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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苑杂谈】

《西域闻见录》著者新疆任职问题新探
张伯国

《西域闻见录》是清代西北边疆民族史、新疆与中亚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清人阮灿辉

曾言此书诚为有功于边陲之书①，周宅仁亦曾言该书可与十八省通志并垂不朽②。学界对 《西域闻见

录》研究格外关注，除对其版本与史料价值考订外，亦重视对其著者生平与仕宦的考证。《西域闻

见录》为椿园七十一任职新疆时所作已成学界共识，然于新疆所任何职，一直是学界力求探清仍悬

而未解的问题，万斯年、王重民、余敏辉、李亚茹、李鹏翔等虽曾撰文探讨，然因史料所载语焉不

详，此问题研究仍模糊不清。③ 本文依据新刊史料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中相关记载，力求将

此考订清晰，以期对 《西域闻见录》研究有所助益，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一　学界关于 《西域闻见录》著者新疆任职问题的分歧

《西域闻见录》是乾隆朝满人椿园七十一所撰记述清代西域及中亚史事的史学名作。自纂成后，

即为时人所重，传抄刊刻，广为流传，《西域记》《新疆纪略》《异域琐谈》及 《遐域琐谈》等均为

该书异名版本，据高健考订，该书不同书名达２２种之多。④ 作为清代西域史学名作，其著者仕宦经

历研究自民国以来即受学界关注，然因史料所限，一直模糊不清。目前学界仅知，椿园七十一，姓

尼玛查，字椿园，满洲正蓝旗人，乾隆十九年 （１７５４）甲戌科进士，曾任武陟县知县，任职新疆时

纂 《西域闻见录》。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留了几条重要档案可补七十一仕宦经历研究的不足。据档案记载，七十

一于乾隆十九年进士引见后，奉旨分发各省以知县用，当年闰四月经河南巡抚蒋炳奏请，被派往河

南差遣委用，先后委署商水县知县、扶沟县知县，乾隆二十一年，实授扶沟县知县。⑤ 二十五年十

二月，由扶沟县知县调补武陟县知县，⑥ 据 《武陟县志》记载，七十一任该县知县的时间为乾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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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七十一：《西域记·跋》，嘉庆十九年味经堂刻本。
（清）七十一纂，（清）周宅仁改纂：《西域总志·序》，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６６年版，第３页。

万斯年：《西域闻见录之版本与著者》，见 《北京图书馆同人文选》，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王重民：《七十一传》，见 《冷

庐文薮》上，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高健：《〈西域闻见录〉异名及版本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１期；张

扬、余敏辉：《〈西域闻见录〉版本、作者及史料价值》，《合肥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１期；李亚茹：《清人七十一与 〈西域

闻见录〉》，《新疆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５期；李鹏翔：《〈遐域琐谈〉为 〈西域闻见录〉最初版本新证》，
《西域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高健：《〈西域闻见录〉异名及版本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题本，河南巡抚图尔炳阿题为署扶沟县知县七十一试用期满才具明白办事奋往题请实授事，乾隆二

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档号：０２—０１—０３—０５３２９—００９；大学士兼管吏部事务傅恒 题 为 遵 议 署 河 南 扶 沟 县 知 县 七 十 一 试 用 一 年 期

满委署称职准其实授事，乾隆二十一年十二月初 五 日，档 号：０２—０１—０３—０５３３４—０１２。乾 隆 朝 名 七 十 一 者 有 多 人，但 此 题 本 中

七十一是满洲正蓝旗人，乾隆十九年甲戌科进士，可确定即为 《西域闻见录》作者。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阁题本，大学士兼管吏部事务傅恒题为遵议河南省请以七十一调补武陟县知县董丰垣署理扶沟县知县

事，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档号：０２—０１—０３—０５７００—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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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至二十八年。① 后因政绩突出，于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升任钦州知州，② 三十五年八月，因武

陟县任期内失察黄文广与黄利成捏名冒领银谷一案，③ 经河南巡抚永德参奏，沦为废员。乾隆三十

八年复获赏主事职衔前往新疆任职。《西域闻见录》即七十一任职新疆时所作，然所任何职，学界

认识不一，主要观点如下：

（一）镇迪道观察说

七十一任新疆镇迪道观察一说，源于 《西域总志》序言中所载：椿园七十一者，旗人也，其学

渊博，其才宏肆，适为镇迪观察，居其地，睹其情，且游历几遍，考核甚详。④ 今人治学者多有沿

袭此说者。《新疆百科全书》认为七十一居西域多年，曾任新疆镇迪道观察、阿克苏主事等职。⑤ 巴

图、胡日查、高健等亦认为，七十一曾为新疆镇迪道观察。⑥ 对此，已有学人提出异议，⑦ 因 《三州

辑略》所载历任镇迪道道员，并无七十一之名，《清高宗实录》亦无七十一任镇迪道道员之记载。

（二）阿克苏主事说

七十一任阿克苏主事一说，广为学界认可。 《西域历史文化大词典》 《清代西北边疆史地 学》

《清代西北史地学研究》等书，均认为七十一曾任阿克苏主事。⑧ 乾隆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间，阿克

苏办事大臣衙门确有名为七十一的主事，办事大臣海明曾于乾隆二十七年奏请将其更换。⑨ 正因海

明所奏，部分学人才认为椿园七十一曾任阿克苏主事。然由满文档案及椿园七十一任职经历看，此

说不确。椿园七十一自乾隆十九年进士引见后，即在河南任职，乾隆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任武陟县

知县，而阿克苏办事大臣衙门主事七十一的任职时间，满文档案明确记载为乾隆二十五年至二十八

年，�10 二者任职时间有明显冲突，实同名异人。

（三）库车粮员说

七十一任库车粮员一说，本于 《八旗文经》所载：七十一，字椿园，满洲正蓝旗人，乾隆十九

年进士，著有 《西域闻见录》八卷，一名 《西域琐谈》，盖官粮员时作，故 《新疆识略》“库车大臣

表”无其名。�11 吴丰培对 “库车粮员说”即持赞成态度。�12 王耀亦认为，七十一曾在库车任粮员，西

游十多年。�13 张扬、余敏辉曾 利 用 《椿 园 遗 诗》中 的 诗 篇，论 证 七 十 一 于 库 车 任 粮 员 之 说 的 可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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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荣陛修，（清）方履篯纂：《武陟县志》卷６，成文出版社１９７６年版，第３４２页。
《清高宗实录》卷７２５，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乙未。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河南巡抚永德奏为查明特参前任武陟县续升广东钦州知州七十一等失察冒领银谷各情请

革职事，乾隆三十五年八月初五日，档号：０４—０１—１３—００４１—００４。
（清）七十一纂，（清）周宅仁改纂：《西域总志·序》，第２页。

新疆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编：《新疆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９０页。

巴图、胡日查：《略谈 〈西域闻见录〉史料来 源———兼 述 有 关 土 尔 扈 特 的 一 些 记 载》， 《卫 拉 特 史 论 文 集 新 疆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专

号》，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编辑室发行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９９页；高健：《〈西域闻见录〉异名及版本考述》， 《中 国 边 疆 史 地 研 究》

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星汉：《清代西域诗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０８页。

张新泰总纂，贺灵主编：《西域历史文化大词典》，新疆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８９３页；侯德 仁： 《清 代 西 北 边 疆 史 地 学》，

群言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５页；贾建飞：《清代西北史地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７页。
《清高宗实录》卷６６７，乾隆二十七年七月丁丑。
《阿克苏办事大臣海明等奏遵旨议奏自阿克苏选派笔帖式折》，乾隆二十八年三月十二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

史档案馆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６１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１５页；《阿克苏办事大臣海明等奏请

将主事七十一留阿克苏办事片》，乾隆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九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６５册，第３３０页。

马甫生等校：《八旗文经》卷５８，辽沈书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４６７页。

吴丰培著，马大正等整理：《吴丰培边事题跋集》，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０９页。

王耀：《丝路撷珍舆图世界中的新疆故事》，五洲传播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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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① 但万斯年认为此说 “自难信据”。②

（四）不详说

椿园七十一新疆任职情况，汉文史料语焉不详，“镇迪道观察”说及 “库车粮员”说，有学者

认为难以凭信，然对七十一新疆任职情况亦无实据，遂言其新疆任职不详。万斯年曾言，七十一非

库车办事大臣，亦非粮员，其官不题。③ 星汉认为七十一没有 西 域 的 官 衔，只 是 在 “库 车 办 事”。④

王志强亦指出，椿园作书之详情未能确知，只知其曾任职新疆，职位不显。⑤

二　满文档案所见椿园七十一新疆任职职位及时间

椿园七十一新疆所任之职汉文史料虽记载不清，然亦保存了极为重要的信息：《遐域琐谈》为

《西域闻见录》稿本，椿园七十 一 在 《遐 域 琐 谈》自 序 中 明 确 指 出 该 书 作 于 乾 隆 四 十 二 年 库 车 军

署，⑥ 熊宝泰 《异域琐谈跋》亦载，七十一在库车办事时，辑 《琐谈》四卷。⑦ 据此可知，乾隆四十

二年时，椿园七十一应为库车军署办事人员，满文史料中对此有明确的记载。

（一）椿园七十一新疆所任官职为库车印房章京

乾隆四十年，库车办事大臣常喜在奏报抵任日期的满文奏折中言及：“今三月二十五日抵达库

车后接印，本处应办诸事皆向申保详询，又责成承办庶务官员七十一等各自造册，奴才亲自逐项详

细查看。”⑧ 此处虽未言明七十一所任何职，然由 “承办庶务官员”几字看，七十一此时为库车办事

大臣衙门僚佐官员无疑。不久常喜在奏报审理土尔扈特洛藏等人抢劫案的满文奏折中，复言及 “带

领印房主事职衔七十一，逐一隔别严讯”⑨。可知七十一官职为库车印房主事职衔。乾隆四十二年，

七十一任职期满，办事大臣常喜为其出具考语的满文奏折中，进一步指出七十一是 “由废员赏予主

事职衔”前来库车管理印房处、粮饷处事务。�10 四十三年，在奏报七十一年满回京的奏折中，常喜

再次明确指出其为库车印房主事职衔：“查得库车印房主事职衔七十一，乾隆四十二年七月三年期

满，奴才出具考语，奏请遣员更换。得旨。赏明安主事职衔派往。”�11 据此可以断定，七十一新疆所

任官职为库车印房主事职衔。

主事职衔即虚 衔 主 事。主 事，亦 称 “司 员”或 “司 官”，在 清 代 新 疆 军 府 衙 门 一 般 统 称 “章

京”。乾隆帝统一新疆后，在新疆推行军府制，地方军民要政统归军府管理，承办军府衙门庶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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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扬、余敏辉：《〈西域闻见录〉版本、作者及史料价值》，《合肥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万斯年：《〈西域闻见录〉之版本与著者》，见 《北京图书馆同人文选》，第１０９页。

万斯年：《跋七十一传》，见王重民：《冷庐文薮》上，第２２９页。

星汉：《清代西域诗研究》，第１０８页。

王志强：《〈西域闻见录〉之版本著者考述及史料价值论略》，《伊犁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１期。
（清）七十一：《遐域琐谈·自序》，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馆藏缩微文献，序末题自序于库车军署，《西域闻见录》则题自序于复

四山房。《西域闻见录》为 《遐域琐谈》修订本，复四山房应为修订之人改篡，查 《室名别号索引》可 知，复 四 山 房 为 椿 园 七

十一书室之称。

熊宝泰：《异域琐谈跋》，见王重民：《冷庐文薮》上，第２３１页。
《库车办事大臣常喜奏报接任日期并查看仓库 等 项 折》，乾 隆 四 十 年 三 月 二 十 九 日， 《清 代 新 疆 满 文 档 案 汇 编》第１２３册，第

２２５页。
《库车办事大臣常喜奏审拟土尔扈特洛藏等人抢劫伤人案折》，乾隆四十年四月十一日， 《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１２３册，

第２８２页。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 藏 宫 中 满 文 朱 批 奏 折，库 车 办 事 大 臣 常 喜 奏，乾 隆 四 十 二 年 七 月 初 九 日，档 号：０４—０２—００１—０００３８９—

００１８。
《库车办事大臣常喜奏库车印房主事衔七十一年满回京及缴回朱批折片折》，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初七日，《清 代 新 疆 满 文 档 案 汇

编》第１３５册，第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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僚佐机构有印房处、粮饷处、驼马处、回务处等，“章京”即各僚佐机构总管事务的长官，因所管

事务不同，有印房章京、粮饷章京、驼马章京及回务章京之别。乾隆时期，新疆章京多由京城部院

郎中、员外郎担任，亦有新疆驻防笔帖式或京城废员赏赐主事职衔充任者。七十一所任官职为库车

印房主事职衔，即库车印房章京 （正六品），该职设立于乾隆三十一年，尚书永贵因库车大臣衙门

办事乏员，奏请于京城废员内选派一二员赏给职衔，派往库车办事，① 清廷遂将废员松柏与扎克三

赏予主事职衔派往，经办事大臣弘晌奏准令充任印房章京，管理印房及粮饷事务。② 由京城废员赏

予主事职衔担任库车印房章京渐成乾隆朝定制。
（二）七十一所任印房章京之职能

印房处专司办事大臣用印事宜，办理吏刑二部咨复稿案，兼管军府衙门日常事务，是军府衙门

政务总汇之区。印房章京作为印房处长官，是辅佐办事大臣处理军府政务的重要官员。清代在天山

南路各城共设印房章京九缺，其中库车额设印房章京一缺。《西域闻见录》载库车办事大臣衙门官

员为：驻防大臣一员，司官一员，笔帖式二员，管粮典史一员。③ 所言司官即印房章京，笔帖式及

管粮典史均为章京属员。典史及笔帖式职衔较低，库车印房章京遂为辅佐办事大臣处理军府衙门政

务的最主要官员，其地位仅次于库车办事大臣。库车印房章京职权较重，不仅办理满汉印房事宜，

亦兼管粮饷及回务事宜，印房章京安都哈曾言：“圣主施鸿恩，将安都哈赏予主事职衔，派往库车

效力。乾隆三 十 五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八 日 抵 达 库 车 后，即 承 办 满 汉 印 房、回 务、钱 粮、军 台 等 处

事宜。”④

各城军府衙门钱粮事宜多由粮饷章京掌管，然而库车自乾隆二十六年至四十七年，办理钱粮事

务的官员为陕甘所派典史，职衔较低，为慎重钱粮事宜，库车粮饷处事务由印房章京兼管。⑤ 因库

车印房章京兼管钱粮事宜，遂有 《八旗文经》所言七十一曾任粮员一说。七十一在库车任职期间，

库车粮员由陕甘所派典史秀裴 （ｓｉｏｉｐｅｉ）与曹建 （ｔｓ’ｏｏｇｉｙａｎ）先后担任，⑥ 因此他并未担任此职。
（三）七十一新疆任职时间

椿园七十一新疆任职时间，学界认识亦模糊不清，多认为其 “居西域多年”⑦，亦有学者认为其

在新疆任职达十年之久。⑧ 满文档案中，保留了七十一新疆任职的准确时间。由办事大臣实麟奏报

印房主事职衔安都哈年满回京的奏折可知，椿园七十一于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十六日抵达库车，代替

安都哈任库车印房章京。⑨ 由办事大臣常喜奏报椿园七十一年满回京的奏折可知，七十一于乾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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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七月任职期满，四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正式离任，由库车返回京城。①

七十一任职期满后，办事大臣常喜为其出具的考语折中，亦明确指出七十一乾隆三十九年七月

至四十二年七月任库车印房章京：“查得由废员赏予主事职衔前往库车办事之七十一，自乾隆三十

九年七月抵达库车承办满汉印房、回务、钱粮、军台等处事宜以来，至本年七月，不计闰月，三年

期满。”② 需要注意的是，回疆章京更换时，新任章京抵达后，需由前任章京指导熟悉应办事务，待

其事务谙熟后，前任章京方准离职。椿园七十一于乾隆四十二年任职期满后，并未离任，直至四十

三年三月方正式离任由库车返京。椿园七十一在新疆一直担任库车印房章京，此外并未担任其它官

职，任职期满后回京城补六部主事实缺直至逝世。

三　结语

综上所论，可对椿园七十一仕宦经历及新疆任职问题研究得出如下新的认识：第一，任职新疆

前，七十一主要担任内地州县官。乾隆十九年进士引见后，七十一被派往河南差遣委用，先后委署

商水县与扶沟县知县，二十一年实授扶沟县知县。二十五年调补武陟县知县，后因政绩突出，升任

钦州知州，三十五年因在武陟县任期内失察捏名冒领银谷一案，经河南巡抚永德参奏革职。第二，

七十一新疆所任官职为库车印房章京。库车印房章京主管印房处、粮饷处及回务处事宜，是辅佐办

事大臣处理军府政务的主要官员，地位仅次于库车办事大臣，绝非微员末吏，除印房章京外，他并

未担任其它新疆官职。第三，七十一新疆任职时间并非十多年。乾隆三十九年七月十六日七十一抵

达库车任印房章京，四十二年七月任职期满，四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离任后由库车径直返回京城任

职，新疆任职时间未及四年。第四，七十一由废员获赏主事职衔充任库车印房章京，史料对此记载

不清，应是出于对其废员身份的刻意避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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