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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媒研究

"大一统#视域下的清朝边疆文化
!!!以桐城桂林方氏家族遣戍宁古塔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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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桐城桂林方氏家族是明清时期典型的仕宦诗礼之家$其族人仕途显赫$珍视忠孝节义$在哲学'自然科学'文学等领域

成就斐然&明清鼎革之际$方氏族人对清政权多持抵抗及不合作的态度&方氏父子在遣戍途中和遣戍地勤于著述$不仅记录

了其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而且留下了当时东北地区自然生态和社会民俗等方面的宝贵记录&他们还与吴兆骞等流人交往

唱和$对边疆文化的提升和内地人民了解边疆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通过解读其诗文$分析其心态$指出其对东北边疆

文化的贡献$及对清代(大一统)的实践认知&

关键词!桐城方氏家族!宁古塔!*绝域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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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和巩固的最重

要的历史时期$辽阔的疆域随之最终奠定 &正如雍

正帝所言%(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

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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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七年秋七月丙午清朝不仅版图辽阔$江山一

统$而且对从(华夷之辨)发展为(天下一家)的(大一

统)有显著的推动!

&这既源于清帝的重大理论创

新$又与满汉各族的实践认知密不可分&这是一个

复杂的思想认同与民族磨合过程&国家疆域的奠

定$加上清廷的政治诉求$使东北边疆地区的流放文

人数量大增$有力地提升了边疆文化&桐城桂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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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家族以其政治命运的坎坷和对边疆文化的重要贡

献$成为研究这一历史过程的绝佳标本&学界对清

朝东北流人及边疆文化有了较丰富的研究"

$但以

家族为视角的研究却十分薄弱#

&本文在已有研究

的基础上$以方氏族人的诗文笔记为主要史料$紧密

联系历史背景$对其做一初步探讨&

一$仕宦诗礼家族明清鼎革之际的分化

家族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与一个

时期的政治及文化密切相关&桐城桂林方氏家族是

明清时期典型的仕宦诗礼之家$其发展历程对此做

了极好的诠释&

首先$方氏家族是典型的科举家族&其族人从

事举业者众多$折桂如林'仕途显赫&及至乾嘉时

期$方氏出现方观承'方维甸'方受畴(一门三督)的

盛况$清人陈康祺不禁慨叹(桐城方氏仕宦之

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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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先生依据朱卷履历的记载$统计出

至光绪十五年"

#AA@

#$方氏家族有进士
!E

人$举人

>C

人$生员多至数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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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方氏家族是著名的文化世家&十一世方

学渐"

#>C"?#$#>

#开方氏治*易+先河$其后人治学

研艺$多崇尚实学$形成了深厚的家学&至十四世方

以智$四世传*易+$四世研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著

名的方氏学派&同时$方氏在经史诗文书画等方面

成就斐然$为传统文化的总结发展和中西文化的对

接做出了很大贡献&比如$被誉为(

#E

世纪百科全

书式大学者)的方以智$著有*药地炮庄+'*东西均+'

*物理小识+'*通雅+等$在哲学'自然科学'文学等领

域均有精深造诣!方苞戛戛独造(义法)之说)$卓然

居桐城派三祖之首!(桐城三诗人)方文'方贞观'方

世举饮誉清代诗坛&故此$后人方昌翰列举了自五

世方法殉建文之难之后的忠孝贤杰%方文'方中通'

方苞'方观承等$并说$方氏(诗书之泽$绵延数百年

而未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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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话洋溢着对自己祖先文化成就的自豪感$

也是时人和后人的共识&如清人朱彝尊云%(方氏门

才之盛$甲于皖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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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则称%(桐城方

氏$其门望之隆也许是仅次于曲阜孔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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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方氏为珍视忠孝节义的家族&自五世方

法质疑朱棣即位的合法性而投江殉义开始$其后人

追慕其铮铮铁骨者不乏其人&明清鼎革之际$与明

政权依附至深的方氏家族$在明代中叶以后愈演愈

烈的(华夷之辩)的历史氛围下$其族人对清政权多

持抵抗及不合作的态度&如方授和方以智的抗清$

方文的甘做遗民$即为显例&作家高阳赞曰%(方氏

一门$忠孝节义$四字俱全$中国第一等的诗礼

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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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其族人中也有与清廷合作的&如前明官员

方拱乾及其长子方孝标'次子方亨咸在清初出仕清

朝&珍视气节的方氏家族何以出现这种情况呢/

满洲贵族要统治广大的以汉族为主的原明朝地

区$显然离不开汉族望族和士人的合作&清廷为维

持其统治$一则征用前明官员$一则开科取士$以收

扩大统治基础$缓和民族矛盾的双重效果&

在科举的感召下$方亨咸和方孝标分别考中顺

治四年和顺治六年进士&清初科举命题中$(满汉一

体)'(天下一家)之语比比可见&如顺治六年四月$

世祖殿试天下贡士%

!!

从古帝王以天下为一家!朕自入中原以

来"满汉曾无异视!而远迩百姓"犹未同风!

##今欲联满汉为一体"使之同心合力$欢然无

间"何道而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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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六年四月庚子

(满汉曾无异视)之说虽有悖史实$但清廷欲联

满汉为一体的殷殷求治之心溢于言表$显然有助于

孝标等士人增进对新朝的认同&孝标官至左春坊左

中允$兼内翰林弘文院编修'日讲官'经筵讲官&他

后来自述%(列宫僚$备讲幄&凡讲无不与$凡赐无不

被&0楼冈1$臣别号也$而先帝尝辱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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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

帝甚至说%(方学士面冷$可作吏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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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

臣关系之亲密$于此可见一斑&惩于多尔衮专权$顺

治帝亲政后$急于乾纲独断&为抗衡满族权贵$增加

统治经验$顺治帝的目光投向汉官和汉文化&孝标言

行谨慎$才华突出$遂受皇帝青睐&而孝标也以日讲'

经筵等方式$对顺治帝接受汉文化起了一定作用&

同时$方拱乾面对清廷的一再征用$也再次出

仕&拱乾曾任明朝詹事府少詹事'东宫讲官'经筵日

讲官&他身受明朝国恩$却顶着压力出仕清朝$其因

何在/ 盖因方拱乾长时间出仕明朝$亲历明末朝政

的腐败和社会的危机$又目睹了满族这一富有勃勃

生机的民族&以他务实的精神和深厚的经史修养$

对清朝产生认同应该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方氏父子迅速认同清朝统治$受到一时宠眷&

然而$由于方氏这一著姓望族$在江南有着巨大的影

响&其众多抵抗和隐逸的族人$令清廷耿耿于怀&

在清初复杂的政治形势下$竭力为清朝效劳的方氏

父子$却突遭横祸&

二$桐城桂林方氏家族宁古塔之行程写

实与复杂心态

顺治十四年"

#$>E

#$适逢乡试之年&给事中阴

应节参劾%(江南主考方犹等弊窦多端$榜发后'士子

忿其不公&哭文庙$殴帘官$物议沸腾&其彰著者$

如取中之方章钺$系少詹事方拱乾第五子$悬成'亨

咸'膏茂之弟$与犹联宗有素$乘机滋弊$冒滥贤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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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四年十一月癸亥顺治帝做出决定%

!!

方犹$钱开宗$并同考试官俱著革职!并中

式举人方章钺"刑部差员役速籋来京##方拱

乾著明白回奏&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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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四年十一月癸亥
!

方拱乾回奏$(臣籍江南$与主考方犹从未同宗$

故臣子章钺不在回避之例&有丁亥'己丑'甲午三科

齿录可据)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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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四年十二月乙亥
&顺治四年及六年的

*进士题名录+详细记载了方氏家族三代以内族人的

姓名$以确凿的证据说明方拱乾与方犹(从未同宗)&

所以$阴应节的参劾显系捕风捉影&

但清廷为整肃科场$震慑江南望族和士人$把南

闱所有考官一律处死&包括方拱乾之子方章钺在内

的七名被指控有舞弊情节的士子以及(曳白而出)的

吴兆骞$(俱著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

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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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五年十一月辛酉
&这

样$顺治十六年闰三月初三日$方拱乾率家眷数十

口$与吴兆骞等人相携$自京师动身$七月十一日$抵

达戍所宁古塔&从京师到山海关一段$对这些流人

来说$堪称熟悉&接下来的从山海关到盛京"今辽宁

沈阳#一段$沿线所经驿站有凉水站盛京站等十三

站-

##

.卷
%%

$

$!%

&但自盛京至宁古塔的驿道$山高林密$

人烟稀少$方孝标的*东征杂咏+实录了从沈阳到宁

古塔的几处险恶的路段&如对张伯火罗描述%(有山

甚高峻$车必脱辐以绳缒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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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

十八岭$孝标称(东行之苦以此为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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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

#"#方氏

族人在这艰难的行程中$既考验了体质和意志$又如

实记载了当时的境况&不仅使
%""

多年后的我们读

起来仍然有身临其境之感$而且留下了当时东北地

区自然生态方面的宝贵记录&

同时$这些诗作又是其情感的真实流露&方拱

乾昔为前明官员$今为清朝罪臣&他看到决定明清

两个政权命运的松锦之役的战场$不禁感慨万千&

(前朝谙败绩$此地乃松山&一战倾明祚$千秋输汉

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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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抵达沈阳$见到故人陈名夏之子陈心简$他

赋诗以表同病相怜%(几年放逐为君悲$而我今来更

过之)

-

#!

.

##

&陈名夏由于满汉矛盾以及朝中南北党

争而被害$陈心简被流放沈阳&现在自己也遭此横

祸&拱乾平和的心态逐渐失衡&随着步履北移$其

诗温柔敦厚的色彩开始淡化$愤懑不平之情慢慢浮

现出来$且看其*午日过年马河+%

!!

信谗无一用"千古遂称冤!

何与蛟龙事"空劳舟楫喧!

命穷丝费续"天闭问无门!

转觉汨罗浅"临流未敢言!

&

#!

'

#!

在端午节这个特殊的日子渡河$令他想起屈原$

在诗中倾注了愤懑之情&经千辛万苦$方氏一家终

于在七月十一日抵达宁古塔&这里在历史上有过两

次辉煌时期$即(唐时的渤海文化以及金代时的金源

文化两个时期)

-

#%

.

&至清朝$宁古塔是战略要地$清

人称其%(南瞻长白$北绕龙江$允边城之雄区$壮金

汤之帝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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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十年"

#$>%

#清廷在此设昂

邦章京&但由于长期的战争$清初这里一度(弥望无

庐舍$常行数日$不见一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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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文化极为落

后&为加快开放$关内人民出关垦荒得到鼓励$同时

相当数量的流人被遣戍至此&方氏族人及其他流人

来此$带来先进的汉文化$势必促进当地文化的提升&

欧阳修所云(诗$殆穷者而后工也)$用在拱乾身

上再恰当不过&坎坷的命运$艰苦的流放生活$使拱

乾备尝艰辛$却令其以新的目光和心态观察思考这

个陌生的地方$获得了作诗的新灵感&这正应了歌

德那句名言%(现实必须提供诗的机缘和诗的材料&)

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写下了*宁古塔杂诗+百首$其别

样的滋味蕴于诗中$试举数则%

!!

率土宁非地"王臣岂有冤%

愧无三字狱"空戴九重恩!

&

#!

'

!@

他抛开双关暗示$直抒胸臆$真气淋漓&他追慕

王阳明的龙场悟道%认识到(是地即成土$何天不可

居/)

-

#!

.

#A于是建屋三楹$名为(何陋居)&经过感情

的爆发期之后$拱乾的心态复归平和$能随遇而安

了&而且$他逐渐发现$在这个被人称为绝域的边荒

之地$却是(侏离何处子$指此是中华22衣冠传自

异$风土较来嘉)的独特场域$给他以不同的生活和

文化感受$因而写下了(益感君恩厚$投荒亦有

涯)

-

#!

.

!#的诗句&因为日益把这里作为自己的第二

故乡$所以方拱乾开始对此处的一草一木都充满深

情&由于(心爱隔林花)$他就(短锄载牛车$宿土带

花移&)

-

#!

.

#>$

&

总之$从出关到流放地$方拱乾的心态几经波动$

颇为复杂&对清廷的离心与感激交织并存$对边疆文

化和生活日益喜爱$进而获得对(大一统)的认同&

三$苦与乐%%%方氏族人在宁古塔的生活

拱乾父子来到宁古塔$能靠耕种官府田地为生&

方拱乾有诗曰%

!!

公田野分春种"黔突荒烟饱暮飧!

不到千山十死地"谁知一勺九重恩!

&

#!

'

#C$

对这种力勤稼穑以维持生存的生活方式$拱乾

感慨颇深$吟出了 (素餐六十年$白头乃食力)

-

#!

.

#>$的诗句&

&一'诗以解忧

作为传统士人$方氏父子谋生之余$仍不废诗

书&拱乾在横祸之下$在新环境中写出的诗$更真实

地反映了其思想感情$更充满生命的体验$深刻揭示

出清初流徙士人的心态&其诗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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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在发遣途中戍地$他作诗
@>#

首$结为*何陋居

集+&归途'归后则有*苏庵集+$(得诗四百九十二

首)&其中$*何陋居集+是黑龙江地区现存第一部诗

集$其极高的文学价值自不待言$从史学角度看$唐

朝龙泉府遗址'立于明朝的永宁寺碑'东北人民抗击

沙俄的遗存及事件等等$都出现在这部诗集中&他

对这片黑土地的历史'人文以及自然景物的观察和

感悟$熔铸在了这些诗文里$留给了后人&

由于家族诗书传家的传统$又由于受方拱乾勤

于创作$以诗歌为生命之所系的感染$方氏几乎人人

作诗&拱乾长子孝标七岁学诗$初受七子'公安'竟

陵影响较大&后得乃父点拨$专心学杜诗&后入官

场$诗中多道学气和馆阁气&(及后迁谪'召还'出

塞'入塞$加以称贷奔走$实无心著述$而不平之鸣与

感物之绪尝不能巳于心而禁于口&故近年所为诗文

较昔转多$亦较昔稍进)

-

#"

.自序$

A

&政治上的失意反

而使他深入生活$带来了诗歌创作的长进&次子亨

咸工诗善画$书法亦为人称道&惜乎其作品多所散

轶&三子育盛的*其旋堂诗集+$(述宁古塔风土甚

备)&吴兆骞作序云%(寄羁臣之幽愤$写逐客之飘

零)

-

#$

.卷
A

$

C@@

&其诗题材广泛$且抒幽愤之情&四子

膏茂著有*方余斋集+$其中多数诗篇散轶&

&二'苦中读书

方氏父子几乎个个能诗$固然由于其言志抒情使

然$同样是由其发奋读书'勤研经史决定的$其中饱含

拱乾对后代不废诗书的谆谆教诲&拱乾三子育盛抵

达流放地后$马上买一张书几$拱乾欣然题诗曰%

!!

即次尚未安"先买读书几!

读汝途中诗"知未荒经史!

秋清场圃毕"高山多杞梓!

斧斤视厥力"构屋甘陋痹!

&

#!

'

#E$

从诗中可知$尽管路途遥远'携带不便$方氏父

子所带的经史和诸子等类书籍仍然十分可观&因为

作为以科举入仕为人生旨归的士大夫家庭$读书乃

是其最大的精神寄托和支柱&方氏如此$吴兆骞也

不例外&据载$吴氏雇牛车所载图书有万卷之多&

方氏读书作诗$并未局限于家庭的小圈子$而是与吴

兆骞等流人互为师友$给宁古塔文化留下了一段佳

话&其唱和集*质鈄集+是黑龙江地区最早的多人诗

集&方孝标对吴兆骞十分佩服$赋诗云%(可与言今

古$边荒只有君&22幸将成败理$抉要与同

闻&)

-

#"

.

#"E方拱乾诗中记述了亨咸与吴兆骞易书而

读的情景&诗云%(柴门开冻径$雪里送书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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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拱

乾本人与吴兆骞的唱和更是不胜枚举&所以$吴兆

骞在写给在京好友的信中说%(龙眠父子$与弟同谪

三年$情好殷挚$谈诗论史$每至夜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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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写给另一位友人的信中$他也提到%(每啜糜之暇$辄

与龙眠诸君子商榷"原书作(商确)#图史$酬唱诗歌$

街谈巷曲$颇成一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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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可以说$方氏父子和

吴兆骞是清朝被遣送到宁古塔的第一批流人中文化

水准最高的$其中$方氏父子对推动当地文化的发展

所起作用甚大$他们与吴兆骞的诗史交流成为流人

文化交流的代表&正因为这一点$当顺治十八年十

月$经过族人的纳赎$拱乾父子返回江南&而当地流

人之间的文化交往陷入了低潮&用吴兆骞的话说$

就是%(自彼南还$塞垣为之寂寞&)

-

#$

.卷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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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氏在此

地虽生活了短短三年时间$但其文化影响是永久的&

方氏父子携书'读书'著书$与友朋互相交流心得$增

加了当地的文化气氛&

以上略述的大量诗歌姑且不论$单就*绝域纪

略+"又称*宁古塔志+#一书就足以名垂千古&拱乾

亲历耳闻$以
%!""

字撰述了宁古塔之得名$(天时'

土地'宫室'树畜'风俗'饮食)等-

#E

.

#"A?##%

$堪称黑龙

江第一部风物志$为后人探寻牡丹江一带的传统文

化留下了宝贵的记录&比如%

关于佛教信仰&辽金时期$佛教在东北地区一

度盛行$至明清之际已经衰落&拱乾记曰$(满人不

知有佛$诵经则群伺而听$始而笑之)&至康熙初年

(则渐习而合掌以拱立矣&西达子则知有佛有经$能

膜拜$大约与哪嘛教同$与西土异仁&不祀神$惟知

有关帝$亦无庙$近乃作一土龛)

-

#E

.

##!

&可见$流人

对佛教在当地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关于当地民风&(宁古之风$依然枝鹿之世$然

中土礼义之邦所不及者有五%道不拾遗$一也&百里

无裹粮$二也&不用银钱$以粟布交易$三也&躏其

田而罚其值$虽章京不免$四也&受所与$必思有以

酬之$五也&有是五者$以臻无为之治$夫何愧焉/

至敬礼中朝士大夫$尤为淳厚$良以士大夫迁谪者$

声名文物$足当其起敬耳&)

-

#E

.

##%对当地人赞美之

情$溢于言表&

关于满族葬俗&(死则以敝船为睳$三日而火&

章京则以红缎旌之$拨什库则以红布$再下则红纸$

俗贱红而贵白$以为红乃送终具也&)

-

#E

.

##!

书中有关婚丧$尤其是满族跳神和主神竿等记

载$内容丰富'考证精核&曾为民国十三年"

#@!C

#修

*宁安县志+时所引用&

-

#A

.

#">

尤为值得关注$方氏父子勤于著述$留下了黑龙

江地区最早的诗集和方志$把遣戍途中及遣戍地的

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记录下来$便利了内地人民了

解边疆文化&同时$在*绝域纪略+和*钝斋诗选+中$

反映满语汉译的(了深必拉)'(大阿稽)'(小阿稽)

(多洪)

-

#"

.卷
E

$

#"%?#"C等词汇不时可见$对研究满汉翻

译颇具价值&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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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金卫国%(大一统)视域下的清朝边疆文化

四$余论

由于清朝实现了国家(大一统)$使东北边疆地

区成为与内地休戚相关的共同体&清廷凭借政治权

力$向东北遣戍大量流人&文化流人由此走出书斋$

亲历(绝域)&力持(华夷之辩)的桐城桂林方氏家

族$在明清鼎革之际$在遭遇科场案的冤屈之后$经

历种种磨难和复杂的思想变化$逐渐与时俱进$放弃

陈腐观念$最终获得对(大一统)的认同&在东北边

疆$他们以其深厚的文化修养$并以文化(他者)的身

份审视陌生新奇的文化$经过与中原文化的比较$获

得了深刻的认识$笔录口传$为丰富并提升边疆文化

做出了重要贡献&

需要指出的是$明清之际满汉民族磨合使方氏

两度流放东北"第二次是因康熙五十年*南山集+案$

桐城方氏被遣戍齐齐哈尔#&其族人勤于著述$*绝

域纪略+'*龙沙纪略+'*卜魁风土记+$成为研究当地

历史文化的珍贵文献&

仅以方式济为例&他在卜魁谋生之余$杜门屏

迹$与其父诗歌唱和$探讨经史&他还走向这片神奇

而广阔的热土$拜访耆老$实地考察$结合存世文献$

撰成*龙沙纪略+一书$以万余字详述黑龙江地区历史

沿革'方隅山川'时令风俗'物产贡赋等$为一代名志$

不仅入*四库全书+$更有人誉之为黑龙江文化之祖&

该书为私人撰述的黑龙江地区第一部方志&受

到清人何秋涛的高度赞誉$称其%(事复语详$既足订

辽金诸史之伪$并可补*盛京通志+之缺$是编$乃舆

地家不可少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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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沙)二字$虽由来久矣&

但自方氏济*龙沙纪略+之后始广为流传&

方氏虽两度蒙冤$方式济仍认同清朝(大一统)

的合法性&(惟是卜魁可木之疆$北邻俄国$地处极

边&古昔舆图$既虞疏漏$近时志乘$只据传

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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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考察了两国边界$并记述了界碑的

位置&

-

!"

.

#A!

除东北边疆文化之外$方氏族人尚有多种记载

其他边疆文化的著作传世&如方孝标的*滇黔纪

行+'*滇黔纪闻+$方亨咸的*苗俗纪闻+$记录了西南

地区的文化风俗!方观承的*从军杂记+对西北边陲

的记载!方以智在两广等地 (随野老问草木'方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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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的记述等$都有待学者探究&

(注
!

释)

!!

清代(大一统)理论主要成果有%李治亭$*清代民族(大

一统)观念的时代变革+$*社会科学辑刊+

!""$

年第
%

期!李治亭$*论清代边疆问题与国家(大一统)+$*云南

师范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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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

期!刘晓东$*(华夷一家)与

新(大一统)+!杨念群$*重估(大一统)历史观与清代政

治史研究的突破+$*清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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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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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论著有%李兴盛$*东北流人史+$哈尔滨%黑龙江

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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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

#$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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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李德新$*清前期东北流人研究

"

#$CC?#E@>

#+

<

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C

年&

#!

代表性论著有%李兴盛$*

#

南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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