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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晌制与八旗的盛衰

陈 锋

在清王朝入关之前
,

尽管满清贵族己经

建立起了包括满洲八旗
、

蒙古八旗
、

汉军八旗

在内的八旗兵制
,

但其供军方式
,

除 了 1 6 2 1

年努尔哈赤实行的
“

计丁授田
”

政策外
,

并没

有粮炯制度可言
,

所有的仅是落后的
、

野蛮

的
、

原始性的掠夺
,

用抢掠所得 以供军
、

赏

军
。

所谓
“

贝勒将帅
,

率兵深入其境
,

凡 兵

士所获
,

不计多寡
,

听其 自取
”

①
。

即是大概

情景
。

这种供军方式
,

正体现了在奴隶制经

济不发达
、

在国家机器尚未完备
、

国家经济

职能尚未发挥的前提下所具有的特征
。

清朝定鼎中原后所实行的八旗晌制
.

一

方面沿袭 了入关前计丁授田的旧制— 这标

志着满族规章的遗存
; 另一方面又受到中原

传统制度的影响而 按月季放炯—
这标志着

满汉规章的融合
。

八旗晌制是满汉制度相结

合的产物是没有疑义的
。

当然
,

从不成熟到成熟
,

从不合理到合

理
,

从临时到常规
,

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客

观进程
。

八旗晌制所包含的诸项内容
:

兵丁

月炯
、

月米
,

武官体银
、

禄米
,

以及马乾草

料等等 ( 有关八旗的战时铜制
,

限于篇幅
,

本文不涉及 )
,

都经历 了一个沿革 变 化 的 过

程
,

如禁旅八旗的兵丁月晌
,

从顺治元年底

议准初例
,

到康熙二十五年成为最终定例
,

就经历 了数次变化
。

兹据有关资料将其归 为

一表
:

响制的这种变化是与当时的政治
、

经济

背景
、

财政状况联系在一起的
,

同时也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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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制 度本身的渐上轨道以及自我完善
。

但晌

制一经确定后
,

便形成固定制 度
,

未 再 更

改
。

从总体上说
,

晌制的确定
,

对八旗军事

职能的发挥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

成为维系

清代常备兵制的经济纽结
。

正是由于入关后

的计 丁
`

授田和按月发给旗兵晌银
,

才使得八

旗兵成为仰赖炯银的职业兵
,

而且也使得八

旗制度发生了变化
,

即由入关前的军政合一

组织渐次转变为单纯的军事组织
。

从此
,

八

旗的生计问题以及八旗兵力的盛衰
,

几乎都

与晌制息息相关
。

一般来说
,

八旗兵丁的经济待遇是较为

优厚的
,

这不仅仅表现在八旗兵丁的月晌
、

月米方面
,

而 且还表现在其它的一些特殊待

遇方面
。

八旗兵丁的月晌
、

月米若与绿营相比
,

明显悬殊
。

如八旗马兵月炯为 3 两
,

步兵月

炯为 1
。

5两 , 绿营马兵月晌为 2 两
,

守兵月晌



为 1两
,

八旗比绿营高出 1邝
。

八旗步兵月米

岁支 2 4解 ( 12 石 )
,

绿营马步兵月米岁支仅 3
.

6

石
,

八旗比绿营高出三倍多
。

八旗马兵的月

米岁支更高达拐解 ( 23 石 )
。

而且
,

八旗兵丁还有计丁授 田的特殊待

遇
。

据《袋辅通志 》记载
,

在清初数次大规模

的圈 占土地后
,

京营各旗所分拨的土地为
:

镶黄旗
:

2 3
,

邢 3城切亩

11几黄 旗
:

2 3
,
5遵3 !贞8 5亩

正 !
’

落旗
:

2 0
,
7 9 6顷 4 8亩

正红旗
:

] 2
,
2 07 顷 0] 亩

镶 !
’

l旗
: r 6

,
通4 4顷 3 0亩

镶 红旗
:

1 3
,

沥 3顷了0亩

J I三蓝旗
:

1 7
,

1 3 6顷 6 0亩

镶蓝旗
: 1 4

,
1 0 1顷 2 8亩

合计为 1 4 0 91 6顷 71 亩
。

这是一个相当大

的数额
。

这样大规模 的圈占
、

分拨旗地
,

虽

然在一定程度上能满足八旗军队的需要
,

但

对人民的骚扰
、

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是不言

而喻的
。

圈占 L地后的分配原则是每丁授田

3 0
.

亩
,

增丁不加
,

减丁不退⑦
。

在各省八旗驻防的地 区
,

一

也有旗地的圈

占分拨
,

如西安有旗地 1 6 8 0亩
,

宁夏有旗地

2 6 0 0亩
,

太原有旗地 3 9 2 5 0亩
,

德州有 旗 地

2 6 31 0亩等等③
。

不过各省驻防旗地的 分 配

原则并不一致
,

未按一丁 3 0亩授田
,

如顺治

四年题准
: “

江宁驻防旗员
,

给圈地三十晌至

十晌不等
,

西安驻防旗员
,

给圈地四十晌至三

十五晌不等
” 。

顺治七年又题准
: “

驻防官员
,

量给圈地
,

甲兵壮丁
,

每名给地五晌
”

④
。

一

般是按各地圈 占土地的多寡而灵活授田
,

也

有不予以授 田的个例
。

一般来说
,

禁旅八旗

的兵 丁授田要比驻防八旗的兵丁授田 为多
,

作为一种弥补和平衡
,

驻防八旗兵丁的岁米

额一般高于禁旅八旗
,

这也是一种值得注意

的现象
。

同时
,

八旗驻防兵丁都占有一定的空额

名粮
,

作为正式兵响的额外补给
。

《清朝文献

通考》记载
: “

各省驻防弓匠
、

铁匠
,

家 口 五

名
,

马三匹
” 。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
:

康

熙十九年议准
: “

荆州等处驻防兵
,

每名支给

十名口粮
,

三匹马草料
” 。

大致在康熙中期以

后
, “

兵丁名粮
”

成为较为 普遍的制度
,

似在各

省略有差异
,

如陕西西安驻防
:

马甲
、

领催

每名支给十名 口粮
,

步甲每名二 日 ,

炮手每

名 七口
,

弓匠长
、

铁匠 长每名五 口
.

弓匠
、

铁匠每名二口 :

马甲每名三匹马草料阎
。

又

如 )
’ `

州驻防
:

前锋
、

领催
、

马甲梅名均为十

日
,

副甲为五 日 ,

步甲为四 1L
,

炮手
、

匠役

每名为八 日⑥
。

每占有一名家 「1
.

月支仓米

0
.

2 5石
,

年支仓米 3 行
,

或全支仓米
,

或折

银支给
。

每 占有马一匹
,

各按定例支给草料

或乾银⑦
。

八旗驻防兵丁的
“

兵丁名粮
” ,

当

然并不意味着八旗兵丁必须拥有如数家口 或

马匹
,

而是对旗兵月炯的补充
,

是清廷
“

恩

养
”

政策的具体体现
。

正所谓
: “

大抵于八旗
,

皆以国力豢养之
”

⑧
。

与八旗兵丁的恫制特点不 同
,

八旗武官

棒禄制度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与文官棒禄制度

相吻合的普遍的低薪制
。

八旗武官除计丁授田外
,

其主要的经济

待遇是年棒
,

其捧额历朝有所不同
,

概如下

示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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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看出
,

八旗武官的棒银确实

很少
,

以位居从一品的将军
、

都统而论
,

顺治

年间月得银仅 6 两余
,

乾隆 以后的定例也不



过月得银 1 5两
。

八旗武官在正捧之外
,

还有 一定数量的
“

薪银
” 、 “

心
·

红纸张银
”

等
.

但并不普遍关支
,

一般只支给各地驻 防的最高衙门 或 最 高 长

官
,

以资助办公
。

所 以
,

文献上通常将
“

薪银
” 、

“

心红纸张银
”

称为
“

驻防衙门薪银
” 、 “

驻防

衙门心红银两
” ,

如广州驻防八旗将军年薪银

为 1 50 两
,

将军以下不支L
。

察 哈尔都统年薪

银为 2 90 两
,

都统以下不支
。

山海关副都统年

薪银为 10 两
,

副都统以下不支 @
。

心红纸
一

卡

银或纸张煤炭银则如下述L
:

福州将军岁给心红银 185 两
,

广 州将军 1 5。

两
,

荆州将军 1加两
。

成都将军岁给纸 殊 银 60

两
,
江

`

j
考

将军 4 0两
。

杭 州将军岁给 心红 银 22
.

4

两
,
绥远城将军 1 7

.

52 两
,

密云副都统印房 及左

右两 处岁给 1 0 0两
,

京 口 副都统 8(, 两
,

热河都统

j o两
。

察哈尔都统印务岁给 1 7
.

5 5两
,

煤 炭银 67

两
,

左司纸张煤炭银 101
.

8两
,

右司纸 张炽炭银

1 0 4两
。

乍浦水师 副都统岁给心红银 ! 1
.

2两
,

山

海关副都统 10 两
夕

福建水师协领 了两
,

开封城

守尉 20
.

8两
,

太原 右卫
、

城守尉各岁给心红银

8
.

2两
,

保定城守尉 7
.

4两
,

雄县
、

三河
、

固安
、

霸州
、

玉田
、

宝纸
、

东安
、

卢龙
、

良乡
、

采育

等县防守尉各岁 给心红银 3
.

7两
,

顺义
、

冷峰 口
、

一

喜峰 口防守卫各岁给心红银 2
.

4 两
,

罗文峪防守

卫岁给心红银 1
.

2两
,

沦 州防守尉 0
.

7两
,
青州

副都统 1 00 两
。

余不支
。

显然
,

那种认为
“

八旗武官于正棒之外
,

还有巨额的薪银
、

蔬菜烛炭银
、

心红纸张银

予 以补贴
”

L
,

是没有根据的
。

在上述之外
,

八旗武官还通过
“

随甲银
”

和
“ 一

丁粮马乾
”

获得一定的空额粮 晌
。 “

随 甲

银
”

系在禁旅八旗中实行
, “

丁粮马乾
”

系在驻

防八旗中实行
,

各按职别而定空额粮晌数额
。

如嘉庆年间禁旅八旗的随甲数额为
:

侍卫内

大臣
、

满洲都统各 8 名
,

蒙古都统
、

汉军都

统
、

前锋统领
、

护军统领各 6 名
,

步军统领 5

名
,

各不等
。

每随甲一名
,

月 支银 3 两
,

米折

银 l 两
,

按月支放给各将领
。

嘉庆年间禁旅

八旗每旗每月应支随甲银如下 @
:

镶黄旗
: 1

,
566 两 镶白旗

: 959 两

月: 况旗
:

l
,
3 11 两 镶红旗

:

叨 9两

正 自旗
: 1

,

34 6两 正蓝旗
: 9 63 两

正 红旗
: 9 44 两 镶蓝旗

: 950 两

据上合计每月支银为 8 9 7 8两
,

年支银为

1 0 7 7 3 6两
,

约 占禁旅八旗将领年捧银 的 1 9/

(年棒总额为 9 6 1 7 8 9两 )
,

可见是一个不小的

数 目
。

又如驻防八旗中的
“

丁粮马乾
” ,

分别于

顺治末年和康熙
、

乾隆等朝作过多次规定
,

其数额如
一

「示 L :

顺 治 朝 ! 康 熙 钥 } 乾 隆 朝
官 名

「J数…马 p。数…家 口 数 马匹数…家
。 数 {马

匹数

将军

都统

副都统

协领

佐领

防御

晓骑校

6 0

6 0

4 0

3 5

8 0

8 0

6 0

4 0

3 5

1 8

1 2

2 8

3 8

3 3

2 8

1 8

1 2

l 0

2 0

2 0

1 5

1 2

8

5

通0

4 0

3 5

3 0

2 0

1理

1 2

5 O

5 0

d 0

3 0

2 0

工5

1 0

“

随甲银
”

与
“

丁粮马乾
”

的实行
,

当然并

不意昧着八旗将领必须拥有如数随甲
、

丁口
、

马匹
,

而是一种作为补充捧晌的名粮制度
,

是一种既承认特权又限制特权的 调 和 性 产

物
。

土面我们概括的对八旗兵丁的响制和八

旗武官的棒禄制作了说明
,

那么
,

这种响制

对八旗的盛衰有着何种制约作用呢 ?

应该说
,

清廷对八旗兵丁所实行的
“

恩

养
”
政策

,

是提高八旗地位
、

维系八旗的军事

主导作用
、

充分发挥八旗战斗力的前提
,

在

一段时期内也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

从理

论上讲
,

在既定优厚兵晌政策的实施下
,

八

旗应该是勇武振作
、

经济丰足的
。

但是
,

恰恰相反
,

实际情况却是战斗力

日减和生计的日艰
。

随着时间的流逝
,

国初

那种
“

地方有事
,

即请满洲大兵
”

的态势 讯 ,

正无可奈何地逆转
, “

有晌而贫
” ,

成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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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问题
。

清廷优厚的待遇和八旗生计的困窘形成

了一组具有讽刺意味的悖论
。

其中的症结 也

许是多方面的
,

揭示的历史哲理也是深刻而

丰富的
。

兹就其要者归结如下
:

第一在于八旗制度本身难以 克 服 的 矛

盾
。

入关 以后的八旗 已由原先耕战结合的军

事
、

政治
、

经济一统组织转变为单纯的军事

集团
,

虽然分有一定面积的份地
,

但旗人很

少自己经营
,

且征调频繁
,

难以顾及
,

正如

《清世祖实录》所说
: “

满洲兵丁虽分给地土
,

而历年并未收成
。

因奉命出征
,

必需随带之

人
,

致使耕种失业
,

往往地土旷费
” 。

这样
,

八旗兵丁由
“

计丁授田
”

所得到的赖以置办兵

器马匹的
“

恒产
” ,

就面临着两种危险
,

要么

任其
“

生产凋零
,

艰难 日甚
” ;
要么为生活所

迫
,

将份地典卖
。

据史料记载
,

到乾隆 }年
,

“

旗地之典卖于民者 己十之五六
”

L
。 “

计丁授

田
”

的实际效用已是微不足道了
。

在这 里 应

该进一步指出的是
,

八旗将领与兵丁之间
,

在计丁授田的过程中
,

明显受惠不均
,

八旗

将领 由于拥有较多的私属壮丁
,

得以 占有较

多的土地
,

一般兵丁则得田有限
,

正如翰林

学士折库纳在《密陈四事》中所言
: “

我国家初

定中原
,

凡官属兵丁俱计丁授田
,

富厚有力

之家得田每至数百晌
;
满洲披甲人或止父

一

子
,

或止兄弟
,

或止一身
,

得田不过数晌
,

征役

甚繁
,

授 田甚少
,

殊为可怜
” 。

为此
,

折库纳

曾经建议
“

应勿论人丁多少
,

概视差等 均 授

以田
” ,

但未被清廷采纳L
。

很显然
,

这 已经

埋下 了八旗内部贫富分化的导线
。

另一方面
,

八旗实行世兵制
,

兵额有限
,

挑补披甲者可以食响
,

未披甲的余丁却被 律

令禁止其它资生活动
,

只能分享披甲者之响

而食之
,

这就使大批余丁陷入坐吃山空的绝

境
,

正如沈起元所说
: “

甲不能遍及
,

而徒使

之不士
、

不农
、

不工
、

不商
、

不兵
、

不民
,

而

环聚于京师数百里之内
,

于是其生计日夔
,

而无可为计
”

L
。

王庆云亦说
: “

旗人不得经商

逐利
,

故贫困至此
”

L
。

第二在于八旗的负担过于沉重
。

这明显

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一是八旗兵丁需要 自备兵

器
,

二是八旗兵丁需要养赡家 口
。

按照规定
,

八旗兵丁所需甲胃器械
,

有

一部分属其 自备
,

有一部分官为制备
。

自备

与官备的数 目约略相当
,

如马甲自备兵器为
:

弓 1 张
,

撒带 1 副
,

箭 50 支
,

腰刀 1 口 ;
`

自

备兵器为
:

弓 1 张
,

箭 40 支
,

腰刀 1 口 ,

铁

盔甲 1副
。

步甲自备兵器为
:

弓 1 张
,

撒带

1副
,

箭 25 支
,

腰刀 1 口 ,
官备兵器为

:

弓

l 张
,

箭30 支
,

腰刀 1 口 ,

绵甲 1 副
。

帐房
、

锣锅等项均是官为制备
:

马 甲每二名给帐房

1架
,

锣锅 1 口
,

长枪 1 杆
;
步甲每五名给

帐房 1 架
,

锣锅 1 口 @
。

自备的兵器
,

当然是兵丁自己出资依式

制办
、

修缮 (这正是发给份地的理由 )
,

无力

制办者可以借支棒炯
,

分月扣抵
。

从这个意

义上说
,

旗兵占有份地的优惠待遇
,

在 自己

出资制备兵器的前提下被消蚀殆尽了
。

由于旗下人丁除披甲当差外
,

别无营生

之途
,

而受兵额的限制
,

又不可能悉数披甲
,

所以披 甲者即负有养赡其家口 的不可推卸的

义务
,

实际上是数人食一人之粮炯
,

所以旗

兵在较高的月晌月米之外
,

又有兵丁名粮等

待遇
,

在很大程度上即是为家口所需
,

陕 }1’

总督尹继善在谈到兵丁名马时即称
: “

各省驻

防之兵
,

定例一人三马
,

原系圣恩赏给宽余

钱粮为养赡家口之资
”

@
。

由养赡家 口所导致

的这种特殊的棒响制度
,

使得在八旗捧响额

中
,

家 口
、

马匹所费占了很大的比重
。

试 以

西安驻防八旗的体晌构成来加以对照L :

类别 } 支银 (两 ) }百分 比 % }支粮 (石) 百分 比%

官兵

家 口

马匹

2 2 5
,
2 8 2

1 1 0
,
3 4 9

2 0 ]
,
2 4 2

4 2

2 0
。
5

3 7
。
5

9
,
0 6 4

1 1 0
,

3 4 9

2
一
5 2 7

合计
卜瓜

7 3

}
1。。

}
1 2 1

, 。 4。

据上表可知
,

官兵响银占总支出银额的

4 2%
,

不足半数
,
官兵响米仅占总支出粮额



的 7
.

4 %
。

而家 口支银
、

支粮则分别 占0 2
.

5%

和 9 0
.

5%
。

这种状况不但造成了八旗兵 丁靠

优靠的待遇而养赡家 !
一

!尤觉不足
,

更为重要

的是
,

清廷为养赡旗下人丁家 11 亦背上 J’ 沉

重的包袱
,

国家拿出越来越多的钱财所维系

的八旗部队
,

并不是为着要提高八 旗的战斗

力
,

将钱财用于军事
, ’

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维

系着一支寄生性集团
。

第三在于八旗的奢侈性生活
。

八旗的优

越感和清廷的恩养政策促成 了八旗的奢侈之

风
。

八旗兵丁不仅在关领月晌后
, “

惟 图日前

一 饱
,

不复顾及身家
” ,

而且在各 种 赏赐之

后
,

或
“

不过数月
,

罄尽 无 余
” ,

或
“

一二年

间
,

荡然无余
” ,

更有
“

立时费尽
”

者
,

有关记

载
,

俯拾即是
。

乾隆帝慨然曰
:

@

兵
’

r 闲散惟知鲜衣美食
,

荡费成风
,

旗人

贫乏
,

率由于 此
。

肤即位以来
,

较念伊等生计

艰难
,

优恤备至 … … 无非欲令其家给人足
,

返

朴还 淳
。

惟 旷典 不可数邀
,
旗人 等 宜 深 思猛

省
,

自为家 室之谋
。

如但冀胡廷格外之赏
,
以

供其挥霍
,

济其穷 困
,

有是 理乎 !

奢侈之风带来的直接后果当然是旗下人

丁贫困化的加剧和清廷为施救济之恩泽而付

出更大的财政代价
。

它的间接后果 也许更能

消蚀八旗的战斗力
。

由于八旗披甲人等的崇

尚奢侈
, “

沉洒梨园
,

遨游博肆
” ,

导致
一

J
’

军

政 的日益败坏L
。

贪图安逸
,

则导 致 了
“

怠

于武事
,

以披甲为畏途
” , “

官员子弟及势力

望族
,

应披 甲者
,

本身不充兵役
,

尽令家仆

代替
; 或允兵役

,

及至征剿
,

又 令代替
; 或

不允兵役
,

多居闲散
” , “

遂至 军 旅 较 前迥

别
”
娜

。

上述三个方面 问题的存在
,

不可避免地

使得较为优厚的棒晌政策的实际功效降到了

最低的层次
,
已经 预示看

“

八旗生计
”

问题的

必然加剧
,

八旗的衰败也就成为 历 史 的 必

然
。

当然
,

统治者一向认为
, “

八旗为本朝根

本
,

国家莫有要 于此者
”

帅
。

为了解决八旗的

生计问题
,

延缓八旗的衰败进程
,

统治者采

取了多方面的补救性的经济措施
,

诸如
“

发内

格贩济八旗穷兵
” 、 “

因灾娠济八旗
” 、 “

代偿

八旗兵丁借债
” 、 “

动支努金回赎八旗份地
” 、

“

设置养育兵
”

等等
,

但这些措施只能起到一

时的应急作用
,

与上述诸严重的问题相比
,

也只是杯水车薪
。

问题的严重性当然不止于此
,

八旗武官

体标的微薄
,

又使得八旗的军政趋于腐败
。

八旗武官效力疆场
,

以武事为生
,

从理

论上说
,

在棒响制度 的规范下
,

他们除了食

律之外
,

难有其它生财之道
。

但是
,

封建官

僚机构的通弊又表明了为官者的贪婪
、

腐化

的不可避免
。

换言之
,

与低薪制并行不悖的

是官于奈权力的膨胀
,

在膨胀的权力下
,

各级

武官影 占虚 冒兵额
、

以求多食粮响的弊病便

习 以为常
。

而且
,

禁旅八旗与驻防八旗 中 武 官
“

随

甲银
”

一

与
“

丁粮马乾
”

的实行
,

也标示着八旗中

的亲
一

I
`

和马匹有相当一部分虚额
,

直接影响

着八旗的整体军事实力
,

导致 了经制兵额的

不足
。

一 旦战事兴 起
,

便 是
“

临 阵 十 不 得

七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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