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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清朝 “佟半朝”祖源新探
杨海英

摘　要：学界流行的 “佟半朝”之称，在清朝尚未出现。而现存档案对佟养正 ［真］

家族来源的记载也存在歧异。佟养正 ［真］父、祖在明朝踪迹不显，他本人由明入清也顶

着不同的名字。在问题陷入僵局的情况下，有无可能另辟蹊径、推动问题解决？本文尝试

从分析明清之际不同来源、背景的史料及满汉文差异的角度入手，围绕 “佟半朝”祖源之

迷，对文献记载歧异提出一孔之见，以就正于方家。

关键词：佟半朝　佟养正 ［真］　佟养性　满汉互 （音）译　一人多名

一　问题的提出

早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王锺翰曾忆及在燕京大学燕南园５４号洪业 （煨莲）宅，孟森曾与邓之

诚、洪业两位先生座谈多时，讨论有关清史资料的评价问题。“孟先生强调清代档案的重要性，大

有舍档案之外无从解决清史问题的可能之势；邓、洪二师除承认档案的重要性外，还提出了档案亦

有真伪、可信不可信的问题”，结果是 “得不出双方都能认同的结论来”①。近百年前先辈们就清史

档案真伪、可信度问题展开的热烈讨论，至今仍有启发意义：对于档案不一致及造伪的情况，该如

何谨慎甄别并运用？

比如，至今仍云山雾罩的 “佟半朝”起源问题，在清

朝档案中就记载歧异，如 《八旗世袭谱档》镶黄旗汉军启

庄佐领下勋旧佐领，崇德七年 （１６４２）初编佐领 “以西固

里额附之亲伯之孙图赖”承管，而 “西固里额附”是佟养

性，其 “亲伯”是 “佟曲”②，即佟养正之父，年长于养性

之父 “佟 科”，故 称 “伯”。但 佟 养 性 之 父，往 往 也 称 为

“佟养正亲伯”③，则养性、养正之父，谁长谁幼已是一笔糊涂账；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排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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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锺翰：《孟森先生与洪、邓二师》，载 《王锺翰清史论集》第４册，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３６９页。

按，杨珍 《史实在清代传记中的变异———佟国纲、华善奏请改隶满洲考辨》（载 《清史论丛》２０１３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９８页）所引档案 “《八旗世承谱档》１１号”，应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胶片Ｂ０３２ 《八旗世袭谱档·世袭》第

２９册 （项目编号１１）光绪十二年 “镶 黄 旗 汉 军 世 职 谱 档”，该 谱 系 图 所 绘 的 是 “佟 惠”的 谱 系；而 “佟 曲”谱 系 则 出 自 胶 片

Ｂ０３２ 《八旗世袭谱档·世袭》第３０册 （项目编号１２）光绪二十一年 “启庄佐领下”的世系图，同一佐领在不同年份所绘系图

已不相同，学者混引也就在所难免了。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２０ 《佟养性》，《四库全书》第４５５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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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都存在问题。再如佟养正的祖源，档案记载的谱系，第一种是佟惠—佟遽—佟养正，年份较早①；

第二种是佟还—佟曲—佟养正，年份稍晚②，不仅祖父有 “佟惠”“佟怀”之分，父亲也有 “佟遽”
“佟曲”之别；佟养性的情况类似 （见图示）。而后世学者撰文著述却各取所需，并不解释舍彼取此

的原因，则结论是否可靠也就面临着挑战。

二　佟养正 ［真］祖源探析

（一）佟养正、养性之祖 “佟还”
《满文老档》后金天命七年 （明天启二年，１６２２）二月初四日记锦州战事，有一位冲入敌阵的

把总 “ｔｕｎｇ　ｈūｗａｉ（佟槐）”③。考虑到满汉文 互 译 的 同 音 异 写 问 题，佟 养 正、养 性 之 祖 “佟 还”与

“ｔｕｎｇ　ｈūｗａｉ（佟槐）”之间确有可能划上等号。而此人出现的时间，是在佟养性归附后金的第五年。

明万历四十六年 （１６１８）六七月间，佟养性归附后金，地点在开原。当年六月十六日，明副将

于化龙报告酉时 “东夷一万余骑，从靖安堡入，至开原东门”，巳时 “闻得开原已陷”；推官郑之范

报 “本官堵南门，见贼破城，从北门挤出，奔西边大中寨”；辽东经略杨镐题 “开原主客兵马，原

自可守，止因误将兵马分发城外设防，为贼奸细探知，乘虚而入，遂至失陷”④。七月初六日，辽东

巡按熊廷弼奏：“辽阳重地，万分危急。城中有叛贼李永芳、佟养性、董国云等，亲戚指挥王卫国、

段光裕等，皆蓄有马匹、兵仗，为贼招兵内应。”⑤ 此时佟养性已被明人称为 “叛贼”。⑥ 后金军攻下

开原后，朝鲜人李民寏亲见 “奴酋陷 开 原，屠 害 人 民 亡 虑 六 七 万 口，子 女 财 帛 之 抢 来 者 连 络 五 六

日”⑦。

当年年底，明辽东经略杨镐奏 议 擒 奴 赏 格，提 到 “被 虏 如 李 永 芳 等，投 虏 如 佟 养 性、佟 养 士

等，若能缚献奴酋，俱得免死”⑧。可见明廷还想做分化、挽回的工作。万历四十七年三月，明新任

山东巡抚王在晋追述开原陷落的原因是 “郑之范，察处县令，夤缘入辽，虐佟鹤年，致养性外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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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胶片Ｂ０３２ 《八旗世袭谱档·世袭》第２９册，光绪十二年 《镶黄旗汉军世职谱档·桂廉佐领下》头甲喇

勋旧佐领桂廉、骁骑校长定、领催官印等呈报的佐领承袭册，所绘世素图中 “佟惠”有两子：一是佟迈，有子佟养性；二是佟

遽，有子佟养正。另外，胶片Ｂ０３１ 《八旗世袭谱档·世袭》第１１册 （项目编号１８）《镶黄旗汉军头甲喇呈造嘉庆八年分世管

佐领勋旧佐领互管佐领世职家谱册·翼贵所管勋旧佐领》中的世系图，也标注佟迈之子为佟养性；佟遽之子为佟养正，两支均

共祖 “佟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胶片Ｂ０３２ 《八旗世袭谱档·世袭》第３０册 （项目编号１２），光绪二十一年 “启庄佐领下”的世 系 图 记

载 “佟还”有两子：一是佟科，有子佟养性；二是佟曲，有子佟养正。
（日）东洋文库 《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太祖朝》第２册，日本东京笠井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５１３页：“ｇｕｗａｎｇ
ｔｓ’ｅ　ｓｉｎ　ｂｅｄｚｕｎｇ，ｓｉｙｏｏ　ｃｉｎｇ　ｙūｎ，ｌｏ　ｉｏ　ｇｕｎｇ，ｔｕｎｇ　ｈūｗａｉ，ｍａ　ｂｉｙｅｉ　ｌｉｎｇ，ｓｉｙｅ　ｉｏ，ｇｉ　ｊｕ，ｊａｎｇ　ｋｕｎ，ｅｒｅ　ｊａｋūｎ　ｎｉｙａｌｍａ　ｊｕｌｅｒｉ　ｇａｉｆｉ　ｄｏｓｉ－
ｋａ．”（汉译参见 《满文老档》上册，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汉译本，第３１８页 “把 总 广 策 新 及 萧 庆 云、罗 有 功、佟 槐、马 别 陵、谢

有、纪珠、张坤等八人率先冲入敌阵”）。冯明珠主编：《满文原 档》第 二 册 佟 槐 的 写 法 是 “ ”（ｔｕｎｇ　ｈūｗａｉ），台 湾 沉 香 亭 企

业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１３页。
《明神宗实录》卷５８４，万历四十七年七月初七戊子，台湾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１９６６年校勘本，第１１１４３页。
（明）熊廷弼：《按辽疏稿》卷７ 《急救辽阳疏》，学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２７页。

按，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胶片Ｂ０３２ 《八旗世袭谱档·世袭》第３０册 （项目编号１２），光绪三十年 《镶黄旗汉军 谱 档·启

庄佐领下 （无页码）》记载 “佟养性带来一千二十八人夫并将伊 子 普 安 带 来 四 百 四 十 六 人 夫 编 为 七 个 勋 旧 佐 领”，但 《满 文 原

档》中努尔哈赤劝降书曾提到 “佟养性只身逃出”，普安及族人恐为后来投奔者。
（朝）李民寏：《紫岩集》卷５ 《杂著·栅中日录》，见 《韩国文集丛刊》第８２册，韩国民族文化促进会１９９２年，第１２４页下。
《明神宗实录》，卷５７７，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乙丑 “经略 杨 镐 奏 酌 议 擒 奴 赏 格”；卷５７８，万 历 四 十 七 年 正 月 丁 未，第１０９４８—

１０９４９页。按，赏格有１万两至６００两及相应世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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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陷开原”①，此说亦为 《明光宗实录》② 《山中闻见录》《先拔志始》等所本。佟养性归附后金与开

原陷落有关，史有明文。当月，在萨尔浒战役中降清的朝鲜元帅姜弘立就居住 “佟姓兄弟”家，是

“上年自辽投胡者”③，当即佟养性兄弟，其住家因长期经商、居住条件较好而被选为朝鲜军首领的

居所，这也符合常理。

而天启二年二月初四日出现在锦州战事中的把总 “佟槐 （怀）”，是后金原始史料 《满文老档》

或 《原档》中能找到出处，并与档案谱系对得上的人物。如果他确为佟养正、养性之祖，则档案记

载中的第二种谱系———佟养性、养正之祖 “佟还”或 “佟槐”就根源有自了：他原是明朝把总，至

少找到了一个切实依据。

（二）佟养正之父 “佟曲”与养性之父 “佟科”

除档案记载不一致的两种谱系之外，有关佟养正之父 “佟曲”（或 “佟遽”）的相关线索并不多

见，包括养性之父 “佟科”（或 “佟 迈”）也 如 此。这 是 否 就 意 味 着 清 档 记 载 的 佟 养 正、养 性 的 谱

系，是难以判定真伪的 “孤证”呢？情况未必如此。因为明朝和朝鲜的史料，即使舛驳不堪，也为

破解这个难题提供了关键线索。

《明熹宗实录》记载天启七年 （后金天聪元年，１６２７）四月二十三日，明朝 “登津内监拿解奸

细佟惟奇。惟奇，养性侄也”④。这个 “养性侄”佟惟奇就很值得注意。同年五月初四日，明刑部尚

书薛贞题奸细佟惟奇等依律定罪，得旨：“佟惟奇等输逆情真……这佟惟奇拟凌迟，佟会科、宋得

贵、周氏腊梅俱拟斩，既已允确，着会官处决，传首号令。”⑤ 除 “佟惟奇”被判决凌迟处死外，同

行的 “佟会科” （即 “佟 惟 科”⑥）也 同 判 处 决。从 一 般 家 族 谱 排 名 规 律 看， “佟 惟 奇”与 “佟 惟

（会）科”当为兄弟行。从佟养性归降后金算起，“佟惟奇”等已是第四批受牵连的佟氏族人了。

第一批佟氏族人是天启元年七月，毛文龙部将陈良策等在镇江擒获的佟养真父子、侄亲等人。

当年十月 《明熹宗实录》载：“辽东叛将佟养真、佟丰年、佟三、何国用等伏诛，仍与病故叛生胡

可宾传首辽东。养真即逆贼养性兄，与其子丰年、侄三以抚顺陷时降奴，伪受游击，代守镇江，为

毛文龙所缚。而国用等皆伪岛官也。”⑦ 《两朝从信录》记：“大逆佟养真伏诛。佟养真三名凌迟，佟

国用四名处斩，仍与已故明时宾枭首，传示辽东。”⑧ 两相对照，可知 《两朝从信录》的 “明时宾”

即 “胡可宾”之误，原为广鹿岛岛官；“何国用”是石城岛 “叛逆”岛官，七月初十日被毛文龙部

将所擒。⑨ 三个月后，佟养真、佟丰年父子等３人被凌迟，佟国用等４人处斩。

第二批被处置的佟氏族人，如佟卜年罹难、佟养冲逃过一死。天启二年三月，明廷 “下逆族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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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３，明崇祯刻本，第１４页。
（明）张惟贤：《明光宗实录》卷４ 《御史黄彦士疏新政十事》，明抄本，第２１页。
（朝）李民寏：《紫岩集》卷５ 《杂着·栅中日录》，第１２１页下；（朝）赵庆男：《栅中续录》一载万历四十七年八月 “唐将投降

李永芳、佟梦真等，与弘立往来，言笑自若”，其中 “佟梦真”当为 “佟养真”之误。见 《大东野乘》卷３０ 《续杂录》，朝鲜古

书刊行会１９７１年版，第１２９页。
《明熹宗实录》卷８３，天启七年四月己未，第４０５２页。
《明熹宗实录》卷８４，天启七年五月己巳，第４０６４页。

按，沈国元的 《两朝从信录》卷３４记载：“刑部钦奉圣旨：‘佟惟奇等输逆情真，服刑律当。非厂臣深谋远虑密计逖侦，任用

该监同心缉获，何以使神奸就擒诡踪伏发？’说的是。这佟惟奇拟凌迟，佟惟科、宋 得 贵、周 氏 腊 梅 俱 拟 斩。既 已 允，确 着 会

官处决，传首号令。其未获周日俊等，严行各该抚按缉拿，周汝昌并吏部议处。”可见 《实录》“佟会科”即 “佟惟科”。
《明熹宗实录》卷１５，天启元年十月癸巳，第７７４页。按，引文中的 “侄三”显即 “佟三”。
（明）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９ 《（天启元年）十月癸未》，明崇祯刻本，第２１页。
（清）毛承斗辑，贾乃谦点校：《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１，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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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冲于法司”①。围绕 此 案，党 争 激 烈，案 情 反 复： “佟 养 冲，去 年 五 月，旧 台 臣 吴 应 琦 所 批 释 者

也。”② 御史杨维垣疏参顾大章 “受熊廷弼贿四万，代为营脱并及花献宸、佟养冲等”；顾大章则辨

白：“佟养冲，系御史吴应琦所批释，与臣风马牛不相及。”③ 佟养冲的结局似逃过一死。五月，明

登莱监军道佟卜年被捕入狱，原系名门出身，父为辽东参将佟养直；祖为甘肃、山西总兵佟登。佟

卜年极力想撇开辽阳佟与抚顺佟的关系，“辽东二十五卫不下数十余家”，辽阳佟与抚顺佟 “宗枝疏

远”，“各有本末。不相及也”④，却未成功。这是由于他和熊廷弼的关系，而遭到牵连。而佟养真口

供所说 “佟卜年之曾祖即养真之祖”⑤，虽不确⑥，却可从中看出明末抚顺佟氏对辽阳佟登家族的倾

慕与攀附，这恰好为阉党制造佟卜年冤案、打击熊廷弼提供了口实。⑦

第三批佟氏族人包括佟瑞年、佟 守 仁 等。天 启 二 年 十 二 月，明 礼 科 给 事 中 郭 兴 言 陈 “今 日 急

务”七款，其一是 “广平等府监羁佟养真逆族，着该抚按官速提扭解来京议处”⑧。次年六月，追查

李永芳、佟养性等叛逆之罪，“族党在京者，上令三法司分别定罪”，包括 “贼婿王卫国、贼保管鲍

交、孙元龙、毛国重等各绞罪，贼族佟瑞年、贼亲柯三、关二、段光裕、赵一鹗、董延科各遣戍”。

得旨：“王卫国等着即会官处决，佟瑞年等都着再问具奏。”⑨ 在刑部拟遣戍二个月后，佟瑞年与佟

守仁同时被处决。八月，明廷 “戮逆族佟瑞年、佟 守 仁 于 西 市”�10。佟 守 仁 虽 与 佟 养 性 家 族 几 无 关

系�11，但也被杀，佟瑞年的身份俟考。

第四批即天启七年五月，明廷判处佟惟奇、佟惟科等死刑，他们的身份最值得关注。《明熹宗

实录》记佟惟奇为 “养性侄”，《国榷》称其为 “虏谍……养性从子”�12，明人注意到佟惟奇与佟养性

的亲缘关系，但似乎颠倒了辈分。原因 之 一 当 是 明 廷 朝 野 不 了 解 后 金 内 部 具 体 的 亲 缘 关 系；二 是

“佟惟科”“佟惟奇”的死刑判决并未立即、同时执行�13。此二人身份特殊，实为后金天聪汗皇太极

所派与明东江总兵毛文龙进行 秘 密 和 谈 的 使 者，即 《满 文 老 档》中 所 称 “牛 录 额 真 阔 科” （满 文

ｎｉｒｕｉ　ｅｊｅｎ　ｋｏｋｏ）�14，因 “误入户部粮船，为来送钱粮之户部官擒获，连我之三人一并解往京都”。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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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10

�11

�12

�13

�14

《明熹宗实录》卷２０，天启二年三月庚戌，第１０１８页。
（明）金日升： 《颂 天 胪 笔》卷６ 《兵 部 武 库 清 吏 司 员 外 郎 顾 大 章 奏 为 台 臣 非 理 相 加 微 臣 不 得 不 辩 疏》，明 崇 祯 二 年 刻 本，第

５２页。
（明）文秉：《先拨志始》卷上，清写刻本，第４１页。

李大伟辑录：《辽阳碑志续编》，辽宁民族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５２页。
（明）沈国元：《两朝从信录》卷９ 《（天启元年）十月癸未》，明崇祯刻本，第１９页。

按，辽东佟氏无论是明朝墓志铭还是清代 《佟氏宗谱》都以佟棠长子佟恩、次子佟惠入谱。而佟恩是佟卜年曾祖，佟惠是佟养

正 ［真］之祖，所谓 “佟卜年之曾祖即养真之祖”并不靠谱，“佟卜年高祖”才是 “佟养真曾祖”，辽阳佟氏与抚顺佟氏须倒数

五世以上才有相同血系，早就出了五服。参见佟明宽编著：《满族佟氏家谱总汇》，辽宁民族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８０页。
（清）钱谦益著，钱仲联标校：《有学集》卷２９，《明故 山 东 登 莱 监 军 道 按 察 司 佥 事 佟 公 墓 志 铭》，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１９９６年 版，

第１０８３页。参见 （明）徐肇台：《甲乙记政录·九月十五日》，明崇祯刻本，第１０６页。按，佟卜年 （１５８８—１６２５）从入狱到五

年九月十一日被赐死，系狱三年余，享年３８岁。
《明熹宗实录》卷２９，天启二年十二月丁亥，第１４７９页。
《明熹宗实录》卷３５，天启三年六月丁丑，第１８１９—１８２０页。
《明熹宗实录》卷３７，天启三年八月壬申，第１９０２页。

按，佟守仁原为宁远卫实授百户佟世爵嫡子，洪武九年充军辽阳，为 “佟咬佳”户下人。佟咬佳既是该军户户名，也是该家族

始祖。从佟胜—佟海—佟宣—佟忠—佟世爵依次传承，家族世职自小旗 升 为 正 千 户。万 历 二 十 年 十 月２６岁，佟 守 仁 以 佟 世 爵

嫡长男身份 “实授百户”，被处死时享年５７岁。参见 《中国明代档案总汇》第５５册 《三万卫选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版，第３９７页。
（清）谈迁：《国榷》卷８８，中华书局１９５８年版，第５３７３—５３７４页。

按，明朝许重熙所著 《嘉靖以来注略·天启注略》卷１４载：“（丁卯七年）谕刑部：‘佟惟奇等，厂臣密计逖侦就获，惟奇及诸

妇女处决、传首。’”但未明言佟惟科如何处置。
（日）东洋文库 《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太宗朝》第１册，日本东京笠井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５４页；《满文老

档》下册，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汉译本，第８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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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龙在事后四处活动，“贿银四万两，始获赦死，养之于内地”，并交涉欲使之 “俾还于汗”①，这是

指天聪元年五月之后的 “ｋｏｋｏ”即 “佟惟科”之事。但前有魏忠贤插手：“以缉佟惟奇功，荫魏忠

贤锦衣指挥使，赐金六十、币四、羜酒、新钞、赐敕。胡良翰、苗成各荫锦衣正千户；金捷、郭尚

礼、边进朝、阎成各荫百户。推官周汝昌以逆姻下吏部议谴。”② 此后袁崇焕心存警惕，即使比 “佟

惟奇”多活了一年，“佟惟科”最终也未能被送回后金，而毛文龙与皇太极的和谈也陷入僵局。

学界多数意见认为 《满文老档》中的 “阔科 （ｋｏｋｏ）”，即清官书中的 “科廓”③、毛文龙书信中

的 “可可牛禄”④，也是朝鲜方面记载的 “曲虎”⑤。唯姜守鹏认为 “曲虎” “可可”是两个人， “可

可”是 “曲虎”之外、崇祯元年 （天聪二年，１６２８）三月二十五日在椴岛见毛文龙时 “不甚明晰”

“不善措辞”的另一位后金使者，实有见地，惟见面时间 需 至 少 提 早 一 年。⑥ 而 意 见 不 同 的 诸 位 前

辈，均未重视明朝记载———明人所记的 “佟 惟 奇” “佟 惟 科”，与 清 朝 档 案 中 的 “阔 科 （ｋｏｋｏ，可

可）”及朝鲜史料中的 “曲虎”⑦，确为不同的人，即佟养真 （正）、佟 养 性 的 父 辈 “佟 曲” “佟 科”

两人。明人所记 “佟惟奇”与 “养性侄”“养性从子”的关系，或因句读、抄写讹误导致辈分颠倒，

但不会是一个巧合。“佟惟奇”即佟曲，佟养正之父，也是朝鲜人所记的 “曲虎”，其入明时间必在

天启七年三四月间，五月已被送往北京处死，这导致毛文龙与后金谈判破裂，也从侧面说明 “佟惟

科”“佟惟奇”的身份不简单，不仅仅是普通的 “牛录额真”“固山额真”或地位远低于刘兴祚的小

差使，而是作为佟养性至亲长辈这样关键且有地位者，才能承担与毛文龙数度密谈的重任。继位努

尔哈赤的皇太极也不愿放任毛文龙将他们 “解送燕京”，后来毛文龙虽然千方 百 计 想 捞 出 “ｋｏｋｏ”

　２０２３年 第４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日）东洋文库 《满文老档》研究会 译 注： 《满 文 老 档·太 宗 朝》第１册，第１６０—１６２页 之 “ｋｏｋｏ”； 《满 文 老 档》下 册，第

８９９—９００页 （天聪二年四月毛文龙等处来文六件之二三）；冯明珠主编：《满文原档·岁字档》第６册，台湾沉香亭企业社２００６

年版，第２０２—２０４页之 “ ”。

（清）谈迁：《国榷》卷８８，第５３７３页。

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清太宗实录》卷４，天聪二年四月丙辰：“明总兵毛文龙南海皮岛，招集辽民，令富民皆冒毛姓，

为其子弟裔孙，民有逃奔者，辄斩之……明之君臣皆信之，因升文龙为大都督总兵……文龙欲与我国通好，屡遣使致书，因遣

科廓等同从者四人，赍书答 之。往 来 数 次，文 龙 乃 执 科 廓 等 解 送 燕 京。寻 宁 远 巡 抚 袁 崇 焕 以 文 龙 与 我 国 私 通，杀 之。”参 见

《清实录》第２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５９页；另王先谦 《东华录 （天聪三）》、 《清史稿》、 《皇清开 国 方 略》等 也 都 记 为

“科廓”。
《都督毛文龙致金国汗书》，《明清史料》丙编第１本，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版，第１２页。

按，《朝鲜仁祖实录》卷１８，仁祖六年 （１６２８）三月二十一日壬午第１条郑忠信驰启中 “胡差曲虎”及 “曲虎率从胡七人与王

姓人皆向毛营云”；卷１９同年九月二十七日甲申第２条郑文翼、朴兰英等驰启言金人皆谓曰 “仲男亦如曲虎而被拘于毛营矣”；

十月十五日壬寅第２条 “上曰：‘曲虎何如人耶？’兰英曰：‘汗之爱将而多领汉人矣’”；十二月五日辛卯第５条句管所启 “龙胡

仍问曲虎消息，臣等答以只闻其来，不闻其后之事矣”等４条 （具体参见网址：ｈｔｔｐｓ：／／ｓｉｌｌｏｋ．ｈｉｓｔｏｒｙ．ｇｏ．ｋｒ）。

姜守鹏：《毛文龙与皇太极的关系——— 《毛文龙书信》简析》，载 《史学集刊》１９８４年第１期，第２２—２９页。按，关于ｋｏｋｏ等

最后一次入皮岛见毛文龙的时间，日本学者神田信夫认为在崇祯元年 （天聪二年）五月十日之前仍 属 保 守，还 需 再 提 前 一 年，

但不误，见刁书仁译：《清太宗皇太极和毛文龙的议和》，《社会科学辑刊》１９８７年第１期，第６３—６９页。

按，最有代表性的如李光涛 《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云 “前面所记之金人曲虎，后文作可可牛鹿，仁录谓曲虎为金汗最亲信之

人”视为一人 （江苏古籍出版社重印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１９册，第４５２页）。陈生玺 《明清 易 代 史 独 见》“关 于 毛 文 龙

之死”也说 “这个科廓很可能就是朝鲜记载中的曲虎或曲虎一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版，第２１０页）。白 坚 《毛 文 龙 是

英雄还是罪人：关于 〈辽海丹忠录〉的思考》更明确 “可可 孤 山，即 曲 虎，或 作 阔 科” （载 《明 清 小 说 研 究》１９９５年 第１期，

第９３页）。神田信夫也认为 “曲胡是曲虎同音异译，即后面将叙述到的在满文译文中，写作 ‘ｋｏｋｏ’的人”（《清太宗皇太极和

毛文龙的议和》，第６５页）。唯姜守鹏 《毛文龙与皇太极的关系——— 《毛文龙书信》简析》认为 “曲虎”不是科廓 （可可），后

者自崇祯元年三月至次年三月三次入皮岛见毛文龙，前者则是不善言辞的另一位后金使者。但除 “牛录额真”的身份外，诸位

前辈均未言及科廓 （可可）更具体的身份，也未关注明人所说其为 “养性侄”或 “养性从子”的情况 （载 《史学集刊》１９８４年

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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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还于汗”而不得①，就只能给皇太极讲事谋其大的道理，希望他不再计较归还 “诸申”等细节问

题，并提出攻打山东、与皇太极分疆为诱饵，很快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②

（三）“佟惟奇”“佟惟 （会）科”的出身

自嘉靖后期起至万 历 十 六 年 止，在 努 尔 哈 赤 崛 起 过 程 中，就 有 一 位 出 过 大 力 的 “通 事 佟 惟

动”③，作为联络东夷建州女真的翻译官，其活动时间线更早。“通事佟惟动”与天启七年五月明朝

擒获的奸细 “佟惟奇”“佟惟科”是否存在某种联系？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但在拿到他们具有

亲缘关系的实证之前，只能说 “佟惟奇”“佟惟科”，很可能类似 “佟惟动”，都属 “通事”，故能奔

走于明与女真、后金之间，或贸易谋生，或经商 “谍侦”，或直接充当谈判使者。这从明廷原曾用

佟养性为 “间谍”的往事也能看出端倪。

万历四十一年 四 月，兵 部 覆 辽 东 巡 抚 郭 光 复 疏：“今 日 筹 辽，必 以 救 北 关 为 主，惟 是 奴 酋 反

复靡常。顷抚臣提兵出塞，遣羁酋佟养性为间谍，遣备御萧伯芝为宣谕，谕之退 地 则 退 地，谕 之

罢兵则罢兵，而察其情形，实怀叵测。”④ 佟养性被羁后，曾以 “间谍”身份重获自由，因巡 抚 郭

光复命 “通夷佟养性……徉 入 奴 反 间”⑤，充 当 两 面 “间 谍”。这 对 “通 夷 佟 养 性”来 说，即 可 以

“通夷”或 “通译”的身份，交通 明 朝 与 后 金 之 间，方 便 地 从 事 贸 易、经 商 诸 事。正 因 有 “通 事”

这一身份，可公开、安全出入明与后金之间，有护身符、方便法门，“通事佟惟动”的建树就非偶

然了。

天启六年二月，明兵部尚书王永光条陈六事，其一 “佟养性、李永芳等，能斩奴酋以归者，准

免死，仍叙其功”⑥，仍重复万历四十六年底杨镐 的 意 见，说 明 明 廷 对 佟 养 性 仍 不 死 心，还 望 其 归

正。至十月，在确知努尔哈赤辞世后，明辽抚袁崇焕就借 “烧纸”为名 “遣喇麻僧镏南木座等侦探

建州，从辽抚袁崇焕请备绫、绢、布 匹，同 守 备 傅 以 昭、田 成 等 以 遣 吊 为 辞……僧 至 沈 阳 见 各 王

子，行平礼。汉官佟养性、刘爱塔等十余人俱在，出绸绫、白布作吊祭，礼毕辞归”⑦。明吊唁使团

于十一月十三日离开沈阳，十二月回到宁远。在此期间，佟养性、刘爱塔等也都参与和谈、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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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按，“ｋｏｋｏ”也即 “可可孤山”，即佟惟科、佟养性之父，很可能比佟养正之父 “佟惟奇”即 “曲虎”多活一年，这当是毛文龙

使四万两银子转圜的结果。而谈迁 《国榷》卷８９，崇祯元年三月 “壬申，援辽总兵官毛文龙奏：建虏遣可可孤山马秀才等五人

至皮岛求款”，则当是毛文龙转圜失灵后不得不上奏的体现。

按，李光涛：《毛文龙酿乱东江始末》长文详言毛文龙天启年间 “交通后金之状，大约观望不决者凡数年”，崇祯帝继位后 “此

种情形，酝酿又年余”，坐实其反叛行为 （载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１９册，上海商务印 书 馆１９４７年 版，第３６７—４８８页）。

而樊树志：《明朝大人物：皇帝、权臣、佞幸及其他》专节论 “毛文龙的功过是非”，认为袁杀毛有 “预案”，“大错特错”，直

接后果是造成 “己巳之变”。汗青 《天崩地解》亦有专章 “袁毛公案”断定毛、袁是非，毛文 龙、皇 太 极 和 谈 真 假 及 动 机，认

为阔科等并非如毛文龙所说是上错船被在岛户部官黄中色扣押，而是听到风声的黄中色设计擒拿于归途，亦有道理，但都未探

讨 “阔科”除 “牛录”职务之外的具体身份。

按，（明）顾养谦：《抚辽奏议》卷２ 《夷酋来降立功乞赐饷安插》提到自嘉靖四十二年以来至万历十三年间，都为 “管外受降

所委通事佟惟动”；卷１６ 《议处诸酋善后事宜》提到：“建 州 酋 奴 儿 哈 赤 者，初 欲 结 婚 北 关，攻 歹 商，数 窥 我 动 静，为 北 关 耳

目。今闻我急歹商，则又欲婚歹商。歹商许之婚，亦一羽翼也。不如因而成之，大帅乃使通官佟惟动驰抚顺关传谕奴儿……夷

语既传，佟惟动遂还不复顾。”卷１９ 《属夷擒斩逆酋献送被虏人口乞赐职衔》载：“据通事官佟惟动等查得：奴儿哈赤乃叫场之

孙，塔失之子……今奴儿哈赤仍学好忠顺……其在建州，则今日之王台……伏乞……将奴儿哈赤加升都督职衔，改给敕命使制

东夷，为我藩篱，此东陲之要领也。”
《明神宗实录》卷５２８，万历四十三年正月乙亥，第９９３７页。
（明）沈国元：《皇明从信录》卷４０ 《甲寅 （万历四十二年）》载：“已而奴儿哈赤复垦前罢耕地，开原参议薛国用力主驱逐。会

巡抚都御史郭光复新莅，在蓟门援兵。及问金至者，道相望，奴闻震恐。都御史廉知 通 夷 佟 养 性，贳 其 重 罪，令 徉 入 奴 反 间，

遣备御萧伯芝申以文告。五月，随统标兵赴辽阳巡阅，示虚声。奴儿哈赤遂遵谕退地、定界。”
《明熹宗实录》卷６８，天启六年二月甲戌，第３２１３页。
（明）庄廷鑨：《明史钞略·悊 皇 帝 本 纪 下》，四 部 丛 刊 三 编 景 旧 钞 本，第３０页。按，此 事 清 史 记 于 天 命 十 一 年 十 月 十 四 日

（《清太宗实录》卷１，天命十一年十月丙辰，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８页），比明史记载要晚一天 （即天启六年十月十三日，
《明熹宗实录》卷７７，天启六年十月壬子，第３７１１—３７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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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袁崇焕未被追究责任，说明是得到明廷支持的。

天启七年 （后金天聪元年），毛文龙如法炮制，派人前往后金投书接洽和谈事宜。初次派员被

杀，再派人 “屡遣使致书，科廓等同从者四人，往来数次”，从 《清太宗实录》天聪二年四月这条

记载看，这 “往来数次”的 “科廓”（佟养性父 “佟科”），出使皮岛的时间当早于天聪元年；他与

朝鲜所称的 “曲虎”（即清档中佟养正父 “佟曲”），数次往返皮岛与毛文龙密谈 “和平”条件，最

后一次即天聪元年三月上岛，被在岛户部官黄中色扣押，五月送往北京，尽管毛文龙宣称花了四万

两银子，也只是延缓 “佟惟 （会）科”被处死的时间，却无法将之送回。因谈判是私自秘密行动，

毛文龙无法为自己辩解并化解危机。当黄中色拿获后金使者时，锦州攻围战正在进行中。① 袁崇焕

的警惕，加上督军太监也不愿放弃到手肥肉，私自和谈的毛文龙，挽救不了 “佟惟奇”“佟惟科”，

他们变成 “奸细”与 “虏谍”也就成为必然了。

国家图书馆藏佟国勷编 《佟氏宗谱》是个残本，第一册卷首有缺，所载佟国器撰 《先世被难述

略》，提到佟养甲曾更名董源，而 “叔 尧 年 闻 父 逸 出，自 剖 腹 而 死。遗 有 襁 褓 之 子 国 玉 同 解 进 关，

复收刑部，幼小，发与功臣为奴。皇清定鼎，访于燕京，始得之，以荫生授均州知州，今升刑部员

外”②。这里提到尧年 “逸出”之父即为佟养性。③ 佟养性长子 “尧年”是否即 “普 汉”、次 子 “寿

年”是否即 “六十”？与天启三年八月被杀的 “佟瑞年”是何关系？都值得深究。④ 无论如何他们都

从侧面证明 “佟惟奇”“佟惟科”是佟养性上辈而非下辈。

通过以上叙述，可知清代档案有关佟养性、佟养正祖源的记载，尽管存在歧义也有价值———无

论是第一种谱 系 佟 惠—佟 遽—佟 养 正，还 是 第 二 种 谱 系 佟 还—佟 曲—佟 养 正，都 非 绝 对 “孤 证”：

一是 《满文老档》中的 “佟槐 （佟还）”，可视为佟养正 ［真］、养性之祖的来源佐证，二是明人所

记 “佟惟奇”“佟惟 （会）科”，与佟养性、养真父子、叔伯子侄的亲缘关系，虽存辈分颠倒的事实

舛错，但也显现出解决问题的曙光。

最后，还需要注意的是：“佟半朝”的祖先 “忠烈公”佟养正，是避雍正皇帝名讳改 “真”为

“正”的结果。而明末，他称 “佟养真”，或写成 “佟养贞”⑤，初入后金改名 “佟养元”（满文Ｔｕｎｇ

　２０２３年 第４期

①

②

③

④

⑤

按，从天启七年五月十二日到六月初四日，锦州被后金军围困２０多天，两军大战三次，小战２５日始终未下。尤其是五月二十

九日，后金大营被明军偷袭，导致皇太 极 放 弃 攻 围 宁 远 而 撤 军，这 与 “宁 远 议 和”对 应 （存 真 档 来 书 之 七），双 方 打 打 谈 谈。

参见 （明）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１７，《续修四库全书》第４７３册，第４２２页；《钦定八旗通志》卷２０９ 《人物志八·巴

希》，《四库全书》第６８８册，第１３０页；王荣湟：《袁崇焕全传》，岳麓书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１４８页。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清）佟国勷编：《佟氏宗谱》第１册，康熙十二年刻本，第３３—３４页。按，第２册第７页 所 载 佟 恩 之 弟 佟

惠长子佟选，有子养才 （五子）；次 子 迈，有 一 子 养 性 （养 性 二 子 尧 年、寿 年）；第 三 子 迪，有 一 子 养 学，第 四 子 佟 遽，有 三

子：长养真，次养元，三养萃。从 《满文老档》看 “养真”“养元”实为同一人，则佟国勷谱以养真、养元为兄弟不确。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清代谱牒档案》，胶卷Ｂ０３７ 《八旗世袭谱档·世袭》第１１３册 《正蓝旗汉军造报呈送内阁世职存案家

谱》，道光二十年，无页码；参见Ｂ０３８ 《八旗世袭谱档·世袭》第１１９册 《正蓝旗汉军四甲喇造报世管佐领等根由家谱》，光绪

十九年九月，无页码。

按，对照清朝档案及中 国 国 家 图 书 馆 藏 佟 国 勷 编 《佟 氏 家 谱》，佟 养 性 或 原 有 三 子：长 子 尧 年 “自 剖 腹 而 死” （第１册 第３４
页），第２册第２４页载佟养性次子 “寿 年”，或 即 清 档 所 载 满 名 “六 十”者，子 国 瑶 “袭 伯 爵，历 官 福 建 等 处 地 方 都 统 将 军”
（若 “寿年”即明廷所杀的 “瑞年”，则佟养性 “只身”逃入后金时，二 子 均 未 同 行 且 因 此 而 死）。而 “普 安” （胶 片Ｂ０３２ 《八

旗世袭谱档·世袭》第３０册，光绪三十年 《镶黄旗汉军谱档·启庄佐 领 下》）或 “普 汉”（胶 片Ｂ０３８ 《八 旗 世 袭 谱 档·世 袭》

第１２０册，光绪三十年 《正蓝旗汉军五个甲喇世职家谱·和宁佐领》）当是佟养性幼子，病故于天聪八年五月十七日。

按，明朝史料 《皇明通纪集要》《全边纪略》《两朝从信录》《明季北略》《国榷》等提到天启元年七月镇江事变时，都载 “佟养

贞”为 “伪署游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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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ａｎｇ　ｙｕｗａｎ）①，作为 《满文老档》中出现的三位 “佟游击”② 之一，驻守中朝边境的镇江城，被明

毛文龙部将陈良策等袭杀。从 “佟养真”到 “佟养元”再到 “佟养正”，已非简单的同名异字，而

是明清易代过程中普遍出现的 “一人多名”或 “一人多面”变化的结果———而这正是寻找明人入清

踪迹的一把关键钥匙。

事实上，在 《明代辽东档案选编》中还出现过一个 “佟煦”，是万历二三年间经常出入辽东马

市的商人。在并不完整的辽东都司档案中，“佟煦”两个月内出现过３２次，与出现过３３次的 “佟

三”“董三”等，都是日易一牛的活跃商人，也是交易频繁的纳税人。③ 至万历十四年二月，“佟煦、

佟元相”等１４２员中军、千、把总，又因随李成梁作战 “奉调遣而艰险不辞，当贼锋而汤火可蹈”④

得到好评——— “佟煦”“佟元相”连写出现，或暗示他们的父子关系，符合作战父子兵的规律。从

商人变官军的 “佟煦”，按时间推算，万历初年频繁出入辽东马市时，当已成年或至少接近 （明代

卫所出幼的标准是１６岁），到天启末崇祯初年，则年臻７０岁左右。如果 “佟煦”即 “佟曲”，跟随

他作战的 “佟元相”即 《满文老档》中改名 “佟养元”的 “佟养真”，这虽比明人入清往往一人多

名走得更远，但或可为弥合明清之间的断裂、在 “佟煦”与 “佟曲”、“佟元相”与 “佟养元”“佟

养真”之间划等号，提供一个思考的方向。

何况，从满汉文差异角度看，“佟煦” “佟曲” “佟遽”这些汉字，在满文中是存在契合度的。

按照满文拼写外来字音的规则，“煦”可写成 “ｓｉｏｉ”或 “ｈｉｏｉ”，“曲”可写成 “ｃｉｏｉ”或 “ｋｉｏｉ”；而

“遽”则写成 “ｊｉｏｉ”或 “ｇｉｏｉ”⑤。如此多的可能性互相碰撞，提高 《满文老档》或 《满文原档》与

明朝材料所记相关人名的关联度是完全可行的。故从新、旧满文及满汉文差异角度出发，重新思考

清档所记佟养正 ［真］家族谱系的差异，或许就能豁然开朗。比如，汉文中 “佟惠”（ｔｕｎｇ　ｈūｗｅｉ）

与 “佟槐 （还）”（ｔｕｎｇ　ｈūｗａｉ）貌似差距很大，但从新、旧满文的角度看，或许就只差一个点———

即从无圈点 《满文原档》到有圈点 《满文老档》，从 “ｈūｗａｉ”［佟槐 （还）］变成 “ｈūｗｅｉ”［佟惠］，

从 “ａｉ”到 “ｅｉ”。

这样看来，清朝档案中存在歧 异 的 两 种 谱 系，实 际 上 就 可 统 一 起 来：只 要 将 “佟 惠”还 原 于

“佟 （槐）还”（多少一个点）、“佟曲 （遽）”还原于 “佟煦”（统一外来字拼写），就能与明朝档案

或墓志铭、家谱互相印证；“佟惟奇”“佟惟科”与 “佟曲”“佟科”吻合，或许就差一个圈点，而

这也正是满汉文互译及新旧满文抄 写 过 程 中 出 现 的 差 异。这 说 明，佟 养 正、佟 养 性 祖 源 谱 系 的 差

异，不仅有明清易代过程中频繁改名换姓的原因，也有清朝建立并稳固统治前后，满、汉文互译及

清朝 “佟半朝”祖源新探

①

②

③

④

⑤

（日）东洋文库 《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太祖朝》第１册，第３６１、３６３页；《满文老档》上册，第２２２、２２３页；

《内阁藏本满文老档太祖朝》第４函第１０８８、１０９４页满文都写成 “ ”（Ｔｕｎｇ　ｙａｎｇ　ｙｕｗａｎ，载天命六年七月纪事中），但冯明

珠主编的 《满文原档》第２、３册 （台湾沉香亭企业社２００６年版）天命六年六、七月纪事编排混乱，佟养元 父子被杀于二十

日，却置于二十五日之后 （第２册 《张字档》，第１６２页）。《满文原档》的其他问题，可参 见 赵 志 强：《论 满 文 〈无 圈 点 档〉》，
《清史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第２６—３９页；《〈无圈点档〉诸册性质研究——— 〈张字档〉与 〈来字档〉》，《满文论丛》第９辑，第

６８—８９页，辽宁民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
（日）东洋文库 《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太祖朝》第１册第３６０、３８３、３９０页；第２册第５４０、７４０、９９１页等处

出现的 “ｔｕｎｇ　ｉｏｇｉ”（佟游击）也都是指 “ｔｕｎｇ　ｙａｎｇ　ｙｕｗａｎ”（佟养元），对应中华书局 《满文老档》上册，第２３７、２４１、２７８、

２８５等页的 “佟游击”。

辽宁省档案馆、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明代辽东档案汇编》下册 《抽收马牛猪等商税银两清册 （四份）》及 《卫税

收清册》，辽沈书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７２７—７８４页。
（明）顾养谦：《抚辽奏议》卷３ 《擒斩大虏收获奇捷》，载 《四库全目丛书》史部第６２册，齐鲁书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４２３页。

按，据 （清）舞格所著 《清文启蒙》有 “满洲外单字”，有同声堂刻本、永魁斋刻本、文宝堂刻本、二酉堂刻本等多种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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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满文抄写过程中，有无圈点或音节脱落 （省略）导致的歧异。这种可以统一的歧异，与全无根

据的凭空编造有着本质区别。

三　 “佟半朝”的源流

要解决明清易代所造成的断裂和混乱，除了在比对人名上下工夫———对比明、清或域内域外不

同来源、背景的史料，以及满汉文对同一人的不同称呼外，还必须了解明清之间以及各自内部政治

斗争的背景。现在可以认定的是：明甘肃、山西总兵佟登的长子 “佟养正”，与清 “忠烈公”佟养

正 ［真］不仅原名不同，更重要的是族源也有差异。

佟养性和佟养真的父祖，曾在辽东经商从军 （或为 “通事” “间谍”），出身普通。从政治社会

地位看，“普通商贾”① 与出自总兵家族的佟登后裔确属悬殊。这就是后金天命六年镇江游击佟养真

被毛文龙部将擒获后，在接受审讯时，口供攀援佟登家族的内因。而在佟养真被明廷处死后，其少

子佟图赖 （１６０５－１６５８）年十七，以自幼养于他处躲过一劫。天聪五年开始，他跟随皇太极出征大

凌河，“为二等参将”，年过半百即 “以 疾 乞 休”，终 年５３岁。② 图 赖 之 女 佟 佳 氏，即 康 熙 帝 生 母，

在顺治帝出自满洲、蒙古、汉军、汉人等不同来源后妃中，地位较低，生前死后都受孝庄太后的有

意压制、贬低，死后数年内也 “未系世祖谥、未祔庙”③。这些事实，都证实佟图赖的出身和社会地

位不高。康熙 八 年 （１６６９），佟 国 纲、国 维 兄 弟 被 抬 入 镶 黄 旗，始 稍 披 恩 泽；经 康 熙 末、雍 正 初，

国舅佟国维、佟国纲家族经历了大起大落，到乾隆十二年 （１７４７），佟国维之子隆科多后裔庆复承

袭一等公爵，又 “缘事革停袭”④。佟氏家族由盛复衰，已如昨日黄花。⑤ 至道光十二年 （１８３２）四

月，皇后佟佳氏薨，谥为孝慎皇后，佟氏再度中兴，始显复振迹象。循至晚清、民国之后，天宝宫

女说故实，才有了回忆中的 “佟半朝”盛况。

稽钩故实，对 “佟半朝”盛称于世，作出最大贡献的是继昌与孟森。

继昌 （１８４９－１９０８），内务府汉军正白旗人，光绪三年 （１８７７）进士，官至江宁、甘肃布政使、

护理安徽巡抚，卒于任。他自称 “长白李佳氏”，曾记载：“满州他塔拉氏，本为望族。近年仕宦，

尤为一时之盛。裕寿山禄，任盛京将军；裕寿泉长，任河南巡抚；裕寿田德，任总宪；庆兰圃裕，

任福州将军；堃 紫 岩 岫，任 侍 郎；裕 泽 生 宽，任 河 南 巡 抚；曾 怀 清 鉌，任 陕 西 布 政。外 此，任 翰

林、部曹等，尚复多人。同时并登朝籍，视前此佟半城，几不多让。”⑥ 这里首次出现的 “佟半城”

说法，成为后来 “佟半朝”之滥觞。

孟森 （１８６９－１９３８），江苏武进人，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作 《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初载 《心史丛

刊》。始言康熙末年佟氏一门，皆为 “允禩之党”，惟 佟 国 维 之 子 隆 科 多 特 立 独 出 “以 博 殊 常 之 富

贵”，在康熙帝暴卒之际 “口衔天宪，处分嗣统”⑦，虽以 “一言而定大计”立下奇功，被雍正帝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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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王政尧：《佟养性》，载 《清代人物传稿》第３卷，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３４页。
（清）李绂：《勤襄公佟图赖传》，载钱仪吉：《碑传集》卷５ 《国初功臣上》，第３４—３５页。

参见杨珍：《康熙朝鳌拜罪案辨析》，《历史档案》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８８—９６页。
（清）奕赓：《佳梦轩丛著·东华录卷三缀言》，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７—１８页。按，奕赓所谓佟国纲为 “佟养 性 之

孙，佟图赖之子”显误。庆复官至川陕总督，授文华阁大学士，著有 《书鞭小草》。

按，清人著名笔记宗室昭梿 《啸亭杂录》、蒙古巴鲁特氏崇彝 《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均未提 “佟半朝”，前 者 只 载 “佟 襄 毅 伯”
“佟国舅讲左传”“佟昭毅”３条，后者甚至未提到满洲佟佳氏，惟咸同之际内务府汉军镶黄旗人福格 《听 雨 丛 谈》卷２ 《明 纪

亦有满蒙官》载：“满洲佟佳氏，其仕明来归者，入于汉军。然则明纪仕宦已有满洲蒙古之人矣。”关注的是明代佟氏出身女真

的重点。
（清）继昌：《行素斋杂记》卷下，上海书店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６页。

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载 《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５３８、５４２、５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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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舅舅”，但随即也因隆科多 遭 灭 口 “瘐 毙”而 跌 下 神 坛。① 而 孟 森 前 述 “养 正 之 降，据 《清 国

史》在养性后，然子孙志显贵，以养正为尤盛，至今北人语侈之曰 ‘佟半朝’。概圣祖之生母孝康

章皇后为佟图赖女，世宗之嫡母孝懿仁皇后为图赖子国维女，两朝全盛之国戚出于一家。养正以死

于毛文龙之故，清史且称以忠义，《耆献类征》列于忠义传之首”。② 这里，孟森所谓的 “北人”当

指继昌之辈。从光绪末年起，佟氏家族才有了 “佟半城”之称，而且首先发端于旗人圈子。至民国

时，经清史大师孟森首采 “佟半朝”之称，至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佟半朝”“狼一窝”之类

的说法③，进入口述领域，流传渐广，似乎就成为不再需要考订来源、拿来即用的惯用语了。

真可谓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从晚清、民国至现代，但凡言辽东佟氏者，已与明末动

辄攀援佟登家族相反，后起者乐此不疲地比附清朝崛起的 “佟半朝”家族，却不审其来源所自 （典

型例子莫如安徽和县仝氏家族认祖归宗）④。而佟养正 ［真］的祖源，实不与辽阳军卫世家佟登家族

同枝，至少是五服之外远族，这也是佟 卜 年 当 年 曾 想 极 力 辩 白 而 不 得 者。王 成 科 辨 析 清 代 佟 养 正

“原名佟养真，后因避雍正皇帝名讳而改称，是佟登的叔父佟惠第四子佟遽的长子，即佟登的叔伯

侄儿，与辽阳佟蒙泉 （养正）同辈”⑤ 的说法，虽然解决了明代辽东副总兵佟养正和清代 “忠烈公”

佟养正 ［真］同名引起的错误⑥，但仍将佟养真混同于 “佟登的叔伯侄儿”，而忽视了两个家族间亲

缘遥远的事实。而所依据的康熙年间佟国勷所编 《佟氏宗谱》，本身就有诸多不靠谱处。

综之，佟养正 ［真］的祖源，结合明、清及朝鲜三方史料细究，推断佟遽、佟还、佟曲、佟科

等人在明末的踪迹，关键在天启七年五月后被处决的 “佟惟奇”“佟惟科”两人，可与 《满文老档》

中的 “ｋｏｋｏ”及 《朝鲜实 录》中 的 “曲 虎”重 合：佟 惟 奇 也 就 是 佟 曲 亦 即 曲 虎 （胡），是 佟 养 正

［真］之父；佟惟 （会）科等同于科廓 （可可）也就是ｋｏｋｏ，是佟养性之父；“佟槐 （还）”“佟煦”

或为其祖辈。清朝档案记载的歧异，既与明清易代之际明人入清往往一人多名有关，也与满汉文互

译及新、旧满文抄写有无圈点有关。若虑及此，则 “佟半朝”的祖源及父子、叔伯间的真相，也就

豁然开朗了。

（作者杨海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邮编１０００２５）

（责任编辑　赵增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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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锺翰：《满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 《王锺翰清史论集》第１册，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版，第２９４页；《清世宗夺嫡考实》，

载 《王锺翰清史论集》第２册，第１０７５页。

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载 《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５３６—５３７页。按，该文所引朝鲜 《宣祖实录》记载的佟养 正

事，也混淆了明清两位佟养正的史实。

参见政协北镇满族自治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正 安 乡 满 族 小 考》，载 《北 镇 文 史 资 料》第６辑，１９８４年，第２８页；佟 广 山：
《满族的 “哈拉”与 “佟半朝”的由来》，载佟靖仁编著：《呼 和 浩 特 满 族 民 间 故 事 选》，内 蒙 古 大 学 出 版 社１９８９年 版，第２０６
页；王政尧：《佟养性和 “佟半朝”》，载 《清史述得》，辽宁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２７—１３２页。

参见佟明宽编著：《满族佟氏家谱总汇》，第３５１—３６０页。按，此事已另撰专文讨论，在此不赘。

王成科：《以碑志为中心，谈明代辽阳佟氏家族》，载 《辽宁省博物馆馆刊 （２０１３）》，辽海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９５页。

如孟森 《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云隆科 多 “曾 祖 佟 养 正 以 明 之 辽 东 总 兵 叛 投 清 太 祖，国 史 讳 其 为 贰 臣”，就 混 淆 了 佟 登 之 子、

援朝东征之副总兵佟养正与降清时称 “佟养元”，至雍正元年才被称为 “忠烈公”并改名为 “佟养正”的 两 个 人，见 《明 清 史

论著集刊》下册，第５３６—５３８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