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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正恒!爱默蕾大学历史系!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电邮-?03&4!03&472/Q3-.+873;/#

本文原文以英文写作!於&'(+年在京都举办的第三
M

##$!%&!#'%(会议中发表#会中获

得萧凤霞"9323& :7$%/)教授"小沼孝博教授提供宝贵意见!发表人邱源媛研究员"蔡伟盓

博士"许临君教授也多次提供写作与概念上的建议#另外撰写过程中!感谢定宜庄教授曾经

提点意见!也感谢笔者的指导教授欧阳泰教授的指导!感谢台湾大学历史系杨朝盓博士生提

供关於台湾地租的相关材料#最後感谢二位匿名审查人的评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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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清史 %透过非汉材料?
%

调满洲元素!在全球史与帝国史

的
-

络下理解大清帝国# $历史人类学 %则藉由田野调查与民间文

献!从社会"宗教等层面来认识国家与地方的关#两个 $学派 %

对晚期中华帝国的研究影响甚巨!但因
"

缺少合适的案例作
"

桥

睴!致使对话有限#本文以施琅家族
"

案例!从帝国史的角度切

入!配合新发现的满"汉文爵位世袭
,

等官方谱
,

与在台湾"泉州

等地的田野调查以及施家族谱等民间文献!指出清代的施氏氏族是

八旗制度与地方宗族结合下诞生的
$

物#明中叶!施氏宗族因应明

代盐制改革以及倭寇侵扰对地方社会的影响逐渐
%

化其宗族#明清

鼎革与禁海令的实施破坏了旧有的社会结构!但施琅在康熙四年

'(++* (禁海令未解除前就已返回原乡重建施氏宗祠#康熙七年

'(++/ (施琅与家人被编入汉军镶
:

旗!施氏旗人家族因此扮演着

帝国中间人的角色-施氏旗人家族一方面掌控福建水师提督长达--

年!另一方面在清帝国的特许下!将旗人派回泉州管理宗族#清帝

国
"

了掌握这个中间人!不仅容忍施家违法犯纪之事!且不允许施

家离开八旗#乾隆朝以降!随着施家旗人家族长期待在八旗制度底

!

"

#

$



下!其认同改变"涉入不法"对福建水师的垄断和影响力亦不复

再!其中间人地位开始
$

生动
N

#与此同时!泉州施氏宗族经济能

力逐渐提升!得以摆
O

旗人管辖!透过修缮宗祠
%

调泉州原乡出身

者的低阶功名!而抹去旗人亲属的痕?#两个系出同源
/

分居南

北"被制度隔离的家族"宗族终究各自发展!也象徵着帝国中间人

的角色不再#简言之!清帝国的八旗制度与地方宗族?非
8

有交

集!反而在泉州地区
$

生了旗人"汉人"地方社会之间互动紧密频

繁的模式#帝国中间人的角色令旗人家族"泉州宗族各自兴盛发

展!但也如同双面刃一般让二者距离越来越远#

JKL

$ $新清史%"历史人类学"八旗制度"中国宗族"地方社

会"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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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冬!笔者在福建省
P

江市龙湖镇!迎着寒冷刺骨的海风!循着施

连登大道进入滨临深沪湾的衙口村#村庄的中心广场处!有着两栋修缮得美

轮美
Q

的大宅-一栋是清代将领施琅宅邸改建而成的纪念馆!另一栋则是施

氏大宗祠#一旁的转角处!有两间对门而立
/

截然不同的公妈厅-一间甫由

移居新加坡的子孙捐资重建!美轮美
Q

&而另一间
!

部仅陈列着一张神明

桌!供奉几个神主牌!

R

上黏贴着一张难以辨识的契约!因子孙对
$

权意见

不合缺乏维修!几近倾倒#这是代表着不同的历史意义四栋建筑物-施琅纪

念馆纪念着汉军旗人将军"施氏大宗祠是汉人宗族的中心"移居海外的华人

在原乡捐资修建的公妈厅!以及家族成员
7

执下倾
S

的公妈厅#对笔者而

言!四栋建物完美将$新清史%和历史人类学浓缩其中#近来年! $新清史%

与历史人类学对晚期中华帝国或近现代研究贡献甚钜#可惜除了 !"#$%&D(

()&*'%+$,-./01(0%&2!(),$3$(42',5 6%7,($&%$, !'%14*75&%, /)$,'

!

%外!两个

$学派%间罕有对话!笔者认
"

或许是因
"

缺乏合适的个案#藉由新发现的

满"汉文爵位世袭
,

及田野调查!以$帝国中间人%的概念重新认识施琅家

族在帝国与地方间扮演的角色!希冀能
5

结合两个$学派%的方法?建立对

话的平台#

"

%

至少在元末!施家已群聚於泉州南浔村!明朝建立後!该家族被编入负

责
$

盐赋役的
2

籍#明中叶时期! $宗族 %作
"

制度已被地方社会广泛运

用&同时一方面福建遭受倭乱侵扰!另一方面受到明廷赋役改革的影响!施

家藉由编修族谱与建立宗祠等方式形成宗族因应这些社会变化#明清鼎革的

战乱"迁界令的实施给沿海地区带来极大的破坏!然而!在迁界令废除前!

施琅即返回已被迁界的原乡重建宗祠!不仅宣告施氏的回归!也成
"

宗族领

导者#约莫同一时间!施琅与其家族被编入汉军镶
:

旗!且清帝国仰赖施琅

Þyß

**

!

"

\?=4<?$B<4!52EE<4BTI4<43 OC]8A ?36 L23?<6 ]C]A9923 46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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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於这一个议题!笔者未来的研究中将会指出!既属於八旗制度又同在宗族制度下类似

的家族在泉州"漳州至少就有过六个类似状癋的家族-洪承畴家族"郑克?家族"施琅

家族"

:

梧家族"蓝理家族"

<

六奇家族#

!

"

#

$



等郑氏降将的水战能力以稳固海疆#

#

%当台湾於康熙二十二年'(+/- (被纳

入大清疆域时!施琅不仅在南台湾规划出隶属施氏旗人家族的广大庄园$施

侯租%!也令其堂弟"堂癙移居台湾拓荒#施琅去世後!康熙皇帝让施琅五

子施世?返回泉州承继香火"管理宗族!但其馀诸子依旧隶属八旗#随着入

旗时间渐长!施氏旗人家族无论是从自身或是他人的眼光来看都已渐渐旗

化#清朝将施琅子孙编入八旗的举措虽然保证"监控?创造了中间人替清朝

服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此举措
/

也让施氏旗人家族在文化"族群更加远

离泉州施氏宗族!影响力自然也逐渐
6

少&纵然如此!乾隆皇帝仍曾选派一

名旗人返回泉州承继香火!介入该宗族的管理与控制#与此同时!经济实力

有明显提升的泉州施氏宗族
%

调自身宗族发展!?刻意抹去旗人在宗族中的

影响力#清中叶以後!施氏旗人家族身
"

帝国中间人的角色渐渐淡去#帝国

中间人的角色令旗人家族"泉州宗族各自兴盛发展!但也如$双面刃%般让

二者距离越来越远#

透过施家的个案研究!笔者希望指出$新清史%与历史人类学各有特长

且能
5

互补#彼此的材料与方法均超出旧有刻板印象!例如满文材料?不如

以往认知的有地域与时间的癘限性!历史人类学也不是只能聚焦於华南地

区#若能将二者结合!或将有助於学界对帝国史"国家和地方社会关等领

域有更多的认识#

S

%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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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
"

帝国史的$中间人%概念或许有助於了解施琅家族在清代的独

特性!?建构$新清史%与历史人类学的对话平台#首先!笔者认
"

$新清

史%?非
)

空出世的 $新 %研究!而是西方史学朝向 $全球史 %与 $帝国

史%发展!?结合中国"日本"台湾等地悠久清史传统的
$

品#近年来$帝

国史%将焦点置於 $比较帝国"?.-F(+(,%@33-F%+3)%!?
%

调帝国"中间

人"地方社会三者间的关&这一焦点与历史人类学长年来在国家与社会研

究颇有吻合之处#因此!在这样的学术
-

络下! $新清史%与历史人类学将

*+

Ø�Ù

#

可参见李其霖! .见风转舵-清代前期沿海的水师与战船/'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

有限公司!&'(. (!页(*&H(*/#前盰中六个家族的其中三个-施"

:

"蓝三家!在康

熙"雍正"乾隆三朝(-.年担任福建水师提督时间长达+.年!?将近./^的时间!且六

人中有五人都是任职直到去世#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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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本文达到认识泉州施琅家族特殊性的目的#

笔者认
"

!&''.年象徵着$新清史 %形成一个 $学派 %的两个里程碑包

括-卫周安"].(&&(W(238!1.03&)在 ;'5$3'1E$-(7%4;&F$&G上发表的回顾文

章!以及米华健"](-3'#7Z%22L(+;)"欧立德"Z(+= 17E22%.,,)等共同主编的

H&GA$,+ I"#&%$'1E$-(7%4.:)&*'9$,+ 7<I,,&%D-$', !"#$%&'(A$,+ /)&,+5&一

书#

$

%&''+年欧立德以中文发表的论文将$新清史 %正式引入中文学界#

%

%

欧立德曾指出$新清史%的三个主要论点分
(

是-运用满文材料避免过於依

赖汉文材料!重视清帝国的
!

亚元素避免过於
%

调汉化!以及将清帝国放在

全球史"42.<(20%',.+8)的视野下观察#

&

%批评$新清史%者经常指出$运用非

汉文材料!如满文"蒙文"藏文等研究清史%?非$新清史%所独有!此方

法在日本"台湾"中国都已行之有年!因此$新清史%?不$新%#

'

%

实际上!欧立德等$新清史%学者多曾受惠!亦未否认过受到日本"台

湾与中国清史学者的影响#使用非汉文材料"

%

调满洲的
!

亚元素固然是

$新清史 %的重点!但笔者认
"

!欧立德对
:

培 ;&7%$&,($,+ ()&*',3)0-.D

B(0547<B$,$3$C'($7,2JKLMNJOPK一书的书评中所总结$新清史%的特点更
"

重

要- $5新清史6尝试将清史研究放在更大的架构中!包括
!

陆亚洲史"帝

国史"全球史# 5新清史6的核心观点是
%

调清统治中的满洲元素以及严肃

地使用非传统资料!如满"蒙"藏文等材料# %

(

%因有砲於过往批评或是研

究多聚焦於使用非汉材料"

%

调满洲
!

亚元素!笔者将指出$新清史%的全

Þyß

*)

$

%

&

'

(

有关$新清史%的发展和介绍!可参见_2?33?N?<4BH!2:43TGD:4̀ 47a83FI8E925BTJ83

;'5$3'1E$-(7%4;&F$&G// "&''.)C(,-!&'+R](-3'#7Z%22L(+; 3,?73;'7AH&GA$,+ I"#&%$'1

E$-(7%4.:)&*'9$,+ 7<I,,&%D-$', !"#$%&'(A$,+ /)&,+5&"G.&;.& (&; K3L \.+=C

H./,323;431/+Q.&A&''.)A-!.7

欧立德V"?5R !CS<<8299W著!李仁渊译! *满文档案与新清史,! .故
3

学术季刊/!第

&.卷!第&期'&''+年((月(!页(H(/#

新清史主要论点可由欧立德於&'(+年*月&*日的演讲中清楚地知道!参见
:

丽君! *欧

立德教授演讲$bc4K<419823 ?36 c4E;23E4929:4̀ 47a83FI8E925B'历史学与政治话语-

关於新清史的反省与回应 (%纪要 ,! .明清研究通讯 /!第*+期 '&'(+年/月 (!

:99;dee=83F1:83FCE8381?C46AC97eb1?64=81fL49?8<e.+,!&'()年*月&+日下载查阅#

近年来对於新清史的讨论
*

多!如徐泓! *$新清史%论
7

-从何炳棣"罗友枝论战
0

起,!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第(期!页(H(-&汪荣祖编!

.清帝国性质的在商榷-回应新清史/'台北-远流出版社!&'(. (#

"?5R !CS<<8299TGg22R c4>847Ed\48IA?3FT;&7%$&,($,+ ()&*',3)0-.D B(0547<

B$,$3$C'($7,2JKLMNJOPKAJQ70%,'17<()&!37,7"$3',5 B73$'1E$-(7%47<()&R%$&,(*.C.

"&'(()C*/.7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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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史与帝国史观点对於本文有更大的
#

发#

$全球史%包罗万象!基本概念是打破国界藩篱!将全世界人类历史的

发展视
"

一体!?
8

有特
(

地区会被隔离於历史之外#当西方史学朝向全球

史发展时!不少领域也因此受惠!开展出新的视野!帝国史就是其中之一#

诚如英国史学者所
0

- $全球史建构在帝国史之上# %

)

%受到(,)/年爱德

华1萨伊德"E;L(+; W7$(%;)的.东方主义/一书的影响!西方史学重新思

考对於东方的认识!也开始聚焦於帝国中心跟殖民地间的关#

*+,

% $比较帝

国%作
"

帝国史的子学门!不再仅关注欧洲帝国!也希望了解非欧洲的帝

国!诚如濮德培"53,3+1753+;/3)点出的 $比较帝国 %对於中国史的影响-

$比较研究有助於将中国整合入世界史的
-

络!因
"

中国从未被隔
B

於全球

进程之外# %

*+-

%因此! $新清史%将清史放在全球史"帝国史架构下!实际

上是西方史学朝向$全球史%发展过程的
$

物#

透过$全球史%的
-

络观察!可发现$新清史%研究都具有全球史的关

怀#例如米华健把新疆放在
!

陆亚洲而非单单中国行省的视野下观察#

*+.

%罗

友枝的最新研究!试图打破国
(

史藩篱的限制!把日本"朝鲜"满洲与俄罗

斯互动的东北亚视
"

影响现代历史的重要地区#

*+/

%金光明"6L(&4-%& 6%-)透

过清代在新疆地区的经济与中间人!建立 $新清史 %与大分流理论间的对

话#

*+0

%*(@%; Y322.藉由环境史!补足$新清史%在这一领域的缺乏!讨论清

代东北"蒙古跟西南地区环境"制度"文化的差?与历史#

*+1

%此外!由於帝

国史对全球史与$新清史%都有重大影响!藉此
-

络可发现许多成果#例如

何罗娜"G(/+(9.',3,23+)透过民族志"3,0&.4+(F08)和地图绘"?(+,.4+(F08)等

文本的编修过程!证明清帝国属於近现代帝国的一个环节!此研究点出了清

*/

Ø�Ù

)

*+,

*+-

*+.

*+/

*+0

*+1

LA5@?h:2E:TGb329:45]492Ki=;458?<DA53EjJD"&%$3', E$-(7%$3'1;&F$&G"&'(&)C)))!)/'7

b3654]1:=86TG!2<238?<8E=?36 9:4k$254?\52@<4=P83 9:4I8E92582F5?;:B2K"26453 _?;?3d

bc4>847b5981<4TJQ70%,'17<D-$', B(05$&-*,C. "&''')C,*&!,*-7

\4945!C\456A4TG!2=;?583FS=;854Ed"?31:A !2<238?<8E=TJ:)&I,(&%,'($7,'1E$-(7%4;&F$&G

&'C& "(,,/)C&*+7

_?=4EbC"8<<7?56T@&47,5 ()&S'--.!37,7"42!(),$3$(42',5 !"#$%&$, A$,+ /&,(%'1D-$'

JOKPHJLTU "$,(&O.+;C$,(&O.+; &̂%@3+'%,8 5+3''A(,,/)7

S>4<B3 ]Cc?7ER8T!'%14*75&%, /)$,' ',5 H7%()&'-(D-$'./%7--N?7%5&%S&%-#&3($F&-

"1(-<+%;43C1(-<+%;43̂ &%@3+'%,8 5+3''A&'(*)7

$7?3F=83 $8=T@7%5&%1',5 /'#$('1$-".:0%9&(', S%7503&2A$,+ B1$F&%2',5 ()&@$%() 7<',

!'-(&%, *'%9&("$,(&O.+;C$,(&O.+; &̂%@3+'%,8 5+3''A&'(+)7

L?>86 b39:23Bg4<<2TD3%7--67%&-(2B(&##&2',5 *70,('$, .!,F$%7,"&,(2I5&,($(42',5

!"#$%&$, A$,+ /)$,'V-@7%5&%1',5-"K3L\.+=C1(-<+%;43̂ &%@3+'%,8 5+3''A&'(+)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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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普世性质以及身
"

殖民帝国的特质#

*+2

%濮德培的研究更把清帝国击败

准噶尔!以及新疆纳入清帝国疆域等一连串事件!看作是清帝国"俄罗斯帝

国和准噶尔帝国之间互动的结果#

*+3

%

$比较帝国%研究分析诸帝国与各自
!

部地方势力之间互动後!对各帝

国提出的共同观察是-帝国会尽力维持 $帝国
!

部差?";%OO3+3&?3L%,0%&

3-F%+3)%!维此差?的有效方法之一即是运用$中间人"%&,3+-3;%(+8)%#

*+4

%如鄂图曼帝国"B,,.-(& E-F%+3)的统治者如何控制非穆斯林地区衍生出的

$幅轴模式"9/<!(&;!'F.=3)%理论#

*+5

%$(&S(8 $/<+(0-(&8(-探究哈布斯

堡"鄂图曼"莫
T

儿帝国之间的竞
7

"制度变化"兴盛与衰落时!就曾提出

哈布斯堡与其他二者之间的差?之一!即在哈布斯堡对地方势力的妥协仅出

现在伊比利半岛上而非其美洲殖民地&相对地!鄂图曼与蒙兀儿均对地方菁

英?取妥协态度#

*6,

%然而!拉丁美洲史学者提出!西班牙帝国在新大陆的治

理!实际上也是透过基督教教育结合印地安人旧有的宗教!通晓西班牙以及

印地安原住民语言"文化"宗教等优势的菁英成
"

原住民中间人"&(,%@3

%&,3+-3;%(+8)!同时也扮演着文化中间人"?/2,/+(2%&,3+-3;%(+8)与政治代理人

"F.2%,%?(2<+.=3+)的角色&美洲原住民中间人最後融入基督教文化!中间人这

一个双面刃提供了中间人机会!

/

也因
"

文化的关最终失去了中间人的角

色#

*6-

%类似的研究也出现在$新清史 %作品中!例如罗友枝认
"

清帝国透过

Þyß

*,

*+2

*+3

*+4

*+5

*6,

*6-

Y?A5?I2E949<45TA$,+ /717,$'1!,(&%#%$-&.!(),7+%'#)4',5 /'%(7+%'#)4$, !'%14*75&%,

/)$,' "10%?(4.CN03̂ &%@3+'%,8 .O10%?(4. 5+3''A&''()7

\4945!C\456A4T/)$,' *'%3)&-8&-(.()&A$,+ /7,W0&-(7</&,(%'1!0%'-$' "1(-<+%;43C

Y32=&(F 5+3''.O9(+@(+; &̂%@3+'%,8 5+3''A&''*)7

_?34gA5@?3R ?36 O5464581R !22;45T!"#$%&-$, 87%15 E$-(7%4.S7G&%',5 ()&S71$($3-7<

X$<<&%&,3&"5+%&?3,.&C5+%&?3,.& &̂%@3+'%,8 5+3''A&'(')A((A(-!(.7$中间人%或是$代理

人%的相关英文词有包括-%;;23-(&"(43&,"<+.=3+等!本文原文以%&,3+-3;%(+8代称#

$?543 g?5R4BT!"#$%&7<X$<<&%&,3&.()&R((7"',-$, /7"#'%'($F&S&%-#&3($F&A+)!+/A(('A

&+.A&,*7Y(+=38相似的模式也曾由 %̀?,.+G%3<3+-(&在他的全球史大作 B(%',+&S'%'11&1

中!提出$太阳系政治"$.2(+5.2%,%3')%的模式来解释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群体在结合成

一个
%

大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前!往往会透过地方
%

而有力的地方酋长或是宗教领袖担任

中间人的角色# %̀?,.+G%3<3+-(&AB(%',+&S'%'11&1.B70()&'-(D-$' $, Y17?'1/7,(&Z(23[

L\\NJLM\2]710"&J.I,(&+%'($7, 7, ()&*'$,1',5 "K3L\.+=C1(-<+%;43̂ &%@3+'%,8 5+3''A

&''-)A--7

]?3l?B]A@5?:=?3B?=TGbD?<42KD:544S=;854Ed"AF:?<ETX992=?3ET?36 I?@E@A5FE83 ?

!2=;?5?98>4!2394M9TJ/7""7, ,̂7G1&5+&(&C( "&''+)C/*7

#?33?#?33?R?R8ET:)&D%(7<@&$,+ I,N?&(G&&,.H'($F&2I,(&%"&5$'%42I,5$', I5&,($(42',5

=73'1;01&$, /717,$'1R'Z'3' "*/+0(-C*/=3̂ &%@3+'%,8 5+3''A&''/)A&!.7

!

"

#

$



某种程度的汉化
"

手段来统治汉地!对於汉地当中的非汉民族!则会试图将

之融入汉文化中!以期有效统治#

*6.

%诚如米华健进一步提出的 $五族天下

":%@3&(,%.&'Â &;3+93(@3&)%思考
-

络!有助於理解清帝国与地方势力的关

#

*6/

%邓津华"E--(]7N3&4)将米华健的理论延伸!陈述台湾原住民如何被

清廷纳入统治范畴#

*60

%].;%G7W3%&',3%&在前述基础上!论述清帝国以透过中

间人在贵州建立有效治权!但贵州的中间人又试图保持自身认同#

*61

%

若
0

$新清史%提供了一条通往帝国史的通道!那
'

帝国史就提供了一

条延伸到$比较帝国%的小径!而这条小径的另一端将会通往历史人类学这

一个壮观的学派#关於历史人类学的起源与研究方法!科大卫"*(@%; :(/+3)

与萧凤霞"9323& :7$%/)阐述得相当清楚#

*62

%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有涉及制度史

的部份#例如郑振满聚焦於福建地区的宗族组织!分析不同的宗族结构和形

成原因&

*63

%刘志伟的里甲制度研究不同於传统制度史!而是聚焦於广东社会

乡村如何与国家订定的这一套制度互动#

*64

%也有分析 $非汉民族 %与国家关

的相关研究#例如由科大卫所编的论文集 /)$&<('$,-$,(7D,3&-(7%-.I"#&%$'1

!Z#',-$7, ',5 I,5$+&,70-B73$&(4$, B70()G&-(/)$,'!收
1

的论文主要从西南地

区的宗教与文化角度认识国家与地方的关#

*65

%还有涉及宗教史的部份!例

+'

Ø�Ù

*6.

*6/

*60

*61

*62

*63

*64

*65

S>4<B3 ]Cc?7ER8T:)&='-(!"#&%7%-.DB73$'1E$-(7%47<A$,+ I"#&%$'1I,-($(0($7,-"Y3+=3238C

&̂%@3+'%,8 .O1(2%O.+&%(5+3''A(,,/)A(!&A&,*!-'&7

该思考
-

络来自.钦定西域同文志/中描述各族对於$天%有不同名词与概念!由於难

以准确译
"

中文!因此笔者仅依字面翻译#参见 _?=4EbC"8<<7?56T@&47,5 ()&S'--.

!37,7"42!(),$3$(42',5 !"#$%&$, A$,+ /&,(%'1D-$' JOKPNJLTUA(,)!&'-7

_?=4EbC"8<<7?56T@&47,5 ()&S'--.!37,7"42!(),$3$(42',5 !"#$%&$, A$,+ /&,(%'1D-$'

JOKPNJLTUA(,)!&'-RE--(]%&0/(N3&4A:'$G',V-I"'+$,&5 Y&7+%'#)4./)$,&-&/717,$'1

:%'F&18%$($,+ ',5 S$3(0%&-2JTLMNJLPK "1(-<+%;43AZ#C9(+@(+; &̂%@3+'%,8 #'%(13&,3+A

&''.)7

_268YCN483E9483T!"#$%&',5 I5&,($(4$, Y0$C)70.=73'1;&-$-(',3&(7A$,+ !Z#',-$7,

V]4?99<4TNbdD:4m38>45E89B2KN?E:83F923 \54EET&'(.WC

可参见萧凤霞与科大卫在X7G, (7!'%()所写的前言与结论!见*(@%; :(/+3(&; 9323& :7

$%/ 3;7AX7G, (7!'%().:)&:&%%$(7%$'1@7,5 $, B70() /)$,' "$,(&O.+;C$,(&O.+; &̂%@3+'%,8

5+3''A(,,*)7

[:43F[:43=?3T"81:?4<]n23B895?3ECT6'"$14=$,&'+&R%+',$C'($7, ',5 B73$'1/)',+&$,

*$,+ ',5 A$,+ 60>$', "9.&.2/2/Ĉ &%@3+'%,8 .O9(L(%%5+3''A&''()7

刘志伟!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地区里甲赋役制度与乡村社会/'北京-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

L?>86 O?A54?36 I2DEPA8H\P83F46ECT/)$&<('$,-$,(7D,3&-(7%-.I"#&%$'1!Z#',-$7, ',5

I,5$+&,70-B73$&(4$, B70()G&-(/)$,' "N.+.&,.Ĉ Y15+3''A&'(-)A*!+7

!

"

#

$



如丁荷生"63&&3,0 *3(&)对於道教仪式"神明的相关研究&劳格文"].0&

G(43+L38)与科大卫合编的论文集.中国乡村与墟镇神圣空间/&贺喜透过研

究祖先转变
"

国家神癨的过程!讨论广东西部地区的社会变迁!都是代表作

品#

*7,

%当然也有回应全球史"大分流理论的经济史研究!如科大卫分析中国

社会!认
"

签订契约以及缺乏现代化的会计制度是致使中国无法
$

生进一步

经济与工业发展的主因&

*7-

%他希望持续探讨国家与社会关!不仅仅癘限於

华南地区!更延伸到中国其他地区!以期能比较各地区间的差?#

*7.

%近年来

此目的某种程度上已经渐渐完备!上述的例子中就有不少研究已走出珠江流

域与闽南地区!延伸到广西"闽北"浙江"长江流域"华北"台湾"甚至东

南亚等地区!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角度与视野提供国家与地方关的丰富

论述#

综上所述! $新清史%延续或
0

继承着日本"中国与台湾学者的满学"

清史传统与方法!将这些方法放在西方史学发展的
-

络下!聚焦於全球史和

帝国史#帝国史的发展离不开中央与地方社会的互动"角力等杂的关

上!历史人类学则已经在此领域建立深厚的成果#因
"

缺乏合适案例
"

媒

介!二者$似乎%南辕北辙!更导致不少刻板印象- $新清史%研究
!

陆亚

洲"历史人类学研究华南地区"满文材料有地域上的限制"八旗制度影响仅

限於华北"

!

陆亚洲以及驻防满城等#笔者认
"

以施氏家族
"

例子!不仅能

打破这些刻板印象!也可以建立$新清史%与历史人类学对话的平台#

施琅是影响历史发展的关键人物!但专门研究数量
/

无法与之重要性相

提?论#

*7/

%在台湾史方面!施伟青对於施琅在台湾瞕业地的研究!以及
:

富

三对於鹿港施世榜家族对台湾开垦的研究都是重要的成果#

*70

%在与全球海洋

Þyß

+(

*7,

*7-

*7.

*7/

*70

$43349: L4?3T:'7$-(;$(0'1',5 S7#01'%/01(-7<B70()&'-(/)$,' "5+%&?3,.&C5+%&?3,.&

&̂%@3+'%,8 5+3''A(,,-)&劳格文"科大卫编! .中国乡村与墟镇神圣空间的建构/'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贺喜! .亦神亦祖-

U

西南信仰构建的社会史 /

'北京-生活1读书1新知三联书店!&'(( (#

L?>86 O?A54T/)$,' ',5 /'#$('1$-".DE$-(7%47<@0-$,&--!,(&%#%$-&$, *75&%, /)$,' "9.&4

6.&4C9.&4 6.&4 &̂%@3+'%,8 5+3''A&''+)7

L?>86 O?A54T!"#&%7%',5 D,3&-(7%.B('(&',5 =$,&'+&$, B70() /)$,' "$,(&O.+;C$,(&O.+;

&̂%@3+'%,8 5+3''A&''))A-*(!-+/7

传记式研究仅有施伟清的作品#施伟青撰!施玉森摄! .施琅将军传/'长沙-岳麓书

社!&''* (#

施伟青! .施琅在台湾瞕业地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

富三!

.台湾水田化运动先驱-施世榜家族史/'南投-国史馆台湾文献馆!&''+ (#

!

"

#

$



贸易方面!郑维中指出施琅曾试图重新与荷兰"英国建立贸易关!以期掌

握郑氏家族所留下的东亚商业贸易网路#

*71

%杭行在郑维中与卫思韩"].0& E7

W%22')的架构下!指出施琅?领台湾後虽然曾拥有庞大的权力!但在清帝国

政治势力的影响下!施琅与其家族终究无法成
"

另一个割据海洋"垄断贸易

的势力#

*72

%此外!王锺翰於(,,'年讨论八旗
!

满汉民族问题时!指出施琅被

编入
!

务府三旗中的镶
:

旗#

*73

%

学界受限於史料不足!因此对施琅家族的研究?
8

太多着墨#本文透过

新发现的史料!包括收藏於台北中研院的满"汉文的八旗爵位世袭
,

"笔者

於&'(*与&'(+年在台湾台南"彰化"中国泉州"衙口等地的田野调查等!论

证清代施氏氏族是八旗制度与地方社会的宗族组职互动的
$

物#在这杂的

互动过程中!虽然帝国用八旗制度创造了中间人!

/

同时也因
"

八旗制度让

中间人消失#

^

%

@ABC%&'w?1µ¶

$

·°±±?¸¹

本节透过满文材料和地方文献!分析施氏氏族的形成与发展!进而理解

在这特
(

的例子中!清帝国如何透过纳入特定家族
"

旗人!进而将其所属的

宗族扩大成
"

掌握地方秩序的主导者!这个中间人模式成
"!

亚制度和地方

社会结合下的
$

物#

*7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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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72

*73

*74

N481:A3F!:43FTGb6=85?<]:8Y?3FPE]41549\52;2E?<92c49A53 D?87?3 929:4oX!TJ83 B&'

;7F&%-2B$1F&%2',5 B'"0%'$.*'%$($"&!'-(D-$' $, Y17?'1E$-(7%42JKK\NJO\\23;'7N.&%.

#&;+(;3(&; [%&4 9(&4 "9.&.2/2/Ĉ &%@3+'%,8 .O9(L(%%5+3''A&'(+)A&,'!-((7

p83FI?3FT/7,<1$3(',5 /7""&%3&$, *'%$($"&!'-(D-$'.:)&_)&,+ 6'"$14',5 ()&B)'#$,+

7<()&*75&%, 87%1523[JT`\NJO`\ "1(-<+%;43C1(-<+%;43̂ &%@3+'%,8 5+3''A&'(*)A&-)!

&-/7

王锺翰! *清代八旗中的满汉民族成分问题,!载氏著! .王锺翰清史论集/'北京-

中华书局!&''. (!第(

,

!页(+'#原文分上"下二篇发表於.民族研究/!(,,'年第

-期与第.期#

本文原以英文撰写而成!套用O5446=?3对於宗族架构的分析!分
(

以家族VK?=8<BW代表

在北京的施氏旗人!因
"

这些人均是出自施琅这一家族&宗族V<834?F4W则是各汉人施氏

在泉州聚居而成!具有宗族的性质!因此以宗族称之&最後以氏族V1<?3W代称整个家族

和宗族的这一个实体!笔者无意创造新的名词!这些名词在本文中的使用均是
"

了行文

的方便!期待未来能有更好的词来描述这些氏族#

"

求行文方便!本文将对象区分
"

三者!即施氏旗民氏族"施氏旗人家族与施氏汉人宗族!其中施氏家族
"

施氏旗人家族

与泉州施氏宗族所构成#

!

"

#

$



进入正文前!首先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

"

何在泉州这样属於中原本

土"10%&(F+.F3+)的沿海地区需要中间人)笔者认
"

!对於清廷来
0

!漳"泉

地区至少有四大难治问题#其一是语言!如雍正皇帝所言- $朕每引见大小

臣工!凡陈奏履历之时!惟有福建"广东两省之人仍乡音!不可通晓# %

*75

%

其二!是福建山多平原少!甚至山区跟沿海都有着相当大的差?!致使福建

以一个$省%而言!独立性稍
%

等!对於帝国而言是自我凝聚力
%

的边缘地

区!沿海地区与海外的关远比跟帝国的关密切#

*8,

%第三跟第四点则是互

"

因果!分
(

是风俗骠悍"崇尚狠!以及社会结构以宗族
"

主#陈弘谋所

言最能表达- $闽省山海交错!风俗骠悍!尚气好事#大姓恃其族
*

!欺腸

小姓#小姓联合数姓!抵敌大姓#22漳"泉二府尤甚# %

*8-

%如此杂难治

之地!加上特有的宗族社会结构!清帝国欲运用中间人来有效治理或许是可

以理解的#

施琅'(+&(!(+,+ (!字尊侯!号琢公!泉州浔海村人!

"

家中次子#根

据施伟清的研究!施琅生於农家!幼时曾到 洲盐场贩盐!虽然年幼读过

书!但因家贫於是习武?且外出谋生!曾经结夥贩卖海盐!後随族叔施福加

入郑芝龙的军队#明朝在北京覆灭後!清军入关南下!南明诸朝廷相继成

立!於福州成立的隆武朝廷仰赖郑氏武装作
"

後盾#当郑芝龙降清时!施福

与施琅一?降清#顺治五年'(+./ (!施琅反清加入郑成功!屡立战功#顺

治八年'(+*( (!据称因
"

亲信曾德被杀事件!施琅逃离郑营!同时施琅之

父与弟弟被郑成功所杀!施琅因而降清#顺治十三年'(+*+ (!郑军
:

梧降

清!?向清廷推荐施琅#此後施琅驻守於同安直到康熙七年 '(++/ (奉命前

往北京#康熙二十年'(+/( (!他被举用
"

水师提督!返回
V

门#康熙二十

二年'(+/- (!施琅击败郑军!郑克?投降清朝!台湾被纳入大清版图#此

後!施琅与其子施世骠担任东南三省中最重要的福建水师提督一职长达--

年!二人均卒於任上!但巨大的影响力直到林爽文事件前仍旧存在#

*8.

%

下文将分四部份讨论#第一部份以施氏族谱!讨论该宗族於明中叶以後

Þyß

+-

*75

*8,

*8-

*8.

.清世宗实
1

/'北京-中华书局!(,/*年影印.清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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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泉州的形成以及施琅如何在明清鼎革时重建该宗族#第二部份以新发现的

满"汉文爵位
,

讨论施氏旗人家族在清代的发展"历史及认同#第三部份讨

论帝国"旗人家族"汉人宗族与地方四者之间的杂关#最後一部份则简

单介绍施氏在海外的状癋!包括台湾及马尼拉#

&

M

'

º¯°±>?%º/»¡1DE

施氏家族何时出现"何时成
"

一个宗族)笔者认
"

南浔施氏宗族的出现

符合科大卫所述!(+世纪以後$宗族%成
"

国家与地方社会杂的文化过程

互动"相结合的
$

物#

*8/

%根据.浔海施氏大宗族谱/!施家始祖施炳'((&)!

(&'' (约在南宋隆兴元年'((+- (时迁至福建!次子和三子移居南浔开基#

*80

%

施炳的五世孙宣义公生活於元末!育有六子!除了次子早逝外!长子与六子

均$外出失处%#三子施美因而成
"

长房&四子施均则成
"

次房&五子施济

民'万安公(则
"

三房!三人均留在南浔!施琅即是三房的第十六世孙#

*81

%

明朝建立後!朱元璋承袭元代制度!设立军
2

"匠
2

等世袭
2

籍#南浔

地处滨海!附近盐场颇多!施济民$於洪武初!受朝廷冠带
"

百夫长!隶盐

民千馀
2

!司浔美场%#

*82

%首位兴建宗祠的九沛公也被提到- $明季更置盐

场令下# %

*83

%由此可知!施家在明初已被划归负责
$

盐的赋役#与施伟青描

述的施琅幼时与青年时期贩盐的经历不谋而合#同一时间!施家成员中也有

不少人曾经担任武职!例如施济民的六子施安重的後代施守节担任宁波把

总"施济民派系下的施球也曾担任千夫长#

*84

%因此或许可以推测!明代群居於

泉州浔海一带的施氏家族很可能原先分
(

隶属於灶
2

"军
2

!或是军灶籍#

*85

%

笔者认
"

!施家建构宗族!除了符合科大卫关於嘉靖$大礼仪%对社会

影响外!还与两件历史发展有关-盐制改革"福建倭乱#由於
$

盐从明初就

成了施家的义务!明中叶因应白银作
"

主导货币的赋役改革!也许就促使施

+.

Ø�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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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
O

离沉重的
$

盐赋役任务#

*9,

%明代在
P

江设有浔?与 洲二处盐场!每一

盐场分
"

五团!各由一位总催"一位秤子与四位团首负责管理#隶属盐场负

责
$

盐者称
"

畦丁!畦丁家中需要派一名壮丁替国家服务!每日需要
$

出

(0.斤的盐给国家!而每名畦丁则一年能获得三斤盐和八升米
"

报酬#约莫(*

世纪中!越来越多畦丁直接将盐卖给私商或者乾脆逃离国家盐场的控制#因

此!(+世纪初!明廷允许畦丁离开盐场!但这些人需要定期给附近的军
2

卫

所提供盐与食物#约莫万年间!畦丁或是隶属盐场管辖的居民不再
$

盐!

仅需支付白银作
"A

款即可#

*9-

%

此外!施氏建构宗族的重要象徵+++族谱与宗祠的出现无独有偶地与林

美玲"D@8 Z(+%(G%-)所讨论的浙江几个宗族有类似之处#

*9.

%首先!族谱中屡

屡提及倭乱对於施家的击#施氏族谱初修於嘉靖二十年'(*.( (!但因倭

乱旧谱佚失!恰巧移居潮州的施莲生留有抄谱!於是隆庆六年'(*)' (施克

达依据此抄谱重修!?於万元年'(*)- (完成#施莲生一
-

因
"

替施家留

下了族谱而得以 $特祀大宗西龛配享罔替 %#又!爱轩公因逃避倭乱到永

宁!

/

在永宁被倭寇掳至日本长达-,年!後偷搭上返回泉州的商船才得以返

家#

*9/

%整体而言!施家对於明代历史的描绘几乎不出盐务"倭乱这两个重要

的历史事件!而二者也反映了宗族的出现和国家力量与地方社会角力互动有

密切的关#

明清鼎革的战乱在福建沿海造成几近
W

灭性破坏!原有的社会秩序和结

构崩解#

*90

%藉着职务之便!施琅於康熙四年'(++* (!迁界令未撤之时!返

回了被摧
W

的南浔 '参见附图( (!重建施氏大宗祠!?留下碑刻宣扬此

Þy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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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

*9/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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癋仍不清楚!但是与一条鞭法跟明中叶开始将劳役以白银支付的改变有着
B

对的关联#

旧有的社会结构
$

生改变!也导致之後大明国对於白银的需求量大增!促使大量吸取从

日本与新大陆开?出来的白银#万明! *明代白银货币化与社会变迁 ,!载张国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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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这段历史也体现在康熙三十八年 '(+,, (施应元所写的族谱序中- $顺

治辛丑!沿海边播迁!祖里丘墟#22#叔祖靖海将军侯襄壮公奉天子命荡

平澎台#22海
!

既靖!族人得还故土# %

*91

%

8

有任何瞃索指出!施琅这一

支派在明代时期可负担祭祀的权力!也
8

有证据能证明施琅这一支派拥有管

理财
$

土地的权力#然而!清代以後!施家的财
$

与祭祀几乎与施琅这一支

派紧密相连#因此!施琅不仅仅宣告了离开的泉州施氏宗族再次回归这块土

地!更重要的是在其他家族或是其他支派仍因
"

迁界令的关无法正大光明

地回到他们原有的土地上时!施家已经依靠施琅的优势重建宗族#

康熙二十二年'(+/- (!施琅请其族叔施德馨再次修谱!施琅的癙子施

韬也负责参与其中#三十五年'(+,+ (!因故返乡的施世纶再次修谱!该谱

由其弟施世?於四十八年'()', (完成#康熙五十四年 '()(* (!又由施世

骠第三次修谱#

*92

%康熙三十五年'(+,+ (修谱时!施世纶编写*族约,#根

据*族约,!大宗祠中立有三龛#中龛专门祭祀祖先"登科"出仕"诰敕"

封赠者!也祭祀有德名的族人#左龛则专门祭祀$登明经之选者"受业国学

者"补弟子员者 %#右龛则祭祀 $身家无过"能捐修大宗祠费百五十金以

上!或捐租如修祠数者祀之!崇义举也&能捍大患大侮保全子姓!通族倚

重者祀之!显有功也&居常孝友可风!行止足法!矜孤恤寡!直道服人者祀

之!彰品行也# %又!根据施世纶所述- $大宗祠业!通族不时稽察!22

查出重杖!照数变伊私业还公!坚世守也# %透过这样的规定确保族
$

的稳

固#此外!亦规定家族成员幼时均需读书!但年长後可依个人兴趣学医"习

农或者是经商# *族约,

%

调$继嗣最
"

大事%!凡是抱养者均不得入庙!

甚至规定此後抱养者经过房长查证後!不仅要驱逐甚至该家之
$

业会另由族

中挑选合适人选继承#家族要分家时!也需要族长"房长一同参与分阄!不

得由父母私相授受#凡是攸关整个氏族的事件发生!公款可以挪用# *族

约,中也规定族中年长德高者可被任命
"

族长"房长以裁定纷
7

&然而!较

引人注目的特
(

规定是关於$有爵者%的特殊待遇# $有爵者%不仅拥有担

任主祭者的权利!在族长"房长审理宗族
!

纠纷时!还必须由$有爵者%参

与!於大宗祠一?商议裁定#

*93

%由此可知! $有爵者 %在族中所扮演的特殊

++

Ø�Ù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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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施应元之族谱
"

笔者於&'(*年在
V

门大学图书馆查
;

数据库所得!该谱?无
0

明何时出

版#参见佚名! .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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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地位#

简言之!施氏家族於明初被划入灶
2

"军
2

!或是军灶籍!其生活与发

展跟盐场密不可分#随着白银趋於重要以及赋役制度的改变!施氏因此从赋

役中被解放#科大卫与林美玲对於宗族"盐政改革"倭乱的分析!几乎可套

用在施氏家族的历史发展上#倭乱不仅促使施家编修族谱!也把施家结合在一

起成
"

$宗族%!此时的施氏宗族或许属於以血缘
"

主的继承式宗族组织#

*94

%

明清鼎革的战火与迁界令的影响!旧有的社会结构受到重创#趁着此契机!施

琅以职务之便抢先越界重建施氏大宗祠!象徵着施氏宗族的回归#值得注意的

是!当施琅建立大宗祠时!他确实仍是文化"种族以及法律定义上的汉人&然

而!当施琅请施德馨重修族谱"施世纶订*族约,"以及施世?"施世骠等人

修族谱时!他们
/

已经是法律定义上的$旗人%了#

&

S

'

A_°±>?1³0%¼½

修建大宗祠後!康熙七年'(++/ (!施琅奉命迁往北京担任
!

大臣!?被

编入汉军镶
:

旗#

*95

%学界对於此家族入旗後的状癋!大概仅止於施世纶曾任漕

运总督等职"施世骠担任福建水师提督平定台湾朱一贵事件#然而!之後呢)

之所以
8

有学者关注施家入旗後的情况!主因还是在於相关材料的癘限#因

此!笔者将透过分析新发现的四份满"汉文爵位世袭
,"

主的资料!讨论施氏

旗人家族在北京的发展"历史"认同以及困难#

.清代谱牒档案/有三份施家入旗後的官方编修的谱
,

-(0以满文撰写!

施琅三等靖海侯"%2(&?%S3+4%03. -3;3+%<343,3+3-</0303.)的爵位承袭
,

!记

载每一位承袭者的身份!直到清末最後一位靖海侯施普泽#

*:,

%&0乾隆四十七年

Þy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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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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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谱牒档案/'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图书馆藏微!缩影资料!(,/- (!g

字号!第''&!皇
,

'',#此套档案原藏於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年代由台湾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微形式购买收藏#後第一历史档案馆因故不开放这份档案供读

者翻阅!因此长年以来仅能在近史所郭廷以图书馆阅读#目前第一历史档案馆已经重新

开放此档案#笔者於&'(.年因工作之便!得以在近代史研究所翻阅此套档案!本文所用

之谱档皆来自於此#其中!g字号档案所收藏的 .内阁八旗世袭谱档 /中共有++*份各

式佐领册"官职册"爵位册等资料!其中以纯满文书写者共-(.份!以满汉合?共同书

写者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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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汉文撰写的记载靖海侯的镶
:

旗第三甲喇汉军爵位缘由
,

!该

,

可粗略分
"

四个部份-首部份
"

描述获得该爵位的原因以及过程!?描述

承袭至今的状癋!?在结尾处列有当时仍生活於八旗
!

的成员清单&第二部

份则是照此清单!每一人均需要画押签名!以证明此份档
,

正确无误&第三

部份是从施琅开始的谱系树状图!?详载家族成员的岁数"官位"犯罪状癋

等&最後一部份则是由该家族所属的佐领"领催"骁骑校画押签名证明档
,

无误#

*:-

%-0以满文撰写!施世骠头等阿达哈哈番"/S/ S3+4%(;(0(0(O(&)的爵位

承袭
,

!记载每一位承袭者的身份#

*:.

%

康熙七年'(++/ (起!施琅与其子除了外派任官!基本上居於北京和八

旗制度下!而泉州施氏宗族则至少从康熙四年'(++* (起在施琅的主导下得

以重回南浔故地!虽然中间历经三藩之乱"施琅返回福建担任水师提督等!都

对分居南北的氏族有所影响#但最重要的改变发生於康熙三十五年'(+,+ (!

施琅去世前递交了一封满文书信给康熙皇帝#

*:/

%该信推举数名将领负担沿海

海防的重任!当中包括两位泉州的汉人施家成员-施韬与施肇瓒#此信的另

一重点是施琅的两个特
(

请求-其一!五子施世?能
5

返回泉州!肩负起祭

祀祖先与管理田
$

的任务&其二!幼子施世范继承靖海侯的爵位!?且世代

替皇帝服务#

*:0

%康熙皇帝批
=

了这一个不寻常的要求#因此!施世?这位曾

经入旗的旗人被允许返回泉州管理施氏宗族!而施氏旗人家族的大家长则由

新任靖海侯施世范担任#根据满文的靖海侯爵位世袭
,

!可清楚地知道继承

靖海侯者之间的关# '参见附表( (

当乾隆四十七年'()/& (施秉仁承袭爵位时!根据规定编写爵位承袭
,

上缴官方&即是上述的第二份档案-镶
:

旗第三甲喇汉军爵位缘由
,

#根据

该
,

!施家隶属汉军镶
:

旗第三甲喇!佐领
"

蒲宗圣!族长是熟稔满文的施

+/

Ø�Ù

*:-

*:.

*:/

*:0

.清代谱牒档案/!g字号!第'-(!世袭(-

,

#

.清代谱牒档案/!g字号!第''&!皇
,

'',#

这封信或许?非施琅亲撰!但诸多蛛丝马?显示!施琅深知满文的重要且其子辈即有人

可以使用满文!例如施世骝在北京居住时就被要求学习满文#施德馨纂辑!施世纶等补

辑! .浔海施氏大宗族谱/!页*)-#

满文奏摺原件可参见.

3

中档康熙朝奏摺/'台北-故
3

博物院!(,)+ (!第/辑!页

*,-#在.靖海纪事/中!有此奏摺的汉文版本!然而满文奏摺与汉文版本间有些许不

同#汉文版本参见施琅! .靖海纪事 /'.续修四库全书 /本 (!卷下! *君恩深重

疏,!页+'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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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骝之孙!时年.*岁的施维兆#

*:1

%此份谱
,

有许多值得一一分析之处!例如

纵然显赫如施家!此时也有不少人逃离八旗成
"

逃人!如施世骅的两名曾

孙#爵位
,

中仅记载施琅的次子施世纶"三子施世
Y

"四子施世骥"七子施

世骅以及八子施世范#施琅长子世泽早已过继给其兄!五子世?因施琅之请

与康熙皇帝之命返乡管理香火!因此不属於旗人#但是!六子世骠
8

在谱
,

上#笔者推测原因或许有二#其一是因
"

该档案边界模糊!状癋?非完美!

也许因此无法辨识#又可能因
"

世骠另有世爵得以承袭!即是第三份档案中

所述施世骠的头等阿达哈哈番!去世後由次子廷专承袭#或许因此!施世骠

一
-

因而不被列入靖海侯的承袭名单
!

#另一个值得细细分析之处是.浔海

施氏大宗族谱/'以下简称.族谱/(与此份爵位
,

之间的差?#虽然爵位

,

记载直到施琅的六世孙辈!但因.族谱/中仅对施琅孙辈有相对详细的纪

1

!因此笔者仅就施琅的子"孙二辈来理解两者之间的差?# .族谱/与三

等靖海侯爵位世袭
,

名单对照情癋见附表&#

由附表&可知! .族谱 /与爵位
,

中存在相当大的差?#目前
"

止的材

料仍无法让笔者证明这之间的差?究竟是
"

何
$

生! .族谱/所载的姓名者

是否有可能实际上有另一个名字)这是极有可能的!例如.族谱/载施廷元

有三子-俊英"淮英"

Z

英&而爵位
,

载施廷元有二子-施
[

"施淮!由於

满文中$俊%与$

[

%发音相同!因此二人很可能就是族谱所载的俊英跟淮

英&又施世骅在族谱中的儿子 $士邑 %或许就是爵位
,

中的 $士益 %#然

而!更重要的问题在於!

"

何人数上有如此悬殊的差?)笔者认
"

这和.族

谱/与爵位
,

资料的目的性有关#名列.族谱/者象徵着对宗族的责任与获

得财
$

"祭祀等权利!然而爵位
,

的诉求在於告知中央朝廷此爵位的承袭过

程#

*:2

%因此!透过结合官方谱
,

与私修族谱!将有助於建构出更完整的家族

史#诚然!爵位
,

似乎记
1

不详尽!但仍无损其史料价值!尤其是拿来研究

旗人施家入旗後的历史与状癋#首先!笔者将透过附表&指出这份爵位
,

中

的画押清单!实际上体现了施家在八旗中的活动#

Þyß

+,

*:1

*:2

8

有任何证据显示施家曾经获得完整的一个佐领!但是许多施家成员都曾担任佐领职

务!施廷
\

曾担任镶
:

旗第四参领第三佐领"施秉仁也曾管理过第四参领第八佐领#参

见.钦定八旗通志/'.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本(!卷&&! *旗分志1八旗佐领,!

页&."&/#

实际上!笔者翻
;

上百份爵位
,

後发现!彼此详尽度差?甚大!例如李永芳家族的爵位

,

能超过*'页!但有的爵位
,

可能仅有三页#因而!笔者认
"

爵位
,

与族谱之间的目的

不同!是导致彼此
$

生如此差?的主因#

!

"

#

$



根据附表- $乾隆四十七年'()/& (靖海侯爵位
,

属名画押名单%可知!

旗人施家有担任武职士兵者!有在各八旗衙门当差者!也有还是学生的读书

人!更有在外任文"武职者#此外!由於施氏旗人家族无须规避省籍问题!

因此许多施氏旗人在福建任官!不知是巧合还是刻意!这些成员大多数都是

担任盐务的相关职务!一如施家在南浔的最初职业#如施廷翰之子施奕坚以

举人身份!於乾隆四十四年'()), (管理莆田的下里场&另一子施奕深!在

乾隆六十年'(),* (负责管理浯洲场?兼署烈屿埕的盐场#

*:3

%可以肯定!施

氏旗人家族在北京贵
"

八旗侯爵!加上许多人在朝中担任高官!位高权重之

馀!也因
"

有着庞大的经济实力!能
5

负担优秀的家庭师资!进而获得良好

的教育!?参加科举#例如乾隆十四年 '()., (!施奕源与施奕度二位堂兄

弟就曾因
"

读书准备科举!而在北京租屋同处一室#

*:4

%又如光绪十六年

'(/,' (进士施沛霖是靖海侯施德霖的堂弟!他的老师们就分
(

来自四川"

江苏"山东"河南等地#

*:5

%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爵位
,

中画押的*.名家族成员中!有()人的姓名

已不包含自己的姓氏!取而代之是仅用满洲式的名字称呼自己#

*;,

%其中更包

含如七十八"八十四"百岁等相当满洲式的名字#

*;-

%

4

言之!这引导出另一

个问题-入旗後族群认同上有无改变)笔者希望从自身与他人两个方面来观

察这个问题#从施氏旗人家族成员自身来看!其在面对皇帝时如何自称!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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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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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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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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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阁大库档/!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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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位承袭
,

每十年由该爵位拥有的家族负责编修!一份抄本会交给
!

阁!由满文房收

藏!而另一份则由八旗管理#每年年底!若有任何变动!则需要派员前往修订#参见托

津等纂!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嘉庆朝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第-编!第+)

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年影印嘉庆朝版本(!卷(&!页()H(/#

使用数字
"

名相当常见於东亚社会!虽然这也会出现在汉人文化中!但在清代这是相当

典型的满洲
!

亚文化的一环#参见庄吉发! *谈满洲人以数目命名的习俗 ,!&'(+年*

月(.日!:99;dee777C=?31:AE21C25Fe1239439Ee12>45e'&C: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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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是认识族群认同的一种方式#

*;.

%以施琅的孙子施廷专
"

例!雍正五年到七

年'()&)!()&, (间!时任琼州总兵的施廷专问候雍正皇帝时自称$奴才%!

/

被雍正皇帝告知$称臣即可%#

*;/

%考量到这段时间约是雍正皇帝纠正曾
]

案与.大义觉迷
1

/编修时期!或许能
50

明
"

何雍正皇帝会如此指正#

*;0

%

当施廷专被纠正後!凡是所有奏著均改称
"

$臣%!直至乾隆十四年'()., (!

他又开始混用 $奴才 %与 $臣 %#这或许与乾隆皇帝对於 $汉化

"(??/2,/+(,%.&)%此一议题的态度有关#

*;1

%

再者!若从他人的角度来观察此问题!也可以发现施氏旗人家族似乎也

被皇帝认同
"

旗人#乾隆皇帝致力於修正满洲旗人的奢华与汉化!希望恢复

满洲旧有的文化与武勇!加上养育旗人的负担渐增!於是鼓励汉军出旗
"

汉

人#

*;2

%相反地!若是皇帝不允许!或许意味着皇帝认
"

该汉军是理想的旗

人!例如施廷翰就被乾隆皇帝评
"

$人还像有出息的!无汉军轻浮之习%#

*;3

%

乾隆七年'()&, (!乾隆皇帝订下汉军出旗的规定!可以出旗的汉军除了

$从龙人员子孙皆旧有功瞕%外!包括$外省既有亲友可依%" $手艺工

作可以
(

出营生%" $有庐墓
$

业在本籍%" $有族党姻属在他省%者都能

出旗入民籍!编入保甲!就算$有世职仍许其带往一体承袭%#倘若依照这

标准!施家完全有资格能
5

出旗
"

民#然而!符合上述条件的施纯恺在隔年

要求出旗
"

民时!乾隆皇帝不仅不允许!甚至推翻前一年的规定!更改
"

$袭职有分之人!不
=

出旗%#

*;4

%当然!乾隆皇帝不
=

施纯恺离开八旗!或

与下一部份的讨论有更直接的关-皇帝需要靖海侯家族担任帝国中间人#

由上述可知!施氏旗人家族在北京或可称得上蓬勃发展#除了拥有爵位

外!家族成员频繁地担任文官武职!不管是在八旗系统"中央机关或是地方

政府!都有旗人施家成员的影子#入旗既久!虽是汉人也难免有被满洲化的

Þy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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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1

*;2

*;3

*;4

乾隆三十八年'())- (!清廷制定法律规定无论汉人或旗人在上奏讨论公事时!均可自

称
"

$臣%!但问候信件不在此规范
!

#因此!乾隆三十八年以前!旗人自称
"

$奴

才%!满文作?:?!汉人则自称
"

$臣%#参见.大清会典事例/!卷((.!页.+)#

$雍正朝
3

中档奏摺%!国立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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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姓名的改变可是一例#施廷专对皇帝奏摺中也自称
"

奴才!虽然被雍

正皇帝纠正
"

$臣 %&但对於满洲意识有更
"%

烈态度的乾隆皇帝的奏摺

中!施廷专再度改称奴才#乾隆皇帝对於施廷翰的$无汉军轻浮之气%之评

语也许是另一个更好的证明!旗人施家似乎渐有了认同上的改变#

&

^

'

¾¿%ÀÁ1#$

$

°±A_>?%Â�w?1ÃÄ

当提到施氏旗人家族与施氏汉人宗族!要讨论彼此互动的首要问题即是清

代法律的基本概念-$不问满汉!但问旗民%#

*;5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旗民之间仍有交流&目前学界所认识的交流似乎仅限於北京"各省满城#

*<,

%正

因如此!旗人施家在非满城地区与泉州宗族的互动不仅提供了个案!更能进

一步了解大清皇帝如何透过旗人介入一个
^

远地区宗族的事务#同时!宗族

又是如何利用这些有权有势的亲戚!成功从沿海小渔村宗族变成府城的耀眼

宗族#

施氏旗人家族受限於规定!无法返回泉州!某种程度而言旗人家族与汉

人宗族已经被隔离#

*<-

%然而!事实证明距离完全不是隔阂!双方的互动远比

想像中的频繁!甚至在施氏旗人家族成员!如施琅"施世骠等!都曾经主导

其他家族加入施氏宗族#例如康熙二十九年'(+,' (!由於福清县的施氏祖

坟被朱姓家族建屋
W

伤!该家族的施鸿於是千里迢迢率十馀人
_

带族谱前往

V

门$叩谒靖海将军侯%!施琅参见族谱之後即派人拆除朱姓家族的房屋!

?立神道碑於该墓前自称
"

$二十七世孙%#

*<.

%康熙五十四年'()(* (!施

#

明"施正春带来私修的族谱与施世骠当时所修的谱相印证时!该派系因而

被施世骠认定
"

施济民年幼时就因离家失散的九子施安
#

之後代!?纳入族

谱之中#

*</

%

此外!旗人施氏家族的成员也
"

宗族提供大量的经济後盾#如施琅在入

旗後的康熙二十八年'(+/, (捐资重修宗祠!?提供草
A

"湖
A

"田
A

和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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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例如!罗桂林"王敏! *清代驻防旗人的生活与认同 ,! .清史研究 /!&'(.年!第&

期!页(((H(&.#

施琅"施世?等修! .浔海施氏族谱/'.台湾文献汇刊 /!第&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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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门-

V

门大学出版社!北京-九州出版社!&''. (!页/(H/*#

此段
"

笔者於&'(*年在
V

门大学图书馆於族谱数据库中所见!该谱无卷"页!参见.浔

海施氏族谱/!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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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成
"

祭祀和维修宗祠的稳定资金来源#

*<0

%此外!他又购置田
$

?要求泉

州施氏宗族
!

的年长者帮忙管理!专门提供给宗族
!

遭遇困难之人#

*<1

%施琅

去世後!施氏旗人家族依旧直接影响着泉州施氏宗族!例如康熙五十四年

'()(* (施世纶建立的*族约,#

*<2

%此後!施世骠进一步重修施氏族谱!?

捐赠千金购置田
$

!帮助族中成员因丧妻而需要再娶者!?建学校供族中穷

苦人家读书#施世骠替族谱作序!当中更有泉州施氏宗族中.&人的署名#

*<3

%

施琅"施世纶和施世骠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都影响着泉州施氏宗族的事

务!但毕竟身
"

旗人和国家官员!他们不可能随时掌控泉州施氏宗族的一

切#因此!被皇帝允许返乡继承香火的施世?无疑成了宗族和泉州最具有影

响力的人#施世?倡议儒家教条!藉以管理整个宗族#

*<4

%他不仅重建了祭祀

中心的承天寺!同时购置周围的土地建店铺作
"

施家
$

业#

*<5

%康熙五十二年

'()(- (!捐资修建府学!而府学旁则坐落着祭祀施琅的贤良祠#

*=,

%施世?

不负施琅派他回泉州的期望!积极参与地方事务!挤身仕绅行列!更在嘉庆

十六年'(/(( (!由地方仕绅建立贤良祠崇祀#

*=-

%施世?努力将施家的影响

力从沿海渔村拓展到泉州城
!

!更使得父子都被当作贤良被地方长久崇祀

着#

除施世?外!曾在施琅举荐名单中的施韬也在泉州施氏宗族中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一份以满文撰写的汉人世爵
,

!记载施韬因功获得拜他拉布勒哈

番"<(%,(2</+30(O(&)的爵位以及承袭状癋#

*=.

%施韬是施琅亲弟施显独子!他不

仅受到施琅的特
(

关爱与照顾!更是施家成员中唯一汉人能获得爵位者#根

据该档
,

!此爵位由施韬之子">%,.. %S/%)!名
"

>%>%2/&4之人承袭#

*=/

%据
P

江县乾隆十八年 '()*- (提报的名单!施韬因康熙十六年 '(+)) (攻克漳

Þyß

)-

*<0

*<1

*<2

*<3

*<4

*<5

*=,

*=-

*=.

*=/

郑振满"丁荷生编纂! .福建宗教碑铭汇编 /'泉州府分册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

社!&''- (!上
,

!页&&.H&&*#

郑振满"丁荷生编纂! .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上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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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琅"施世?等修! .浔海施氏族谱/页((,H(&.#

方鼎等修!朱升元等纂!乾隆.

P

江县志/!卷(*! *杂志1寺庙
3

观1承天寺,!页

(.&

<

之軫修!周学曾"尤逊恭等纂!道光.

P

江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卷(.! *学校志,!页)(#

方鼎等修!朱升元等纂!乾隆.

P

江县志/!卷.! *学校志1县学,!页-H.#

方鼎等修!朱升元等纂!乾隆.

P

江县志/!卷*! *秩祀志1施襄壮祠,!页(-#

.清代谱牒档案/!g字号!''&!皇
,

'',#

.清代谱牒档案/!g字号!''-!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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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泉州!十七年'(+)/ (击败郑军"十九年'(+/' (收复十九寨"?在二

十二年'(+/- (攻打台湾时立功!因而获封於拜他喇布勒哈番又一拖沙喇哈

番!?
=

世袭三次#康熙五十九年'()&' (十二月施韬病故後!该爵位在雍

正四年'()&+ (七月由其子施士隆承袭!?派至福建水师提督处学习水战#

*=0

%

根据族谱!施韬共育有九子!但?无施士隆!不知是否九子中有人更改此

名!又或者是施韬在.族谱/完成後又生下第十子!又或者是其他原因!目

前仍不得而知#

*=1

%

康熙三十五年'(+,+ (施世纶所订的 *族约 ,中对於 $有爵者 %的特

权!由於施世骠此时仍未获封爵位!因此整个施氏氏族中仅有两人符合资

格-在北京的靖海侯施世范家族以及在泉州拜他拉布勒哈番施韬#再加上施

琅对施韬的特
(

举荐!施韬很明显在施氏宗族中具有特
(

地位#施韬的特
(

地位反映在他参与地方事务上!他前後在泉州捐资修建了((座位於商业要津

的桥睴'参见附图& (#

*=2

%由於族谱中鼓励族人从事商业活动!因此这些桥睴

的设置或许与商业活动有密切关#

*=3

%另外!施韬也捐资安海龙山寺#

*=4

%施

韬之子施士
P

更受施琅之命负责祭祀位於福全所的姆母陈氏之墓!此地每年

能收入一万癬的田租#

*=5

%施士岑之子奕奋则是获得南浔祖厝的一栋三进大

宅!?负责管理附近每年可以收取一万二千癬的田租"两块盐埕和五间店

铺!承担起祭祀之责#

*>?@

%

4

言之!施琅不仅有权力分配
$

业给不属於他这一支

派的家族成员!更将触角延伸到福全所一带!而这些都由亲侄施韬一家管理#

上述提到的几名重要旗人!如施琅"施世纶等!都在泉州出生!

*>?A

%或许

).

Ø�Ù

*=0

*=1

*=2

*=3

*=4

*=5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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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戊编!第(本! *福建布政使司德舒残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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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士桢"士瞸"士
`

"士
P

"士岑"士蔚"士景"士敦"士昙"士砶"士徽"

士晟!参见施德馨纂辑!施世纶等补辑! .浔海施氏大宗族谱/!页++/H++,#

三座桥位於洛江上!三座位於
P

江上!有四座则属於跨海桥#参见方鼎等修!朱升元等

纂!乾隆.

P

江县志/!卷&! *规制志1桥渡,!页--H-*#

根据族谱所载的族规!施家相当鼓励成员从事商业活动!参见!施纯智! .浔海施氏族

谱/!未出版!笔者於&'(*年(&月()日收集於福建省
P

江市龙湖镇衙口村!页*+#

方鼎等修!朱升元等纂!乾隆.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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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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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完全
0

明$旗人对宗族的影响%这一个命题#因此!或许找到生
"

旗人

/

与宗族有密切关的例子是较好的证明#乾隆六年'().( (!已经继承施

世骠爵位!且担任武职多年的施廷专!请求皇帝允许将其兄施良璞住在北京

的儿子施士冈以及施廷专的母亲郑氏"施良璞的妻子白氏三人送往泉州永久

居住#

*>?B

%令人惊讶的是
%

调旗民分离的乾隆皇帝允许了这个不寻常的要

求#

*>?C

%

4

言之!继施世?之後!再次因皇帝允许!又有施氏旗人家族的成员

再次返回泉州施氏宗族&虽然缺乏史料证明!但很有可能施士冈是准备回去

担任管理宗族的大任&又或许因
"

年纪尚幼!因此出身泉州的祖母郑氏跟着

一?回去#

除了皇帝的介入让旗人家族与泉州宗族间能有互动外!长年在外担任官

职的施氏旗人家族也与其他地方交流互动#例如雍正八年'()-' (六月!苏

州巡抚尹继善就上奏告发崇明总兵施廷专- $有恶
2

施大受将美女金帛送施

总兵!通家往来!倚势多索麦租# %由於施廷专刚到任!尹继善认
"

这些流

言尚无凭无据!不一定值得相信!但还是有查证的必要#严格如雍正皇帝!也

仅是
0

一句-$施廷专年少轻浮而兼寡识!於此等处操持不固容或有之# %

*>?D

%

同月!浙江总督李卫的奏摺证实了尹继善的报告#李卫指出施廷专在崇明岛

与富
2

施大受$联宗%倚势!勒索店家!殴打巡检!酿起民
*

反弹抗议#面

对这样的指控!雍正皇帝
9

议将不断惹出麻烦的施廷专调往浙江!交给浙江

总督李卫$就近管束教导%#

*>?E

%然而!雍正皇帝仍要求李卫在浙江诸镇中择

一镇交给施廷专管辖!?且坚持施廷专仅能担任总兵一职#相当困扰的李卫表

示定海"

:

砶"

X

州均是水陆兼辖!重点在於这些洋面要地$闽人杂处%!非

施廷专这位$少年未谙%能
5

掌握的地方# $闽人杂处%之所以会成
"

李卫

的藉口和理由之一!或许因施廷专在崇明岛有与施大受 $倚势联宗 %的前

例!若让祖上
"

泉州人的施廷专接触到血缘更相近的福建人!或许会
$

生更

严重的後果#

*>?F

%虽然受限於史料!但是施廷专与崇明的施姓宗族也可视
"

旗

Þyß

)*

*>?B

*>?C

*>?D

*>?E

*>?F

这位郑氏是施廷专和施良璞的母亲!施世骠的妻子!她的出身?不平凡!是石井郑氏家

族的成员#卢正恒! *旗与民-清代旗人郑氏家族与泉州郑氏宗族初探,! .季风亚洲

研究/!第&卷!第(期'&'(+年.月(!页(-+H(-)#

$兵部移送上谕二道又施廷专原奏一件%! .

!

阁大库档/!登
1

号-&&-+-'H''(#

.世宗宪皇帝批谕旨/'.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本(!卷&&-!页.&#

.世宗宪皇帝批谕旨/!卷().之(&!页(*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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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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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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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地方宗族互动的例子之一#

施廷专的经历不仅可对旗人与宗族互动有多一些认识!更能证明皇帝对

施家的特殊待遇#施廷专历任琼州"浙江"

X

州等地总兵!然而因
"

各种违

法之事多次被地方官员弹劾!但正如上述的例子雍正皇帝每一次均原谅施廷

专!甚至委以重职#

*>?G

%另一个清朝偏袒施家这中间人的例子是乾隆十四到十

八年'().,!()*- (间诋
W

乾隆皇帝的$

a

稿案%#

*>?H

%乾隆十七年'()*& (!

江西巡抚鄂昌举报施廷翰之子施奕度涉嫌传抄
a

稿!廷翰因而连带受到调

查#

*>?I

%身
"

嫌疑人的廷翰在乾隆皇帝一再叮咛下被安全押送到北京#与此同

时!靖海侯施廷
\

之子皂保被发现是传抄
a

稿的源头!旗人社群及施家的
a

稿均从他手中得来#

*>J@

%施氏旗人深知靖海侯这顶保护伞的重要性!於是在东

窗事发前!施家成员的共识是不得让靖海侯施廷
\

之子皂保涉入此案#

*>JA

%乾

隆皇帝亦熟知此理!因此询问施廷
\

是否知情&倘若他能坦白!皇帝不仅不处

罚他!还会给予
b

励#

*>JB

%纵使施家试图串供!但皂保的传钞仍被调查出来&

但乾隆皇帝
/

免除传钞
a

稿罪证确凿的施氏旗人家族一干人等#

*>JC

%

综上所述!乾隆中後期!施氏旗人家族的认同渐渐改变!同时涉入不少

弊案!爵位
,

上所载的逃人案件以及施纯恺希望出旗
"

民也约在此时#另

外!如李其霖的研究指出!郑氏降将担任福建水师提督的影响力在林爽文事

件以後快速消失&

4

言之!清帝国似乎已不再需要施家所提供的水师服

)+

Ø�Ù

*>?G

*>?H

*>?I

*>J@

*>JA

*>JB

*>JC

卢正恒! *难番"

c

石"镇臣"官常"帝国-乾隆十八年
K

宋难番船事件初探,!发表

於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国立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研究中心合办$季风亚洲-近代初期中

的西班牙与东亚%国际研讨会!台湾台北!&'(+年+月&'日至&(日#

a

稿指责乾隆皇帝的罪过!被皏名
"

当时汉人官吏孙嘉淦所写!迅速在云南"江西"湖

广等地散播开来!包括大
*

与官员都曾经收到且传钞这份
a

稿#然而!本案件仍未有专

著类相关研究!较好的研究可参见刘文鹏! *官民突视野下的乾隆南巡,! .探索与

7

鸣/!&'(.年!第)期!页/(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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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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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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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稿案的过程相当杂!尤其在诸省的汉人社群中的传递以及旗人社群中的起源!但是

也因
"

有着详尽的审案经过!能让我们一窥该事件全豹#简言之!这份
a

稿在旗人社群

中的传递!则是由皂保
"

始#参见故
3

博物院编!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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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高宗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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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JD

%因此!北京施氏旗人似乎在乾隆中後期开始处於尴尬的地位!泉州的

施氏大宗祠的修建状癋似乎也能呼应这一状癋与泉州宗族的态度转变#乾隆

十六年'()*( (!泉州施氏宗族重修宗祠!碑刻上将首次修建宗祠的时间定

於万二十三年'(*,* (而非施琅重修宗祠的时间#碑刻虽仍硈许施琅的功

劳!

/

花了相当多的篇幅述
0

其他祖先对於宗族的贡献#

*>JE

%道光五年'(/&* (

的重修!碑刻上字未提施琅#

*>JF

%此後在道光二十二年到咸丰十一年'(/.&!

(/+( (之间!泉州施氏宗族再次重修宗祠#同治二年 '(/+- (再次重修!根

据碑刻上捐款的金额!这次重修该是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一次!碑刻虽然纪载

了施琅对於宗族的功劳!但
8

有提到他们在北京担任高官的亲戚!

/

多次
%

调虽然仅在地方担任生员但出身地方宗族的成员们#

*>JG

%由此可见!当北京施

氏旗人地位渐渐尴尬时!施氏汉人宗族因
"

经济实力已经充裕!因此开始试

图抹去旗人家族对於宗族的贡献和控制#

从宗族
!

部来看!旗人施家从施琅这一代开始就已经掌握了宗族
!

的经

济大权!虽然是提供给整个宗族!但是回到开头所
0

!施世纶所定立的族约

中明订$有爵者%的特权!在宗族中的$有爵者%仅有三个家庭-施世范等

在北京的旗人一
-

掌握的靖海侯"同是旗人的施世骠一
-

所掌握的阿达哈哈

番"唯一在泉州的施韬一
-

掌握的拜他喇布勒哈番&

4

言之!这几个家庭编

写了族谱"制定了族规"购买了庞大的财
$

"捐献地方兴修桥睴"被供在泉

州城中成
"

乡绅典范!因此从地方的角度!旗人施家不仅在北京
^

控!更有

施世?跟施韬待在泉州直接控制宗族#从帝国的角度来看!从康熙皇帝的特

许"雍乾二任皇帝对施家涉入违法的特殊待遇"乾隆皇帝将旗人施士冈送回

泉州继承香火的举动"乾隆皇帝鼓励汉军出旗
/

又另订规定将靖海侯留在八

旗中!均显示帝国确实需要把旗人施家牢牢绑在北京城天子
F

下#这样的行

"

实际上出现在许多同时代帝国中!是一个帝国与地方社会之间仰赖中间人

进行互动的典型模式#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施家对於八旗的认同渐增!泉

州宗族的经济能力增加!透过修宗祠留存的碑刻显示!泉州宗族渐渐淡化旗

人施家在宗族中的影响力!这一个地方社会与宗族的举动!

/

也象徵着旗人

施家作
"

帝国中间人的角色已逐渐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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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冗长地描述施氏家族分
(

在八旗制度与闽南宗族的历史!以及清朝

与此中间人之间的互动後!希望将焦点从陆上转移到海外#从施氏在海外发

展的角度来更深刻认识旗人施氏家族与泉州施氏宗族之间的关#以下将聚

焦於台湾!?略略涉及马尼拉的施家#

一如邵氏柏"].0& H7$03F03+;)描述的!台湾是施琅奋多年後得到的
b

励#因此!或许可将施琅在台湾的庞大
$

业视
"

施琅的私人庄园#

*>JH

%大清帝

国把台湾转变
"

$殖民地%之前!

*>JI

%施琅实际上?不打算将之转变成农业殖

民地#根据前述卫思韩"郑维中"杭行等人的研究!台湾是施琅拿来与荷兰

东印度公司商议的筹码之一#施琅希望将台湾交还荷兰东印度公司!

4

取他

继承郑氏家族贸易网络的地位#但是!在施琅平定台湾的同时!诚如包乐史

研究指出!荷兰东印度公司因
"

与印度洋"东南亚"日本"中国贸易局势的

巨变!重新?领台湾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K@

%因国际局势改变!施琅只好选择

备案计划!趁着台湾被纳入清统治的同时!施琅在岛屿的行政中心安平天后

3

中树立自己地位#施琅於康熙二十四年'(+/* (立下$平台记略碑%!宣

告台湾已经被纳入大清版图!?声明赋
A6

半"难民归大陆故里"郑军官员

入
!

地安插等政策#康熙三十二年'(+,- (由$台湾县四坊乡耆"铺民%在

天后
3

立下$靖海将军施侯功德碑%!硈颂施琅据理力
7

将台湾纳入版图的

伟业#

*>KA

%这块由台湾县的耆老与商人?名保证的功德碑!似乎正在诉
0

着施

琅此时在台湾的地位#

当施琅攻取台湾後!在清帝国的允许下!施琅的瞕业地以今天台南将军

乡
"

中心遍及南台湾!范围之广以及涉及的田地数目之大!以至於截至目前

"

止究竟施琅的瞕业地有多少仍未有定论#

*>KB

%由於台湾被纳入清帝国统治

後!赋
A6

半的规定遍及全台!很难想像施琅的瞕业地
8

有因此获得好处#

甲午战
7

清国战败?割让台湾後给日本!日本殖民政府展开大规模的
$

业调

)/

Ø�Ù

*>J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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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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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调查後!殖民政府发现台湾南部地区的各种大租中!施侯租?地极广#

该报告指出!施侯租起源
"

施琅?领台湾後!向官方要求垦照!?出资募集

漳州"泉州人移居凤山县"嘉义县开垦田园!?设立租馆十所负责管理!直

到割让时仍由施琅後裔派遣管事负责收租#每一年约可收取六千馀石的租额

以及租银二千馀元#该调查中特
(

点出!道光年间以後!靖海侯後裔来台收

租时!曾陆续将六间租馆跟大租权出售!仅剩四间在凤山县"嘉义县
!

#此

四间租馆和大租权仍由委派的管理负责!每年仍收入(U+''元!?在每年$将

应缴
d

价银解送京都交收%#然而!台湾割让与日本後! $施侯後裔无人来

台入籍!该租馆已成无主之业%#

*>KC

%透过这份报告!除了能了解施侯租带给

北京施氏旗人家族庞大的经济後盾外!更能了解道光朝以後旗人家族逐渐卖

掉此处
$

业之事#

除了隶属於北京旗人施家的$施氏大租%外!施琅也同时吩咐堂弟施
#

秉与其子施世榜前往台湾移垦#施世榜在台湾中部兴修八堡圳"建立$施长

龄%的垦号开垦中台湾#

*>KD

%除了灌溉水田之外!施长龄垦号亦大量开垦鱼

眊!例如雍正年间!以施长龄
"

垦号的鹿港施家购得眊地!?雇用工人筑成

鱼眊#

*>KE

%纵然已经在台湾拥有庞大的
$

业!在康熙"雍正时期!施世榜仍然

与泉州原乡保持极
"

密切的关!在施世骠编修的族谱中!即可见到世榜的

署名#

*>KF

%由此可知!台湾的施长龄垦号在某种程度上可视
"

泉州宗族的海外

延伸&这与旗人施家派遣管理在南台湾的租馆有所不同!一个是移居的家

族!另一个则是
^

控的田园
$

业#此外!施
#

秉与施世榜的後代主要群居於

鹿港!这一港口当时
"

台湾第二大城!虽在大清领土
!/

具有$海外华人社

群"/+<(& .@3+'3('10%&3'3?.--/&%,%3')%特色的城市!公共事务管理仰赖这

些经商的宗族或仕绅多於官方!而施家则是鹿港的最大势力#

*>KG

%

根据日本的调查指出!道光年间以後施氏後人开始出售部份施侯租!似

乎能与道光二十四年'(/.. (的靖海侯施德霖返回泉州有所吻合#道光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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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 (!时任靖海侯的施德霖被皇帝允许'或是$要求%(以修坟建

祠的名义!返回泉州#途中施德霖更上奏表示$听闻%台湾有施琅修建的一

座宗祠!希望能藉此机会前往位於
c

仔林的该祖祠#

*>KH

%想当然耳!长年从台

湾的施侯大租收取庞大田租的旗人施家不会是在南行途中才突然得知此事!

而是事先就有的规划#皇帝允许之後!施德霖从泉州离开後就去了台湾!但

因
"8

有准时返回北京!道光皇帝下令地方官员速查得施德霖的行?!?将

他送回北京#这则故事体现出皇帝或许希望透过施德霖这一位中间人的南

返!替清朝在刚因鸦片战
7

被英军蹂躏过後的闽南地区宣示或是访查状癋&然

而!同时身
"

中间人的施德霖亦怀有鬼胎希望能藉机在地方从事活动#

另一个问题在於!

"

何上述始於道光二十二年 '(/.& (的泉州施氏宗祠

的重修以及碑刻眧!不仅字未提施德霖访台!更抹去北京旗人的痕?&与

此同时施家大租地转卖!彼此之间似乎有着相同的时间点#这或许又能回到

先前的讨论!北京旗人施家在乾隆後期似乎已经逐渐丧失帝国中间人所拥有

的优势地位-泉州宗族已经有足
5

的经济能力得以摆
O

旗人宗族的
^

控!北

京旗人家族屡屡犯错的过程中!皇帝的容忍似乎也渐渐丧失#既然优势不复

在!加上旗人家族的认同似乎也在逐渐改变!远在帝国边陲岛屿上的田
$

想

当然耳管理以及运送都不易#在这些因素下!旗人家族贩卖远在台湾的
$

业

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台湾的施家人虽然移居台湾!但台湾属於大清帝国的领土!因此纵使

对於施家在台湾的历史学界有相对多的资料!但对於我们理解施家与海外的

关帮助?不大#然而!泉州"漳州从明代开始就与海外有着紧密的联!

其中因
"

隆庆元年'(*+) (海澄月港的开港以及(*)(年马尼拉的建立!闽南

地区与马尼拉的关非常密切#根据族谱!清初施家至少有两人在
K

宋去

世-一位是施世贞 '(++*!()(- (!施肇
f

'(+-'!(++. (独子"施琅的癙

子&

*>KI

%施
#

祥'(++*!()'( (也同样死於
K

宋#

*>L@

%虽然因
"

族谱仅记载到施琅

的孙辈!此外有史料上的癘限!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施家成员长期居留
K

宋

时至今日#该
K

宋施家直到今日仍多居住於马尼拉岷伦洛!即是旧时的$涧

!

"5(+%;&)%所在地#诚然!除了马尼拉施家所编族谱外!因
"

?无更进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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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材料!因此无法论述该家族於清代在海外的活动或是与原乡的互动#然

而!该家族仍深知自己与泉州的关!因此在(,/'年代曾多次返回开放的中

国!?且捐资重建宗祠与施琅故宅#

*>LA

%

考量到汉人宗族与闽南社会在海外移民的特性!诚如孔飞力"50%2%F #7

6/0&)在/)$,&-&D"7,+ R()&%-.!"$+%'($7, $, *75&%, :$"&-中的分析!乾隆朝

对於华侨能否返回原籍的$回国问题%有着激烈的讨论!最终清廷认可了出

洋居住者的生活方式!因此这些海外华人与原乡依旧保持着的紧密联!这

也是是宗族成员移居海外闽南社群的特点#

*>LB

%虽然施氏汉人宗族跟台湾"马

尼拉和海外社群之间的联应该不是清帝国的原意!但是无形中似乎控制着

中间人!就能让这一个长年存在的网络一如过往般地稳定#&'(*年笔者造访

时!施氏宗族正在举行临濮堂的合?大会!将浔海"钱江二派施家合而
"

一!同时邀请澳门"马尼拉"台湾"香港等地的海外移居者全部回来参与这

个盛典#清帝国虽然灭亡了!但帝国留在衙口的蛛丝马?!仍清晰可见#

i

%

Çµ

$新清史%与历史人类学分
(

从不同的史学方法和理论讨论清史!但是二

者之间因
"

缺乏洽当的个案!导致彼此的对话不多#本文试图利用施琅家族的

个案研究!透过帝国史研究来结合$新清史%与历史人类学两个史学
-

络#

因
"

倭寇南移到福建地区!中央政府进入福建弥平!福建地方社会
%

化

宗族来因应倭寇乱事&同时间!隶属盐灶籍和军籍的浔海施氏也因
"

明廷的

新盐务政策!能
5

有馀力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因而在明中叶左右正式形成宗

族组织#然而!明清鼎革在沿海的战事以及清初迁界令的实施!地方社会原

有的结构几乎完全消失#康熙四年 '(++* (!驻?在泉州的施琅无视迁界

令!在已经荒废的土地上重建施氏大宗祠!此举不仅象徵泉州施氏宗族的重

新成立!同时也代表新的社会秩序和结构将由唯一存在於这迁界地区的泉州

施氏宗族来建立#康熙七年'(++/ (!施氏旗人家族因施琅被编入汉军镶
:

旗而成立#康熙三十五年'(+,+ (!施琅去世前以满文撰写上呈康熙皇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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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件!请求让两个身
"

旗人的儿子分
(

继承管理家族和宗族#

4

言之!在皇

帝的允诺和支持下!清代施氏氏族成
"

了结合八旗制度与宗族制度的
$

物#

施氏旗人家族透过施琅"施世纶"施世骠等旗人提供资源"编修族谱!

深深介入宗族事务#宗族则透过修建桥睴"捐赠庙宇"购置田
$

等活动参与

地方社会活动!施世?身
"

宗族的管理者更捐资府学!进而变成地方仕绅之

一!在之後被供俸於地方#乾隆时期!生
"

$旗人%的施士冈奉命返回泉州

管理宗族#约莫同一时期!施氏旗人家族已经入旗将近一个世纪!文化和认

同上逐渐被同化!从姓名"自称!甚至连皇帝都认
"

此家族属於旗人#当

然!因
"

施氏旗人家族同时身兼帝国中间人的身份!清朝因此对该家族的违

法行
"

多次妥协#

乾隆朝以降!受施氏旗人家族认同改变"不再对福建水师具有影响力"

涉入弊案增加等因素的影响!同时泉州施氏宗族开始拥有独立的经济能力!

能
5

自行参与地方社会事务!施氏旗人家族的帝国中间人角色因此渐
6

#泉

州施氏宗族逐渐抹去施氏旗人家族对宗族的贡献!改而
%

调宗族自身的传统

和对地方的贡献#当施德霖奉皇帝之命返乡重修宗祠和祖坟时!泉州施氏宗

族?未将这件事情记
1

在案!施德霖也将注意力和时间花在经济来源的台湾

而非泉州#道光年间以降!台湾$瞕业地%被逐渐出售!施氏旗人家族与南

方的连结又少了一层#

最後!笔者必须
%

调!?非只有在$八旗
!

宗族%架构下才构成清帝国

中间人!也不是所有中间人都必须被八旗制度控制!清帝国
"

了有效控制地

区会寻找最洽当"最有效率的群体担任中间人!?与地方势力妥协!例如蒙

古的王公"西藏的喇嘛等&且对这些中间人?取一定程度的妥协!例如韩承

贤"$3/&48/& 9(&)对於(/"(,世纪的苏州地区地方势力与国家的容忍态度差

?!也提供了清帝国对於地方容忍态度的
B

佳例子#

*>LC

%透过施家的个案研

究!我们能发现清帝国在泉州地区透过八旗制度创造了帝国中间人!正如世

界各地帝国中间人的角色一般!这样的统治方法令旗人家族"泉州宗族各自

兴盛发展!但也如同双面刃般让二者距离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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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指出的差?包括-乾隆时期以国家控制
"

主!不愿意地方仕绅过度介入公共事务&

嘉庆"道光时期
/

反其道而行!似乎能与本文施琅家族的例子有值得互相参照之处#参

见 ]4A3F:BA3 I?3TD<(&%:)&S%7-#&%70-D+&.B('(&',5 !1$(&-$, !'%14H$,&(&&,()N/&,(0%4

B0C)70 "1(-<+%;43C9(+@(+; &̂%@3+'%,8 #'%(13&,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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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图中之瞃条根据杜臻的.

U

闽巡视纪略/中表示迁界之地点!?将之连起以期传达

迁界之概念!?非真的存在这
'

一条界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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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承袭年 关

( 施琅 康熙二十二年'(+/- ( +

& 施世范 康熙三十五年'(+,+ ( 施琅之子

- 施廷鮎 乾隆三年'()-/ ( 施世范之子

. 施纯恺 乾隆二十四年'()*, ( 施廷鮎之子

* 施釱 乾隆四十一年'())- ( 施纯恺之子

+ 施秉仁 乾隆四十七年'()/& ( 施釱之子

) 施斌 嘉庆十九年'(/(. ( 施秉仁之子

/ 施德霖 道光七年'(/&) ( 施斌之子

, 施德露 咸丰六年'(/*+ ( 施德霖之弟

(' 施振 同治十年'(/)( ( 施德露之子

(( 施恩荣 光绪十一年'(//* ( 施振之子

(& 施澍 光绪二十一年'(/,* ( 施恩荣堂叔

(- 施普泽 光绪三十二年'(,'+ ( 施澍族弟

0

明-满文部份译自靖海侯爵位世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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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名
子辈名

.浔海施氏大宗族谱/ 三等靖海侯爵位世袭
,

施世纶
廷元"廷恺"廷龙"廷禹"廷祥"廷藩"廷开"

廷广"廷伟"廷第

廷元"廷翰"廷祥"廷瑞"

士益

施世
Y

士彬"学赤"学澎 廷灿

施世骥
握昌"丕昌"陛昌"储昌"兆昌"甫昌"台昌"

鼎昌
陛昌"廷绪

施世?
士伟"士常"士潮"登云"士宁"士楫"宪章"

朝礼"成章"士模
+

施世骠 士冈"廷专"廷谦"廷让"廷敬"廷谘"廷询 +

施世骅
士邑"士钦"士明"士映"士昱"士?"士寿"

士深
士嘉"士益

施世范 廷
\

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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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姓名 职务 姓名 职务

( 施秉仁 三等靖海侯 (, 延恩 -) 八十四

& 施奕深 福建试用盐大使 &' 施国柱 -/ 施斌

- 施奕学 勒令休致知府 &( 施吉善 -, 永善

. 施秉义 鹰上拜唐阿 && 施钺 步兵 .' 施福
H

* 福寿 狗上拜唐阿 &- 施頮
g

营马兵武生 .( 长安

+ 施
h

弓上拜唐阿捐纳

卫千总
&. 施睠

g

营马兵 .& 长宁

) 施继祖 步军校 &* 施铣 .- 富宁

/ 施维兆 候补天文生 &+ 施广善 .. 富兴

, 施秉衡 訤生 &) 施耀
g

营战兵 .* 施秉隆

(' 施福宁 马甲 &/ 施存 盻散 .+ 百岁

(( 施邦 &, 施发 外任 .) 施广田

(& 施庆 -' 施铨 ./ 延通

(- 施钦 -( 施锟 ., 延德

(. 施钰 -& 施秉文 *' 施秉祥

(* 施延福 -- 施恒 *( 奎儿

(+ 施桩 敖尔布 -. 延善 *& 祥麟

() 施
P

-* 福昌 *- 施秉元

(/ 德昌 养育兵 -+ 七十八 *. 施延光

说明-表格中数字标示原档列名之顺序#其中!-.延善在第一部份被写作延喜&*(奎儿在第

一部份被写作套儿&*.施延光?未列名於该画押的名单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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