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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大一统格局下蒙藏地区的$长治久安%!在清廷的统一调度下!云南调兵筹饷直接参

与了康雍时期$驱准保藏%"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和平定阿尔布巴反叛等三次军事行动#文中对于

历次滇军入藏的组织过程及行军路线"后勤供应及其影响等史事进行了梳理和呈现#滇军入藏既

是清廷在大一统政治格局中加强边疆治理的重要举措!也是保证川滇统筹协同安藏的基本前提!

由此拉开了川滇藏安防一体建设的序幕#滇军三次入藏支援平叛!不仅维护了边疆安定!而且对

于加强滇藏交通建设!促进滇藏贸易发展!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对滇

藏关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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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康雍乾三朝多次用兵平定西藏内乱外患!逐渐巩固了对西藏地区的统治"滇军在朝

廷统一调度下直接参与了这些军事行动!为实现安藏稳藏发挥作用!成为支撑清政府对西藏施

行有效治理的重要保障力量"目前学界有关清代滇军入藏的有关论述多散见于其他问题的专

题研究之中!

!其整体历史事迹因专题所限!还未能深入展开具体梳理和讨论"

清代滇军入藏!不仅是清代西南边疆治理中的大事件!而且对于清廷和地方大员重新认识

并评估治藏方略!构筑统筹治藏格局!处理川滇藏三地边务治理!均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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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文通过整理朱批奏折及进藏官员的记录等相关史料!立足于前人研究!对清前期滇军入

藏组织过程'后勤保障'行军路线等情况进行了全面梳理!并重点讨论滇军入藏在清前期整体

治藏格局中的战略地位'推动川滇协同发展的历史影响等问题!以期为学界进一步认识清代大

一统政治格局中省际互援实现边疆统筹治理提供历史案例和研究导引"

一'滇军入藏的组织过程

!一"康熙末年滇军入藏参与$驱准保藏%

顺治年间!清廷通过对五世达赖喇嘛和固始汗的册封!确立了对西藏地区的主权"然而这

一时期清政府对西藏仅维系着宽松的羁縻统治!在西北野心勃勃的准噶尔部随时想要南下染

指该地区"康熙五十六年(

$+$+

*!准噶尔部的策旺阿剌布坦派兵偷袭西藏!攻入拉萨并杀死拉

藏汗!西藏陷入混乱"康熙帝闻讯后决定出兵援藏!然大军兵败于哈拉乌苏!全军覆灭!清廷首

次对藏军事行动以失败告终"

为平定西藏之乱!斩断准噶尔对西藏的控制!康熙帝决定再次组织陕'蜀'滇三路兵马联合

进藏"于是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滇军入藏的前期战备开始着手规划"康熙五十六年清廷令

都统和礼赴滇#预为防备&!

!次年钦差和礼等至滇!会同云南军政大员巡查金沙江要口"此次

巡边主要目的是探寻进军线路和#耀兵蒙番&"五十八年二月!都统武格'副都统吴纳哈等领江

宁'杭州满兵二千名进驻滇省!听候朝廷调遣"时有客卿建议调兵运饷先行驻江卡拉城(即天

柱寨*!#遇有呼吸机宜!兵精粮足!可以先锋!可以援剿&!然遭武格反对而作罢!#但拨运米七千

余石!备贮中甸33并分购牛只!以备出口塔城关之用&"

" 备兵期间!云南清军在中甸外的扎

杂'奔子栏等地驻兵侦察敌情!并派兵接应由都统法喇率领的驻巴塘川军"

#

清廷议定进军西藏平叛后!由抚远大将军允
,

驻西宁(后移驻木鲁乌苏*统领军务与粮饷!

大军分南'北'西三路"西路从青海进藏!由宗室延信率一万二千名满蒙汉官兵以及部分青海

王'台吉护送六世达赖进藏.南路从巴尔喀木进军!由四川和云南两支组成!定西将军噶尔弼统

领进藏.北路以驻巴尔库尔和阿尔泰两支军队深入准噶尔边境以牵制敌后"

$

属于南路方面的滇军于康熙五十九年二月!由都统武格'副都统吴纳哈'鹤丽镇总兵赵坤

等率军由剑川北上"滇军进藏兵马以江浙满兵一千!云南鹤丽'永北二镇绿营兵二千及丽江土

兵五百组成!此外还有云南提督张谷贞率兵驻中甸!居中策应"

% 六月!川滇两路清军在#渣牙

会兵&"

& 有关南路川滇军会师后的进军过程!前辈学者已有详细梳理!

'此不重述"九月!清

军入藏南北两路大军在拉萨集结!西藏迅速底定"大将军允
,

在各路中挑选了部分官兵驻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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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其中云南一路留赵坤领绿营兵三百名留驻!其余撤回原籍"

! 康熙帝认为#藏地甚属紧

要&!后又加派了驻滇的江浙满兵五百名和四川绿营五百名进藏"

" 故云南一路驻军由云南绿

营三百及驻滇江浙满兵五百组成!驻军人数仅次四川!是当时清廷驻藏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十一年六月!滇军首次驻藏任务结束!赵坤领云南绿营回滇"

# 雍正元年(

$+#,

*五月!江浙

满兵也由副都统吴纳哈率领撤回云南!旋归原籍"

$

此次滇军入藏过程中!还动员和组织了土司土兵的力量"如丽江土知府木兴主动请缨!实

派土兵一千名援剿"木兴本人总理军务!并亲领五百名开路护饷!其子木崇领兵五百#随师进

征!另在钦差大人伍标下听遣!以作先锋&"

% 当时大军经滇西北进藏道路异常艰险!一条#多

夹坝!高山大川&!另一条则#高坡峻岭!鸟道羊肠!几非人迹所到&"

& 若没有熟悉地情的土兵

向导!满'汉大军很难迅速安全抵藏"丽江土兵熟悉地情'吃苦耐劳!#沿途帮安台站!搭造桥

舡!把守要渡!侦探向导!护军粮饷&"作为进藏大军的前锋!木氏出力甚巨!木崇在#随师进征&

中亦染疾身故"

'

!二"雍正年间滇军入藏

$>

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

#驱准保藏&成功后!清廷废除了第巴制!代之以西藏贵族组成的噶伦政府来管理西藏政

务!和硕特蒙古汗王对西藏的统治由此结束"雍正元年三月!驻藏清军奉旨内撤!固始汗之孙

罗卜藏丹津企图借机恢复其父祖辈在西藏的统治地位!遂趁清军内撤!在青海发起叛乱"

有关青海谋叛的情报!云南方面较早获悉并迅速采取了若干应对措施"雍正元年四月!云

贵总督高其倬就收到驻守西藏的蒙古将领策旺诺尔布发来的蒙古文密信!内称罗卜藏丹津计

划于十月传集西海诸部会盟!并以立汗#无望了&来煽动各部勾结谋反!更声称要将打箭炉至喀

木'卫藏等地俱行占据"高其倬认为其情真假未可定!但不可不预为防备!他一面谨慎知会川'

陕各方暗中侦探!一面加紧筹划滇西北毗邻西藏地区的军事防御和粮饷事宜"军事防御上!高

其倬认为#云南口外之中甸'阿墩子俱系进藏要路&!原各驻兵两百!#力量稍单&!故#以巡防为

名&!调鹤丽镇剑川协兵丁三百入驻中甸.又令永北镇备兵三百'楚姚镇二百'鹤丽镇五百!#倘

有信息&即由鹤丽镇总兵郝玉麟带领此预备兵丁一千!及中甸'阿墩子驻兵七百出口#相机接

应&.粮饷筹备上!令鹤庆运米一千至阿墩子!顺宁运米一千八百石及青稞一千石至中甸"

( 云

南方面较早获悉青海将叛的消息!

)并随即采取了一系列颇具前瞻性的防备措施!显示出当时

云南官员对西藏'青海形势的高度敏感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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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最初于雍正元年三月下旬获悉罗卜藏丹津勾结准噶尔谋叛的消息!但直到四月雍正帝仍不相信青海将叛!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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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青海各部的向背情形尚不明朗!清廷也一直在观望!直到九月年羹尧上书朝廷)#罗卜

藏丹津肆行无忌!非用兵不可"&

!他建议朝廷令川'滇两省扬言发兵进藏!一边又致书青海陈

说利害!并招抚晓谕各部以孤立叛军!为来年春出兵平剿争取备战时间"

" 年羹尧的建议获得

清廷认可"为了防止罗卜藏丹津窜入卫藏!十月!清廷命松潘镇总兵官周瑛领两千川兵自察木

多进藏!令云南提督郝玉麟领兵接续驻防察木多"十二月!郝玉麟遵旨领兵渡金沙江出口!雍

正二年正月初六到达中甸!并将时由青海和硕特部强占的中甸收归云南"

# 二月初八日!郝玉

麟率两千滇兵经中甸进驻察木多!并调丽江土兵二百余名随营遣用!由鹤丽镇副将孙弘本领兵

五百名接防中甸"

$ 由于中甸至察木多相离尚远!高其倬又根据郝玉麟的建议!从迤东各营调

兵七百名赴阿墩子一带!#以备提臣(郝玉麟*调度&!并将阿墩子'天柱寨沿线台站恢复驻兵!与

进藏滇军#声势相接&!这样既能应援西藏!又能保滇藏边区无虞"

% 滇军四月初抵达察木多

时!青海前线的战事已基本结束"考虑到察木多乃通藏要路!清廷命滇军暂留一千驻扎察木

多!既以扬威亦可声援藏内"八月!郝玉麟领其余滇军回省"

& 雍正五年!滇军将负责川滇藏

勘界的钦差鄂齐护送至川军驻地革达后!由鹤丽总兵张耀祖带领撤师回汛"

'

滇军此次进军过程中缉拿奸细'探听军情!沿途招抚了中甸'擦瓦岗等处的部落!晓谕安抚

各头人喇嘛!并赏给财物!又授原营官'头目以外委'守备'千把等官职"

( 郝玉麟部招抚中甸

后!高其倬随后派顺宁知府范溥前往中甸清查户口'钱粮及四至!着手在该区屯垦"

) 滇军入

藏沿途还接连招抚了原属青海蒙古的洛隆宗及奔打至常川一带的各部落"

*+,

#>

平定阿尔布巴之乱

雍正初年西藏事务由噶伦康济鼐'阿尔布巴'隆布鼐及扎尔鼐等共同办理!但政出多门!派

系斗争不止"来自后藏的康济鼐尤其受到阿尔布巴等前藏贵族的排挤"雍正四年六月!钦差

鄂齐奉命赴藏升康济鼐为首席噶伦!更加激化了噶伦间的矛盾"雍正帝得知诸噶伦不和后!令

内阁学士僧格'副都统马腊等先弛赴藏!以安其众"五年六月!未及僧格等抵达!阿尔布巴等人

便合谋将康济鼐杀害!康济鼐的下属颇罗鼐集结后藏军队为康济鼐复仇!由此引发了卫藏地区

大规模战乱"交战双方均奏请朝廷出兵!八月!雍正帝获悉康济鼐被害后即决定派陕'蜀'滇各

方兵马进藏"

*+- 随后又担心发兵会迫使噶伦畏罪携达赖投奔准噶尔!故九月又下谕称康济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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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为噶伦内讧之#小事&!不必用兵!令各路兵马停止预备"

!

十一月!随着藏内斗争形势逐渐明朗!

"雍正帝再次决定出兵!仍以陕'蜀'滇三路兵马协

同进藏"

# 十二月初!云南接上谕)#于来年四五月间发兵定藏&"

$ 云南据此派开化镇总兵南

天祥'剑川协副将李宗膺等率兵三千余员!前往察木多与川军会合"

% 云南大军于六年三月二

十五日在剑川集齐!另派丽江土兵通事二百名'中甸番兵五十名随营前进!四月初八从剑川出

口经中甸前往察木多!六月十三日川滇两军在察木多会师"随后!驻察木多清军获悉颇罗鼐已

于五月二十六日领兵进驻拉萨!并控制了阿尔布巴等人"根据藏内局势的新变化!四川提督周

瑛重新调整了进军西藏的计划)滇军由南天祥领一千驻察木多'李宗膺领二千进驻洛隆宗应

援!自己领一千川兵驰赴拉萨"

&

八月!清军抵藏处决贼首!并料理善后完毕!川陕兵丁各留一千驻藏!其余分五队分别撤回

原处!并护送达赖喇嘛随军移驻理塘"驻察木多云南兵丁照旧留一千#于藏兵未撤之先!暂令

驻扎!以便应援&!

'其余滇兵于雍正七年正月由南天祥领回云南"

( 九年!驻藏官兵例行换防!

#查木道系通藏之要路!且与滇省相近!仍遣云南兵一千前往驻扎&"

) 十一年三月!雍正帝谕

办理军机大臣等)#西藏驻扎弁兵!本为保护唐古特人等!以防准噶尔贼夷侵犯而设"彼来贼夷

大败!徒步奔逃!力蹩势穷!不能远涉藏地!则其无力进兵可知"且颇罗鼐输诚效力!唐古特之

兵亦较前气壮&!遂议将驻藏两千川兵裁减至五百!驻察木多一千滇兵#原为救援藏兵而设!今

驻藏之兵既已酌减!则此项兵亦应撤回五百名!照四川兵丁之例!三年更换&"

*+, 直到雍正十二

年八月驻察木多滇兵全议撤回!

*+-后改由川兵单独驻守"

!三"乾隆年间滇军预筹入藏

经过#阿尔布巴事件&!清政府鉴于噶伦间易产生派系争斗!遂扶植平叛有功的颇罗鼐总揽

藏局"乾隆十二年(

$+*+

*颇罗鼐病故!其子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袭爵!接管藏务!但他并没有继

承其父对清廷的忠诚!妄图摆脱中央管辖而割据一方"乾隆十五年!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趁驻藏

绿营兵内撤!公然发起反叛"谋叛之初!乾隆帝曾令云南提督冶大雄会商川督策楞!预备进兵

西藏事宜!后因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已被驻藏大臣设计正法!逆党大势已去!遂下谕滇省停止调

)#$

清前期滇军入藏与川滇藏协同发展格局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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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仅由四川派出官兵进藏料理善后"

!

乾隆五十六年廓尔喀第二次入侵后藏!一路进攻至日喀则!对札什伦布寺进行大肆抢掠!

后藏形势危急"时在藏督办军务的四川总督鄂辉曾#飞咨富纲(云贵总督*挑兵二千名!由云南

维西一路出巴塘赴藏&!但乾隆帝认为#时将届冬令&!即调滇军#亦不能穷追深入&!且为粮饷

#掣肘&!遂谕滇军#暂缓起程!在彼预备&"

" 十一月!孙士毅'鄂辉奏复称已暂停调发!此后滇

省再未接到发兵文"师范在+滇系,中亦称#先于辛亥(五十六年*春!调滇兵会剿!观音山等处

俱已设台!旋以滇远撤回&"

# 云南虽最终未出兵!但以往川滇联合入藏的经验为此役提供了

重要参考!如备战期间!乾隆帝令孙士毅仿照从前川滇旧案办理粮饷"

$ 次年战事结束后!六

月#委粮储使陈公孝癉驻中甸!协办廓尔喀凯旋兵饷&!十一月完成任务回滇"

%

二'滇军入藏的后勤供应及行军路线

清廷对藏用兵平叛!路途艰险!大军行路困难!沿途民力困乏!后勤保障颇为不易"滇军在

清廷统筹下入藏!以边地穷省!于后勤供应保障和沿途交通建设!仍举力而为!成效可彰"

!一"军需筹备和供给

三藩之乱平定后!各省财政饷权收归中央!统于户部!清廷对战时军需供给和奏销均做了

严格规定"故罗尔纲先生称)#当是时!兵饷都由国家统筹统拨!疆臣不但不得擅动!并不得擅

自筹划"&

&当时清制优待出征者!除支给官兵行粮外!#家口仍于驻扎处支给(坐饷*&"一些在

口外条件艰苦地方的驻兵亦按出征例支给粮饷!#驱准保藏&时曾明确规定)#云南江外中甸'江

内其琮喇普一带地方!虽归丽江土府管辖!米粮无从购觅!将提臣所带驻扎策应之兵!江外自阿

喜过渡起!江内自塔城外!照征调出口例支给行粮盐菜银两"&

'

滇军入藏出征官兵粮饷供运主要靠前线随营携带和后方转运接济两种形式"为了行军轻

便!随营携带部分主要由沿途各台站逐站预备!发放额数按设台远近支给!仅供进藏途中食用!

故各台粮饷提前预备和后续按时转运接济尤为重要"具体而言!官兵粮饷主要从省府及迤西

各地调仓米'库银集中转运至塔城'中甸'阿墩子等进藏沿线台站储备!并派驻专门的坐台官兵

负责往返军队的粮饷支发以及运饷官兵的接济转运"如康熙五十七年备战期间!巡抚甘国璧

曾奏请将蒙化等府州县应征折色改征本色!并酌量运储于鹤丽'永北等#通西要路&"

( 后来护

饷进藏的杜昌丁回忆沿途情形称)至崩达#有副将曹公维城率所部迎于道旁33时以护粮驻

此&!至必兔#有米存军台中!具领裹十日粮&"

) 雍正元年率驻藏满兵返滇的吴纳哈亦称回程

时!#该督抚于沿途各站!为我官兵备给了食物草料&"

*+, 此后!雍正年间两次援藏军需筹备大

",$

"

+民族研究,

#"##

年第
*

期

!

"

#

$

&

'

(

)

*+,

+清高宗实录,卷
,++

!乾隆十五年十一月乙卯!第
$,

册!第
$$+"

页"

+清高宗实录,卷
$,(+

!乾隆五十六年九月戊戌!第
#D

册!第
D#!-D#D

页"

%

(清*师范)+滇系0事略系,!光绪十三年云南通志局刊版影印本!第
!+

页"

+清高宗实录,卷
$,(+

!乾隆五十六年九月庚子!第
#D

册!第
D#)-D,"

页"

罗尔纲)+绿营兵志,!商务印书馆
#"$+

年版!第
*$D

页"

雍正朝+大清会典,卷
!!

+户部0兵饷0出征官兵支给,"

+清圣祖实录,卷
#++

!康熙五十七年二月甲午!第
D

册!第
+$)

页"

(清*杜昌丁)+藏行纪程,!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第
*)

'

!,

页"

+江宁副都统吴纳哈奏报自藏撤兵返抵云南日期折,!雍正元年九月二十五日!+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上册!第

,($

页"



体是按康熙末年旧例来调整筹备的"

表
$

"

康雍年间滇军入藏部分督饷官员信息表

事由 督饷官员 资料来源

驱准保藏
按察使金起复总运.督运文员赵州州牧迤西

道白洵'武员副将曹维城(驻崩达台*

(清*倪蜕辑'李埏点校)+滇云历年传,!第
!D!

页.(清*杜昌丁)+藏行纪程,!吴丰培辑)+川

藏游踪汇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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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定 罗 卜

藏 丹 津

叛乱

开化府同知丁栋成总理随营粮饷.大理府通

判顾朝俊'宁州知州梁衍祚'江川县知县杨

绳武办理接续粮饷及中甸阿墩子兵米支放

+云贵总督高其倬奏报提臣郝玉麟带兵前往

察木道日期折,!雍正二年二月十八日!+雍正

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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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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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定 阿 尔

布巴之乱

进藏督饷)随军粮饷由开化府知府丁栋成总

理'楚雄知县李文炯协理!阿迷知州毛振
-

驻昌都发饷

省内)剑川'中甸'阿墩子等处分别由永昌道

贾扩基'剑川州知州杨正辅'大理府通判顾

朝俊督饷

+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料理进藏官兵事宜并

请敕部拨款协济折,!雍正六年正月初八!+雍

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

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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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证饷权操于中央!防止官员贪污!顺治年间就制定了各省军饷造册报部奏销制度!

雍正四年又进一步规定!#凡有军需紧要事务!该督抚须应将办理之州县预期筹划!酌量应用银

两数目!一面报(户*部!一面在于存库银内发各该州县备办供支&!待事毕后再统一造册报户部

奏销"

! 由于相关军需奏销册的缺失!很难统计滇军历次援藏的各项军需实际耗费!但雍正六

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向清廷报备的军需预估方案!为我们了解康雍年间的筹备情况展示了更多

的细节"

根据鄂尔泰所述!整个军事行动涉及人员包括入藏大军'坐站官兵'运饷官兵三个系统!每

个系统所需物资主要包括口粮'盐菜银'赏银'驮运脚价'马匹买补养护费用等项!各项耗费预

计需银六十万余两.当时滇省司库存银仅四十七万九千余两!显然不够敷用!鄂尔泰只能奏请

在两湖调协饷银五十万两运滇备用.粮食调运及仓储方面!从鹤庆府仓米调五千石'剑川州仓

米调三千石!共八千石运至后勤基地中甸!再由中甸逐站转运四千石至阿墩子'一千石至察木

多!后来又从阿墩子增运一千石至察木多.此外!还有雍正五年驻察木多滇军交呼图克图保管

的米一千三百石"

"

滇军入藏军事行动所需浩繁!官兵之粮饷及所用器械'马匹'帐房'口锅'皮衣等项主要是

造册交户部拨正项报销!

#而战时动用各类钱财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纳入正项报销!需由地

方财政承担"如后勤系统的设立和维系就主要依靠滇省自筹!丽江府金沙江沿线设站运米乃

#动支历年存库银两!给发各项费用&!

$安宁至九河驿站之夫马工食费用则#令各官捐设&!康

熙末年及雍正二年的护饷官兵盘费亦由官员#俸工抵补&"又如领兵都统'提督及经理粮饷官

$,$

清前期滇军入藏与川滇藏协同发展格局的形成
"

!

"

#

$

雍正朝+大清会典,卷
!!

+户部0兵饷0奏销兵饷,"

以上数据参见+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料理进藏官兵事宜并请敕部拨款协济折,!雍正六年正月初八!+雍正朝汉文朱

批奏折汇编,第
$$

册!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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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提督郝玉麟奏报驻扎中甸情形折,!雍正二年正月二十一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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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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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朝+大清会典,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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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0兵饷0转运军需脚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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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行军途中所必需的赏号'财物等费用最后也只有由滇省归公备用银垫支"

! 雍正六年时!滇

省盐务羡余零星银仅余一万余两!也被征用为进藏军需中不能正项报销之项目"

" 实际上!滇

军入藏过程中能以正项报销的部分非常有限!各项繁杂费用主要取于地方财政!地方官员为此

东拼西凑!疲于筹措"雍正初年清查滇省财政亏空时!发现康熙末年滇兵入藏军需最终造册上

报户部#通共奏销银三十九万五千余两&!包括官兵俸饷
,>(

万余两!豆草项
,!

万余两"

# 而

挪用或借支地方钱财的数目远超过正项报销部分!由此导致康熙五十八年至六十一年间滇省

财政严重亏空"

$ 为了追补亏空!云南巡抚杨名时奏请以#通省俸工银两捐补还款&!据他统

计!康熙五十六年起至五十八年止捐补过军需银
$$>$#

万余两已经扣抵!尚有五十九年至

六十一年止还应捐军需
*">#,(

万余两!计划#以雍正三年为始!按年捐补归款33督抚给以半

俸养廉!齐膳禁卒等役给以一半工食!其余州县以上各官俸工尽数捐抵还项&!约每年捐抵
*

万

余两!至雍正十一年方能完清"

% 捐俸是康熙中后期地方筹措军费的重要手段!陈锋指出)#就

裁俸或捐俸而言!是清廷取之于官吏!上司取之于僚属!官吏取之于百姓"&

&滇军入藏一次动

辄耗银几十万两!中央将大部分军费压力转移到地方!最终累及的仍然是社会底层百姓"尽管

如此!云南举全省之力筹措军需支援滇军入藏!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稳定的历史作用仍值得

肯定"

表
#

"

雍正六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奏报滇军进藏军需各项银钱统计表

进藏官兵 坐台官兵 运饷官兵

人员
绿营官兵及跟
役

,$!D

名
土'番官兵及跟
役

#D(

名
官 兵 及 跟 役

**)

名
官 兵 及 通 事

#"(

名
督饷文员

行粮'

本色支给两个月)绿营)鹤庆剑川
二仓十日'中甸仓十日'阿墩子仓
四十日.土番)丽江'中甸仓各十
日!阿墩子仓四十日

本色按设台远
近 由 剑 川'中
甸'阿墩子各仓
就近发放

同进藏官兵

折色支给六个
月共

+!

!

+**

两
折色共

D*,#

两
折 色 支 给

$"

!

++D

两
折银共

!,"*

两

盐 菜 银 共

,,

!

#*)>D

两
盐 菜 银 计 共

#(**

两

盐 菜 银 共

*D(+>#

两
另按旧例每台
乌拉

#

名!工食
等项共需银共

(*"

两

盐 菜 银 共

##D(

两
另通事饷银'盐
菜'马 匹'赏 银
各 项 共 需

!)D>*

两

进藏文员赏钱盘费
共

D#""

两.跟役二
十七名照官兵例发
放二月口粮!六个
月折银

D*(

两

#,$

"

+民族研究,

#"##

年第
*

期

!

"

#

$

%

&

'

+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料理进藏官兵事宜并请敕部拨款协济折,!雍正六年正月初八!+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

第
$$

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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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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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页"

+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盐务零星银两发充公用折,!雍正六年三月二十八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

册!

第
+)

页"

+云贵总督高其倬奏遵旨查复毛文铨为粮饷料草被参实情折,!雍正三年四月初二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

第
*

册!第
+$"

页"

陈锋)+清代军费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

年版!第
,!(

页"

+云南布政使常德寿奏报滇省扣捐抵补军需情由折,!雍正四年七月二十六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

册!

第
++!

页"

陈锋)+清代军费研究,!第
,!+

页"

行粮即口粮和盐菜银各计一年发放!其中口粮按本色'折色各六个月发放!本色由官兵随营裹带两个月!以供进赴

察途中食用!接济运送四个月(由四川解运供给*.另折色给付六个月!每月折银
*

两!由本省接济运送.盐菜银随营携带两个

月!接济运送十个月"另建制外的土'番兵按绿营兵例!口粮盐菜银均由滇省筹备解运"



官兵赏银
各 级 官 兵 共

!)

!

*("

两
按绿营规制发
给!共

!,#"

两
按进藏规格折
半!共

*(*"

两
共

*#("

两

马匹!

官兵需
*!""

匹

D+!"

.驼炮另需

$#"

匹!买补银
共

D)

!

,""

两

$""

匹!买补银
共

$!""

两
*#"

匹!买补银
共

D,""

两
,$!

匹!买补银
共

*+#!

两

省内督饷文员赏银
共

,D""

两

共计
#,+

!

++,>D

两
#+

!

**,

两
#+

!

D#$

两

""

备注)此外还有鞍架钱)马共
!*D+

匹!需银
#+,,>!

钱.运米脚价)八千石脚价共
**

!

*""

两.运银进藏脚价

共
$"

!

+""

余两.安宁至九河驿站工食料草银共
,D,!

两.驻察木多'进藏另预备军需银共
$!

万两!剑川库备银

$"

万两"以上各项共计需银
D"

万余两"

资料来源)该表据+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料理进藏官兵事宜并请敕部拨款协济折,!+雍正朝汉文朱批奏

折汇编,第
$$

册!第
,+$-,(,

页统计得出"

!二"进藏交通建设

为了方便行军运饷!滇军入藏'驻藏期间!云南安设了从省府至藏(昌都*沿线的台站!包括

安宁至九河或塔城的临时驿站及阿喜或塔城至藏的马台(又称军台*!驿站设于滇省内地!每站

配马六匹'马夫三名!负责递送紧急公文.马台主要设于金沙江口外!有专门的坐台官兵驻守!

每台设兵十名'驮马十匹及乌拉二名!负责粮饷'公文递运"据雍正+云南通志,所载!#迤西原

未置驿!旧设堡夫久已逃亡过半!康熙五十九年满汉官兵进征西藏始设安宁(至九河*等一十七

站!每站设马六匹!雍正七年师旋裁撤!八年驻兵查木道又复安设!十二年师旋仍裁撤&!过九河

后#达阿喜另设马台至藏&"

" 又据+清实录,康熙五十九年!云贵总督蒋陈锡曾奏准添设从安

宁至塔城的驿站共二十一站!

#此与+云南通志,所载似有矛盾"实际上!当时云南一路官兵经

滇西北进藏有两条路线)省府设站至九河后!可分走#江外&(金沙江*由阿喜出口!或#江内&由

塔城出口"雍正年间滇兵进驻昌都基本遵循康熙末年旧例安设台站"如雍正六年鄂尔泰就奏

称拟按前两次进藏旧例!设安宁至九河的十七站及阿喜至昌都四十二台"

$

!三"行军路线

清代倪蜕在+滇小记0站程,中记载!丽江府#西出有(金沙*江内'江外及危习等三路!而三

路内又各有分投之路&"

% 道光+云南通志,所记载经滇西北进藏有#自中甸由崩子兰天柱寨至

西藏&#自塔城关至西藏&及#自维西至西藏&三路!

&该三路即分别对应倪氏所称#江外&#江内&

及#危习&三路"关于这一时期滇军经滇西北进藏的路线!康熙末年随蒋陈锡运饷进藏的杜昌

丁对行程有逐日记载"杜氏从昆明出发至剑川筹备运饷兵马途中!康熙六十年武格率部凯旋

至剑州!蒋陈锡曾询问进藏路况!得知#自中甸进藏有两路!由天竺寨'叉木多一路!道宽而远!

多夹坝(匪盗*!高山大川!为滇蜀会兵孔道.由卜自立(奔子栏*'阿墩子'擦瓦'崩达'洛龙宗一

路!高坡峻岭!鸟道羊肠!几非人迹所到!然颇近!五公(即武格*凯旋!所由遂走阿墩子&"

' 后

,,$

清前期滇军入藏与川滇藏协同发展格局的形成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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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杜氏从洛隆宗(今西藏洛隆县东*原路返滇途中又遇到再次领满兵进藏的武格"

! 也就是

说!当时滇军第一次进藏经#江内&走#塔城
-

察木多&一线外!杜氏随蒋陈锡运饷'武格凯旋及

其第二次率部入藏均经#江外&走#中甸
-

洛隆宗&一线"其具体线路如下)

剑川
-

阿喜渡(渡金沙江*

-

咱喇姑
-

桥头
-

黄草坝
-

螺蛳湾
-

十二阑干
-

一家人
-

拖木

郎
-

小中甸
-

箐口
-

大中甸
-

汤碓
-

泥西
-

行多
-

桥头(渡金沙江*

-

奔子栏
-

杵臼
-

龙树塘

-

阿墩子
-

多目
-

桥头(渡澜沧江*

-

梅李树
-

甲浪
-

必兔
-

喇嘛台
-

煞台
-

多台
-

坝台
-

临

米
-

江木滚
-

札乙滚
-

热水塘
-

三巴拉
-

木科
-

浪打
-

乌雅
-

宾达
-

烈达
-

擦瓦冈
-

天通
-

塔石
-

崩达
-

雪坝
-

波学
-

鲁体南
-

瓦河
-

马里衣
-

晓叶桑(渡怒江*

-

洛隆宗!送行至此!杜

氏由原路返回"

"

由此可知!杜氏一行经过滇西北时所走路线应为倪书所称#江外&一路"据张钦考证!雍正

元年驻藏满兵返滇!雍正二年郝玉麟率部进驻察木多!及毛振
-

+西征记,+半野居士集,所载雍

正六年滇军进驻察木多可能亦由杜氏所走路线"

# 此外!雍正五年鹤丽总兵张耀祖领驻察木

多滇军内撤时!#由擦哇岗过大雪山'溜筒江'阿墩子'奔子栏'中甸渡金沙江带兵进口&"

$ 可

知张耀祖一行亦由#江外&路返滇"

而杜书所称#滇蜀会兵孔道&!即康熙末年大军进藏路线!应与+滇小考,载#江内&及道光

+云南通志,载#自塔城关至西藏&线路所对应"关于此线具体走法!大体经剑川
-

石鼓
-

茨科

-

巨甸
-

塔城(五站*

-

奔子栏(三站*

-

阿墩子(三站*

-

天柱寨(三站*

-

毛?公(五十四站*

-

西藏"

%

#毛?公&经郭大烈先生考释!认为在今昌都左贡一带"

&

综上!这一时期经滇西北行军运饷进藏路线!除康熙末年大军进藏走#江内&一路(石鼓
-

巨甸
-

其宗
-

塔城
-

喇普
-

奔子栏
-

阿墩子
-

天柱寨*外!滇军入藏往返主要走#江外&一路

(阿喜
-

小中甸
-

中甸
-

奔子栏
-

阿墩子
-

天柱寨*"这主要可能缘于#江外&一路行军路程如

杜氏所言#然颇近&有关"

三'滇军入藏与区域发展格局的变动

滇军参与清廷历次平定西藏#内乱外患&的军事行动以及进驻昌都!是清廷治藏总体战略

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滇军入藏支援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其更深远的影响还表现在滇军

入藏成为建设滇藏之间交通!增强滇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升王朝边疆治理能力的重要载

体"滇军入藏支援平叛#十余年来!官兵往返其间!崇岭鸟道!尽属坦衢!紫服穷陬!咸沾德

化&!

'这为改善交通促进滇藏贸易'加深滇藏之间民族交往开创了新的历史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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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滇军在清代军事治藏中的地位

纵观滇军直接参与的康熙'雍正两朝对藏军事行动!从各路大军的兵力对比及作战情况来

看!主力主要由北路的陕'甘等省承担!川省次之!滇省则处于辅助地位"清前期的治藏策略中

很重要的两点是安抚蒙藏和防备准噶尔!而在#地方军事上的重要任务主要是防御其西北'北

部的准噶尔部侵扰&"

! 陕'甘等省在北防准噶尔!南安蒙藏中的地缘战略价值!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北路大军在清廷防准安藏军事布局中的前沿和主力地位"而南路川'滇两省的侧重点

则为#安藏&!其主要作用是维系川滇藏毗连地区的稳定!在#驱准&#防准&上处于辅助地位!历

次南路进藏的滇军战事并不多!在实际征战中主要是策应作战"具体来看!滇军除康熙末年进

驻拉萨外!雍正初年两次入藏均止步于喀木!其主要任务是防止叛军侵扰康藏!或作为机动部

队援助拉萨驻兵"清廷驻藏兵丁主要从四川绿营中拣选#以防准噶尔贼夷侵犯而设&!而驻昌

都滇军又#为救援藏兵而设&"

" 雍正九年八月!清廷获颇罗鼐奏报#准噶尔欲送回拉藏之子苏

尔杂!立为西藏汗&!该消息令雍正帝格外紧张!他担心准噶尔故技重施!假护送之名!行侵藏之

实!他随即令驻藏官兵加强防守!并飞调#叉木多驻扎之云南兵一千名!令其前往西藏备用&!令

驻军将领接旨后#即速起身&!#不必候云南文书&!所需各项物资均#宽裕应付!毋得迟误&"

#

从后续情形看!此次调滇军进藏是虚惊一场!但滇军在应对藏内突发事件中的机动作用由此可

见一斑"

此外!滇军历次参与对藏军事行动!使清廷上下更加认识到川滇藏毗连地区联防治理对王

朝治藏和安藏的重要性"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年羹尧就向清廷提出#西海善后事宜十三

条&!其中就重点建议毗连西藏的川'滇'青各省应在各要地驻兵设防互成犄角之势"

$ 由此云

南绿营兵在滇西北中甸'阿墩子'维西等地的重点布防!也就成为滇军入藏之后清廷在整体治

藏格局中进一步重视滇军及滇省的直接体现"

!二"滇军入藏促成了川滇协力安藏格局的形成

前面讨论了滇军及滇西北防务在清中前期安藏和治藏中的地位!但滇省或滇军的作用发

挥!是在与川省的相互配合中实现的"如南路大军援藏'川滇藏毗连地区的划界及设防都由

川'滇两省共同推进和落实"

康熙末年用兵西藏时!年羹尧就考虑到#三塘&(巴塘'里塘'绛塘*地区原系丽江土司辖地!

且由中甸进藏至巴塘较四川更近!故向清廷建议#必用云南之兵与四川合势33惟滇蜀两路合

势则军威自倍&"

% 出于历史因素和地缘关系!年羹尧制定了#滇蜀两路合势&的用兵战略!此

后雍正年间南路清军进藏均遵循此惯例"在用兵过程中!相关事宜皆由双方军政大员协商落

实"罗卜藏丹津谋叛时!雍正帝就命云贵总督高其倬#西藏兵马之预备!一切调遣&!均要与川

陕总督年羹尧商酌而行"

& 平定阿尔布巴之乱时!两军在昌都会师后!川军进驻拉萨!滇军则

!,$

清前期滇军入藏与川滇藏协同发展格局的形成
"

!

"

#

$

%

&

孙宏年'苗鹏举)+清代西藏地方军事地理格局的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

年第
,

期"

+清世宗实录,卷
$#)

!雍正十一年三月壬午!第
(

册!第
D++

页"

+清世宗实录,卷
$")

!雍正九年八月乙卯!第
(

册!第
*!D

页"

+陕总督年羹尧奏陈西海善后事宜十三条管见折,!雍正二年五月十一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

册!第

,*

'

,)

页"

+四川总督年羹尧奏为再陈进兵西藏兵数等情折,!康熙五十八年正月十三日!+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
(

册!

档案出版社
$)(*

年版!第
,(D

页"

+云贵总督高其倬奏筹备滇藏边境防务折,!雍正元年四月初五日!+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第
$

册!第
#$(-##$

页"



坐镇昌都!#遥为犄角&"

! 此外!两军进藏'驻藏过程中还相互接济粮饷"如雍正六年滇军进

驻察木多!四川为其接济四个月口粮"

" 乾隆五十七年平定廓尔喀时!因#蜀台缺饷!咨滇采

买&!由云南粮储道陈孝癉赴中甸筹办!据随陈备粮的师范称!当时先调支云南兵米陆续赶运!

再按市价购米归还各仓!故粮饷得以速运!#运抵昌都!恰值师还&!陈'师二人因此得到朝廷

嘉奖"

#

康熙'雍正年间!川滇联军入藏平叛过程中!逐步廓清了和硕特蒙古对滇藏川毗连地区的

影响!并最终明确划定了川滇藏之间的省域行政界限"区域行政界线勘定!#充分考虑和兼顾

了藏区实际情况和行政管理的便利性&!

$云南由此进一步加强了对滇西北的控制"雍正五年

鄂尔泰奏请建立维西大营!滇军在滇西北进藏要线的驻防点正式纳入建制!与川军在川边地区

的军事布防得以遥相呼应"川'滇军#挽运兵粮互相接济&!

%军事布防互为#犄角&之势的协同

安防局面初步形成"

需要指出的是!川滇两省协同安藏过程并非#一拍即合&!其间还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省际利

益冲突和矛盾"清初!被蒙古和硕特部逐出川滇边区的丽江木氏土司意图恢复对#三塘&地区

的控制!力陈巴塘等地与滇省之历史渊源!滇督蒋陈锡遂借机上疏请将#三塘&仍归丽江土府!

清廷初允"

& 但川督年羹尧上疏以方便行军为由!请将巴塘'里塘暂归四川"

' 巴塘之争为后

来的云南误粮案埋下了伏笔"两军会师时!滇饷迟延!川督年羹尧藉以滇饷迟误弹劾蒋陈锡!

清廷以蒋陈锡'甘国璧二人贻误军机!#俱著革职!令自备口粮!运米进藏&"

( 对于云南#误粮&

的原因!川滇双方各有说辞!云南辩称#误粮&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四川方面有意阻挠!

)四川则

奏称木氏土司#杀良阻运&!致巴塘运路堵塞"

*+, 而此案发生的根源是滇川藏交角区行政归属

不明确!巴塘等地又因战略位置重要而成为各方争夺的#要紧之地&有关"故木芹先生评论此

案发生#最本质的原因还在于丽江土知府扩张其自己的势力范围!四川统治者亦图扩大其统治

范围!而藉此发作罢了&"

*+-

我们强调康熙年间的#误粮案&!并非为了重现历史矛盾!而是为了突出川滇同心协力之重

要"而历次滇军顺利入藏并发挥作用!川滇之间摈弃前嫌'协同共济局面的形成!无疑都与清

廷治藏治边能力和总揽全局的把控能力分不开"换言之!川滇能否和谐一致!不仅事关军事行

动的顺利开展!还与中央政府有效治藏之决心和能力有重大关系!而坚强有力的大一统政治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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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则是统筹各方!保证川滇协同安藏的根本前提"上述#误粮案&未扩大事态!也未影响川滇合

力大局!其主要缘由也正在于此"

!三"滇军入藏成为促进滇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纽带

滇军进藏过程中安台置驿!有效改善了滇藏之间!特别是滇西北地区与云南'四川内地之

间的交通条件"如#迤西原未置驿!旧设堡夫久已逃亡过半&"

! 为了应对滇军入藏之需!如前

所述!清廷开始重新加强滇藏通路沿线交通建设"滇军三次入藏支援!大军沿途逢山开路!遇

水搭桥!为滇藏间通道的畅行无阻!重新扫清了道路上'安全上的障碍"雍正年间滇军两度驻

防察木多!驻兵时间长达十年之久"察木多有两桥!一曰#着桥&在昂褚河上!通云南.一曰#杂

桥&在杂褚河上!通四川"

" 当时清廷曾派拨川滇兵协同保护当地呼图克图!#嗣因川'滇制兵

时起冲突!遂将两省之兵!分守两桥!故有今称之四川桥'云南桥名词也&"

# 川滇藏边区安防

改善!商旅安全得以保障!嗣后!到察木多贸易的#蜀商滇客!辐辏而至!汉彝杂处&"

$ 雍正十

年有进藏官员见察木多#坡下建营垒!列市肆!为西(维西*属南滇大兵驻防之所&!

%到乾隆年

间滇军虽已撤回!但#城外寨落甚稠!滇民贸易者不少&"

& 滇军入藏和驻藏!不仅为康藏地区

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还有力促进了滇藏之间的经济交流和民族交往!打开了清代滇藏贸易活

跃发展的新局面"

'

滇军往返滇藏边区!与当地民族有诸多直接接触和互动!促成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互识与

认同"如康熙末年清军运饷进藏遇中甸发生火灾!蒋陈锡等人出资救济灾民!沿途各民族民众

和营官听说善举后!纷纷主动为进藏官兵提供食宿!并协助运饷"

( 进军途中一些主动归顺和

协剿有功的土目'头人还被清廷授以土外委'守备'千把总等职!

)军民互动间加深了彼此的理

解和认同"滇军入藏还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滇藏边区的移民流动和民族融合"郝玉麟领兵进

藏!#有兵丁落籍中甸&!金沙江撒苏碧村的黄氏就是当时援藏清军的后代!其先祖黄宝因#随同

督部堂郝抚征西藏有功!奖以部主之职!因卜此地而居焉&"

*+, 中甸明确归滇后!为减轻驻军昌

都及中甸带来的军饷压力!高其倬还派官员至中甸查找耕地!拟#仿屯田之意开垦&!经调查发

现#中甸之东四十里外有沿江平川一道可以种麦!亦有可以开成水田之处&!后经高其倬奏准开

始在中甸募民开垦"

*+- 雍正六年滇军入藏时!#驻军中一部分回族官兵落籍于中甸!同期!一部

+,$

清前期滇军入藏与川滇藏协同发展格局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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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回族商人由大理进入中甸开矿'经商&!今三坝乡回族多为这些人的后裔"

! 今天的德钦汉

族最早亦可追溯到康雍年间的滇军入藏!当时#有少数兵丁及随军入藏者留居升平镇!又有丽

江木氏土司随军西征的士兵留守'旅居升平镇!与土著藏民杂居&!后来在附近发现矿藏后!才

陆续有其他汉人迁入"

"

#今丽江沿金沙江的河谷地带!为清王朝设置汛塘守卫通往康藏的大

道!这一河谷地带的许多梯田和山地!就是当时汛塘驻兵与当地民户开垦出来的&"

# 方国瑜

先生在丽江金沙江一带对该地汛塘实地考察后说)#此等民户!原是统治者布置弹压边境!而大

都穷苦人民"驻防以后!开山地!辟农田!修道路!兴水利!建村舍!生息于此!成为乐土也"&

$

乾隆年间!据传云南参军彭元辰押着二百驮饷银从云南到拉萨!在翻越昌都边坝丹达山时因护

饷不幸遇难"

% 后人有考证说!这位云南运饷军官就是后来广为汉藏民众崇信的#丹达山神&

原型"

&

由此而言!滇军入藏支援平乱!在清代边疆治理开发和促进滇藏关系发展等多个方面确实

起到了#秘奥既启!利用突增&

'的先导作用"

四'结
"

语

清代统筹治藏得以实现!边疆省际之间的互动和支持无疑是其中重要的支撑条件"滇军

三次入藏支援平乱!充分体现了边疆治理中省际互援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在边疆治理史和

族际交流史研究中!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对边疆跨省际交流互动发展史的关注!才能更好揭示

出边疆各地各民族凝聚发展的历程及其多样态保障路径"此外!正如本文中所讨论指出的!无

论是清代滇军得以协同川军入藏平乱!还是滇藏之间各民族跨省际交往交流关系的深化和加

强!其根本在于清代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建构和治理体制的有效运行"民国初年川滇在联合入

藏问题上内讧不断!而民国中央政府无力协调!导致川滇协同平定藏乱无法实现!而且由此致

使川滇藏边区陷于长期动乱之中"

( 清代川滇协防统筹治理安藏与民国初年川滇藏边区战乱

不息的乱象!固然有时代变化之不同!但鲜明对比中也明确昭示着国家整体治理体系建构和有

效运行!无疑对于维系边疆安定具有基础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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