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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扎拉里氏依克唐阿满文谱单初探

綦
!

岩

"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四平
!

#%$"""

#

摘
!

要!本文利用历史学与语言学方法对满洲扎拉里氏依克唐阿满文谱单进行分析$进而确定依克唐阿的真实身份$探讨家

谱中爵位的来源$从而讨论乾隆朝到光绪朝东北满洲旗人人名命名的规律'语音音变及其时代性'地域性的特征$提出满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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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名中内涵!采用统计分析方法讨论家族子嗣情况$分析清代人口变迁的规律$揭示谱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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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拉里氏"

[/+,+)1/+,+

#$又作扎拉理氏!

$查拉

里'贾拉喇$元旧姓$以部为氏$(满洲一姓氏&其氏

祖散处于瓦尔喀"等地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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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

&后改汉字姓张'

白'詹'年等&著名人物有%黑龙江'盛京将军依克唐

阿$都统阿兰保$骑都尉西特库$三等轻车都尉傅克

察$云骑尉满都护&扎拉理氏$满洲正蓝旗$亦有部

分满洲正白旗$依克唐阿$同治元年补三姓镶白旗佐

领$担任盛京将军时被抬旗为满洲镶黄旗#

&依克

唐阿支系从其祖父张喜始改汉姓为张"

[/+*

N

#$即扎

拉里"

[/+,+)1

#的音译$

&

依克唐阿$清末东北边疆著名将领&*清穆宗实

录+和*清德宗实录+等文献中存在大量有关依克唐

阿的史料$前辈学者曾对依克唐阿个人生平'依克唐

阿碑'依克唐阿与中日甲午战争等近代史问题进行

了深入研究%

$由于史料存在局限性$有关依克唐阿

的族系与谱系问题至今鲜有研究&本文主要以满洲

扎拉里氏中依克唐阿家族谱单为例$综合运用历史

学和语言学方法对满洲扎拉里氏中依克唐阿的族系



!

总
%!

卷 綦岩%满洲扎拉里氏依克唐阿满文谱单初探

与谱系进行探讨$揭示满洲扎拉里氏发展轨迹&

一$扎拉里氏依克唐阿及其谱单

扎拉里氏依克唐阿家族谱单影印版展出于吉林

师范大学八旗谱牒馆$原版现收藏于吉林省四平市

伊通满族自治县城南
!"

华里许头道乡东高家屯依

克唐阿的第五代后裔张凤和&一家&谱单长
#$C

厘

米'宽
#"A

厘米$由三层(高丽纸)裱糊$共记载九代$

依克唐阿为第六代$文字采用满汉两种文字丹墨二

色书写&谱单内容简单$分为%谱序'谱系和落款&

谱序和落款书写于同侧$谱序较简略$谱序和落款中

的(钦命)'(依克唐阿)'(光绪)三个词汇的满汉文均

为丹色&谱单右侧为两行汉字$左侧为两行满文$右

侧第一行汉文为(钦命头等顶戴黑龙江将军转升都

京镶黄旗汉军都统法什尚阿巴图鲁依克唐阿承祀)$

右侧第二行汉文为(大清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三日

熏沐敬修)&

左侧第一行满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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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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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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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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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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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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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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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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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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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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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统 大人 的 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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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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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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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9+)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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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第二行满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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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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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整

谱系记录了从始祖迈萨哈"

6+19+/+

#到第九代

世系$共
A"

个人名$第六代前均为满汉两种文字书

写$第六代开始出现仅有汉文而无满文的人名$且随

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汉化现象的出现越为频繁&

依克唐阿$字尧山$扎拉里氏$满洲镶黄旗人$清

末东北边疆著名将领&青年时马甲从征江南$咸丰

七年以骁骑校尽先即补$赏戴蓝翎$咸丰十一年以骁

骑校尽先即补$同治元年又补三姓镶白旗佐领$同治

四年回防吉林$同治八年升任墨尔根副都统$同治十

一年署黑龙江将军$同治十二年调补黑龙江副都统$

光绪五年调补呼兰副都统$光绪七年首任珲春副都

统$光绪十五年擢黑龙江将军$光绪二十一年赏给头

品顶戴$旋授镶黄旗汉军都统$授盛京将军$光绪二

十五年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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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辈学者多根据*清史稿4诸臣封爵世表+记载

认为(依克唐阿的八世祖0把尔巴图里尔$镶黄满洲$

原系蒙古察哈尔贝勒$以来归授之副将&今汉文改

为三等男1以后世代相承&依克唐阿$是嘉庆二十五

年"

#A!"

#承袭了爵位$到他名下已是七次袭&由于

他少壮从戎$屡著战绩$积勋至佐领'协领等职&皇

帝赐号0法什尚阿巴图鲁1即0诚勇1之意)

-

%

.

&但*清

史稿4诸臣封爵世表+中记载的依克唐阿父亲为庆

明'祖父为德宁'曾祖父为保国!此(依克唐阿系巴克

喜胞弟)!道光七年十二月十六日$(依克唐阿病故$

将继子舒祥仍承袭三等男$世袭罔替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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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拉

里氏依克唐阿家族谱单中依克唐阿其父为六德"

,1\

(L3

#'祖父为张喜"

[/+*

N

01

#'曾祖父为珠三保

"

[/(9+6S''

#!其兄为穆特布"

6(:3S(

#'其弟为奎升

"

R(19/3*

N

#!其子为富隆额'

$*清德宗实录+记载$

光绪二十五年$(伊嗣子副都统衔协领富隆额'著以

副都统交军机处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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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五年己亥二月$

ECE

$

光绪二十七年$(以记名副都统协领富隆额为盛京副

都统)

-

>

.第
>A

册$卷
CA%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五月$

%A"

&因此$在亲缘关

系和任职时间上均可证明$前辈学者认为的依克唐

阿并非扎拉里氏&

二$依克唐阿家族的旗籍性质

扎拉里氏依克唐阿家族在依克唐阿任职之前社

会地位并不高$属于普通旗民家庭$世代为东北驻防

八旗披甲(

$家族中担任披甲者居多且多世袭$披甲

数量在依克唐阿一辈最多&谱单
A"

人中有
#@

人担

任披甲"

(R91*

#职务$始祖迈萨哈"

6+19+/+

#$二世排

卡尼 "

I

+1R+*1

#'爱新辰 "

+191*K1

#$三世珠三保

"

[/(9+6S''

#'常保"

K/+*

N

S''

#$四世喜三保"

919+6\

S''

#'张喜"

[/+*

N

01

#$五世忠德"

[/'*

N

L3

#'六德"

,1\

(L3

#'奇德"

K/1L3

#$六世富尔松阿"

-()9(*

NN

+

#'永和

"

;

'*

N

/3

#'穆特布"

6(:3S(

#'依勒当阿"

1,L+*

NN

+

#'

萨尔当阿"

9+,L+*

NN

+

#'九常"

J

1'K/+*

N

#'依力布"

1,1\

S(

#'依西布"

191S(

#$七世富升额'连升"

,1+*9/3*

N

#&

依克唐阿家族中出现披甲以上职务官员是在依

克唐阿任职以后$六世额勒给布"

3,/1

;

36S(

#为蓝翎

领催"

S'9/'R((

#'依克唐阿"

1R:+*

NN

+

#为都统'将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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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世依克唐阿之子富隆额"

-(,(*

NN

3

#

为花翎副都统"

631)3*1[/+*

NN

1*

#&

依克唐阿支系担任过的官职最高$曾祖父珠三

保"

[/(9+6S''

#为诰授建威将军$祖父张喜"

[/+*\

N

01

#为诰授建威将军原系领催委官$其父六德"

,1\

(L3

#为诰授建威将军$其兄穆特布"

6(:3S(

#为花翎

尽先防御披甲$依克唐阿"

1R:+*

NN

+

#为都统'将军$

其子富隆额"

-(,(*

NN

3

#为花翎副都统&清代建威将

军是头品顶戴的武官$官阶甚至高于各省驻防将军

与提督$故依克唐阿曾祖父'祖父和父亲的建威将军

封号不是自身带有的$而是依克唐阿在光绪二十一

年赏给头品顶戴$旋受镶黄旗汉军都统$受盛京将军

后诰授的&故依克唐阿为军功八旗$依克唐阿后为

世袭八旗&

三$扎拉里氏族人命名的特征

&一'时代特征

扎拉里氏依克唐阿谱系中主体人名的命名与其

生活时代密切相关$命名存在满语人名'儒家思想汉

化人名'半满半汉合成词人名三种形式&依克唐阿

在谱单中为一支系第六代$按
!"

年为一代计算$始

祖迈萨哈$应出生于乾隆十年"

#E%!

#前后&乾隆朝

中期前的满族人名大多以植物'动物或者生产资料

命名$反映了满族人在白山黑水间生产生活的简单

质朴与粗犷&例如$始祖迈萨哈"

6+19+/+

#音近似枸

杞"

6+19/+*

#$二世排卡尼"

I

+1R+*1

#音近似一种香

草"

I

+1[''

#'爱新辰"

+191*K1

#音近似金色"

+191*

#&

乾隆朝中晚期与嘉庆朝前期$谱单中人名常以

(

?6S''

,

?S''

)"汉意为家'房子#为名字的词缀来

命名$在此处应汉译为(家中的22或家族中的

22)&女真语中房子为
S'

N

'

或
S(?

N

'

$家族为

S'?

"

N

#

'

-

$

.

C%

$即汉语的(部)&这种现象产生于金

代$奚王回离保"

/(1,1S''

#生活于铁骊"今伊春#地

区$生产松子女真语为
/(,1

$回离保"

/(1,1S''

#即为

松子的家族&*八旗满族氏族通谱+中很少见$但东

北驻防八旗中较为普遍$体现了东北八旗驻防中下

层官兵在长期调入关内作战$面临路途遥远'战斗激

烈'气候不适'生死未卜的情况下$期待归乡的愿望$

这种为后代命名的方式是宗族观念的强化的表现&

(

?6S''

,

?S''

)作为满族人名词缀既反映了当时

的社会现状又寄托了自己的情感$并非受了汉族佛

教的影响)

&"见表
#

#

表
#

!

乾隆年间从吉林调兵情况表

时间 调往地区及目的 调兵人数"人# 史料来源

乾隆元年 防御准噶尔
#"""

*清高宗实录4卷十一+

乾隆六年 防御准噶尔
东三省兵

!"""

吉林苏鲁克
>""

*清高宗实录4卷一百三十五+

乾隆二十一年 巴里坤
#"""

*清高宗实录4卷五百二十七+

乾隆二十二年 巴里坤
!""

*清高宗实录4卷五百七十五+

乾隆二十四年 平定回部
E""

余 *清高宗实录4卷五百八十六+

乾隆三十三年 云南'征剿缅匪 水兵
#"""

*清高宗实录4卷八百四+

乾隆三十八年 进剿金川之兵
C"""

*清高宗实录4卷九百三十七+

乾隆三十八年 进剿金川之兵
>"""

*清高宗实录4卷九百四十三+

!!

乾隆朝中晚期的满族命名存在大小排序的观

念$但并未出现辈分排字&例如$三世一支系老大乌

三保"

(9+6S''

#中
(

即长辈"

([/(

#$

9+

"汉意为复

数#即众人中的位次$在此为排序的标志词$

?9+?

在此处相当于
?93?

,

?91?

*

,

?9'?

$表示年龄岁

数&故乌三保"

(9+6S''

#可理解为家中排序第一的

人!老二珠三保"

[/(9+6S''

#中
[/(

即小辈"

[/(

#可

理解为家中排序其次的人!老三依三保"

19+6S''

#中

1

即三"

1,+*

#可理解为家中排序第三的人!老四乌保

"

(S''

#中出现
(

即长辈$反映了其父排卡尼"

I

+1R+\

*1

#老来得子的喜悦之情&

嘉庆朝满族人名开始讲究美好寓意$受儒家思

想影响的汉化词汇开始逐步增多&例如$三世二支

常保"

K/+*

N

S''

#'四世一支张喜"

[/+*

N

91

#'阿克敦

保"

+RL(6S''

汉意为结实'稳定#等&但以满语词

汇命名的人名仍占据优势$并且开始大量出现根据

满语元音和谐律命名人名的现象$在名词'动词后接

缀(

?*

NN

+

,

?*

NN

3

,

?*

NN

'

)变形容词$表示(22

C##



!

总
%!

卷 綦岩%满洲扎拉里氏依克唐阿满文谱单初探

的)或(22的人)的现象$以表示内心寄托和对即将

发生事物的向往&例如$四世一支倭兴阿"

U391*

NN

3

汉意为凌霄的#'四世二支色普清额"

93SK/1*

NN

3

汉

意为和气的#'五世一支尼兴阿"

*191*

NN

+

#等&五世

德凌"

L3,1*

N

#'乌凌"

(,1*

N

#以及家谱中污渍不清人

名/ "/

\

N

1*

N

#应为德凌额"

L3,1*

NN

3

#'乌凌阿"

(,\

1*

NN

+

#以及/ "/

\

N

1*

NN

+

或/

\

N

1*

NN

3

#$是乾嘉时期

满语京语演变的结果-

E

.

!>C

$故可判定三人父亲倭兴

阿"

U391*

NN

3

#在其第三子出生时居住于满洲南部

地区&

嘉庆末年到道光朝$儒家思想影响的汉化词汇

人名不断增多$按辈分排字现象大量出现&例如$五

世一支胜福"

9/3*

N

-(

#'胜明保"

9/3*

N

61*

N

S''

#'胜

德"

9/3*

N

L3

#'凌德"

,1*

N

L3

#'忠德"

[/'*

N

L3

#'六德

"

,1(L3

#'春德"

K/(*L3

#$六世永和"

;

'*

N

/3

#'奎升

"

R(19/3*

N

#'九常"

J

1'K/+*

N

#等&此期间独特的半满

半汉化合成词人名出现$奇德"

K/1L3

#中
K/1

由满语

K/1*

"汉意为正#中的
*

脱落而成$德为汉语中美好

寓意(德行)之意&六世一支额勒给布"

3,

N

1

;

36S(

#'

穆特布"

63:(S(

#'依力布"

1,1S(

#'依西布"

191S(

#$这

些人皆为领催"

S'9/'R((

#和披甲"

(R91*

#$人名中都

接缀(

\6S(

,

?S(

)$此处(

?6S(

,

?S(

)不应为动

词'形容词后接缀(

?6S(

,

?S(

)变动词使动态$表

示(使22)的词汇$而应是人名与官职合成的缩

略语&

道光中期以后是满族人名命名形式交叉使用的

时期$名字内容与形式较为复杂&例如$依克唐阿

"

1R:+*

NN

+

#$其兄穆特布 "

63:(S(

#$其弟奎升

"

R(19/3*

N

#三人名字采用了三种不同的方式命名&

咸丰朝$不接缀的简略形容词和名词演变为人名&

例如$七世索尔"

9',

#即
9')

"汉意为众多#'色勒"

93,3

汉意为铁#&光绪朝后$受儒家思想影响$满族人名

汉化现象出现的极其普遍$光绪朝后甚至改汉姓&

例如$七世张万保'张万财'张万力$八世和九氏皆改

为张姓$且谱单中皆无满文名字&

&二'地域特征

东北满语方言区通常分为北满音系和南满音

系&依克唐阿祖籍吉林伊通$活动区域北抵黑龙江

城"今黑河#$南至于盛京"今沈阳#$此区域为宁古塔

东海语区$(这个语区位于阿勒楚喀'伯都讷语区之

东$以宁古塔为中心$东及于海$西南方于盛京南满

语区相邻&如果阿勒楚喀'伯都讷语属于北满音系$

盛京南满语属于南满音系$那么$宁古塔东海语则兼

有这两个音系的特点&)

-

E

.

!@#康熙十五年"

#$E$

#$清

政府为抗击沙俄$加强东北水上防御$在第二松花江

兴建吉林乌拉城$迁宁古塔将军衙门于吉林乌拉城$

宁古塔设副都统管辖$宁古塔将军的称呼沿用到乾

隆二十二年"

#E>E

#才改称(吉林将军)&随着政治军

事中心的南迁$宁古塔方言区不断地南移&从谱系

中的音变可以清楚地看到依克唐阿家族中三到六世

人名发音体现的北方特点逐步减少$南方特点逐步

增加的趋势&综上所述$扎拉里氏依克唐阿家族是

从北向南迁移定居于吉林伊通的$语音具有明显的

地域性$随着地域的迁移$人名的命名也随之发生

变化&

#<

词中或词尾辅音
*

脱落$补音

词中或词尾辅音
*

脱落现象较为普遍$符合宁

古塔方言(

*

"在词尾#脱落较多)

-

E

.

%#!

'(规范语的
;

+\

,1

在京语为
;

+*,1

$宁古塔语亦为
;

+*,1

$

*

为增

音)

-

E

.

!@>和阿勒楚喀方言(词尾
*

辅音脱落)

-

A

.的现

象$而盛京南满语中(词尾的
*

脱落者也比较

少)

-

E

.

%%C

&例如$三世一支胡保
/(S''

$词根为
/(\

/(*

$汉译为乳汁!四世一支阿克敦保
+RL(6S''

$词

根为
+RL(*

$汉译为结实稳定!五世一支奇德
K/1L3

$

词根为
K/1*

$汉译为正!五世一支乌凌
(,1*

N

词根为

(,1*

$汉译为财产!六世一支富通阿
-(:'*

NN

+

$词根

为
-(*:(

NN

+

$汉译为冲出&

!<

词中或词尾辅音
,

"

)

混音

(盛京中保持
)

辅音$不变为
,

&京语和阿语将

规范语
)

大多变为
,

)

-

E

.

%%!

&例如$四世二支舒伦禾

9/(,(*K1

$词根为
9/()(*

汉译为小鹌鹑!七世一支索

尔
9',

$词根为
9')

$汉译为居多&

%<

词中辅音
K/1

变辅音
91

(

9

发-

:9

0.在宁古塔语中不但比京语多$而且比

拉林语多$因而构成宁古塔语的特点之一)

-

E

.

%"A

$(盛

京的
9

发-

9

.音$更无-

:9

0.音)

-

E

.

%%#

&例如$四世二支

色普清额
93SK/1*

NN

3

$词根为
93S91*

NN

3

$汉译为和

气的&

C<

词中辅音
;

1

变辅音
[/1

;

为补音字母$

/+

;

16S''

应为
/+16S''

$元音
+

与
1

之间出现增音
[/

$故变为(

/+[/1

)$元音前增音$

在北满语中比南满语中多见$阿勒楚喀语元音前增

音多$宁古塔语也由此现象$但比较少&例如$五世

一支哈音保
/+

;

16S''

$词根为
/+[/1

$汉译为亲

热的&

><

辅音
/3

变辅音
N

3

(

R

'

N

'

/

互变是京语音变及诸方言中极普遍的

现象之一&盛语在此变方面的特点是
R

变
/

者为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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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

/

变
R

'

N

者少见&就是说在盛京中将规语

的
R

大多变为
/

$反之则较少&)

-

E

.

%%!例如$六世一支

永和
;

'*

N

/3

$词根为
;

'*

NN

3

$汉译为碓"封谥用语#&

$<

辅音
L

变辅音
N

六世辅音
L

变辅音
N

&辅音
L

和辅音
N

同为不

送气清塞音$只是发音部位不同$

L

为舌尖中音$

N

为舌根音$宁古塔方言出现(

N

的增音)

-

E

.

!@>

&例如$

六世一支萨尔当阿
9+,L+*

NN

+

$词根为
9+,

N

+*

NN

+

$汉

译为善良的&

E<

词尾辅音
N

3

脱落

词尾辅音
N

3

脱落&(词尾音节失音以词尾音节

?

N

+

'

?

N

3

'

?

N

1

'

?

N

'

'

?

N

(

'

?

N

((

的失音最常见$

而且见于诸方言中)

-

E

.

%#>

&例如$五世一支德凌
L3\

,1*

N

$应为
L3,1*

NN

3

!五世一支乌凌
(,1*

N

$应为
(,\

1*

NN

3

&

A<

词中元音
'

变元音
(

元音
'

变元音
(

&(

(

与
'

的音变词$诸方言皆

如此)

-

E

.

%#C

&例如$六世一支富通阿
-(:'*

NN

+

$词根

为
-(*:(

NN

+

$汉译为冲出&

四$扎拉里氏的子嗣繁衍

&一'谱系中的有子嗣情况

谱系中的子嗣问题不仅是对家族人口的统计$

客观上反映了清代东北不同时期人口增长的状况&

乾隆年间$人口增长率最高$乾隆末年和嘉庆前期出

现下降$随之小幅度回弹$嘉庆后人口增长放慢$伴

随近代以来的战争与地方起义$咸丰朝以后家族人

口出征作战$人口甚至出现负增长的现象&"见表

!

#

表
!

!

谱系中的有子嗣情况

世系 所处朝代 人名及子嗣数目
世系有子嗣者

平均子嗣数
世系人数

世系平均

子嗣数

一世 乾隆中期 迈萨哈"

!

#

! # !

二世 乾隆末 排卡尼"

C

#'爱新辰"

!

#

% ! %

三世 乾隆末'嘉庆 乌三保"

C

#'珠三保"

#

#'依三保"

#

#'常保"

!

#

!<E $ #<%

四世 嘉庆 张林保"

%

#'阿克敦保"

%

#'张喜"

%

#'倭兴额"

>

#

%<% A #<A

五世 道光
胜福"

!

#'尼兴阿"

#

#'凌德"

!

#'忠德"

#

#'六德"

%

#'奇德

"

!

#春德"

!

#'/

?

N

1*

N

"

#

#'德凌"

#

#

#<E #% #<!

六世 咸丰'同治
富通阿"

#

#'本成"

%

#'永和"

#

#'穆特布"

#

#'依克唐阿'

"

#

#奎升"

#

#'依勒当阿"

#

#'萨尔当阿"

#

#

#<% #> "<$E

&二'谱系中的无子嗣情况

谱单以一支系为主$二支系四世后皆无后裔&

三世
$

人中
!

人无后裔$四世
A

人中
C

人无后裔$五

世
#%

人中
C

人无后裔$六世
#>

人中
E

人无后裔$无

子嗣比例为
C"<>d

&六世之前无子嗣多因家庭经

济状况未婚无嗣或无男丁!六世成年于咸丰'同治年

间$内忧外患战事频繁$无子嗣的七人中$一名担任

领催$另外五名担任披甲职务$由此可知$对外战争

与平定内乱是造成其无子嗣的主要原因&"见表
%

#

表
%

!

谱系中的无子嗣情况

世系 所处朝代 人名 人数 世系人数 无子嗣比例

三世 乾隆末'嘉庆 乌保'胡保
! $ %%d

四世 嘉庆 喜三保'凌山'色音清额'舒伦和
C A >"d

五世 道光 哈音保'胜明'胜德'乌凌
C #% %"<Ad

六世 咸丰'同治 富尔松阿'张起'额勒给布'九常'依里布'依西布'三成阿
E #> C$<Ed

!!

谱单相对谱书在形式上较为简单$但谱单所承

载的不同家族时代族系传承的内容十分丰富$是满

族家谱的主要形式$也是研究家族史'人物志'地方

史的重要资料&正史中涉及不到的人物在谱单中多

有所提及$谱单中的人物可与地方档案中的人物相

互印证$是档案保存的一种表现形式&

五$结语

语言学方面$通过对满洲扎拉里氏族中依克唐

阿家族谱系中人名的构词以及语言方面的分析$我

们可以揭示出不同阶段家族人名所呈现出的各自特

征$这种特征并非依克唐阿家族的个性$也是东北驻

$##



!

总
%!

卷 綦岩%满洲扎拉里氏依克唐阿满文谱单初探

防旗人家族人名的共同之处&人名中的音变反映了

不同地区的语言特点$进而根据音变的不同$探索家

族迁移轨迹&历史学方面$谱单清晰系统地记录了

家族承袭的脉络$具有详细性'通俗性'平民化特点$

是重要的文献史料&谱单这种民间档案与官方档案

相互印证$可完整还原历史本身的真实客观性&谱

单研究为地方史'家族史'人口史和移民史提供了第

一手资料&特别是满汉合璧谱单$既是历史学研究

的新史料$又为历史学研究开拓了新视角&文化学

方面$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发展的助推

器&谱单中大量满文人名寓意呈现出满族民俗文化

的色彩!谱单中家族人名的儒学汉化具有民族文化

融合的本质特征&

(注
!

释)

!!

*黑龙江乡土录+"第
$A

页#%(扎拉尔氏$旧作扎剌儿扎

剌伊儿系蒙古元太师王木华黎之裔清初居兀鲁特蒙及

察哈尔地方又满洲有扎拉理氏清初居瓦尔喀等地方又

有扎拉氏世居叶赫辉发等地方疑即此)&

"!

瓦尔喀$明末清初民族&居图们江流域及乌苏里江以东

滨海地区&东至海滨及沿海岛屿之地&大致分布地在

今乌苏里江及穆棱河两岸$属于古肃慎族的分支$和赫

哲人亲缘相近$主要分布于现在的虎林$密山$饶河$宝

清四个县&

#!

刘洋*清代黑龙江将军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C

年$第
C@

页#依克唐阿吉林正红旗的说法&

$!

扎拉里即
[/+)+,1

$

)

音弱化$

+

音同化$

?,1

转变为
?*

N

或
?*

$

?,

与
?*

N

,

?*

同为舌尖中音'浊音$不同的是
*

为鼻音$

,

为边音&

%!

最早的研究者为罗继祖*依克唐阿+"*吉林大学社会科

学学报+

#@A"

年第
%

期#&近些年研究依克唐阿主要集

中于依克唐阿碑与中日甲午战争等方面$刘忠义*吉林

敦化哈尔巴岭发现依克唐阿碑+"*北方文物+$

#@AC

年

第
%

期#$江竹*哈尔巴岭德政碑与依克唐阿将军+"吉林

日报
!""#

年
%

月
#"

日
^"%

版#$张宁'王波*依克唐阿

德政碑+"*东北史地+

!""A

年第
!

期#$井肖冰*盛京将

军依克唐阿与
#

尧山将军碑
$#

大清将军依碑
$

+"*满

语研究+

!"#C

年第
#

期#$关捷*满族在甲午战争中的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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