败明兵八百人，获马二十匹”。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7年，第38页。

《清史稿》卷二三四，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9398页。

《清太宗实录》卷一九，天聪八年八月丙辰“天佑兵都元

帅孔有德部下副将黑成功、汉军管甲喇佟延于代州东遇敌兵

八百人，击败之，获马二十”(《清实录》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

1985年，第 255页)，这是“佟延”唯一一次见载于《清太宗实

录》，他应该是与孔有德部下并列的一名将领。卷二〇，天聪

八年闰八月庚寅已变为佟三：“孔有德部下副将黑成功、佟三

等率三十余人，败代州兵八百人，获马二十匹。”(《清实录》第2
册，第261-262页)变为孔的部下更不准确。

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第2册，第370页；《满文老档》

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太祖2》，第485页“tungsan”。中国第

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

上册第300页则译成“佟山”。

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第4册，第219页；《满文老档》

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太祖2》，第904-905页：“orin emu de,
miosihon, nikan, kicungge, tungsan i boo de bihe jakūn tanggū
jakūnju ilan hoošan be ganafi gajiha, erebe dahai, tuša, lungsi,
aibari ganabuha.”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

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上册第585页译成“佟山”。

李洵等点校：《钦定八旗通志》卷二〇六《人物志》八六

《大臣传·佟岱》，第 5册，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

3677页。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二〇《佟佳地方佟佳氏·佟山》，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5册，第328页。

[清]阿桂等奉敕撰：《皇清开国方略》卷一四，文渊阁《四

库全书》第341册，第213页。

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第 8册，第 94页。参见《满文

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太宗2》，东京，笠井出版社，1960
年，第 680页。按，由此可见佟国勷编《佟氏宗谱》第 2册第 5
页所载佟登八子中“养浩”有误，实为佟延，也即佟暹之子。

《清太宗实录》卷二四，天聪九年七月辛未，《清实录》第

2册，第315页。

《八旗世袭谱档》，档号胶卷B038，《世袭》118册《三甲

喇正蓝旗汉军·佟炤佐领佟炤所管世管佐领缘由》。

[清]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初集》卷一六《旗分志》一

六，第 1册，第 284页。按，第二佐领由佟壮年管理；第三佐领

由屯代管理；第四佐领由佟浩年管理；第五佐领由佟三次子佟

养量管理；第六佐领由佟三管理。

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第10册，第290、307页；《满文

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太宗 3》，东京，笠井出版社，

1961年，第 1147、1159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

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下册，第1519、1526页。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

《盛京刑部原档》第199号，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年，第86页。

按，甘肃张掖大佛寺内有顺治十一年甘肃地方赞理军

务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佟延所题“才是大觉”的匾额(转引自钟

小粤编著《探访古城·一座古城一颗明珠》，北京，研究出版社，

2013年，第76页)，证实佟延至少活到1654年。

《八旗世袭谱档》，档号胶卷B036，《世袭》99册《镶红旗

世管佐领十六员·佟乐佐领下》。

陈捷先：《〈旧满洲档〉述略》，载冯明珠主编：《满文原

档》第10册《附录》，第14页。

按，崇德元年六月十五日正白旗佟三牛录下生员刘奇

遇、刘弘遇奏请离主免役，七月初三日得到批准(参见中国第

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

下册，第 1519、1526页；《清太宗实录》卷三〇，崇德元年六月

戊戌，第 383页)；继而是佟三、屯泰父子以纵掠降人被“免死、

赎身、革职，夺俘获入官”(《清太宗实录》卷三六，崇德二年六

月甲子，第472、479页)。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初内

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

第 245页。案件背景为皇太极吞并正蓝旗编入两黄旗后，晋

升长子豪格为和硕贝勒取代阿巴泰为镶黄旗旗主，入主新编

正蓝旗的改旗事件，参见姚念慈《清初政治史探微》，沈阳，辽

宁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125-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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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二〇《佟佳地方佟佳氏·佟养

材》，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5册，第326页。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二〇《佟佳地方佟佳氏·佟标》，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55册，第330页。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二〇《佟佳地方佟佳氏·佟山》：

“原任兵部尚书兼佐领。其长子佟养肃原任副将，次子佟养量

由佐领取中后所前屯卫二城，俱克之，授云骑尉。”文渊阁《四

库全书》第455册，第328页。

[清]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初集》卷二三一《忠烈传》一

二，第 8册，第 5261页；卷一六《旗分志)一六，第 1册，第 283
页。按，《钦定八旗通志》以轻车都尉代替甲喇章京，骑都尉代

替牛录章京，图占卒年讹误5年。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二〇《佟养泽》，文渊阁《四库全

书》第455册，第328页。

《八旗世袭谱档》，档号胶卷B038，《世袭》第 120册《正

蓝旗汉军五个甲喇世职家谱·联岱等佐领承袭文书谱册》。

佟养泽后裔与佟养才后裔同属正蓝旗四甲喇，说明他们的关

系不远。佐领袭职者依次为佟养泽、图占、惠福、佟国俊、撒

林、佟世煜、佟世炳、佟钫、佟浒、佟沄、国兴阿、文安、联辉、峻

功等。

佟兆元续修：《辽宁省抚顺市满族佟佳氏(二世五祖)达
尔汉图谋图〈佟氏宗谱〉》载瑛祖四房森第七世有“巡：子三，长

养民，次养善，三养士”；第八世有“佟养民，敕书谱作养泽”，三

子为一鹏、一鹤、一麟。见佟明宽编著《满族佟氏家谱总汇》，

第104页。

[清]佟国勷编：《佟氏宗谱》第2册，第7页。按，天启二

年三月“下逆族佟养冲于法司”(《明熹宗实录》卷二〇，天启二

年三月庚戌，第1018页)但养冲为“旧台臣吴应琦所批释”([明]
金日升：《颂天胪笔》卷六《赠荫·兵部武库清吏司员外郎顾大

章奏为台臣非理相加微臣不得不辩疏》，明崇祯二年刻本，第

52页)。御史杨维垣疏参顾大章“受熊廷弼贿四万，代为营脱

并及花献宸、佟养冲等”，顾大章辩“佟养冲，系御史吴应琦所

批释，与臣风马牛不相及”([清]文秉：《先拨志始》卷上，清写刻

本，第41页)，可见明廷仍有极力维持大局的清醒者，佟养冲当

未被处死。

《明神宗实录》卷五七七，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乙丑，第

10925页。

佟兆元续修：《辽宁省抚顺市满族佟佳氏(二世五祖)达
尔汉图谋图〈佟氏宗谱〉》，佟明宽编著：《满族佟氏家谱总汇》，

第103-104页。

[明]熊廷弼著，李红权点校：《熊廷弼集》卷一七，《答周

毓阳中丞(己未九月三十日)》，第861页。

[明]熊廷弼著，李红权点校：《熊廷弼集》卷一九，《与姚

益城掌科(庚申二月二十日)》，第947页。

[明]熊廷弼著。李红权点校：《熊廷弼集》卷一九，《答刘

赞画国缙(庚申二月三十日)》，第953页。按，碑谶具体情形不

明，但从廷弼书“猫鼠同眠而赞画极喜”揆之，刘国缙起初赞同

佟镇国守清河，复因“冬人血”碑谶而请易将。因诸将无能，转

欲再荐佟镇国“赞画仍欲以佟镇国往”，熊廷弼终以“既疑其姓

应谶，未可复遣也”而改任熊锦，可见佟、刘个人关系不错，国

缙或为佟所虑而非掣肘，故为廷弼所鄙。

按，广宁张氏家族明清易代的事迹，参见杨海英《明清

易代之际的张应种及其家族》，《军事历史》2017年第6期。

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第 2册，第 101-102页；参见

《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太祖 1》，东京，笠井出版

社，1956年，第 329页：“orin juwe de……liyoodung ni tung jeng
guwe gebungge dusy hergen i hafan, dain i onggolo dosi genehe
bihe, i jakūn niyalma be gajime ukallle jihe.”汉译：“二十二日……

辽东都司佟振国于战前已去关内，今率八人来归。”(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上

册，第203页)按，汉译《满文老档》的“佟振国”“佟增国”，均为

“佟镇国”。

《八旗世袭谱档》，档号胶卷B036，《世袭》91册《镶红旗

汉军世职底册·镶红旗汉军呈造嘉庆八年分世职官三十七员

家谱缘由册》。

按，顺治九年正月二十六日，镶红旗汉军佟镇国子佟一

鹏因病由男佟光先袭职，从天聪八年佟镇国至宣统元年(1909)
永山，共承袭14次，承袭时间人名均载《清史稿》卷一七三《诸

臣封爵世表五下》，第5980-5981页。

《辽阳重建玉皇庙碑》《辽阳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碑阴

题名，王晶辰主编：《辽宁碑志》，第70、45页。

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第6册，第165页。参见《满文

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太宗1》，第142页。

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第 8册，第 94页。参见《满文

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太宗2》，第680页。按，在此“该

军军长”佟整(正)得银25两与佟延之子“纛额真”佟养浩(《满文

原档》第 8册，第 95页)得银 10两同时出现，时为明崇祯五年，

佟延即佟暹或已为“废官”。

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第10册，第60-61页；参见《满

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太宗3》，第942-943页。

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第5册，第29l页。参见《满文

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太宗1》，第208页：“han hend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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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ng jeng(佟整), si dade hūdai niyalma bihe, bi tukiyefi beiguwan
i hergen buhe, ujihe baili be gūnime, muterei teile faššame tondoi
akūmbume hūsun bu; gulu šanggiyan i tuug jeng.”汉译：“汗曰：

佟正尔原系商人，擢尔为备御，当念养育之恩益加尽忠效力。”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

文老档》下册，第927-928页。

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第10册，第486-488页。参见

《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太宗 4》，东京，笠井出版

社，1962年，第 1312-1315页。“正白旗佟正”事汉译在中国第

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

下册，第1614-1615页。

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第10册，第538-542页；《满文

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太宗4》，第1353-1356页。

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第5册，第291页；《满文老档》

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太宗1》，第208页。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

《盛京刑部原档》第193、195号，第79、81页。

[清]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五《旗分志》一

五，第1册，第278-279页。

《八旗世袭谱档》，档号胶卷B037，《世袭》102册《镶红

旗汉军佟锡功佐领》。

佟兆元续修：《辽宁省抚顺市满族佟佳氏(二世五祖)达
尔汉图谋图〈佟氏宗谱〉》，佟明宽编著：《满族佟氏宗谱总汇》，

第127页。

[清]毛承斗辑：《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四《天启五年正

月二十六日塘报》，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3页。

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第 8册，第 202、205页。参见

《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太宗2》，第805、806、809、
810页。按，佟贵是天命十年正红旗备御官，见东洋文库本《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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