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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民族研究

清入关前汉军举人群体考述

沈一民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中心，黑龙江哈尔滨　１５００８０）

摘　要：入关前，清（后金）共举行了三次科举考试，取中３３人，其中汉军１９名。依据１６名的仕宦资料，可知清入关前的科举

考试主要是针对在职的汉军文人而举办的。以清入关为分水岭，之前多供职于清（后金）的中央政府，之后则主要任职于地

方，为清朝统一全国、巩固统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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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的科举滥觞于入关前。皇太极统治时期，

清（后金）政权面向八旗文人先后在天聪八年、崇德

三年、崇德六年举行了３次科举考试，遴选出一批影

响清朝政坛的八旗文人。尽管诸多著作对之皆有讨

论，但多为制度层面的绍介，并未对科甲人物进行专

门的讨论。本文尝试着从个人传记入手，通过仕途

的梳理以期明晰清入关前科举考试的内涵。

一、天聪朝

天命十一年（１６２６），刚刚即位的皇太极首要解

决的问题就是如何调和辽东满汉之间的激烈矛盾。

努尔哈赤晚期，由于辽东汉人的反抗，努尔哈赤实施

了一系列的血腥压迫政策，“对辽沈地区破坏最大的

是一些后金行政措施，莫如命令女真人与汉人合户

居住，大量强迁汉民，捕捉无谷之人与编庄戮儒等项

了。”［１］４９６这些政策导致大批汉人逃亡，加剧了汉人

对清（后金）的反抗，严重威胁到清（后金）的统治基

础。为了稳定政权，皇太极宣布“满汉之人，均属一

体，凡审拟罪犯、差徭公务，毋致异同”。［２］卷一，２６并实

行了编户为民、优礼汉官等措施，努力改变汉人的政

治、经济状况。科举考试，作为皇太极优待汉人的政

策之一，也作为清（后金）政体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

有条不紊地逐渐推开。

天聪三年（１６２９）九月，清（后金）举行了一次考

试。“考试儒生。先是，乙丑年十月，太祖令察出明

绅衿，尽行处死，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遂悉诛之。

其时，诸生得脱者，约三百人。至是考试分别优劣，

得二百人。凡在皇上包衣下、八贝勒等包衣下，及满

洲蒙古家为奴者，尽皆拔出。一等者，赏缎二；二等、

三等者，赏布二，免二丁差徭。”［２］卷五，７３这次考试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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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皇太极对努尔哈赤晚期屠杀汉族文人政策的一

种补救措施，是重新承认汉族文人社会地位的一项

举措。而且取中之生员只是分别等第，按照等第分

赏布帛、免除徭役，并没有得到功名，所以不是真正

意义上的科举考试。具体讨论，请参见拙文《后金天

聪三年考试述论》（《东北史地》２０１１年第５期）的相

关论述。

真正意义上的科举考试始于天聪八年（１６３４）。

此次考试分为两个阶段。三月，“考试汉人生员，分

别等第。一等十六人，二等三十一人，三等一百八十

一人。”［２］卷一八，２３６四月，又进行了一次广泛针对满洲、

蒙古、汉军的考试。“初命礼部考取通满洲蒙古汉书

文义者为举人。取中满洲习满书者，刚林、敦多惠；

满洲习汉书者，查布海、恩格德；汉人习满书者，宜成

格；汉人习汉书者，齐国儒、朱灿然、罗绣锦、梁正大、

雷兴、马国柱、金柱、王来用；蒙古习蒙古书者，俄博

特、石岱、苏鲁木，共十六人。俱赐为举人，各赐衣一

袭，免四丁，宴于礼部。”［２］卷一八，２３９尽管在程序上还有

待完善；但考试由礼部主持，且授予取中者以举人的

头衔，清（后金）的科举考试已经初具规模。

本次考试取中１６名举人，汉军文人多达９人。

其中朱灿然、梁正大２人生平无考。朱灿然，“辽东

人”。［３］卷一五五，３５９２顺治二年（１６４５）所立《增修舍利塔

寺碑 记》的 作 者 署 名 为 “乡 进 士 古 宜 朱 灿

然”，［３］卷二五九，５６９６ 或 为 同 一 人。梁 正 大，“辽 东

人”［３］卷一五五，３５９２，在崇德元年（１６３６）六月文臣考核名

单中，隶属“内国史院”。［２］卷三０，３８３

其余７人的生平约略都有记载。宜成格，乾隆

《盛京通志》记为“汉人”［４］卷四八，１９１，不过《八旗满洲氏

族通谱》却将之系于满洲镶白旗。应为乾隆朝抬旗

所致。宜成格主要贡献在于翻译书籍。“令在史馆

行走。将《太祖高皇帝实录》满文译汉，又翻朝鲜所

奏表章及《礼部会典》诸书。授司库，寻升吏部启心

郎。”［５］卷四四，５１１齐国儒（亦被译作“齐国如”），“辽东

广宁人。”［３］卷一五五，３５９２天聪五年（１６３１）七月，皇太极

仿效明制设立六部。在礼部的官员名单中，提及“启

心郎笔帖式诸申祁充格、敦拜，汉齐国如、吴延祖。”
［６］１５可知此时齐国儒为礼部启心郎。崇德元年六月

文臣考核名单中，隶属“内弘文院”。［２］卷三０，３８３后再任

礼部启心郎。崇德三年（１６３８）九月，“以齐国佐、周

文业为礼部启心郎。”［２］卷四三，５７４此处的“齐国佐”乃

是齐国儒的误写。章奏可咨佐证。崇德四年尚可喜

奏本中写有：“崇德四年五月初六日，礼部启心郎齐

国儒送进。”［７］９“顺治二年，山西平阳知府。七年，

分守 河 东 道。迁 按 察 使，湖 广 左 布 政 使。”
［３］卷一五五，３５９２罗绣锦，辽阳人，隶汉军镶蓝旗。天聪五

年时出任工部启心郎。崇德元年调任内国史院学

士。“顺治元年擢河南巡抚……二年擢湖广四川总

督。”［４］卷七九，６５８雷兴，辽阳人，隶汉军正黄旗。早在

努尔哈赤时期便已入值文馆，“太祖定辽东，兴以诸

生选直文选。”［４］卷七七，６２７崇德三年，“改都察院理事

官。顺治元年十月，擢天津巡抚。二年四月，调抚陕

西。”［８］卷一九五，４５７２后起授河南巡抚，未至任而卒。马

国柱，辽阳人，隶汉军正白旗。天聪七年（１６３３）正

月，自陈曰：“臣蒙召留书房，四年有余”。［９］４８可知，

马国柱早在天聪三年就已入值文馆，后供职于内弘

文院。崇德三年，“为工部理事官，旋升都察院左佥

都御史。顺治元年七月，加右副都御史衔，巡抚山

西。”二年，擢升宣大总督。四年（１６４７），调任江南江

西河南总督。［８］卷一九六，４５８０金柱，辽阳人。《天聪五年

八旗值月档》中记载户部启心郎时提及“汉晋珠、朱

虎珠”［６］１５。“晋珠”应为金柱的不同音译。“顺治初

任直隶昌平兵备道。三年，迁浙江布政使。”
［３］卷一九六，４３３５王来用，汉军镶蓝旗人。“崇德元年，授

工部启心郎。”［１０］卷二三，３５３顺治元年十月，“以工部启

心郎王来用为山西布政使司参政、保定道。”
［２］卷十，１０３二年，升任山西布政使。九年，授顺天巡抚，

达到仕途的巅峰。十一年（１６５４），“时定南王孔有德

梓归京师，诏近畿地方官迎，通州官不至，敕督抚查

参，来用以奏参迟延，降署湖广按察使。”后死于河南

大梁道任内。［１１］卷三四，１００１

二、崇德朝

崇德三年（１６３８）八月，清朝再次开科取士。程

序上趋于简化，将二场合并为一场，中式的人数也大

为减少。其名单如下：“赐中试举人罗硕、常鼐、胡

球、小毕礼克图、王文奎、苏弘祖、杨方兴、曹京、张大

任、于变龙等妆缎蒙肩彭缎朝衣各一件，授半个牛录

章京品级，各免人丁四名。”同时分别出一等生员十

名，二等生员十八员，三等生员十八名。［１２］３５８

１０名举人中有６名汉军文人。其中，曹京事迹

无考，《奉天通志》仅记其为“辽东人。”［３］卷一五五，３５９３王

文奎（即沈文奎），浙江会稽人，隶汉军镶白旗。归清

前驻于遵化。“天聪三年，太宗文皇帝征明，下遵化，

文奎随众降。”［１０］卷十八，２８４就职于文馆。《天聪朝臣工

奏议》中收录其奏议４份。崇德元年（１６３６）五月，王

文奎被任命为内弘文院学士。清入关后，王文奎先

后历任要职。“顺治元年七月，任保定巡抚。二年五

月，升漕运总督。”［８］卷一九八，４６２５苏弘祖（亦作“苏宏

祖”），《奉天通志》引《辽海志略》，“辽阳中卫人。”
［３］卷一五五，３５９３隶汉军正红旗。“崇德三年，由举人办事

内院，迁启心郎。”顺治十一年，“外转福建分巡兴泉

道布政司参政……十五年，以佥都御史任南赣巡

抚。”［８］卷一九八，４６２２杨方兴，“字縨然，汉军镶黄旗人。

初为广宁诸生。”［１３］卷七六，９６３杨方兴的仕途也始于文

馆，在天聪六年十一月的奏议中自称“书房秀

才”［９］４１。崇德七年五月，杨方兴被任命为内秘书院

学士。顺治元年七月，“以内秘书院学士杨方兴为兵

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河道。”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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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卷六，６９“张大任，辽阳金州人。顺治二年，山西忻州

知州。三 年，直 隶 口 北 道。五 年，河 南 右 布

政。”［３］卷一五五，３５９３ 于 变 龙，“开 原 籍 铁 岭 人。”
［３］卷一五五，３５９３崇德三年九月，“命举人于变龙与已举荐

之生员迟变龙二人为内国史院副理事官。”［１５］２１１可

知，考试过后，于变龙任职于内三院。顺治元年十

月，“以内院副理事官于变龙为山西布政使司参政驿

传道。”［１４］卷十，１０２后为“山东东兖道，历直隶霸州兵备

道，福建分守建南道。十六年，广东左参政，山东按

察使。”［３］卷一五五，３５９３

崇德六年（１６４１）六月，清政权举行了入关前的

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赐新中式举人：满洲鄂谟克

图、赫德，蒙古杜当，汉人崔光前、卞三元、章于天、卞

为凤各缎朝衣一领。”考取的一等生员十一人，其中

满洲二人、汉军九人；二等生员十五人，其中满洲二

人、蒙古一人、汉军十二人；三等生员十八人，其中满

洲四人、蒙古一人、汉军十三人。［２］卷五六，２５４

中式举人７人，４人为汉军文人。崔光前，“广宁

汉军旗人”［３］卷一五五，３５９３。崇德元年六月考察文臣名单

中，崔光前为“税课生员”。［２］卷三０，３８４顺治元年七月，“崔

光前为山东布政使司参政，分守青登莱道。”
［１４］卷六，７０顺治二年七月，“调山东莱州道参政崔光前为

湖广兼按察使司佥事、岳州兵备道。”［１４］卷十九，１６８顺治

四年四月，“湖广右布政使崔光前以病致仕。”
［１４］卷三一，２６０卞三元，“字月华，一字桂林”［１６］卷一，３３２，汉军

镶红 旗 人。“六 年，授 内 秘 书 院 理 事 官。”
［８］卷一八九，４４８０顺治元年，被放补到地方，先后担任登州

府知府、扬州府知府、山东副使、淮海道参议、上荆南

到副使、山西按察使等职。顺治十六年，升补为“贵州

巡抚”。［１４］卷一二三，９５２康熙朝升为云贵总督。章于天，

“辽东人”［１７］卷八十，６６８８。崇德六年十一月，“章于天为礼

部启心郎”。［２］卷五八，７８８入关后，先后担任兖西道参政、

湖广布政使司参政等职。顺治三年十月，“擢江西巡

抚。”［１７］卷八十，６６８８顺治五年江西金声桓、王得仁叛乱

中，章于天从叛被杀。卞为凤（也被译作卞威丰、卞卫

奉），“奉天盖州卫汉军正白旗人。”［３］卷一八一，４１４３卞三元

之父。早在崇德三年八月的科举考试中，卞为凤即考

中一等生员。［１２］３５８同年九月，“命一等生员卞卫奉为内

弘文院副理事官。”［１５］２１４此后不见记载。

三、总体分析

清入关前的三次科举考试，共取中举人３３人，

其中汉军１９人，约占总数的５８％。这一数据再次

佐证了汉军文人在清（后金）政权中的文化优势。就

个人生平而言，除朱灿然、梁正大、曹京等３人无从

考证外，其余１６人皆有记载。这为我们进行整体分

析提供了依据。

第一，多数汉军举人在参加科举考试之前已经

出仕。纵观１６人的传记，有９人明确记载了科举考

试之前的仕途经历。５人为文馆———内三院系统。

雷兴早在努尔哈赤时期便已入值文馆。马国柱、王

文奎、杨方兴也相继在天聪朝入值文馆。天聪十年

（１６３６）三月，文馆改为内三院。卞为凤也在科举考

试前供职于内弘文院。齐国儒、罗绣锦、金柱等３人

皆于天聪五年出任六部启心郎。

崔光前则在中举之前为“税课生员”。崇德三年

科举考试中，清（后金）对取中生员进行奖赏，“生员

授专达品级，已入部者免二丁，未入部者免一丁。”
［１２］３５８这则规定不仅说明随着清（后金）政权的正规

化，大量的生员被广泛地任用于各个领域，从事一些

事务性工作；更重要的是，这证明在清（后金）统治

下，只要具有生员的身份，就具备了出仕的资格。与

崔光前的经历相印证，其他没有明确记载的举人也

不排除科举考试前出仕的可能性。只是因为从事的

工作较低级，所以未能出现在文献记载中。

第二，清入关后，汉军举人多为地方大员。入关

前，这些人主要在清（后金）的中央政府中任职；但清

入关后，随着统治区域的迅速膨胀，地方官员匮乏成

为清朝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这些汉军举人与其他

辽东汉族文人一样，被任命为各地的地方官员。除

宜成格继续任职于中央政府、卞为凤缺乏记载外，其

余１４人皆有地方任职的经历。罗绣锦、马国柱、王

文奎、杨方兴、卞三元等５人位至总督，秩从一品；雷

兴、王来任、苏弘祖、章于天等４人位至巡抚，秩从二

品；齐国儒、金柱、张大任、崔光前等４人位至布政

使，秩从二品；于变龙位至按察使，秩正三品。１４人

无一例外地专阃一方，手握大权。

而且他们所任地方多为对清朝的统治至关重要

之处，也体现出清朝政府对他们的重视。如入关之

初，消灭李自成是清朝的当务之急，中原地区是两股

力量决战的重中之重。为此马国柱巡抚山西，齐国

儒、金柱、张大任、于变龙等也任于山西，直接与大顺

政权对峙。王文奎任保定巡抚、罗绣锦任河南巡抚，

巩固后方。杨方兴总督河道，保障漕运通畅，维系国

家的经济命脉。到了顺治中期，“南明弘光政权、鲁

王政权、隆武政权相继覆亡以后，战争重心转移到长

江中下游地区，清廷遂调罗绣锦总督湖广、四川，王

文奎总督淮杨兼督漕运，马国柱总督江南、江西、河

南。”［１８］１１９难怪《八旗通志初集》评价道：“当是时，取

士之额虽少，而名臣多出其中。”［８］卷一二五，３３８９

综合以上分析，依据清入关前汉军举人的仕途

经历，可以看到清入关前的科举考试主要是针对在

职的汉军文人而举办的。这实际上体现了清（后金）

统治者在如何运用汉人问题上的两难选择。作为人

数远逊于汉人的满族统治者，既要依靠汉人巩固统

治，又要防止汉人反噬。经过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

君主的努力，清朝已经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一方

面通过设置汉军，达到分化汉人的目的；另一方面通

过长时间的养育，选择被认为可以信任的汉军充实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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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机构，为清（后金）统治中国提供助力，从而有效

地管控庞大的国家。从这些汉军举人的传记来看，

这些汉军举人正是依凭着科举考试，被清朝重用，在

清入关后，被任用于各处紧要地方，为清朝统一全

国、巩固统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由此可见，清入关

前的科举考试无疑是成功的。正是清入关前科举考

试的成功性，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在各地反清运动此起

彼伏之时，清朝便再次开科取士，从此清朝科举考试

走向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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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减译法———过滤低值信息

汉语言在形式上注重天人合一，用词讲究、文笔

优美，喜欢用华丽的辞藻来描写景物，更善于用文人

古诗来衬托风景的优美、壮观等特点。而英语简洁

明快，注重事物的逻辑推理。如果在翻译时对原文

逐字翻译，势必增加一些无用信息，设置交际障碍。

１．宣传手册中有一段介绍恒山风景的译文：

Ｈｏｗｅｖｅｒ，ｙｏｕｍｕｓｔｈａｖｅｈｅａｒｄａｂｏｕｔＭｏｕｎｔＨｅｎｇ

ｆｏｒｍａｎｙｔｉｍｅｓｂｕｔｈａｖｅｙｏｕｅｖｅｒｂｅｅｎｈｅｒｅｔｉｌｌ

ｎｏｗ？Ｓｈｕｎａｒｒｉｖｅｄｈｅｒｅｅｖｅｎ４，０００ｙｅａｒｓａｇｏａｎｄ

ｈｏｎｏｒｅｄｉｔａｓＢｅｉｙｕｅ；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ＥｍｐｅｒｏｒｏｆＱｉｎ，

ｔｈｅＥｍｐｅｒｏｒＷｕｏｆ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Ｅｍｐｅｒｏｒ

ＴａｉｚｏｎｇｏｆＴ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ＥｍｐｅｒｏｒＴａｉｚｕ

ｏｆＳｏ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ａｌｌｐａｉｄａｖｉｓｉｔｈｅｒ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ＬｉＢａｉ，ＪｉａＤａｏ，ＹｕａｎＨａｏｗｅｎａｎｄＸｕＸｉａｋｅｈａｄ

ｂｅｅｎｈｅｒｅａｓｗｅｌｌ．为了强调恒山景区的优美，文中

列举了历代著名帝王及文人骚客曾经到此一游。可

是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以及李白等大文

豪在外国游客眼里都是一些陌生的字眼，对他们来

说没有太多的意象，只是增加了理解的难度。不妨

采用减译法，过滤掉一些低值信息，将上文改为：

ＭｏｕｎｔＨｅｎｇｉｓｓｏ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ｔｈａｔｉｔｈａｄｅｖｅｒａｔｔｒａｃ

ｔｅｄｑｕｉｔｅａｌｏｔｇｒｅａｔｅｍｐｅｒｏｒｓａｎｄｆａｍｏｕｓｐｏｅｔｓｔｏ

ｐａｙａｖｉｓｉｔｈｅｒｅ．

２．介绍永济大铁牛历史的译文：Ｔｈｅｉｒｏｎｏｘｅｎ

ｗｅ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Ｋａｉｙｕａｎ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Ｔａ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句中

的“Ｋａｉｙｕａｎｐｅｒｉｏｄ”完全可以省掉，减少多余的文

化干扰。

３．上文提到乔家影壁的介绍采用减译法译为“

Ｔｈｅｒｅａｒｅａｌｏｔｏｆｅｘｑｕｉｓｉｔｅｂｒｉｃｋｃａｒｖｉｎｇｓｏｎｔｈｅ

ｓｃｒｅｅｎ．Ａｕｓｐｉｃｉｏｕｓａｎｉｍａｌｓ，ｆｌｏｗｅｒｓ，ｔｒｅｅｓａｎｄ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ａｒｅｃａｒｖｅｄｔｏｓｅｎｄｔｈｅｏｗｎｅｒ’ｓｂｅｓｔｗｉ

ｓｈｅｓｔｏ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ｆａｍｉｌｙ．
中西文化差异是多样的、复杂的。在翻译中，译

者要真正了解源语和目的语文化，要以目的语读者

为导向，在尊重中西文化差异的基础上，采取适当的

英译策略尽量实现两种文化的等值转换，达到交际

的目的。山西作为旅游大省，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和人文资源，在国家大力发展旅游业的积极政策引

导下，作为对外宣传的窗口，旅游宣传册一定要制作

得尽善尽美，让更多的国际国内游客了解山西、走进

山西，把“晋善晋美”的山西推向世界。

［参考文献］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统计年鉴２０１３
［Ｍ］．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２０１３．

［２］　黄碧蓉．思维文化差异与跨文化交流［Ｊ］．湘潭工学院

学报，２００３（５）：８７９０．
［３］　赵慧敏．由文化差异导致的语用失误［Ｊ］．黑龙江生态

工程职业学院学报，２００７（６）：１００１０２．
［４］　冯世梅．中西文化差异与汉英翻译［Ｊ］．太原理工大学

学报，２００１（１）：２２２４．
［５］　张建丽．中西文化差异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Ｊ］．新余

高专学报，２００６（６）：３２３４．
［６］　谭慧明．中西文化差异与翻译［Ｊ］．渤海大学学报，２００４

（６）：１１５１１８．
［７］　杨柳青．文化背景差异下的晋祠景点介绍英译策略探

究［Ｊ］．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１３（４）：

１１０１１２．

［８］　魏星．导游翻译语言修炼［Ｍ］．北京：中国旅游出版

社，２００４．

［责任编辑　朱毅然］

０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