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围”与骑射: 清代满族八旗尚武精神的弘扬与消颓

刘凤云

摘 要: 行围习武是满族的祖宗之法。自努尔哈赤起兵、建八旗，便将行围纳入到军政建制中，形成一套行围

布阵制度。清朝入主中原后，康熙帝将行围赋予了更深更广的政治意义，他在热河北部建围场，行“木兰秋狝”。而

东三省的“冬围”，更是在着意培养满族幼丁及“新满洲”尚武精神、骑射技艺的同时，构建守卫东北边疆的国之铁

骑。但是，随着满汉交融日久、重文轻武风气盛行，且为解决增兵扩军后的口粮短缺，满洲八旗被赋予了亦兵亦农

的身份，行围习武成为额外的负担。而大批中原移民涌入垦荒，也改变了东三省人迹罕至、“斧锯鲜被”的繁茂森林

环境。因此，满洲八旗的骑射技艺呈每况愈下之势，尚武精神日渐消颓，而晚清内忧外患的战争所造成的国力衰

竭，加剧了这种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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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武是满族的民族精神，而骑射，是满族尚武精

神 的 表 达，所 谓“我 国 自 开 基 以 来，首 重 骑

射”［1］690。“满洲根本，骑射为先”［2］717。在清王

朝逐鹿中原、驰骋天下的征战中，骑射被称为国之利

器，所谓“满洲八旗”“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

攻城则取天下”［1］380。故“我国家( 清朝) 以骑射为

业”［3］446。但是，随着清朝入主中原，被视为满族

绝技的骑射出现衰退迹象。因此，为保持并发扬满

族骑射为先的本色，康熙帝在解决三藩分裂势力之

后，便将围猎这一满族传统的演武方式纳入八旗官

兵的军事训练中来，在加强对八旗子弟骑射技能训

练的同时，以尚武精神凝聚国家力量。在以往的研

究中，相关问题主要聚焦于两点: 一是骑射，讨论的

是满族骑射文化及其源流与演变、衰落① ; 另一个是

围场，学者或从生态环境的角度，或从历史地理出

发，再或是从围场管理等进行研究②，而以行围为研

究对象的则属鲜见［4］。
在学术观点上，王锺翰提出“国语骑射之不能

保持，与满族贵族的腐化堕落、直至清王朝的被推

翻，不能混为一谈”［5］的观点是值得重视的。但骑

射的衰退也不能简单归结为“汉化”后的社会进步。
任何一种历史现象的由盛而衰，都是政治、社会以及

自然生态因素及其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认为，

“行围习武”作为满族祖制，被康熙帝赋予更深的政

治意义并置于国家正典之后，既关乎满族文化与习

俗的传承，也与国家政治命运紧密联系，在骑射走向

消颓的历史中，烙下的是清代国家衰败走势的印记。

一、承祖制建“秋狝”“冬围”大典

行围习武原本是满族打牲部族的生存之道，也

是适应战争环境形成的民族特性。努尔哈赤在创建

八旗的同时，便将行围纳入军政建制中，形成一套行

围布阵制度③应用于战争中，而行围也被制以严格

的纪律。天聪年间规定: “凡出兵行猎时，有为盗

者，论罪大小，或杀或罚，久著为令。”又曰: “每旗令

大臣一人专司统辖，有不随甲喇牛录行走逗留失次

者，皆执治之。”［6］797。所以，行围讲武不仅有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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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且可谓满族的祖宗之法。
入关以后，清廷最初的围场是在京郊南苑，顺治

帝虽有塞外行围之举，但更多情况下是猎于南苑。
康熙初年，康熙帝先后于康熙十六年( 1677 年) 、二

十年两次北巡塞外，与喀喇沁、翁牛特部等会晤，以

加强联系，并准备在边外寻找围场场址。可见，康熙

帝意在以满蒙行围习武的共同习俗，凝聚双方政治

上的统一性。据《康熙起居注》记载，在康熙二十年

的出巡中，喀喇沁郡王札锡、公吴特巴喇等，“因前

往相度地势，酌设围场，俱有勤劳，故加赏之”［7］。
也就是说，这一次出塞，康熙帝在喀喇沁蒙古王公的

支持下，划定了塞外的围场地址，实现了既定目标。
围场原属喀喇沁旗、翁牛特旗的牧场，从热河北

行约四百里，途经隆化县至崖口，由崖口进入围场。
其地周围 一 千 三 百 余 里，“地 当 蒙 古 诸 部 道 里 之

中”［8］2，为蒙古科尔沁、巴林、乌珠穆沁、翁牛特部

入贡的孔道，便于各部扈从行围。两年后，康熙帝正

式启动“秋狝之制”，开始行围。所以，《清会典》有

康熙“二十二年定圣驾行围”［6］804－805的记载。《热

河志》也有证曰: “圣祖仁皇帝因藩部敬献牧场，肇

开灵宥，岁行秋狝。”“皇上( 乾隆) 式遵前典，每以八

月行围塞上。”［8］1就木兰秋狝设置的动因而言，是

清朝别具一格的“抚绥蒙古之典”。“其行围时，蒙

古、喀尔沁等诸藩部落，年例以一千二百五十人为虞

卒，谓之围墙，以供合围之役。”［9］诚如嘉庆帝所言:

“射猎为本朝家法，绥远为国家大纲。”［10］

需要指出的是，在康熙帝设置秋狝大典的过程

中，先于木兰秋狝成制的是设于盛京、吉林的“冬

围”。康熙二十一年五月，康熙帝第二次东巡至吉

林时，宣布在盛京、吉林建立冬围之制。他以谕旨的

形式指示宁古塔将军巴海、副都统萨布素、瓦礼祜等

人，将围猎作为训练八旗官兵的首要事项，并列入常

年规划。他说:“围猎以讲武事必不可废，亦不可无

时。冬月行大围，腊底行年围，春夏则看马之肥瘠酌

量行围。”［11］32由此，在盛京、吉林便开始实施一年

一次的“大围”“年围”，即所谓“冬围”。此外还有

不定期的春、夏二季的小围操演。康熙帝将中国自

古即有的帝王四季巡狩之礼纳入清朝的行围典制

中，即如《左传》所言“春蒐夏苗秋狝冬狩”，是文化

上的双向认同与一统。
盛京、吉林的冬围是最先尝试将满族行围习武

的祖制家法落实到军事训练之中的，在清朝的军事

乃至政治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冬围的目的性及其

重要程度往往易被忽视。与木兰秋狝不同，冬围是

康熙帝为驱逐沙俄侵略者，贯彻永戍黑龙江政治目

的的行政手段，是其在东北增兵布防、组建东北八旗

劲旅的重要步骤，也是捍卫边疆、建设“满族根本之

地”的战略组成部分。
自清军入关、迁都北京后，便以“盛京总管”统

兵留守盛京等处，但通计盛京的八旗驻防只有左右

翼两梅勒章京( 副都统) 统辖下的千余人。所谓“世

祖诞膺大命，混一区寓，从龙甲士率入京师。其留业

于此者，各旗果户外，千百余家耳”［12］。顺治十年

( 1653 年) ，清朝对东北地区行政区划作出了重大调

整，升宁古塔梅勒章京沙尔虎达为昂邦章京，形成盛

京、宁古塔两昂邦章京共治东北的格局。康熙元年，

改宁古塔昂邦章京为宁古塔将军驻守宁古塔④。在

行政区划上，宁古塔将军的辖区要大出盛京将军辖

区的数倍，其北边囊括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广阔

地区。但 是，宁 古 塔 的 守 军 却 只 有 八 旗 驻 防 430
人［13］518－528，驻防兵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凸显出来。

康熙初年，清朝开始了就地征兵增员，组建东三

省八旗劲旅的规划。顺治十八年，清朝向宁古塔增

兵 500 人，是将内迁的东海女真库雅喇人编旗充

兵［14］。康熙十年，又将另一支东海女真墨尔哲勒

人编入旗下，为 40 佐领，有八旗兵丁二三千人⑤。
同年，清廷开始在吉林乌拉设置副都统驻守，统领由

宁古塔移防的库雅喇人等［13］842。至康熙十五年，

吉林将军府自宁古塔迁至吉林乌拉后，驻防官兵约

有“新满洲兵一千二百二十一名”［13］527，是吉林八

旗驻防的主要军事力量。
此外，据《清史稿》记载，康熙二十二年四月，向

黑龙江( 瑷珲) 发兵 1500 人，其中“满洲兵千，索伦、
达呼尔兵五百”［15］。九月，增兵黑龙江，“派乌拉、
宁古塔兵五六百人、打虎儿兵四五百人”［11］148。由

此建立起黑龙江的八旗驻防。此后，清朝对墨尔根、
齐齐哈尔、呼兰等地也相继派兵驻防，其中有大批的

“新满洲”被编入八旗，成为驻防八旗的补充兵源。
以故，清人西清有论曰: 黑龙江的“八旗佛满洲( 旧

满洲) 不过十一”［16］。
“新满洲”作为打牲部族，不乏射猎勇武之人，

但“马上技艺稍生”［17］，清廷的围猎，是讲求骑兵的

阵法和严格纪律的，所谓“马步骑射”“行围习武”不

失为训练的最好形式，也是满族“幼丁”继承祖辈尚

武精神及骑射技能的成长过程。
此外，东北的自然环境不失为天然的猎场，曾随

康熙帝东巡的传教士南怀仁说: “在辽东前方鞑靼

的边陲地方，我时常看到一个时辰就捕住一千多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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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鹿和穴居的熊。”［18］并说康熙帝“此行打住的虎

有六十多头”。即便是清朝官书《清实录》的不完全

统计，康熙帝出山海关后一路行小围，至盛京、吉林，

约共射殪 37 只虎⑥。扈从官员高士奇记载了康熙

帝在祭祖后于巡山至哈达城的一次行围。他说:

“城在众山间，弹丸地耳。材木獐鹿甲于诸处，每合

围，獐鹿数百，常开一面释之。我朝行围讲武，使之

熟悉弓马，谙练队伍。每猎，则以随驾军密布四围，

旗色分八部，各以章京主之，分左右翼驰山谷间，逾

高降深，名曰围场。惟视蓝旗所向，以为分合，有断

续不整者，即以军法治之。”又曰: “行围之法，以镶

黄旗大纛居中为首，圣驾在大纛之前，按辔徐行。两

翼门纛相遇，则立而不动，以俟后队渐次逼近，谓之

合围。”［19］

此外，对东三省八旗官兵而言，他们不仅有定期

的冬围，还要派出代表参加每年一次的木兰秋狝，即

“随围”。所谓“随围”，就是各省的八旗驻防派出代

表到木兰围场参加以京城八旗为主的行围。先是，

康熙二十三年四月，江宁将军瓦岱奏请率标下官兵

一年两次行围，康熙帝虽赞赏其行围习武的想法，认

为“各省驻防官兵若不令其每年行围习武，渐致怠

缓，军士将流于玩愒为非”。但却有两点顾虑致其

迟迟不允各省在当地举行围猎: 其一，“江宁地方驻

防虽久，向不曾令其行围，恐民人不知，以为骇异”。
其 二，“又 恐 军 士 行 围，借 端 抢 夺，骚 扰 地

方”［11］194。
康熙帝一向认为，“天下虽太平，武备断不可

废。如满洲身历行间，随围行猎，素习劳苦”［6］826。
为此，驻防八旗实施行围习武的必要性，迫使康熙帝

于康熙四十一年谕令: “杭州、江宁、西安驻防满洲

官兵，无出差行走之事，徒自安居暇逸，必致颓情废

弛。嗣后此三省令该管大员于官员骁骑校及兵丁

内，拣选在外省生长之人年力强壮、弓马娴熟者，每

省令二十四人来京，学习随围行走。既得学习骑射，

亦可分别优劣以备升用。”开启各省八旗“随围”之

制。康熙五十年，又议准“荆州官兵亦照杭州等省

之例，拣选来京随围学习。其人数定为每省十有六

人”。随围之制基本成型。乾隆帝继位以后，以“驻

防官兵学习随围之事甚善”，将其推广到各省驻防

八旗，令照旧例轮班随围，各省人数有 8 人、16 人、
24 人不等。乾隆十七年( 1752 年) ，规定东三省官

兵随围名额，盛京 24 人、吉林 21 人、黑龙江 18 人，

俱令驰驿来京。旋因三省官兵抵京时日过早，而哨

鹿行围日期较远，令嗣后直接前往热河［6］804－805。

事实证明，以行围的方式训练满族“幼丁”的骑

射，这一决策是正确的。行围原本是满族的基本生

存技能，用于军事之后，不仅可以操练满族的马步箭

技艺，同时还可以培养官兵的吃苦耐寒的毅力以及

布阵后的团队精神与严明军纪。更重要的是，它是

满族尚武精神的传递与弘扬。

二、遍布东北的围场及清帝对
“冬围”的关注

自康熙二十一年，清廷在盛京、吉林实施“冬

围”制度后，两地便建起了诸多的围场，所谓“盛京、
吉林围场，每年猎杀牲兽，原为我满洲官兵操演技艺

而设”［2］915。围场大多依山而建，“盖有山者，始为

围场，山大则禽兽多，山小则禽兽少，故远近不能一

致”［20］。盛京围场设于边门之外，刁书仁依据《盛

京典制备考》界定盛京围场大致南起龙岗山脉，北

至西丰县南，西自威远堡北，东至哈雅范岭，东西

180 里，南北 490 里，相当今海龙、辉南、东丰、西安、
西丰等五县，划分 105 围⑦。赵珍则以台北故宫博

物院藏道光年间的《盛京围场图》为据，指出盛京围

场地处盛京北部临界吉林西南部，“东至本省参山，

西南至本省边栅，北至吉林界，东北至吉林围场。围

场周环约有八百余里，共七十余围”⑧。吉林围场界

连盛京围场，集中在吉林辖区的西北角，由吉林西围

场、伯都讷围场，以及阿拉楚喀所属蜚克图围场三个

围场组成。西围场大致在今吉林省伊通、磐石、桦甸

境内，伯都讷围场在今吉林扶余、榆树两县境内，阿

拉楚喀蜚克图围场在今黑龙江省宾县、延寿、尚志、
方正、阿城境内⑨。

黑龙江围场建立的时间未见史书记载，当是在

雅克萨战事结束之后，分别是索岳尔济( 索岳勒积)

和东荒围两大围场。《黑龙江志稿》有曰: “江省大

围场有二，一在东荒，一为索岳尔济山。东荒围场，

北逾通肯河，绥楞额山，东逾青、黑二山，周围数千百

里。索岳尔济山为内兴安岭之正脉，树木丛生，禽兽

繁多，周围约一千三百里。”［21］1165“西界喀尔喀车

臣汗部落，南界科尔沁乌珠穆沁部落，东与北俱界黑

龙江。”［6］825 东荒围场自南向北分布于呼兰、齐齐

哈尔、通肯( 海伦) 、布特哈、墨尔根、黑龙江等各个

副都统的辖区，面积广阔，以“周围数千百里”而言，

不仅大于“环约八百里之多”的盛京围场，也大于

“周围约一千三百里”的索岳尔济围场，当是东三省

最大的围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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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些小围场。如位于奉天府金州的

“红螺山围场”、隶属盛京内务府的王多罗树围场

( 由 11 处小围场组成) ⑩，还有吉林恩格木阿林、萨
伦等 11 处小围场［22］45，而西围场也由 21 个小围场

组成。黑龙江除两大围场外，副都统驻防“各城另

有小围场”［21］1166。
由此可见，清朝的围场除了京郊南苑、热河木兰

之外，主要建在东三省。而东三省的围场几乎遍布

三将军的各个军政辖区，其周环八百余里的盛京围

场，在东三省域地中以占比面积称最。虽说当时的

东三省地广人稀，但清朝能够在有限的土地上建如

此多的围场，足见清帝对东三省八旗官兵在“冬围”
中完成行围习武目标寄予了厚望。

可以说，最初的行围是有成效的。但不过十余

年，在康熙三十七年的第三次东巡中，康熙帝发现，

在行围时盛京将军“公绰克托观射时，不辨士卒骑

射优劣，惟务闲谈”。康熙帝立将绰克托以失职黜

革，命贝子苏努署理盛京将军。及苏努陛辞，又谕

之:“尔至任，勿复蹈此辙。又盛京地方习俗颓坏已

极，闻兵丁派出差役，不去者有之，去而私回者有之。
尔至其地，择其尤者，严处一二人，若辈始知惩创

矣。”［11］1002而此次冬围中，八旗官兵的懈怠，也引

起康熙帝的重视，遂决定进行整顿。
是年十二月，经议政大臣等会议议准，康熙帝将

盛京、吉林八旗中层将领的拣选权收归中央。他认

为，“盛京、乌喇( 吉林) 等处官兵不知法度、不谙军

令，皆由协领等员不能约束之故。嗣后，乌喇等处自

协领以下骁骑校以上官员缺出，俱于在京八旗内拣

选才能者补授”［11］1025。康熙四十六年，以“协领巴

勒，马步射俱优，人材壮健，视其管辖围猎甚佳”，超

擢升“为盛京副都统”［11］306。而后，康熙帝多次强

调:“满洲身历行间，随围行猎，素习勤苦，故能服

劳。”为使“武备断不可废”，凡补授武官，“必简用曾

经效力及弓马娴熟者，以此人皆互相激劝，学习弓

马，黾勉效力”［11］465。
康熙帝在其有生之年始终都在强调以行围狩猎

的方式操练八旗官兵，以保持满洲尚武精神，在临终

前一月他仍在南苑行围。他对近御侍卫等说他的骑

射哨鹿等行猎诸事皆自幼学习。“朕自幼至今，凡

用鸟枪弓矢获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
猁狲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猪一百三十二。哨

获之鹿凡数百。其余围场内，随便射获诸兽不胜记

矣。朕曾于一日内射兔三百一十八。”他告诫众人:

“以尔等年少，宜加勤学。”［11］781 正是在康熙帝的

影响下，行围作为祖制，为其继承者遵循并发扬。
雍正帝继位后，虽然“校猎讲武一事，朕年来未

一举行”［23］735，但同样强调，“国家武备，关系紧

要，不可一日废弛”。乾隆帝说乃父“虽十三年未经

行围，而圣心实欲训练满洲，人皆娴于武事”［1］891。
嘉庆帝也有同样的表述，说其祖“虽未及亲举行围，

而训练满洲之意，未尝一日忘也”［24］514。乾嘉二帝

虽有为父祖美誉之意，但也系语出实情。雍正帝在

执政期间，反复强调: “武职人员，原因骑射而得功

名，当以弓马之优劣为授官之先后。”［23］146“营伍

骑射，须时加操演。”［23］205

对于满族发祥地的武备建设，雍正帝也曾有过

设想。雍正九年( 1731 年) 十月，他以盛京城小，提

议要在中后所一带兴建一大城，专门用于培养满族

幼丁的武事训练，使之“公同学习行围、打牲、行军、
调遣”等。他谕大学士鄂尔泰等曰: “此等人可进山

行 围，练 习 技 艺。倘 有 可 使 用 之 处，调 遣 亦 近

便。”［25］说明雍正帝对八旗尚武精神及武备技艺高

度重视。他在谕旨中对自己十三年未曾举行木兰行

围，给出两点原因。他说: “予之不往避暑山庄及木

兰行围者，盖因日不暇给。而性好逸、恶杀生是予之

过。后世 子 孙 当 遵 皇 考 所 行，习 武 木 兰，毋 忘 家

法。”［1］600

乾隆帝继位以后，以木兰秋狝为“校猎行围大

典，岁频举行”［1］330。但对冬围的训练也毫不放

松。在乾隆六年的木兰行围中，他称赞: “所有随围

之兵丁，首推东三省暨察哈尔之巴尔呼等，汉仗好，

马上熟练，手技便捷，行围整齐。”指出: “兵丁精强，

习学马上技艺，俱在平素操练。即如各省弁兵，每年

操演围猎。”要求:“各该管大臣官员等，务须悉心训

练兵丁以马步骑射围猎之法。”［1］1145为培养“满族

根本之地”八旗的骑射技艺，乾隆帝对三地官兵代

表赴直隶热河学习行围的事项十分关注。如乾隆三

十五年十月，因“今岁盛京、吉林两处保送人内拣选

新满洲索伦、乌拉齐、达呼尔、库雅拉等送来，锡伯无

一人”，遭到乾隆帝的批评，责其“所办甚属拘泥”，

“若如今岁盛京将军恒禄等苟且充数、拣选前来，则

不可也”［26］。
有关派员学习行围的具体情况，据保留下来的

几份档案可知，清廷要向前往学习的官兵发放路费，

在学习行围过程中，考核成绩优者清廷还发银予以

奖励。如乾隆三十八年秋，盛京学习行围官兵二十

四人，按例发放四十日路费［27］。四十七年七月，

“派赴热河学习行围，盛京官兵二十四员名，吉林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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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二十一员名，黑龙江官兵十八员名”。“向例，东

三省学习行围官兵自抵热河之日起，应支路费银一

钱三分”。此次盛京、黑龙江官兵可领 55 日路费

银，吉林官兵可领 50 日路费［28］。又如，是年秋狝，

盛京、吉林、黑龙江的官兵六十三人校射，“布靶内

中四箭官一员、兵二名，中三箭兵十一名，照例赏

给”。“射中四箭，官每员赏银十五两，兵丁每员赏

银十两。射中三箭兵丁，每员赏银五两。”“无论曾

否射中，佐领七员，每员赏给官缎一匹，防御五员、骁
骑校三员，每员赏给官缎半匹，兵四十八名，每人赏

给一月钱粮。”［29］次年八月，三省“官员兵丁共六十

三员名校射布靶内，中四箭兵三名，中三箭官四员、
兵六名，照例赏给”［30］。

乾隆帝在东巡、秋狝等场合中，还多次借先祖所

用弓矢，躬身示范，传达满洲骑射之必要性。所谓

“矢计长四尺，弓知劲百钧”［31］。每逢阅射时，“必

亲御弓矢身先示度”［32］。60 岁以后，乾隆帝“仍每

岁行围木兰，特欲令满洲臣仆服习劳苦，熟谙技艺之

意”［1］1158。他自诩: “朕每岁行围，犹能于马上驰

射，此乃众所共见者。”着通谕阿哥诸王凛遵祖训，

黾勉奉行，传之子孙毋替［1］690。

三、重文轻武风气的盛行与
八旗骑射技艺的衰退

雍乾以后，在儒家文化的濡染下，重文轻武的风

气已经形成。所谓“今天下承平日久，人多重文轻

武”，而风气的影响同样波及东三省，如乾隆说: “满

洲人等之崇尚虚文，不思遵守旧俗，所关綦重，实不

可不急为挽回整顿者。”［1］661 但是，受中原儒家文

化的濡染越深，重文轻武的风气越重。乾隆年间，不

乏官员“不令其子弟挑补侍卫、拜唐阿，惟蓄意图得

文职而舍技艺”者，为此，乾隆帝不时予以敲打、警

告［33］，但却解决不了满族人对儒家文化从心理上

的认同。嘉道之际，吉林将军富俊提议在吉林白山

书院“课生徒，学习文艺”，遭道光帝严厉申斥。朱

批曰:“舍本驱末断不可行。”［34］“东三省为我朝根

本之地，原以清语骑射为重。朕屡次申谕，总期崇实

黜华，弓马娴熟，俾知共守淳风。富俊系满洲大员，

且在东三省年份最久，于该处旗民本计，自应遵照旧

规，实力讲求，方为不负委任。乃议课生徒，学习文

艺，必致清语日益生疏，弓马渐形软弱。”［35］令传旨

严行申饬。道光五年( 1825 年) 二月，受到道光帝斥

责的富俊奏请赏发清文五经与户礼工等部续纂清文

条例，以阔见闻、资治理［36］，道光帝立即应允，“武

英殿查照该将军单开各种书籍，装钉齐全，预备该将

军派员祗领”［2］277。
可见，清朝一直视“国语骑射”为国家文化之

本，视东三省为满族“根本之地”。“国语勤习，骑射

必强”当为旗人首要之务。故对在东三省汉学教育

的普及势头感到了担忧。但骑射是满族早期打牲经

济活动的产物，它存在于人烟稀少、野兽不时出没的

山林生态环境之下，在进入中原以后，骑射已与现实

生活逐渐脱节，不再是生存的本能或必需，只是彰显

满族身份的元素而已。骑射的式衰也就成为势所必

然。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官兵行猎中不以弓箭，多以鸟枪，且雇用

炮手。甚至连“民习游牧畋猎，以骑射为能”的索伦

部也不例外［21］9。乾隆十五年，乾隆帝获悉这一现

象后，备感忧虑。在他看来，“索伦等围猎，从前并

不用鸟枪。今闻伊等不以弓箭为事，惟图利便，多习

鸟枪”，久则必废骑射。谕曰: “我满洲本业，原以马

步骑射为主，凡围猎不需鸟枪，惟用弓箭。”“况索伦

等皆猎兽之人，自应精于弓箭，故向来于精锐兵丁内

尤称手快。伊等如但求易于得兽，久则弓箭旧业，必

致废弛。”责令将军傅尔丹，令索伦此后行围务循旧

规，“用弓箭猎兽，将现有鸟枪，每枪给银一两，概行

收回”。并规定:“凡遇围猎，毋用鸟枪，仍前专用弓

箭，务复旧习。不但超列优等，而善马步射者，可被

恩升用侍卫等官。”［1］1130

乾隆帝不惜动用银两来收缴鸟枪，又以奖励升

迁的方式激励专用弓箭之人，表达了他对八旗官兵

放弃弓箭可能丢失满族根本的极度担忧。在他看

来，“若废骑射”，是“待他人割肉而后食”，“朕发此

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更变之理，恐

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

耳”［1］380。不过，令乾隆帝引以为虑的事情早已成

为事实。
嘉道年间，以鸟枪射猎已经十分普遍，如嘉庆十

年( 1805 年) 嘉庆帝首次东巡，见行围时“吉林官兵

习猎者多用鸟枪，亦佩带弓箭”［24］849。嘉庆二十三

年二次东巡，“盛京兵丁竟致雇觅炮手用枪击打，杀

虎亦不用枪刺，只用鸟枪，其技艺迥逊于前”。据盛

京副都统富祥奏称，“每值演围，派兵一千名随往。
向例围毕，每兵一名交鹿一只、鹿尾两个。兵丁等恐

交不敷额，雇觅炮手数百人用枪打逸出鹿只，卖给兵

丁交纳。此项炮手均由将军衙门发给印票随往，以

备枪打围外逸兽，如有虎熊亦用枪打等语”。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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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不由得感叹: “满洲之技艺失矣!”他下令新任将

军松筠彻查听任兵丁等雇觅炮手给票之事始自何任

将军，明 年 行 围 时 着 严 行 禁 止，并 酌 议 章 程 具

奏［24］835。又曰:“满洲行猎旧制专用弓箭，虽间用

鸟枪，并非置弓箭于不用。今该处官兵用鸟枪者甚

多，可见佩带弓箭捕牲者甚属寥寥。若不实力整饬，

相沿日久，必致不习弓箭，废弃满洲本业矣。”［24］849

但直至道光朝，非但鸟枪无法禁绝于围猎中，黑龙江

将军奕颢在其操演训练章程中，竟有常设火器营和

鸟枪营之请［2］1160。而“雇倩( 请) 炮手演围”的陋

习也从未被禁止�11。
其二，兵丁上缴猎物系以银两购自民间。乾隆

四十四年九月，皇帝三次东巡后，发现“伊等每年所

交鹿只等物而言，盛京兵丁所交者，俱较吉林、黑龙

江所交为多，然并非伊等自行射殪者，闻俱以银买民

人所猎者交纳”。遂痛斥曰: “满洲旧习，竟致荒废，

伊等岂不可耻? 此皆缘历任将军不重视，未能勤加

教训所致。若不实力整顿，日甚一日，大有关系。”
寄信福康安，着令“妥为留心盛京满洲兵，训练伊等

骑射，行围时将军亲身督率射猎，务令伊等技艺精

强，以复满洲旧习”［37］。乾隆帝所以指责盛京将

军，是因他此前先已获悉，“从前盛京将军等，有将

围猎所获鹿尾变卖者，此乃甚为卑劣之习气”。故

兵丁从民间购买猎物上缴，乃属于上行下效。为扭

转恶习及颓废之风，乾隆帝先后派出信任的宗室大

臣恒禄、增海、弘晌，以及福康安出任盛京将军。乾

隆三十七年六月，增海在接任盛京将军时，乾隆帝有

旨明确曰:“盛京满洲习俗颓废，不堪入目。恒禄在

职时，为此辈之满洲语、马步箭平常、习俗颓废而甚

着急，尽力整饬。”［38］但衰颓气象已是积重难返，成

为乾隆帝第三次东巡必须正视的问题。
其三，行围中，官兵不仅中靶少、管围大臣擅离

职守，且有“不拴马”( 不养马) 者。早在乾隆帝第二

次东巡后，就曾斥责“盛京官员及军丁等骑射及马

上技艺俱是儿戏”［39］。至嘉庆朝，盛京八旗已是

“骑射多未娴习”。先是，嘉庆十年，皇帝首次东巡，

盛京“该处官兵布靶，中三箭者仅止一人”。嘉庆帝

便以为是弓箭出了问题，并将中靶少的原因迁罪于

盛京将军富俊身上，称“盛京官兵所以未能多中布

靶者，总由富俊迂谬，教以硬弓，是以不能善射，徒事

虚名而无实用”［24］123。随后，在黑龙江墨尔根的行

围中，发生了管围大臣不进围内的严重事件，被行围

领纛大臣绵亿等参劾。曰: “侍郎副都统明志、散秩

大臣公舒明阿管围平常，本日于墨尔根行围，擅离所

管地方，由围外行至看城，竟未进围。”嘉庆帝以“行

围所以肄武，法同用兵，阵式务当严密”为由，将二

人以疏懒不堪降革罚俸有差［24］156。
嘉庆二十三年嘉庆帝二次东巡中，发现不少满

族旗人不再“拴马”，即吉林、黑龙江兵丁行围，虽然

“仍于马上射兽”，但因“年久打牲者渐少，官兵等或

有竟不拴马者，遇有差使，雇借乘骑”［24］841。嘉庆

帝认为，“此种习气，断乎不可。马上技艺系满洲至

要之事，倘不自拴马匹，则技艺必渐至生疏，将来竟

有不能乘马者”，传谕将军赛冲阿、富俊、松宁详细

察看三省情形［24］640。
从乾嘉两朝八旗官兵在行围中所现骑射技艺每

况愈下的状态，可以清楚地看到，“满洲本色”已经

发生了嬗变［40］。在满族“根本之地”，骑射所必需

的马匹、弓箭逐渐在生活中退居次要地位，马匹可以

租借，弓箭已被鸟枪、火炮取代。所以，朝鲜燕行使

者有评价曰:“行围一事，原为满洲操演技艺而设。”
而现实是，“骑射及马上技艺俱是儿戏”，可谓满洲

旧典旷废、本色尽失�12。嘉庆帝正是意识到这一点，

在嘉庆二十五年初反复强调，官兵若不养马，“则日

久于一切行围马上技艺必致生疏”，寄谕吉林、黑龙

江将军等转饬该管官员，“务各令兵丁熟练马上技

艺，遵习旧业，俾各有勇”［24］841。足见，清朝历代皇

帝对满族骑射寄予了高度重视，为唤起八旗军伍的

尚武 精 神，他 们 进 行 了 不 懈 的 努 力。道 光 二 年

( 1822 年) 二月，黑龙江将军奕颢等覆奏行围操练章

程。道光帝大力提倡，有旨曰: “东三省乃我朝根本

重地，士马骁腾，甲于天下，一切操练断不可沾染绿

营习气，工于式样架势，总以强壮便捷为要，而弓箭

鸟枪，又以马上娴熟者为要，如此则不失我满洲旧风

也。”但对于奕颢奏请常设火器营和鸟枪营，道光帝

的批复却颇为犹豫，担心加强鸟枪的训练会误及满

族的骑射，着新任将军松箖等详细查明，另行核议具

奏［2］527。足见，道光帝的强国观念仍固守在以满族

骑射驰骋天下的思想上。
然而，满族八旗骑射的衰落已成无可挽回之势。

道光年间的燕行使臣成海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清人之始也，八旗子弟皆魁杰雄勇。”“今升平将二

百年，其族类皆颓靡。”［41］

四、东三省八旗骑射技艺衰退的原因

纵观东三省八旗官兵骑射衰退的过程，可以看

到它的趋势形态，是大环境裹挟的结果，是不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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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为转移的。综合各方因素，可以看到主要有如

下三个方面。
其一，围猎环境的变化。早期围场受到开垦大

潮的冲击，被开垦成耕地者有之。后期是盗猎滥伐

事件频仍，而大量移民的涌入，致使原本人迹罕至的

东三省随处都可见到烟火人家，直接改变了当地的

生态环境。
围场的破坏始于耕地的开垦。清初，为改变东

北荒凉的状态，鼓励垦殖，八旗官兵皆分有土地，同

时向中原汉人“招民垦荒”。辽东、辽西等地大面积

的土地被开垦成皇庄、官庄、旗地以及民地。面对耕

地需求的不断增长，围场被开垦的现象愈加频繁。
最初，奉天府“金州、义州、广宁三城兵丁，直至红螺

山，在口外行猎”，每年会于红螺山等地狩猎。康熙

二十六年，清朝“将柳条边外展，以致所猎八围皆在

边口内，陆续设庄头四十九家，于山谷居住村庄甚

密，故不见兽迹。再，二围虽在口外，但围内蒙古人

亦种田。每年虽合围，因无野兽，兵丁不得习射马步

箭，且马膘枉然消瘦”［42］。因此，将军那苏图等奏

请停红螺山围猎。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黑龙江和吉

林。尽管乾隆五年，清朝对东北实施了“封禁”，但

仍阻挡不了大量蜂拥而至的移民潮，以及当地农民、
牧民人口的增加。乾隆五十四年十二月，乾隆帝发

谕旨将黑龙江的索岳尔济围场退还给索伦、蒙古。
理由是，索岳尔济围场甚远，俱与索伦、蒙古扎萨克

接壤，“吉林、盛京地方现成围场甚多，俱足敷行猎，

尚不需用索约勒积围场”。实质是要把黑龙江闲置

的索岳尔济围场归还给索伦、蒙古扎萨克，以增加其

牧场的范围［43］。自此，索岳尔济分属黑龙江、喀尔

喀车臣汗、乌珠穆沁、哲里木盟四处。
嘉庆二十三年十月，将军富俊奉旨筹议京旗移

垦屯田事宜，对伯都讷围场详加查勘。随后富俊向

清廷奏报，“查明伯都讷围场荒地”可备京旗移垦。
道光初年，经大学士伯麟等会议，富俊查明，伯都讷

空闲围场“既无林木，又无牲畜，约计地二十余万

垧，天地自然之利，可资旗人万年生计”［22］165。但

由于京旗旗人不愿远行东北，遂实施“招民垦种”。
道光四年十一月，伯都讷围场正式招民垦种，而围场

被全面放垦是在“冬围”停止之后的咸同光三朝�13。
伴随大量荒地及围场被开垦、移民人口增多，以

及森林覆盖面积减少，野兽也逐渐减少。乾隆八年，

乾隆 帝 东 巡 盛 京 时，“十 余 围 内，即 杀 十 余

虎”［1］665。吉林将军冬日行围，“所获麋、鹿山积，

择其肥者以进，岁率千余”［44］。但不过数十年，乾

隆六十年十一月，由盛京将军统领的围猎，“此次仅

得五虎”，乾隆帝十分不满。谕责将军琳宁，认为是

“行围之人避虎而行，杀此数虎充数耳”。他说:“捕

杀老虎，亦系我朝满洲才技，断不可失。果因地方险

峻，捕虎实不得力，使用鸟枪射杀一二，亦无不可，但

不可只图易得，俱赖鸟枪也。着将此一并传谕琳宁，

嗣后围猎务必寻往有虎之处捕杀，以期多得，断不可

如此枪杀数虎，塞责充数。”盛京围猎，通常是要满

足朝廷每年祭祀所供之物，关系到国家的大祀祭礼。
而且，在乾隆帝看来，野兽繁多还寓意着由打牲起家

的清王朝国运的昌盛。他说: “本朝元气深厚，野兽

繁殖方才如此之盛，实风水所系也。”［45］但他却无

法扭转已成趋势的围场乱象。
嘉道以后，围场又出现盗猎、滥伐的危机。据道

光七年盛京将军富俊奏: 围场内不但有人“私行放

入民人偷砍树木”，而且猎物几乎被盗猎者猎光，

“上年( 道光六年) 行围，猎打数围未获一鹿，且围场

内时有贼人支搭寮棚”［2］915。可见，已有盗猎者长

时间潜伏在围场之内，而偷挖鹿窖已成为一门盗猎

技能。以故，自道光元年至六年，偷挖鹿窖案件接二

连三。道光帝为此处分了前任盛京将军晋昌，以其

失察、不胜将军任调回京城�14，但继任者仍然杜绝不

了盗猎的发生。同治八年( 1869 年) ，皇帝说:“东三

省举行冬围，非徒为捕进口味，实以操练官兵技艺。
本届奉天冬围捕打虎只，未能足额。该官兵等平时

技艺生疏，已可概见。且围场卡伦均有官兵戍守，若

非任令匪徒偷打牲畜，鹿只何至稀少!”［6］825

其二，盛京八旗兵丁大都以农为业，成为自耕

农，而行围则成为他们的额外负担。据记载，雍正年

间，锦州城守尉舒弥达在一份奏折中对所辖八旗兵

丁行围状态作了陈述。他说: “臣所管锦州城十三

佐领、陆路八佐领、三关口兵人等，俱令验射，其甚弱

者解退，生者记名，交付该佐领指教，至于箭好者，给

弓价银各二两，平常者给披子箭价银各一两，以资鼓

励。又因兵丁等阑带撤袋，故臣从京城造撤袋百副

带来，以给有功之兵丁等。于围猎所看兵丁帐房，破

烂不堪，故每佐领给帐房各四副。”［46］可见，彼时盛

京实施行围不过四五十年，就已经暴露出八旗兵丁

的贫弱与装备的不堪。
在历次的行围中，盛京八旗多以骑射不佳而屡

受叱责。乾隆四十四年九月，乾隆帝在三次东巡后，

更是直接申斥曰:“阅盛京满洲兵行围杀兽，不但不

如吉林、黑龙江兵，尚不如京师满洲兵。”［1］642盛京

八旗骑射虽然不比出自渔猎、游牧部落的索伦、达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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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锡伯、鄂伦春等，但他们又为何连京城八旗都不

如呢? 作为当年奉命留守看护“根本之地”的盛京

八旗何以衰落至此? 同治元年( 1862 年) ，盛京将军

玉明在奏折中应该讲清了这一问题的症结。他说:

“盛京八旗官兵与各省驻防情形不同。当初旗丁讨

垦地亩务农为业，后设充兵额，因饷糈不足，食用又

无甲米，复奏拨随缺伍田以养赡身家，并历经议奏复

准，一年分两季操演，以四个月为制，春季自二月初

一日起，至三月底止，秋季自七月初一日起，至八月

底止，余隙归乡耕作，借资务农谋生，是以屯居者十

有八九，城居者尚不及一二。虽官至协佐，仍多寄

寓，故世族寥寥。所有居官住省者，均系各部文员，

其子弟亦皆另图进取，多就文职，不愿入伍。至各兵

平日在城，则有分班看守城池、仓库、监狱、巡更、值
宿，及在衙署各旗办理文案、书写事件、驰递文报、解
送案犯，并边外看管围场，各台驻班巡防等项差徭，

倘遇征调缉捕防堵之役，先尽精壮者挑派，每逢比查

户口之年，各旗佐领即按照册档查验幼丁，粘签标

记。已至十七八岁者，即传至城中教以骑射、枪技，

并无饷糈，自备资斧。每佐领下各备有一二十名不

等，遇有甲兵缺出，即以此项幼丁挑补。”“近年来，

征调频仍，一有缉捕防堵之差，所有官兵虽遵例住

操，后亦不能概准回乡务农，大半在城听候备用，几

至终岁充差，无暇农作谋生，未免赔累。是以近来幼

丁竟视拣选行伍为畏途，实与京师并各省驻防旗丁

专赖食饷养家者迥乎不同。”且“查明近山各城闲散

( 兵丁) 多不谙围猎，未习枪炮，且均不愿远行，废其

农业”［47］。从玉明以上表述概括起来有三点: 一是

盛京八旗原本就有“饷糈不足，食用又无甲米”的规

制，需要自己种田维持生计。不比京城与各省八旗

有固定的禄米来源，可以保证衣食无忧。二是平常

时节，每年要拿出四个月的时间行围操演，本就影响

业农，且“并无饷糈，自备资斧”。这无形中又增加

了兵丁的经济负担。三是道咸以后战事不断，兵丁

“几至终岁充差，无暇农作谋生”。因此，兵丁既不

愿行围操练，更不愿远行而旷废农业。玉明说: 盛京

八旗“实与京师并各省驻防旗丁专赖食饷养家者迥

乎不同”。也就是说，盛京八旗兵丁的身份已在依

赖农耕维持生计的过程中逐渐向普通农民转化，

“均不愿远行( 围猎) ，废其农业”。而且，这些旗丁

自幼就缺乏骑射技艺的训练，以至于“近山各城闲

散( 兵丁) 多不谙围猎，未习枪炮”。以故，他们为完

成上缴年例的贡物，不得不购买于民间猎户。也就

是说，盛京八旗是为亦农亦兵的双重身份所累。与

京城及各地驻防八旗单纯依赖俸饷不同，东三省八

旗自驻防以来，他们需要自己解决粮食的供给问题。
雍乾以后，盛京的“佛满洲”大都成为拥有土地的自

耕农，他们一年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附着在土地上。
而吉林、黑龙江的“新满洲”也都经历了从“编旗充

兵”到“滋于稼穑”的转换。因此，八旗制度在东三

省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八旗兵丁自身骑

射技艺的发展，而尤以盛京八旗最为突出。
其三，财力的匮乏导致晚清行围的艰难，意味着

满族骑射复兴的无望。自咸丰以后，清朝在内忧外

患的形势下，因用兵征剿，官兵不敷差遣，财政出现

了捉襟见肘的现象，行围大典的举行时兴时废。嘉

庆二十二年，清廷缩减黑龙江木兰秋狝随围人数，原

因是“黑龙江之索伦、达呼尔等技艺本能娴熟”，“若

每次派善猎人员照例前来，路途遥远，恐伊等未免糜

费。嗣后将随围之黑龙江善射人员三十名裁减一

半”［24］402。而木兰秋狝也在道光帝继位后，伴随国

力的衰弱而废止。道光十七年道光帝在上谕中说:

“我朝木兰秋狝，原以习劳肄武，嘉惠蒙古。朕临御

以来，尚未举行。”［2］744 自此，象征盛世气象、国力

蒸蒸的木兰秋狝大典不复举行。
相较 于 木 兰 秋 狝，冬 围 是 在 咸 丰 二 年 ( 1852

年) 、三年在东三省各将军的奏请下，先后暂停。但

在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同治小皇帝登基不过半年，朝

中就有人上“饬练东三省官兵一折”，以“盛京、吉

林、黑龙江马队官兵夙称劲旅，从前各处用兵均能冲

锋陷阵，所向无前，近来屡次征调，渐至疲软”为由，

请恢复东三省的行围。随即两宫皇太后批准了这一

奏请，令玉明、景纶、特普钦三将军督同副都统等严

定章程，无论在城、在屯一体训练。三将军中唯有盛

京将军玉明表态，“盛京遵照旧章举行围猎，惟挑选

余丁，势多窒碍”。景纶、特普钦直接回绝，曰: “吉

林、黑龙江库款支绌，若添派余丁，无项可给，仍请暂

缓围猎。”［48］358盛京将军玉明虽然应允举行冬围，

但从其“挑选余丁，势多窒碍”陈说中，可以判断出

玉明在很大程度上也难以兑现行围的承诺。而且，

他还提到，盛京冬围自咸丰三年暂停后，虽亦筹议再

举，但因连年征调，“不但兵不敷用，且每次围饷必

需一万数千两，因经费支绌，是以按年奏请停止，迄

今已逾九载”。
东三省为满族“根本之地”，清朝在财政上一向

对东三省实施倾斜政策，乾嘉时期，清廷每年按数拨

付东三省八旗官兵俸饷银 120 万两［49］。此外，并

给予主管东三省财政的盛京户部拥有定期“赴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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饷”的特权，以随时增补款项［50］。除了部拨之外，

还有外省的协饷接济，也就是说，东三省八旗官兵的

俸饷是清朝必须保证的财政支出，但在行围中，不仅

俸饷无着，就连行围所需的万余银两也无所筹措，甚

至需要将军向商户借垫。这足见国力的衰弱，已经

难以支持国家正常的军事演练了。
同治七年九月，再度有人奏请东三省举行冬围，

所谓“现在各省军务渐就肃清，东三省官兵陆续凯

撤回旗，正宜及时举行围猎以复旧制”。皇帝下旨

曰:“自军兴以来，东三省官兵征调频仍，且俸饷未

能如期照数关领，由是行围之事久已停止。该官兵

等弓马技艺不免生疏，围场之内游民溷迹。”“着都

兴阿、奕榕、富明阿、德英查照旧章奏明举办。”并承

诺“所有盛京、吉林、黑龙江三省官兵应领俸饷，或

按季全数发给，或加成开放”［48］383。但从可以查阅

到的档案资料获悉，同治年间举行冬围的主要是吉

林、黑龙江的官兵。光绪年间偶有行围的只有黑龙

江的官兵，而且他们都面临着俸饷欠发和冬围经费

不给的问题。如同治七年末，吉林将军富明阿奏称:

“早年捕打冬围，官兵所需行装、资斧、口粮，一切均

系借支本身俸饷。自军兴以来，需款浩繁，所有吉林

官兵俸饷均遵部咨减成发放，加以垫办。本省各项

差务冗繁，核计每官每兵每季所得俸饷尚不及半，况

因项款不接，每于散放时无不寅指卯项，尤难养赡身

家。”同治四年虽奉旨给予全饷，但有名无实，“吉林

库款空虚”，若于明岁捕打冬围，须将全俸拨给，计

41．2 万余两［51］。清廷虽然允准，但饷银却迟迟不

至。同治九年七月，清廷再度降旨要求，“吉林本年

冬季举行围猎，随围官兵应领赀装等项银两，除抵用

外实需银一万二千余两，拟请在河南驿站存剩银内

拨给”［48］968。不得已，是年十月，署理吉林将军毓

福自陈，将统领 1500 名官兵携带锅帐进山［52］。
黑龙江的情况与吉林不尽相同。嘉道以后，行

围地域主要在齐齐哈尔、墨尔根、瑷珲、呼兰、呼伦贝

尔、布特哈六城，道光十七、十八两年，此六城官兵仍

按制举行冬围�15。但冬围的范围、次数，以及参与的

人数都在减少。同治元年呼伦贝尔、布特哈两处兵

丁分别由呼伦贝尔署总管那尔胡善、布特哈署总管

讷 依 棒 阿 督 带 官 兵 在 库 木 尔 等 处 按 照 旧 章 围

猎［53］。同治八年十一月，黑龙江将军德英奏报，其

此次参加围猎官兵只有 530 余人［54］。可见，黑龙

江八旗的行围也是衰败态势，而且他们同样存在经

费拮据的问题。同治十二年，在清廷一再的督促下，

黑龙江将军德英拟重振八旗士气，决定大演冬围，但

提出拨饷的请求。他在“遵旨督饬黑龙江各城官兵

一律裹粮进山围猎”一折中说，此次参加围猎官兵

有两千余人，照旧章需饷 14870 两�16，应由河南协

饷。但因迟迟得不到河南起解饷银的信息，这次冬

围的款项不得不先期向铺商借垫。此后，盛京、吉林

鲜见有行围的记载，唯黑龙江偶有举行。
至光绪元年( 1875 年) ，黑龙江八旗举行了最后

一次冬围，由齐齐哈尔、墨尔根、布特哈、呼兰、巴彦

等驻防八旗，分两队进入东荒围场的青山、黑山，在

围猎的同时，兼行剿匪。黑龙江、呼伦贝尔的驻防八

旗因距东荒围较远，未能参与，但最重要的是无行围

经费，“咸丰以后，部拨装银岁岁短解，官兵无力自

垫，时 或 停 止。自 光 绪 元 年 大 行 围 后，遂 不 复

举。”［21］1166清人徐宗亮所记黑龙江的围猎有曰:

“旧制春秋皆有例操，而冬季行围，尤为巨典。霜降

冰合之期，将军诹吉，会副都统以下官出临旷野，历

数百里不等，大集各城兵官，布场校猎，三数日后，获

禽以归，遵旨分别赏罚有差。军兴而后尚拨定专款

万五千金，由山东协解，虽多寡迟速，时数无定，而停

止各围，银归别用，则已奏明有年矣。”［55］清廷引以

为傲的八旗骑射也预示着复兴的无望，在西方列强

的枪炮声中走向了衰落。
清朝的“行围习武”，从生存之道演变为国家制

度，由绥抚蒙古到弘扬满族尚武精神，在清朝崛起的

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行围的内容及其仪

式感，始终承载着清朝实现国家一统的政治使命。
但行围毕竟是打牲部族在森林与草原环境下的产

物，随着清朝入主中原日久、深度融入儒家文化的大

环境后，行围已与自然生态环境提供的可能性产生

了背离。清朝统治者寄望于在满族发祥地的东三省

地区固守这一“国语骑射”的努力，显然带有更多的

一厢情愿。而满族的骑射在面对船坚炮利的现代武

器面前，已经失去了其引以为傲的“野战则克，攻城

则取天下”的效果，而八旗亦兵亦农的身份带来的

双重负担、晚清国力衰弱造成的经费支绌等等，都成

为加速八旗骑射的衰败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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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ter Hunting and the Horsemanship and Archery: The Promotion and Decadence
of the Warrior Spirit of the Manchu Eight Banners in the Qing Dynasty

Liu Fengyun
Abstract: Martial arts training was the ancestral law of Manchu． Since Nurhaci established the Eight Banners，the hunting was in-

corporated into the military system． After entering central plains，Emperor Kangxi established an enclosure in the north of Jehol to con-
solid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chu and Mongolia through the Mulan hunting． Meanwhile，the winter hunting in three Northeastern
Provinces concentrated on defending the frontier region，cultivating the martial spirit and the skills of the horsemanship and archery of
Eight Banners． However，with the integration of Manchu and Han，and the prevailing trend of valuing literature over martial arts，and
in order to solve the food shortage after the increase in troops，the Manchu Eight Banners were given the status of military and agricul-
tural unity，which led to the practice of martial arts an additional burden． At the same time，a large number of immigrants from the cen-
tral plains poured in which changed the sparsely populated and lush forest environment in the Northeastern． Therefore，the horseman-
ship and archery skills of the Manchu Eight Banners and the martial spirit were on the decline． The decline in national strength caused
by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oubl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further exacerbated this trend．

Key words: martial arts training; winter hunting; the horsemanship and archery; warrior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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