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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绥远城将军是清朝中央政权派驻漠南地区的最高长官，在处理公务过程中形成的满文档案多与绥

远城修建、八旗官兵移驻、设置官员管带、比丁按数均齐、供应钱粮草料、承应各项差务、将军接任、谢恩、出

差、派遣八旗官兵赴漠北乌里雅苏台换防和八旗官学设置沿革等问题相关，具有珍贵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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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绥远城位于漠南蒙古地区，为通往漠北蒙古各地及大同、宣化、北京等处的交通要道，不
仅是清代漠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且是清代北部防务体系中的军事重镇之一，发挥拱卫大

同和北京、控制漠南和漠北的作用。 绥远城将军的职责十分重要，特别是乾嘉时期，在处理公务过程中

或向皇帝请示汇报事宜，多以满文书写奏折，其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具有珍贵的学术研究价值。

一、绥远城将军设置及其职掌

清朝建立之初，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游牧于漠西天山北部地区，建立准噶尔汗国，控制天山南北地

区，甚至其势力范围曾扩大到西藏和青海，时而发兵与清军交战，时而遣使和谈划界、进京纳贡、赴藏熬

茶、至肃州贸易，双方关系错综复杂，变化无常。 为防范准噶尔蒙古进犯，康熙三十三年（１７６８ 年），从
北京等地抽调八旗满洲、蒙古和汉军兵丁移驻右卫，设置建威将军、副都统等员管带，成为当时北部地

区常备设防的重点之一。 随着清朝对准噶尔用兵形势和西北八旗防务体系的变化，右卫驻防八旗的编

制亦发生变化。 从总的趋势看，右卫驻防八旗官兵的数目不断减少，建制也不断降低，先由将军改为副

都统，后又裁撤副都统，改设城守尉，最终成为驻防八旗体系中最低一级的组织机构。
与右卫战略地位的下降不同，归化城的战略地位反而不断提升。 归化城位于长城杀虎口外，而右

卫处于长城杀虎口内，两地相距二百余里，对清统治者来讲，无论是防御征战，还是加强对漠南和漠北

地区的控制，在归化城地方设置驻防八旗至关重要。 明隆庆年间，土默特蒙古阿勒坦汗受封顺义王后，
兴建呼和浩特城，即归化城。 该城之地，南邻黄河，背靠大青山，东连察哈尔游牧地，西接鄂尔多斯游牧

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对山西乃至北京都具有战略屏障作用。 在归化城地方驻牧的土默特蒙古，早在

清入关前就已归服清朝，被编为左翼和右翼两旗，各设都统和副都统等员管理旗务。 按八旗制管理的

土默特蒙古部众，毕竟不是正规的驻防八旗兵，仍需要加强该地区的防务力量。
清统治者在归化城地方设置驻防八旗，拟遣齐齐哈尔的锡伯官兵携眷移驻。 锡伯人众起初隶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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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沁蒙古各旗管理，至康熙三十一年（１６９２ 年）改编入满洲镶黄、正黄和正白 ３ 旗，编设 ７４ 牛录，分别

驻守吉林乌拉、伯都讷和齐齐哈尔。 为了调整东北驻防八旗，加强盛京和北京防务力量，康熙三十七年

（１６９８ 年），康熙皇帝特颁谕旨：“归化城地方，地阔有鱼，着黑龙江将军等召集齐齐哈尔所有锡伯人等，
迁至归化城，交右卫将军兼管。”①在齐齐哈尔地方共有 ２４ 个牛录的锡伯官兵及其家眷，黑龙江将军萨

布素接到谕旨后，立即召集锡伯官兵晓谕移驻事宜，分编两队，每队各 １２ 牛录，拟于康熙三十八年

（１６９９ 年）、三十九年（１７００ 年）分批移驻归化城地方。 后因归化城地方筹措粮食困难，无奈放弃了移驻

计划。 为此，康熙三十八年（１６９９ 年）正月，康熙皇帝又颁降谕旨：“本年自齐齐哈尔迁移之锡伯一半人

口甚众，若迁至归化城，则归化城之米不足。 著停迁归化城，于本年春耕前，不误农事，赶紧迁至乌拉境

内，令其种田，俟收获后，食其所获之粮，迁至盛京。 明年再照此例，迁其一半。”②

事过 ３６ 年后，漠西准噶尔蒙古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为了加强漠南地区的防务力量，雍正十三年

（１７３５ 年）二月初十日，雍正皇帝谕令军机大臣鄂尔泰等曰：“归化城乃塞北重要形势之地，理合派遣数

千名满洲兵驻防，将此著尔等详查议奏。”③遂于当年闰四月三十日，军机大臣鄂尔泰等遵旨议奏：“归
化城地方乃通达军营、扼守各路之要冲。 今各地商贾纷至沓来，地肥田沃，调遣五千名满洲兵戎守，设
置将军一员、副都统二员总统管理，平素操练兵丁，习围狩猎，防守地方，护卫扎萨克蒙古人众，均极便

宜。 倘有调遣之处，路极近便，且兵丁训练有素，用于何处，均甚得力，委实于事有利。”④因而雍正皇帝

决定在归化城附近择地修城驻兵，并特派官员选址，最后选定距归化城东北 ５ 里之外的地方开始修建

新城。 乾隆二年（１７３７ 年）底，新城建设初具规模，经当时管理筑城事务的建威将军王常奏请，乾隆皇

帝给新城赐名“绥远城”。 与此同时，从京师、热河、右卫等处抽调八旗兵丁携眷移驻绥远城，并令驻守

右卫的建威将军也移驻绥远城。 在建威将军移驻之初，其称谓不甚统一，有时称“建威将军”，有时称

“绥远城建威将军”。 一段时间后，至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 年）三月，“军机大臣等奏：查各省将军名号，
皆按驻防处所编定，惟京口将军向称镇海将军，绥远城将军向称建威将军，今镇海将军之缺，既经裁汰，
其建威将军，请嗣后于奏事行文，俱称绥远城将军，并请改铸印信颁给。”⑤遂奉旨允准，颁给“镇守绥远

城等处将军印”，至此才统称“镇守绥远城等处将军”，简称“绥远城将军”。
绥远城将军是清朝中央政权派驻漠南地区的最高长官，既是军事统帅，又是行政首长。 从全

国驻防将军的权限来看，驻在边疆地区的盛京、吉林、黑龙江、伊犁等处将军全权处理各该整个地

区的军政事务，而驻在西安、成都、广东、福州、杭州、荆州等处将军只负责处理本城驻防八旗事

务，并不管理当地的行政事务。 比较而言，绥远城将军的权限极具特殊，起初只管理本城和右卫

驻防八旗事务，后来随着漠西蒙古问题的彻底解决，为了更加妥善管理绥远城八旗及土默特两旗

事务，逐渐裁撤土默特旗都统和副都统，设立归化城副都统和绥远城副都统，统一归绥远城将军

管辖，从而扩大了绥远城将军的权限，负责当地驻防八旗和土默特两旗事务，但仍无权处理其他

漠南地区的蒙古盟旗事务。
绥远城将军首先全权管理绥远城、右卫驻防八旗及土默特两旗事务，负责调遣各旗官兵和调整布

防、参与漠南蒙古地区全局性重要事项的决策，以及突发性重大事件的处置；其次是负责处理绥远城、
右卫、归化城地区的行政、经济、司法以及与相邻地区交涉等事宜，具体职掌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１．负责办理绥远城和右卫驻防八旗官兵的挑选、训练、校阅、调遣以及惩治；
２．督办绥远城和右卫驻防八旗官兵的钱粮发放、马驼牧养、军械配备、房屋修缮、滋生银两及红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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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赏银；
３．委派官兵驻守城池和巡查绥远城、右卫、归化城周边地方，以及缉拿偷盗案犯；
４．奏报绥远城、归化城等处地方雨雪粮价及粮食收成分数；
５．负责办理归化城土默特左右两旗官员的挑选补放、兵丁的训练和调遣，以及游牧地界的划分、开

垦地亩的使用和口粮的采买发放；
６．定期选派官兵赴漠北乌里雅苏台等处换防，奉命办理临近各盟旗的刑事案件和划界纠纷。

二、绥远城将军满文奏折形成及统计

绥远城将军的办事机构称之为绥远城将军衙门，其内部办事机构的设置，除伊犁将军衙门外，与其

他各地的将军衙门基本相同，主要设置左司、右司、印房和旗库等内部办事机构。 左司分掌官吏、军事、
马政、刑法等事务；右司分掌人口、钱粮、祭祀、教育、工程等事务；印房分掌日行公务、印信使用、文稿起

草、公文收发等事务；旗库分掌粮石、饷银、军械等物资的储存保管和分发使用等事务。
清统治者重视各地驻防将军的选拔，从中央各部院、京城八旗和驻防八旗官员内，拣选文武双全、

经历丰富、办事干练的人补授，不定期轮换任命。 从乾隆二年（１７３７ 年）建威将军移驻绥远城开始，截
至宣统三年（１９１１ 年），历时 １７４ 年。 在近两个世纪期间，历任绥远城将军多出自八旗满洲和蒙古。 清

朝在公文书写方面使用的文字有汉文、满文、蒙古文、藏文和察哈台文，视不同的地区和对象，以不同的

文字书写，必要时还用几种文字合璧的方式。 按照清朝定制，担任要职的满洲和蒙古官员要用满文书

写奏折，不可擅自使用汉文，否则重者治罪，轻者训斥。 与此相适应，皇帝的诰敕、谕旨也用满文书写。
绥远城将军属从一品武职官员，而且主管驻防八旗和土默特蒙古事务，向皇帝请示汇报时，按规定用满

文书写奏折。 随着满汉民族的交流和交融，旗人对满语文逐渐生疏，相反汉语文的使用愈加普遍，加之

清代后期各项制度的松弛，用满文书写公文的规定也随之发生变化，满洲和蒙古官员也用汉文书写奏

折。 绥远城将军的奏折，除用满文书写的外，还以汉文书写。
清代官员向皇帝请示汇报事宜所用的公文主要有两种：一为题本，是以往朝代一直沿用下来的，

清朝亦沿用之；二为奏折，是清朝自创的，从康熙年间开始使用。 题本多用于例行公事，通过内阁阅

览拟旨后，再进呈皇帝审阅定夺，而后发回内阁批写谕旨，由六科抄发有关部门处理，原件保存在内

阁红本库，其流程缓慢繁琐，保密性比较差。 奏折多用于比较特殊而直接向皇帝汇报请示的事务，通
过内奏事处直接呈递，由皇帝亲自拆封批阅后，通过军机处直接发回具奏者处理，其流程快捷便利，
保密性比较好。 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 年）公文制度改革时，删繁就简，废止题本，通用奏折。 奏折成

为官员们唯一用来向皇帝请示汇报事宜的文书，经皇帝用朱笔批阅后，称之谓“朱批奏折”。 起初朱

批奏折发还给具奏者后并不收回，至雍正皇帝即位后，才开始缴回朱批奏折，集中存放在宫廷里。 军

机处在收发朱批奏折过程中，照抄朱批奏折一份，称之为“录副奏折”。 由于录副奏折按月或半月为

一包归档保存，故名“月折包”。 军机处又将录副奏折及其附件，逐件以月为单位抄成簿册保存，其
封面上书写形成时间和“奏折档”之名。 因按月装订成册，故又称“月折档”。 奏折的原件及其两种

抄件，在内容上完全相同，所不同的是朱批奏折仅有具奏时间，而月折档只有朱批时间，唯独录副奏

折既有具奏时间，也有朱批时间；再者作为附件随奏折进呈的各种清单、口供、图纸等文件的原件，都
随录副奏折一起归档保存，在月折档里也抄录这些附件。 另外，按清代文书档案保管制度而言，绥远

城将军的满文奏折还有一种抄件。 绥远城将军接到发回的朱批奏折后，除遵照所奉朱批施行外，还
移交印房照抄成册存档备用，其原件定期缴回宫廷保存。 由于诸多原因，保存在绥远城将军衙门的

抄件，现已无存，而原保存在宫廷和军机处的奏折原件及两种抄件都得以保存下来，今皆保存在中国

第一历史档案馆。
为了清晰了解历任绥远城将军及其满文奏折，现仅就满文月折包内保存的绥远城将军满文奏折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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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计，按具奏者姓名、旗藉、任职时间、类别和件数列表如下①：

序号 姓名 旗籍 任职时间 类别 件数

１ 王常 满洲旗 乾隆二年（１７３７ 年）正月至五年三月 实授 ４２

２ 伊勒慎 满洲旗 乾隆五年（１７４０ 年）三月至七月 实授 ３０

３ 补熙 满洲旗 乾隆五年（１７４０ 年）七月至十四年九月 实授 １８１

４ 八十五 满洲旗 乾隆十四年（１７４９ 年）九月至十月 署理 ５

５ 保云 不详 乾隆十四年（１７４９ 年）十月至十一月 署理 １

６ 富昌 满洲旗 乾隆十四年（１７４９ 年）十一月至二十一年（１７５６ 年）八月 实授 ６６

７ 保云 不详 乾隆二十一年（１７５６ 年）八月至九月 署理 １

８ 保德 满洲旗 乾隆二十一年（１７５６ 年）九月 署理 １

９ 保云 不详 乾隆二十一年（１７５６ 年）九月至闰九月 署理 无

１０ 富昌 满洲旗 乾隆二十一年（１７５６ 年）闰九月 实授 １

１１ 保德 满洲旗 乾隆二十一年（１７５６ 年）闰九月 署理 １

１２ 松阿里 满洲旗 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 年）四月 实授未到任 １

１３ 保德 满洲旗 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 年）四月至二十四年（１７５９ 年）六月 实授 １５

１４ 恒禄 满洲旗 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 年）六月至十月 实授 １５

１５ 阿尔宾 不详 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 年）十月至十一月 署理 ２

１６ 车臣 不详 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 年）十一月至二十五年（１７６０ 年）二月 署理 ８

１７ 恒禄 满洲旗 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 年）二月至九月 实授 １１

１８ 舒明 蒙古旗 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 年）九月至二十六年（１７６１ 年）三月 署理 １３

１９ 如松 满洲旗 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 年）三月至十一月 实授 ８

２０ 车臣 不详 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 年）十一月 署理 ２

２１ 舒明 蒙古旗 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 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实授 ５

２２ 车臣 不详 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 年）十二至二十七年（１７６２ 年）三月 署理 ３

２３ 蕴著 满洲旗 乾隆二十七年（１７６２ 年）三月至三十年十二月 实授 ５１

２４ 嵩椿 满洲旗 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 年）十二月至三十一年（１７６６ 年）十二月 实授 １８

２５ 常青 满洲旗 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 年）十二月至三十二年（１７６７ 年）正月 署理 ２

２６ 巴禄 蒙古旗 乾隆三十二年（１７６７ 年）正月至三十三年（１７６８ 年）三月 实授 １０

２７ 绰和诺 满洲旗 乾隆三十三年（１７６８ 年）三月至四月 署理 ３

２８ 傅良 满洲旗 乾隆三十三年（１７６８ 年）四月至三十四年（１７６９ 年）正月 实授 ２１

２９ 常在 满洲旗 乾隆三十四年（１７６９ 年）正月 实授未到任 １

３０ 常青 满洲旗 乾隆三十四年（１７６０ 年）正月至六月 署理 ３

３１ 诺伦 满洲旗 乾隆三十四年（１７６９ 年）六月至十二月 实授 ６

３２ 常青 满洲旗 乾隆三十四年（１７６９ 年）十二月至三十五年（１７７０ 年）二月 署理 ５

３３ 诺伦 满洲旗 乾隆三十五年（１７７０ 年）二月至三十六年（１７７１ 年）十二月 实授 １３

·６３·
① 根据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并参考《清朝实录》、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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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博成 满洲旗 乾隆三十六年（１７７１ 年）十二月至三十七年（１７７２ 年）二月 署理 ２

３５ 诺伦 满洲旗 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 年）二月至五月 实授 ６

３６ 博成 满洲旗 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 年）五月至七月 署理 ４

３７ 容保 满洲旗 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 年）七月至三十八年（１７７３ 年）十二月 实授 ３１

３８ 博成 满洲旗 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 年）十二月至三十九年（１７７４ 年）二月 署理 ３

３９ 容保 满洲旗 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 年）二月至四十年（１７７５ 年）十二月 实授 １９

４０ 博成 满洲旗 乾隆四十年（１７７５ 年）十二月至四十一年（１７７６ 年）二月 署理 ２

４１ 容保 满洲旗 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 年）二月至十一月 实授 ８

４２ 博成 满洲旗 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 年）十一月 署理 １

４３ 伍弥泰 蒙古旗 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 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实授 ３

４４ 博成 满洲旗 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 年）十二月 署理 １

４５ 雅朗阿 满洲旗 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 年）十二月至四十三年（１７７８ 年）十一月 实授 １５

４６ 博成 满洲旗 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 年）十一月至四十四年（１７７９ 年）二月 署理 ２

４７ 雅朗阿 满洲旗 乾隆四十四（１７７９ 年）年二月至？ 月 实授 ２

４８ 博成 满洲旗 乾隆四十四年（１７７９ 年）？ 月至五月 署理 ３

４９ 弘晌 满洲旗 乾隆四十四年（１７７９ 年）五月至四十六年（１７８１ 年）三月 实授 ２４

５０ 积善 满洲旗 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 年）三月至五月 署理 ４

５１ 嵩椿 满洲旗 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 年）五月至四十八年（１７８３ 年）十一月 实授 ２８

５２ 积善 满洲旗 乾隆四十八年（１７８３ 年）十一月至四十九年（１７９４ 年）二月 署理 １

５３ 嵩椿 满洲旗 乾隆四十九（１７８４ 年）年二月至六月 实授 ５

５４ 积善 满洲旗 乾隆四十九年（１７８４ 年）六月至七月 署理 １

５５ 乌尔图纳逊 蒙古旗 乾隆四十九年（１７８４ 年）七月至八月 实授 ５

５６ 积善 满洲旗 乾隆四十九年（１７８４ 年）八月至十月 署理 ２

５７ 积福 蒙古旗 乾隆四十九年（１７８４ 年）十月至十一月 实授 ６

５８ 积善 满洲旗 乾隆四十九年（１７８４ 年）十一月至五十年（１７８５ 年）二月 署理 １

５９ 积福 蒙古旗 乾隆五十年（１７８５ 年）二月至五十一年（１７８６ 年）二月 实授 １６

６０ 七十五 满洲旗 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 年）二月至三月 署理 １

６１ 积福 蒙古旗 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 年）三月至十月 实授 ５

６２ 七十五 满洲旗 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 年）十月至十一月 署理 １

６３ 嵩椿 满洲旗 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 年）十一月至五十二年（１７８７ 年）十一月 实授 １２

６４ 七十五 满洲旗 乾隆五十二年（１７８７ 年）十一月至五十三年（１７８８ 年）二月 署理 无

６５ 嵩椿 满洲旗 乾隆五十三年（１７８８ 年）二月至十一月 实授 ７

６６ 七十五 满洲旗 乾隆五十三年（１７８８ 年）十一月至五十四年（１７８９ 年）二月 署理 ３

６７ 兴肇 满洲旗 乾隆五十四年（１７８９ 年）二月至五十六年（１７９１ 年）十一月 实授 ２６

６８ 七十五 满洲旗 乾隆五十六年（１７９１ 年）十一月至五十七年（１７９２ 年）二月 署理 无

６９ 兴肇 满洲旗 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 年）二月至十一月 实授 ７

７０ 七十五 满洲旗 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 年）十一月至？ 月 署理 ２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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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 庆怡 满洲旗 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 年）？ 月至五十八年（１７９３ 年）二月 署理 １

７２ 图桑阿 满洲旗 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 年）二月至六十年（１７９５ 年）正月 实授 ２７

７３ 庆怡 满洲旗 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 年）正月至二月 署理 ２

７４ 永琨 满洲旗 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 年）二月至八月 实授 １４

７５ 恒瑞 满洲旗 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 年）八月 实授未到任 １

７６ 庆怡 满洲旗 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 年）八月至十二月 署理 ３

７７ 乌尔图纳逊 蒙古旗 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 年）十二月至嘉庆元年（１７９６ 年）四月 实授 ４

７８ 富锐 满洲旗 嘉庆元年（１７９６ 年）四月至三年（１７９８ 年）二月 实授 １６

７９ 永庆 满洲旗 嘉庆三年（１７９８ 年）二月至五月 署理 ３

８０ 永庆 满洲旗 嘉庆三年（１７９８ 年）五月至六年（１８０１ 年）五月 实授 １０

８１ 崇尚 满洲旗 嘉庆六年（１８０１ 年）五月至八年（１８０３ 年）八月 实授 ４

８２ 德勒格楞贵 蒙古旗 嘉庆八年（１８０３ 年）八月至十二月 实授 无

８３ 奇车 满洲旗 嘉庆八年（１８０３ 年）十二月至九年（１８０４ 年）四月 实授 无

８４ 春宁 满洲旗 嘉庆九年（１８０４ 年）四月至十二年（１８０７ 年）八月 实授 １３

８５ 庆怡 满洲旗 嘉庆十二（１８０７ 年）年八月至九月 署理 ２

８６ 来仪 满洲旗 嘉庆十二年（１８０７ 年）九月至十六年（１８１１ 年）七月 实授 ７

８７ 果勒丰阿 满洲旗 嘉庆十二年（１８１１ 年）七月至二十三年（１８１８ 年）十二月 实授 １９

８８ 松筠 蒙古旗 嘉庆二十三年（１８１８ 年）十二月 署理 ２

８９ 八十六 满洲旗 嘉庆二十三年（１８１８ 年）十二月 实授 ２

９０ 松筠 蒙古旗 嘉庆二十三年（１８１８ 年）十二月至二十四年（１８１９ 年）正月 署理 ３

９１ 禄成 蒙古旗 嘉庆二十四年（１８１９ 年）正月至道光二年（１８２２ 年）十一月 实授 ４０

９２ 伊星阿 不详 道光二年（１８２２ 年）十一月至三年（１８２３ 年）二月 署理 ５

９３ 德英阿 满洲旗 道光三年（１８２３ 年）二月至四年（１８２４ 年）八月 实授 １４

９４ 伊星阿 不详 道光四年（１８２４ 年）八月 署理 ２

９５ 奕颢 满洲旗 道光四年（１８２４ 年）八月至六年（１８２６ 年）十一月 实授 ２２

９６ 伊星阿 不详 道光六年（１８２６ 年）十一月至七年（１８２７ 年）正月 署理 ２

９７ 奕颢 满洲旗 道光七年（１８２７ 年）正月至闰五月 实授 ３

９８ 富尔嵩阿 满洲旗 道光七年（１８２７ 年）闰五月至八月 署理 １

９９ 晋昌 满洲旗 道光七年（１８２７ 年）八月至八年（１８２８ 年）八月 实授 １２

１００ 果齐斯欢 满洲旗 道光八年（１８２８ 年）正月至四月 实授未到任 １

１０１ 富尔嵩阿 满洲旗 道光八年（１８２８ 年）八月 署理 ２

１０２ 特依顺保 满洲旗 道光八年（１８２８ 年）八月至十月 实授 ３

１０３ 富尔嵩阿 满洲旗 道光八年（１８２８ 年）十月至九年（１８２９ 年）三月 署理 １

１０４ 庆禄 蒙古旗 道光九年（１８２９ 年）三月至四月 署理 ２

１０５ 那彦宝 满洲旗 道光九年（１８２９ 年）四月至十年（１８３０ 年）二月 实授 １３

１０６ 祥康 满洲旗 道光十年（１８３０ 年）二月至六月 署理 ３

１０７ 升寅 满洲旗 道光十年六月（１８３０ 年）至十二年（１８３２ 年）正月 实授 ２４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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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 彦德 满洲旗 道光十二年（１８３２ 年）正月至十七年（１８３７ 年）十一月 实授 ６６

１０９ 锡麟 不详 道光十七年（１８３７ 年）十一月至十八年（１８３８ 年）四月 署理 ７

１１０ 江阿 不详 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 年）四月至闰四月 署理 １

１１１ 特登额 不详 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 年）闰四月至十月 署理 ７

１１２ 棍楚克策楞 满洲旗 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 年）十月至十九年（１８３９ 年）十二月 实授 １１

１１３ 德克金布 满洲旗 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 年）九月至十一月 实授未到任 无

１１４ 嵩溥 满洲旗 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 年）十一月至二十年（１８４０ 年）六月 实授未到任 无

１１５ 特登额 满洲旗 道光十九年（１８３９ 年）十二月至二十年（１８４０ 年）七月 署理 ４

１１６ 色克精额 满洲旗 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 年）七月至二十一年（１８４１ 年）九月 实授 ２１

１１７ 奕兴 满洲旗 道光二十一年（１８４１ 年）九月至二十三年（１８４３ 年）三月 实授 １９

１１８ 成凯 满洲旗 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 年）三月至四月 署理 ３

１１９ 禄普 满洲旗 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 年）三月至四月 实授未到任 ２

１２０ 奕兴 满洲旗 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 年）四月至二十四年（１８４４ 年）八月 实授 １３

１２１ 铁麟 满洲旗 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 年）八月至十月 署理 ４

１２２ 奕兴 满洲旗 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 年）十月至二十七年（１８４７ 年）五月 实授 ２６

１２３ 盛埙 不详 道光二十七年（１８４７ 年）五月至六月 署理 ２

１２４ 英隆 满洲旗 道光二十七年（１８４７ 年）六月至十一月 实授 ７

１２５ 盛埙 不详 道光二十七年（１８４７ 年）十一月至二十八年（１８４８ 年）九月 署理 １４

１２６ 成玉 蒙古旗 道光二十八年（１８４８ 年）九月 实授 ４

１２７ 盛埙 不详 道光二十八年（１８４８ 年）九月至二十九年（１８４９ 年）四月 署理 １１

１２８ 托明阿 满洲旗 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 年）四月至咸丰二年（１８５２ 年）二月 实授 ２８

１２９ 盛埙 不详 咸丰二年（１８５２ 年）二月至四月 署理 １

１３０ 托明阿 满洲旗 咸丰二年（１８５２ 年）四月至三年（１８５３ 年）二月 实授 １０

１３１ 乐斌 满洲旗 咸丰三年（１８５３ 年）二月至八月 实授未到任 １

１３２ 盛埙 不详 咸丰三年（１８５３ 年）二月至四年（１８５４ 年）九月 署理 ２１

１３３ 善禄 蒙古旗 咸丰三年（１８５３ 年）八月至四年（１８５４ 年）十一月 实授未到任 无

１３４ 华山泰 满洲旗 咸丰四年（１８５４ 年）十一月至五年（１８５５ 年）二月 实授未到任 ２

１３５ 德胜 不详 咸丰四年（１８５４ 年）九月至五年（１８５５ 年）十一月 署理 １５

１３６ 庆如 满洲旗 咸丰五年（１８５５ 年）十一月至六年（１８５６ 年）正月 实授 ２

１３７ 德胜 不详 咸丰六年（１８５６ 年）正月至六年（１８５６ 年）五月 署理 ４

１３８ 成凯 满洲旗 咸丰六年（１８５６ 年）五月至十年（１８６０ 年）九月 实授 ５４

１３９ 德勒克多尔济 蒙古旗 咸丰十年（１８６０ 年）九月至十月 署理 １

１４０ 成凯 满洲旗 咸丰十年（１８６０ 年）十月至十一年（１８６１ 年）四月 实授 １０

１４１ 德勒克多尔济 蒙古旗 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 年）四月至五月 署理 ２

１４２ 德勒克多尔济 蒙古旗 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 年）五月至同治五年（１８６６ 年）九月 实授 ４６

１４３ 福兴 满洲旗 同治五年（１８６６ 年）九月至六年（１８６７ 年）三月 实授 ９

１４４ 桂成 满洲旗 同治六年（１８６７ 年）三月至六月 署理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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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姓名 旗籍 任职时间 类别 件数

１４５ 裕瑞 满洲旗 同治六年（１８６７ 年）六月至七年（１８６８ 年）正月 实授 ９

１４６ 桂成 满洲旗 同治七年（１８６８ 年）正月至二月 署理 １

１４７ 德勒克多尔济 蒙古旗 同治七年（１８６８ 年）二月至七月 署理 ６

１４８ 桂成 满洲旗 同治七年（１８６８ 年）七月至八月 署理 ４

１４９ 定安 满洲旗 同治七年（１８６８ 年）八月至光绪元年（１８７５ 年）八月 实授 ３１

１５０ 善庆 汉军旗 光绪元年（１８７５ 年）八月至三年（１８７７ 年）正月 实授 １０

１５１ 庆春 满洲旗 光绪三年（１８７７ 年）正月至十月 实授 ６

１５２ 瑞联 满洲旗 光绪三年（１８７７ 年）十月至六年（１８８０ 年）五月 实授 １６

１５３ 丰绅 满洲旗 光绪六年（１８８０ 年）五月至十年（１８８４ 年）七月 实授 １４

１５４ 克蒙额 汉军旗 光绪十年（１８８４ 年）七月至二十一年（１８９５ 年）五月 实授 １４

１５５ 奎英 不详 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 年）五月至年六月 署理 ２

１５６ 永德 满洲旗 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 年）六月至二十七年（１９０１ 年）正月 实授 １３

１５７ 崇善 满洲旗 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 年）正月至二月 实授未到任 无

１５８ 奎成 满洲旗 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 年）二月至六月 署理 无

１５９ 文瑞 蒙古旗 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 年）六月至？ 月 署理 无

１６０ 信恪 满洲旗 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 年）？ 月至二十八年（１９０２ 年）三月 实授 无

１６１ 钟泰 满洲旗 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 年）三月至十一月 实授 １

１６２ 文瑞 蒙古旗 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 年）十一月至二十九年（１９０３ 年）七月 署理 １

１６３ 恒寿 满洲旗 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 年）七月至八月 实授 １

１６４ 贻谷 满洲旗 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 年）八月至三十四年（１９０８ 年）四月 实授 ３

１６５ 信勤 满洲旗 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 年）四月至宣统二年（１９１０ 年）九月 实授 １

１６６ 瑞良 满洲旗 宣统二年（１９１０ 年）九月至三年（１９１１ 年）正月 署理 无

１６７ 桂春 满洲旗 宣统三年（１９１１ 年）正月至三月 署理 无

１６８ 堃岫 满洲旗 宣统三年（１９１１ 年）三月至民国元年（１９１９ 年）九月 实授 无

合计 重复 ６７ 人 汉军旗 ２ 人、蒙古旗 １２ 人、不详 １０ 人 １６５１

历任的绥远城将军，包括署理者，共计 １０１ 人，按其旗籍区别，八旗满洲 ８３ 人，八旗蒙古 １３ 人，八旗

汉军 ２ 人，旗籍不详 ９ 人。 绥远城将军的任次，包括循例进京陛见和奉命出差期间的离任和署理，共计

１６８ 任次，其中博成 １ 人列第一位，共 ８ 任次；七十五 １ 人列第二位，共 ６ 任次；嵩椿、积善和盛埙 ３ 人列

第三位，各为 ５ 任次；庆怡、德勒克多尔济 ２ 人列第四位，各为 ４ 任次；保云、保德、车臣、常青、诺伦、容
保、积福、伊星阿、富尔嵩阿、奕兴、成凯、桂成 １２ 人列第五位，各为 ３ 任次；富昌、恒禄、舒明、雅朗阿、乌
尔图纳逊、兴肇、永庆、松筠、奕颢、特登额、托明阿、德胜、文瑞 １３ 人列第六位，各为 ２ 任次；其余 ６９ 人列

第七位，各为 １ 任次。 从连续任职时间来看，汉军旗人克蒙额位居第一位，光绪十年（１８８４ 年）七月至

二十年（１８９４ 年）十二月；满洲旗人补熙位居第二位，乾隆五年（１７４０ 年）七月至十四年（１７４９ 年）九月；
满洲旗人富昌位居第三位，乾隆十四年十一月至二十二年（１７５７ 年）四月；满洲旗人丰绅位居第四位，
光绪六年（１８８０ 年）五月至十年七月；其余绝大数人任职 ３ 年至 １ 年不等。 从其任职类型来看，实授 ９４
任次，署理 ７４ 任次，其中松阿里、常在、恒瑞、果齐斯哈、德克金布、嵩溥、禄普、乐斌、善禄、华山泰、崇善

１１ 人，虽为实授，但都未到任，因而绥远城将军的实际任次应该是 １５７ 次，共计 ９０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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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机处现存 １８ 万余件满文录副奏折里检索发现，绥远城将军满文奏折共计 １ ６５１ 件，从其具奏

者来看，排在前 ２０ 位的有补熙 １８１ 件、富昌 ６７ 件、成凯 ６７ 件、彦德 ６６ 件、奕兴 ５８ 件、德勒克多尔济 ５５
件、嵩椿 ５２ 件、盛埙 ５２ 件、蕴著 ５１ 件、王常 ４２ 件、伊勒慎 ４０ 件、禄成 ４０ 件、兴肇 ３３ 件、定安 ３１ 件、积
福 ２７ 件、图桑阿 ２７ 件、恒禄 ２６ 件、奕颢 ２５ 件、升寅 ２４ 件、色克精额 ２１ 件。 这 ２０ 位将军的满文奏折，
共计 ９８５ 件，占绥远城将军满文奏折总数的 ６０％。 其余 ７０ 位将军名下各有 １ 至 ２０ 件不等满文奏折，而
在奇车、德克金布、嵩溥、善禄、崇善、奎诚、文瑞、信恪、瑞良、桂春、堃岫 １１ 位将军名下则无，其中，后 ７
位将军均在清末光绪和宣统两朝任职，占所有名下无奏折者总数的 ６３％。 由此可见，清末绥远城将军

已经很少用满文书写奏折，与其他地方驻防将军的情况基本相同。 由于长期交流交融，满汉文化自然

越来越趋于一同，清朝后期各级满洲和蒙古官员对满文的熟悉程度远不如汉文。
从朝年来看，乾隆朝 ８５３ 件、嘉庆朝 １０７ 件、道光朝 ３６３ 件、咸丰朝 １４９ 件、同治朝 ９５ 件、光绪朝 ８４

件、宣统朝无，而嘉庆朝 ２４ 年的奏折只有 １０７ 件，还不及仅有 １１ 年时间的咸丰朝数量，这可能军机处满

文月折包内嘉庆朝绥远城将军奏折因诸多原因有些损失，要全面利用绥远城将军的满文奏折，除查阅

军机处满文月折包内录副奏折外，还应该查阅宫中满文朱批奏折和军机处满文月折档。 就绥远城将军

的上行文书而言，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的清代档案内，除其满文奏折外，还有汉文朱批奏折 １０００
余件、汉文录副奏折 １１００ 余件、汉文题本 ５００ 余件、满文题本 ４００ 余件。

三、绥远城将军满文奏折内容及价值

目前所查绥远城将军满文奏折，起自乾隆二年（１７３７ 年）正月二十三日，止于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
年）十二月十五日，时间跨度达 １７１ 年，所反映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泛，现将其内容分类介绍如下：

（一）职官类

主要反映绥远城将军奉旨授职谢恩、赴任接印视事、奉命交印卸任、出缺委员署理、承应各项官差、
定期赴京陛见、接受御赏谢恩、请假养病丁忧、缘事纠参处分、留任期满开复、病故抚恤治丧；绥远城副

都统、归化城副都统、右卫副都统、右卫城守尉和绥远城八旗、右卫八旗、土默特二旗协领、参领、佐领、
防御等官员的拣选补放、调遣任用、出缺署理、军政考核、勒令休致、委派差使、纠参处分；右卫建威将军

移驻绥远城，土默特旗都统、副都统和右卫副都统相继裁撤，分设绥远城和归化城副都统各一员，并统

归绥远城将军管辖，划定绥远城将军与归化城副都统办公权限，制定绥远城、归化城、右卫副都统轮换

进京朝觐班次，裁汰右卫副都统并改设城守尉；绥远城八旗官缺的设置及其沿革，绥远城添设巡察衙门

及书办衙役，绥远城八旗蒙古、汉军佐领员缺两翼混合拣放，裁撤右卫步军翼长等员所有步甲交八旗官

弁兼管，土默特旗蒙古世管佐领的选拔补授，蒙古笔帖式缺改为满洲、蒙古翻译笔帖式缺并由八旗蒙古

内考取，更定赴乌里雅苏台换防兵保举额外笔帖式章程，土默特旗参领、佐领等员牧放马驼奋勉出力照

例嘉奖，土默特旗粮仓事务划归归化城同知兼管，以及查办右卫副都统舒常等空支马匹草料折色银、正
白旗协领松禄等肆意勒索兵丁、右卫恩骑尉佛保持刀伤人、驻和林格尔卡伦佐领等员旷班、土默特旗台

吉巴巴拜等私准民人垦种草地等案情况。
（二）军务类

主要反映京城、热河、右卫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官兵携眷陆续移驻绥远城，按照八旗定制重新编设

旗分佐领，分别设置披甲、鸟枪兵、步兵；八旗兵额增减、挑补兵缺、操练技艺、置办军械、配备马驼、供给

粮草、驻守台站、巡查地方、缉拿罪犯；将军每年检阅绥远城、右卫官兵操练技艺，查看八旗库存军械物

资并照例修补配齐，巡查大青山一带所设卡伦和官兵牧放马群；定期选派官兵赴乌里雅苏台驻防，旧班

官兵换班返回绥远城，给其选派官兵支拨钱粮和马匹；绥远城八旗家选兵改为绿营兵移往直隶和山西，
其空出缺额迁移京旗另户兵丁补充，右卫八旗蒙古官兵酌量裁撤移驻张家口，以及绥远城、右卫八旗兵

按新定式样练阵，按照钦定八旗则例规范处理八旗事务，旧存铜炮和新添抬枪抬炮按年轮番演放，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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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和右卫八旗官兵调往北路出征准噶尔，绥远城和右卫兵丁拴养马匹解往宁夏等处军营使用，河南和

天津军营截留马匹八旗官兵情愿如数捐买补充，每年奖赏土默特旗牧厂奋勉效力兵丁，设置土默特旗

操练营及其配置驼马、发放费用、演练技艺等情况。
（三）旗务类

主要反映绥远城和右卫八旗另记档案人出旗为民或调补绿营兵额，右卫汉军旗官兵出旗迁往直隶

及山西拨入绿营安置，右卫八旗满洲、蒙古、汉军闲散照例比丁并按牛录均齐，变通办理八旗兵丁红白

事赏银事宜，增拨滋生银两添加官兵红白事赏银，绥远城和右卫八旗蒙古兵丁编入京城蒙古旗籍，更定

绥远城八旗逃人罚办章程，裁减绥远城八旗额定马甲、右卫八旗老幼残疾马甲改设步甲和养育兵以利

生计，绥远城空置官房变价卖给八旗官兵立业，以及土默特旗蒙古人众遭受水灾酌情赈济，遭灾地亩租

银延期交纳，接济土默特旗贫穷蒙古人众，因贫穷民众生计改善而停发赏银，查办土默特旗与茂明安旗

地界纠纷并划定界址设立鄂博等情况。
（四）司法类

主要反映派员审理刑事案件，地方抢劫偷盗案件频发并合力查处，每年查报发遣为奴罪犯是否脱

逃，查禁绥远城、归化城、右卫所辖地方私有枪支，遵旨停止查办八旗兵丁及土默特蒙古、僧众私有枪

支，委派官兵缉拿逃亡罪犯，凡蒙古与民人涉及命案皆由土默特旗参领和各厅官员会审办理，派遣官兵

缉拿大青山地方盗贼，查办大青山内偷采银矿人犯，八旗兵丁偷窃军械出售并照例拟罪，以及审办归化

城办理蒙古民人事务同知普喜贪婪暴戾、将军富昌等私自裁减八旗兵丁官马冒领银两等案情况。
（五）财政类

主要反映定期发放官兵俸银钱粮、赏给将军和大臣等养廉银、给官兵借支饷银并按期扣还、征收所

属地方种田租银、采买八旗马匹草料；动用官银按时价采买粮石储存，以备发放八旗兵丁口粮；拨给绥

远城和右卫滋生银，开设当铺生息，适量存留备赏红白事数额，剩余息银作为本银返还山西省藩库；征
收绥远城和右卫房屋菜圃租银，照例开支报效；动用库存公费房租银搭建凉棚，用于会盟理事及演练兵

丁；奉调出征官兵所需整装费用，按例动支库存军需银两赏赐；收回土默特旗人典出地亩另行出租耕

种，所获租银赏给鳏寡孤独者，以及定期动用库存房租银修缮八旗官兵住房，绥远城库存剩余房租银移

交山西省藩库拨入正项使用，动支绥远城同知库存银采买北路军营所需马驼，给老弱病残及幼丁发放

半份钱粮赡养，右卫八旗官兵空闲房屋变价出售所得银充作军饷，设立官办商铺经营，绥远城空闲兵房

变价入库，大青山内民人私垦地亩征收租银，土默特旗仓粮储存和发放，清水河煤窑税钱拖欠并限期完

纳，所辖地方庄头应交官粮折交银两等情况。
（六）农业类

主要反映招募民人垦种地亩分编三等征收粮草，民人开垦地亩歉收应征米草分期征收，借给垦荒

种地民人官银置办籽种农具，各庄所种田亩遭受旱灾歉收借给官仓粮石，清查大青山内民人私垦地亩

并另行拨地安置永久禁垦，杀虎口外右卫八旗牧地招民开垦并拨给寺院喇嘛赡养地亩，土默特旗草地

酌情垦种征收租银发给进城入值官兵，垦地耕种收租并免土默特旗蒙古人众应交米石，民人租种土默

特旗官田被水淹没再无地拨给，民人租种土默特旗地内沙化地亩核销其应缴租银，土默特地方无人领

种官地即行退耕还草并核销其租银，土默特旗私垦地亩停止租给民人而分给贫困蒙古人众，以及绥远

城、归化城和右卫所属各地降雨降雪、禾苗长势和粮食收成分数等情况。
（七）商贸类

主要反映归化城和绥远城按上下半月分设牲畜买卖集市并出租新建商铺收租，八旗官兵私自出售

饷米官为给价收购严禁卖给民人，归化城牲畜集市移往绥远城并特设专员征税，归化城马骡驴市移至

绥远城西门内以期新城商贸兴旺，绥远城买卖街逐渐兴隆并严查私自贸易偷税，归化城北门外驼牛羊

市移至绥远城以便租出空闲官房，绥远城空闲官房变价修缮官铺等情况。
（八）文化教育类

主要反映绥远城八旗左右两翼各设满洲和蒙古官学一所选派京城教习授课，八旗蒙古学设置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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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教习授课培养翻译人才，绥远城设立满汉翻译学培养笔帖式人才，设立满洲、蒙古八旗官学五所及支

拨费用，裁撤绥远城八旗满洲官学改设满汉翻译学教育八旗子弟，接收所赏增订御制清文鉴并抄录颁

给绥远城和右卫八旗官学使用，奏请赏给清字会典依照办理移行蒙古扎萨克等事项，接收所赏御制墨

刻诗文及圣训谢恩，以及将军补熙奏请允准其子留在任所学习清文等情况。
（九）建筑工程类

主要反映绥远城工程因天寒暂停并委派官员筹办开工，城工费用不敷酌情添拨银两，绥远城竣工

特请御赐城池及四门名称，承办绥远城工程奋勉出力人员嘉奖，绥远城工程出现问题勒令承办官员赔

补修缮，绥远城城墙交本城同知修缮其费用由山西省藩库动支，修缮绥远城城墙工程完竣，并照例派员

查验，右卫将军署房屋变价并以所得银修缮绥远城将军署房屋，借支饷银修缮绥远城八旗兵丁住房，绥
远城和右卫八旗官兵住房坍损借给饷银修缮，归化城文庙年久破裂倾斜动支库银修缮等情况。

（十）其他

主要反映查办喀尔喀达尔罕贝勒旗闲散贝子诉讼本旗扎萨克冒领赏银案、四子王旗郡王随从布彦

德勒格尔肆意妄行案，以及哲里木盟四等台吉屯拉吉扎木苏阵亡照例赏恤，班禅额尔德尼圆寂果莽呼

图克图遵旨回京，遵旨晓谕土默特旗各寺喇嘛严禁娶妻，规定绥远城将军年查归化城所辖无量寺、延寿

寺、隆福寺、崇寿寺、慈寿寺、弘庆寺、宁祺寺、延禧寺等情况。
绥远城将军满文奏折是历任将军们在办理公务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文件，属于公文档案，具有原始

性、客观性、丰富性和系统性的特点，为研究绥远城将军人群、驻防八旗专题提供了珍贵史料。 部分奏

折所反映的内容虽较为分散，甚至个别问题只有少数几件奏折，但仍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有助于开拓新

的研究领域或完善前人研究成果，具有其他任何史料都无法替代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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