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揭开明代辽东马市的神秘面纱
里 蓉

清 代，京 师 内 城 共 有 城 门 9

座，分别为：正阳、崇文、宣武、朝

阳 、东 直 、阜 城 、西 直 、德 胜 、安

定。京师的卫戍、警备和治安保

卫机构叫“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

营统领衙门”，通称“步军统领衙

门”，长官简称“步军统领”，俗称

“九门提督”。九门提督统领满、

蒙、汉军八旗步兵和京师绿营的

马步兵（即“巡捕营”），所部的具

体任务是分泛驻守、稽查城门、缉

捕盗贼、申禁巡夜等。

统领步军 位高权重

步军统领创设于清初，后经历

了数次变迁。原来只统辖八旗的

步兵营，到康熙十三年（1674），始兼

提督京城九门事务（原由兵部管

理），康熙三十年（1691），又兼管巡

捕三营事务，官衔全称遂改为“提督

九门步军巡捕三营统领”。雍正七

年（1729），官署定名为“步军统领衙

门”，十二年（1734），在宣武门内京

畿道正式建立衙署，9 年后迁至北

城帽儿胡同，又称“北衙门”（同为负

责审案的刑部因设在南城称“南衙

门”）。乾隆四十六年（1781），巡捕

增设左、右两营，变成中、南、北、左、

右5营，故该衙门的主官改称“提督

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

九门提督负责京师的警卫、

治 安 ，初 为 正 二 品 ，嘉 庆 四 年

（1799）改为从一品。其统率的部

队长期保持在 3 万人左右，且人

员精干，装备精良。从机构、人

员、职掌来看，步军统领衙门除衙

门本部外，还下设八旗步军营、巡

捕五营、内外城十六门管理机构

和白塔山信炮管理部门。步军统

领之下设有左、右翼总兵各一人，

与步军统领同堂办公；八旗步兵

营主要驻守内城，设有左、右翼尉

各一人（秩正三品）。

巡捕五营分布于外城和四郊，

总计 23 汛（每汛有官兵 370 人至

580 人不等）。中营驻扎于圆明园

一带，由副将（从二品，隶属于总

兵）一员带领，下分5汛；南营分防

外城及南郊，下辖 6 汛；北营分防

北郊，左营分防东郊，右营分防西

郊，以上 3 营均各辖 4 汛。南、北、

左、右 4 营设参将一人、游击一

人。嘉庆四年，又添设左、右翼总

兵各一人，左翼总兵节制南营、左

营，右翼总兵统辖北营、右营。

顺治十年（1653），于白塔山

（今北海琼岛）设置信炮 5 位，若

京城发生暴乱、敌情、火灾、爆炸，

则凭金牌“奉旨发炮”；内九门也

各设信炮 5 位。白塔发炮，则九

门信炮齐鸣。京城驻防官兵闻炮

声后，立即分区集合待命。乾隆

八年（1743），信炮及其管理系统移

交步军统领衙门。

正是由于步军统领衙门所承

担的任务关系着皇帝的安全和政

局的稳定，可以说，九门提督是一

个至关重要的职位。从某种意义

上说，它甚至可以影响到皇帝的废

立。唯其如此，九门提督在清代历

次宫廷争权斗争中均扮演着举足

轻重的角色。清朝最高统治者对

九门提督的人选极为重视，非满

人、非心腹重臣，不能担任此职。

九门提督影响政局

清圣祖玄烨在位 61 年，皇子间

展开了激烈的储位之争。皇太子

两立两废，争储斗争错综复杂。康

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 年

12 月 20 日），康熙帝病危，是日寅

刻（凌晨 3 点至 5 点），急召诸王子

及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即九门

提督）隆科多至畅春园病榻前，谕

令以皇四子胤禛即位。时胤禛正

奉命去斋所致斋，准备代皇帝主持

十五日的南郊大祀。当他闻讯赶

到畅春园时，已是巳刻（上午 9 点至

11 点）。戌刻（晚上 7 点到 9 点）康

熙帝去世，隆科多（胤禛的舅父）

立即进言，让胤禛“先定大事”，再

办丧仪。为防止发生变故，时任

步 军 统 领 的 隆 科 多 立 命 铁 骑 四

出，自十四日至十九日关闭京师

九门，全城实行戒严，直至二十日

胤禛正式即皇帝位，步军统领衙

门才解除了京师戒严。

百余年后，清朝的统治早已

进 入 衰 世，内 忧 外 患 纷 至 沓 来。

一方面，国内农民起义烽火连天，

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了东南半壁；

另一方面，英法联军攻陷天津，逼

近北京，咸丰帝的六弟恭亲王奕

訢 被 授 予 钦 差 便 宜 行 事 全 权 大

臣 ，留 京 负 责 与 英 法 侵 略 军 议

和。议和期间，奕訢的主要得力

助手是时任军机大臣、户部左侍

郎 的 文 祥 。 文 祥 还 兼 署 步 军 统

领，被委以办理城防、维持秩序的

重任。但当时的权力中心位于被

称 为“ 行 在 ”的 热 河（今 河 北 承

德），一切政令都由实际操控大权

的肃顺等人发出。不久，步军统

领一职就落到了肃顺集团的核心

人物——郑亲王端华的身上。

慈禧太后一生中发动过两次

政变，一次是“辛酉政变”，即联合

恭亲王奕訢一举推翻八大臣辅政

体制；第二次则是于光绪二十四

年（1898）发 动 的 镇 压 维 新 派 的

“戊戌政变”。这两次政变都借助

了由九门提督统率的禁军。

咸丰十一年七月，咸丰帝病

死，载垣、端华、肃顺等八大臣受

遗命辅政。当时肃顺集团与两宫

皇太后围绕“赞襄政务”还是“垂

帘听政”展开了激烈斗争。在这

场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中，“步军

统领”一职显然又是势在必争的

关键职位。由于谁也不能占据绝

对优势，双方只能达成暂时妥协：

九月初四日，端华让出步军统领

一职，改由留守京师的瑞常担任，

而端华则“暂署行在步军统领”，

仍统率热河行宫的禁军。经过第

一阶段的较量后，慈禧太后和奕

訢决定回到北京后再发动政变。

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热

河 行 宫 完 全 在 肃 顺 集 团 的 掌 控

下，而新任的步军统领瑞常则是

由奕訢、文祥举荐的，这意味着京

师的警卫大权回到了慈禧太后、

奕訢集团的掌控中。果然，在回

銮后的第二天，两宫与恭亲王便

联手扳倒了以肃顺为核心的辅政

大臣。

光 绪 二 十 四 年 四 月 二 十 三

日，光绪帝经慈禧太后同意，颁布

了“明定国是”诏，维新变法正式

开始。但是，维新变法的措施触

动了守旧官僚的利益，慈禧太后

随即加快了政变的部署。其亲信

荣禄早在光绪元年（1875）就兼任

步军统领，二十年（1894）再授步

军统领，并任兵部尚书、协办大学

士。至戊戌年四月二十七日，荣

禄署直隶总督，几天后又任文渊

阁大学士，节制北洋各军。慈禧

太后又命刑部尚书崇礼接过步军

统领的职务，指挥京师禁军，命怀

塔布管理圆明园护军，派刚毅管

理健锐营（常驻香山）。经过这番

布置，慈禧太后已将京畿地区以

及京师内外、宫禁要地的军队都

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特别是新

任九门提督的崇礼，素为慈禧太

后赏识，是反对维新变法的清廷

元老，他所指挥的京城禁卫军成

了直接镇压维新派的刽子手。

八月初六，慈禧太后宣布重

新“训政”，不经过军机处，直接给

刑部尚书兼步军统领崇礼下达密

旨，令捉拿康有为。时康有为已离

京南下。八月初八，逮捕了杨锐、刘

光第、谭嗣同，初九又逮捕林旭。

同一天，慈禧太后向步军统领衙

门发出“上谕”：“张荫桓、徐致靖、

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

第，均著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

门拿解刑部审讯。”也就是由步军

统 领 衙 门 捕 人 ，交 刑 部 收 监 审

问。在政变过程中，步军统领是

镇压维新派的直接执行者。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万

岁”是 一 个 具 有 特 殊 意 义 的 词

语。千百年来，匍匐于专制淫威

下的臣民口中的“万岁”就是专指

皇帝，谁也不敢把自己与“万岁”

联系起来。其实，“万岁”一词开

始并非是皇帝的专用词，它的演

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战国以前，传世文献中并未

有“万岁”之记载，但

在 一 些 铭 文 中 已 多

有“万年无疆”“眉寿

无疆”这样的字眼。

然 而 它 并 不 是 专 对

天子的赞颂，而仅是

一种行文款式，铸鼎

者 皆 可 用 。 与 此 同

时，“万年”一词也出

现 在《诗 经》中 ，如

“寿考万年”“君子万

年”“天子万年”“万

寿无疆”等，从其语

境可知，这大多是人

们 常 用 的 祝 福 语 。

宋人高承就曾指出：

“万岁，考古逮周，未

有此礼。”战国以降，

“ 万岁”一词开始成

为 一 个 较 为 流 行 的

词语，它的含意大体

有以下几个方面：一

是它的字面含义，即

祝 福 长 寿 长 生 的 歌

颂词；二是表示致敬

赞叹的欢呼语；三是

表 示“ 死 后 ”的 讳

称。此后，伴随着专

制 皇 权 的 确 立 和 加

强，这样一个拥有多

重 含 义 的 词 语 开 始

为帝王所独有，并逐

渐 成 为 最 高 统 治 者

皇帝的代名词。

到目前为止，我

们所知最早名为“万

岁”的人，是东汉章

帝之子刘万岁，永元

五年（93 年）封广宗

王，其年即薨，无子，

谥“殇”。显然，这个

刘万岁是个短命鬼，还未成年就

命归黄泉了。魏晋南北朝时期，

名为“万岁”的有南朝刘宋时任宁

州刺史的周万岁、萧齐时某中丞

何万岁、会稽郡吏王万岁、北齐后

主时的韩万岁以及西魏文帝时叱

咤疆场、深得皇帝恩宠、官居尚书

左仆射位进柱国大将军的李远

（字万岁）。《周书》卷二十五《李贤

传附弟万岁传》记载西魏文帝在

讨论营救东魏降将北豫州刺史高

仲密，李远提出出奇兵救援时，太

祖（文帝）曰：“李万岁所言，差强

人意。”这至少说明，在这一时期

人们名曰“万岁”是并不犯讳的，

而且还可能是取名的一种时尚。

隋唐时期也屡见名为“万岁”

者。如隋朝战功卓著屡挫突厥、

打败达头可汗后被杨素诬陷而死

的太平公史万岁，唐高祖时和尉

迟敬德一同降唐的刘武周部将张

万岁，唐高宗时任梓州都督的谢

万岁，唐玄宗天宝年间周玄珞之

子周万岁，安史乱时坚守平原的

颜真卿部将刁万岁等。然而在唐

玄宗以后，文献中再

也看不到以“ 万岁”

为名者。

何 以 如 此 ？ 有

人 认 为 一 是 武 周 时

期 连 续 以“ 天 册 万

岁”“万岁登封”“万

岁通天”作为年号，

以 一 种 极 其 特 殊 的

形式强化了“ 万岁”

一词的神圣色彩，更

是 向 天 下 士 庶 百 姓

宣 告 了 这 一 名 称 的

“ 皇家化”。二是至

武曌、玄宗时期，科

举 制 经 过 近 一 个 世

纪的推行和完善，愈

来 愈 成 为 唐 代 社 会

选 举 制 度 的 主 流 。

这 种 以 儒 家 经 典 为

主要内容，将儒学以

政治、道德为核心的

学 说 确 立 为 标 准 答

案 的 选 人 机 制 的 长

期推行，使儒学通过

它 全 面 渗 透 到 社 会

政 治 文 化 生 活 当 中

去，儒家传统的“ 大

一统”“君权至上”以

及 忠 孝 节 义 等 伦 理

道 德 不 自 觉 地 深 刻

规 范 着 人 们 的 思

想。三是“中唐儒学

复兴运动”进一步巩

固 和 强 化 了 儒 学 的

正统地位，儒家所宣

扬 的 圣 贤 之 道 不 仅

成 为 社 会 政 治 与 社

会生活的中心，也成

为 人 们 精 神 信 仰 的

中心。因此，任何不

符合圣贤之道的行为都被视为大

不敬。自然，已与最高统治者划

上等号的“万岁”，也就不能为他

人所使用了。

至北宋时，“万岁”已完全为

皇帝垄断专用。据《寇准传》载：

一日寇准骑马出行，“道逢狂人迎

马呼万岁”，结果此事为寇准政敌

张逊所知而告发，寇准被罢去同知

枢密院事之职，降至青州任职。又

据《曹利用传》载：北宋大将曹利用

的从子曹汭，一次喝醉了酒，“令人

呼万岁”，被人告发，杖责而死。这

两则史实说明，到宋朝，除了皇帝，

绝对不允许任何人称呼“万岁”。

自此，“万岁”定于皇帝一人。

古代，马是战争和日常生活

中的重要工具，受到人们特别重

视。明《典故纪闻》记载，成祖曾

问兵部尚书刘携：“今天下畜马几

何？”携对以兵兴耗损，所存者二

万三千七百余匹。成祖曰：“古者

掌兵政，谓之司马，问国君之富，

数马以对。是马于国为最重。”由

此不难看出，在以骑射为主要武

备的古代，马的数量是国家强盛

的象征。

明朝建立后，十分重视马政

建设，为得到品种优良的战马，在

民间首创了代官养马制度。但由

于代官养马制度无法解决明初战

事频繁、马匹奇缺的矛盾，永乐初

年，又 转 而 大 力 发 展 朝 贡 贸 易。

由于明朝政府对各边区少数民族

采取招抚政策，凡来朝贡马者均

给予重赏，故贡马者争先恐后。

随着朝贡贸易的发展，边区

少数民族来京贡马，路途遥远，运

马艰难，越来越成为制约朝贡贸

易发展的瓶颈。为此，永乐三年

三月，明成祖饬令兵部：“福余卫

指 挥 喃 不 花 等 奏 其 部 属 欲 来 货

马，计两月始达京师。今天气向

热，虏人畏夏，可遣人往辽东谕保

定侯孟善，令就广宁、开原择水草

便处立市，俟马至，官给其直即遣

归。”广宁、开原马市的设立，方便

了明朝向东北边区少数民族购买

马匹，因这些马市大部分设在辽

东，故统称辽东马市。

最具规模的互市场所

万历年间，辽东马市规模进

一步扩大：“广宁设一关一市，以

待朵颜、泰宁等夷。开原设三关

三市，以待福余西北等夷。开原

迤东至抚顺设一关市，以待建州

等夷。”此后，明政府又相继建立

了宽甸马市、清河马市、辽阳马市

等，而辽东马市成为当时最具规

模的互市场所。

辽东马市管理较为严格。“凡

诸部互市，筑墙规市场”。市场内

设有管理机构，立有市规市法，并

设有马市官专司收买兀良哈和女

真各卫马匹。各少数民族来市马

者，将马匹及其他货物赴官验放

后，方准入市交易。辽东马市设

立之初，每月初一至初五开市一

次。万历时开市日期日益增多，

交易数额也日趋扩大。

为鼓励东北少数民族开展互

市贸易，明代政府采取了多种措

施。一是“善价易之”“务使客商

有 利，夷 价 无 亏”。 明 初 所 市 之

马，分上上马、上马、中马、下马、

驹 5 种，上上马值米五石、布绢各

五匹，驹值米一石、布二匹。由于

价 格 规 定 得 较 合 理，“ 至 是 来 者

众”，马匹的成交量越来越多。二

是 实 行“ 马 市 抽 分 ”制 ，将“ 抽

分”银 两 作 为 抚 赏 之 费，奖 励 恪

守 条 规 的 守 市 人 员 ，以 此 调 动

他 们 维 持 互 市 秩 序 的 积 极 性 。

每 当 市 易“ 即 毕 ”，便 对 朝 贡 或

互 市 的 女 真 人 置 备 酒 食 、牛 羊

以 为 慰 劳 之 资 。 三 是“ 市 本 ”

充足。明朝政府的“市本”主要由

管 理 马 政 的 机 构 —— 太 仆 寺 发

放，据《皇朝马政纪》所载：在互市

贸易中，“各边年例市本每年二十

余万”。成化年间，因“市本”严重

不 足，政 府 停 免 了 陕 西、山 西 马

市，而“辽东仍旧”。

在明朝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辽

东马市日益繁盛，逐步由单一的

“马市”发展为综合市场，马市性质

也由“官市”向“民市”过渡，互市商

品的种类也日益增多，成为当时全

国规模最大的边贸市场。

女真崛起的重要因素

明初，建州女真主要以狩猎、

畜牧和采集等传统经济为主，农

业经济由于受到自然环境与社会

环境种种不利因素的限制，始终

处在较低水平，粮食严重不足，必

须用当地的土特产到外区交换而

来。辽东马市的出现，为女真与

汉民族的商品交换提供了场所，

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明永

乐初年辽东马市开市后，女真人

用马匹换取粮食，最好的马一匹

可换米 15 石，最次的马可换米 8

石。明天顺二年（1458 年），鉴于

建州女真人要到马市交易必须长

途跋涉到开原或广宁，很不方便，

明朝在今抚顺城东官岭一带开设

了抚顺马市。抚顺开市初，一日

不过数十人，及万历年间，入市者

动辄数千人，基本上是三日一市，

每次开市都生意兴隆，非常热闹，

四面八方商贾云集。女真以自己

的人参、貂皮、松籽、木耳、马匹等

土特产，换回粮食、布、盐、铁器等

生产、生活资料。据档案记载，仅

在万历十二年（1584）三月的 17 次

马市交易中，女真人就买进铁铧

4848 件；同月的 29 次买牛交易中，

买进耕牛 430 头。

通过经济交流，互通有无，互

利互惠，特别是耕牛和铁制农器

的大批输入，女真人不仅获得了

生活的必需品，也使农业水平迅

速得以发展，“户知稼穑，不专以

射猎为生”。后人严从简在《殊域

周咨录》中曾说：“非抚顺马市则

建州不得发达。”

据辽 宁 省 档 案 馆 馆 藏 明 代

档案记载：万历六年（1578 年）七

月 十 二 日，“ 抚 赏 买 卖 夷 人 叫 场

等 二 十 一 名，牛 一 只，价 银 二 钱

八分……”档案中提到的夷人“叫

场”，即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祖父觉

昌安。觉昌安生于明正统年间，

在部族间的互相争夺中，曾率族

兵铲平建州女真中的硕色纳、加

虎二强部，称霸建州女真。他是

明朝委任的建州左卫官员，常率

领部众进入辽东马市贸易，以畜

产品易换麻布、粮食，领取抚赏的

食盐、红布、兀剌等物。

努尔 哈 赤 也 是 从 小 练 得 一

身 好 武 艺 ，并 且 经 常 到 深 山 打

猎，然 后 把 山 货 带 到 马 市 易 卖。

这期间，努尔哈赤接触到了很多

汉 人，并 对 明 朝 官 员、商 人 和 一

般 老 百 姓 的 想 法 和 生 活 习 惯 十

分熟悉。通过互市贸易，某种程

度上拓宽了努尔哈赤的视野。马

市惠及努尔哈赤的不仅是家乡社

会经济的进步，也使努尔哈赤对

另一个世界有了更多的认识，这

也可以说是努尔哈赤日后崛起的

一个重要因素。

尽管明朝开设辽东马市是加

强边防、巩固统治的需要，但客观

上 却 为 女 真 经 济 繁 荣 搭 设 了 桥

梁。建州女真在明代后期能突飞

猛进地发展，无疑得益于辽东马

市。万历年间，清太祖努尔哈赤

起兵并攻陷抚顺、辽阳等地后，辽

东各地马市基本结束。

（摘自《中国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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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门提督与清廷政争
杨东梁

清代，九门提督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职位，其掌管的步军统领衙门所承担的任务关系着皇帝的安全和政局的稳定。从某种意义上

说，它甚至可以影响到皇帝的废立。唯其如此，九门提督在清代历次宫廷争权斗争中均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非满人、非心腹重臣，

不能担任此职。

从明嘉靖年间绘制的《广宁镇境图》中，可见当时马市的位置。

文祥（左）、隆科多（中）、荣禄（右）都曾任步军统领，即九门提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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