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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任珍案"看清初的“首崇满洲"与“满汉一体"政策

陆 勇
(盐城工学院社会科学部，江苏盐城224051)

摘要：从“首崇满洲”与“满汉一体”的关系上来看，“任珍案”引发这场公案其实是清初政府内部

满汉关系内部的调整。顺治强调“首崇满洲”与“满汉一体”政策，目的是重构一个包括满汉蒙

诸族新的大一统。满人、汉人都必须使自己的本位民族认同服从于大清的国家认同，体现在内

部权力结构上，汉臣以自己文化上的优越性提携满臣，满臣以自己政治上的优势性信任汉臣，最

后达到满汉之间的和谐，并进而形成一种对清朝的国家认同。只是顺治借“任珍案”所要表达

的这一初衷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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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崇满洲”与“满汉一体”是清初国家处理

满汉矛盾的基本国策。在“首崇满洲”与“满汉一

体”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点一直是困扰清初统治

者的重大问题。顺治十年的”任珍案“风波所反

映出的满汉官僚纷争，体现出处理两者之间关系

的复杂性。

“任珍案”其实并不是一个大案，但是对此案

意见分歧所表现出的清初内部满汉纷争，使“任

珍案”讨论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任珍原为明朝副

将，顺治二年降清后，因战功授兴安总兵职，并加

太子太保衔，封三等子爵。顺治十年，“任珍任兴

安总兵官时，妻妾与人通奸，私行杀死，惧罪遣家

人到京行贿兵刑二部，“事觉部议任珍革世职一

半”[1】573。后任珍家婢“讦任珍罪谪后，家居怨

望，出言不轨，并指奸谋陷诸丑行”，刑部审讯后

以“任珍应论死”上报。顺治以其为汉官降将，曾

立大功，但“所犯情罪亦重大可耻”，因而比较慎

重，令“九卿科道并新人旗阿达哈哈番以上官员

再行定拟。”⋯582

满汉官吏在“任珍应论死”问题上基本没有

争执，但就具体判决的理由不尽相同。刑部及九

卿科道的满人及汉军旗“仍如原拟”，即以后来的

“出言不轨”、“指奸谋陷”等罪论死；以陈名夏、陈

之遴等为首汉官二十七人，以“原议讦重大情节，

任珍俱不承认，若以此定案反开展辩之端，不若坐

以应得之罪。”【1 J5鸵所谓应得之罪也即任珍“私行

杀人”之事。对此，顺治帝非常不满，严旨训斥，

尽管陈名夏等汉官非常dx,L'地为自己的理由辩

护，但最终被以“以巧生事，又欲以巧止事”、“溺

党类而踵敝习”等罪名治罪，二十七名汉臣俱应

论死、流徙、革职。作为加恩从宽处理，顺治帝拟

以降职罚俸结案，但最后，在汉军旗人宁完我等人

的究追猛打下，陈名夏被处死，清廷中枢汉官势力

遭受沉重的打击。

对此事评议，学界基本都有定论，即惩治汉臣

主要因为他们“不赞同满臣依帝之意而定之拟

议，而要另集汉臣为一议，与满议相左，满汉异

议”[2]356，这是“对这类种族性的朋党活动采取了

防患未然之法”【3 J。但仅以处理“朋党活动”评定

对陈名夏的案件，似乎低估顺治帝的判断力，顺治

帝要解决的是朝廷内部满汉关系平衡问题。尽管

围绕“任珍”案的朝臣之争体现为汉臣之间的“南

党”与“北党”之争，但是“南党与北党之争虽时有

发生，但由于顺治一朝，主宰国政者为满洲王公大

臣，故汉官之间的党争，并未影响到政局的稳定”
H
J，从“首崇满洲”与“满汉一体”的关系上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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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珍案”引发这场公案其实是清初政府内部满

汉关系内部的调整，并由此确定了清朝内部满汉

关系的基本架框。

“首崇满洲”是清人关前就确定的国策，维护

满洲本族利益的这项国策自清政府中原统治确立

前就被付诸实施：摄政时期为解决进关满人的所

谓“生计”，从顺治元年到七年，三次大规模圈地；

以帮忙贫苦饥寒汉人生活为名，大量逼民为奴，所

谓“投充资生”；为了保护满洲贵族的既得利益，

多次严申残酷的“逃人法”。“首崇满洲”体现为

对汉人的掠夺与压迫，从而激起了汉人强烈的反

抗，这种反抗的性质由于清的满洲色彩而变成为

满汉矛盾。同时在清的内部，满官赐爵升职、执掌

要职，而汉官地位很低，得不到真正的信任，明代

降将降而复叛事件成为家常便饭。

顺治亲政时期的满汉冲突已经严重危及到清

在中原的统治合法性。故顺治亲政重新实行皇太

极时代的“满汉一家”政策，在给满洲贵族赐爵授

官的同时，努力缓和满汉矛盾。如实行满汉分居、

各理疆界、清查田地、圈地拔兑等等。当然这些措

施在实施中是否公平自然另当别论，但是清政府

此举“较之明代溺爱子弟，向国民婪索庄田者，尚

较有羞恶是非之心。¨1顺治还对清政府的权力结

构进行调整，提高汉官的地位，扩大汉官的职权，

同时大量启用入关后降官。以清初参预机要的大

学士设置为例，摄政时期，大学士不超过七人，且

多为旗人充人，顺治亲政以后，大学士中出现了汉

人，其比例不断上升，到“任珍案”发生的顺治十

年，福临又专门增设汉大学士，至此，内阁大学士

中，满人仅二名，汉军三名，而汉人六名，这样内阁

大学士主要由汉人担任拉J336。同时，改革“各衙门

奏事但有满臣未见汉臣”的成制，“凡进奏本章，

内院、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等衙门满汉

侍郎卿以上，参酌公同来奏”D]560，给予汉臣同等

的上奏权力。

清政府中枢机构中汉族官员地位的上升，除

了顺治帝采取限制满洲权贵的权势政策措施外，

还有“清朝政府培养的一批汉族官员逐渐取代降

官进人中枢机构”和“相当一批满洲权贵被作为

政敌打了下去”等重要因素∞J。大量重用汉人，

并以此推行汉制改革，对于形成对全国的统治，进

而构筑一个新的多民族国家统一体无疑起了积极

作用。但是在清政府内部，由于汉官势力的增强，

其凝聚力也开始增强，文化上的优势使他们对于

“首崇满洲”观念动摇。顺治目标是在“首崇满

洲”前提下，注重“满汉一体”，使内部满汉官员的

职事达到一种平衡，从而构筑一个在满洲领导下

的满汉合一的官僚体系，建立起满汉共同认同的

一个中央政权。但是一味地重用汉人而不加节

制，使“满汉一体”本身失去了平衡，而且这种失

衡已经隐隐危及到“首崇满洲”这个根本前提。

顺治九年的汉臣谏阻亲迎西藏达赖事件虽

然没有使顺治帝调整政策，但给他带来的印象是

非常深刻的。而随后顺治十年二月李呈祥事件使

他感到事情的严重性，李呈祥为詹事府少詹，他上

奏“条议部院衙门应裁去满官，专任汉人”。这使

顺治帝大为恼怒：“朕不分满汉，一体眷遇，尔汉

臣奈何反生异意，若以理言，首崇满洲，固所宜也，

想尔等多系明季之臣，故有此妄言。”⋯570顺治非

常担心陈名夏、陈之遴等其他汉臣也有类似想法。

他专门就当时陈之遴没有上疏驳斥李呈祥事，命

其上奏说明，虽然陈之遴后来上疏认罪，并解释悔

过⋯572，但顺治显然已经在思考抑制汉臣过高权

势的问题。在处理孙承泽保举陈名夏兼任吏部尚

书奏书时，顺治当着陈名夏等汉学士的面说：“朕

见承泽此疏，洞其隐微，代为含愧。彼意允其请，

而用名夏，则与彼有利；如不允所请，又将使朕猜

疑名夏也。”-l
J5
71孙承泽为吏部侍郎，此言表面上

是警告孙承泽，其实是旁敲侧击。但是以陈名夏、

陈之遴等汉臣似乎并没人感觉到顺治态度的变

化。其实“任珍案”只不过是导火索。

“首崇满洲”是前提，清的早期立国来自于满

人征伐，所谓“我朝定天下，皆弓矢之力也”Ll J5丌，

所以“首崇满洲，固所宜也”，“首崇满洲”体现以

皇帝为首的满洲贵族的本位民族认同。“满汉一

体”是清朝立国的必要条件，清朝能够入主中原，

替代明朝成为中国的合法统治王朝，来自于“不

分满汉，一体眷遇”¨J570，“满汉一体”体现出清朝

统治者的国家认同。两者的关系体现在清初统治

集团内部，清政府既要保证满洲的特殊利益，同时

又要使得这种特殊利益不能危及到清的整体国家

利益。清廷既要维护满洲的特殊利益，又要重构

和维护包括满、汉、蒙、回等在内的大一统，“首崇

满洲”与“满汉一体”之间如何达到统一，始终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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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着顺治帝。

在这场“任珍案”风波中，顺治已经明显地站

在“首崇满洲”而非“满汉一体”上来看待问题。

陈名夏提出的理由其实很实在：“任珍不承大罪，

犹然巧辩，若止据告词定罪，恐无以服其心”，“然

负恩犯法，原议处死”，但“律无正条，似应勒令自

尽”¨J582。这里陈名夏虽然追于顺治的压力，同意

刑部的“原议处死”，然其中的潜台词还是非常清

晰，即若以第一项罪名可以论死，若以第二项罪名

不成立，除非不以律例，而勒令他自尽。这里陈名

夏是用在顺治九年谏阻亲迎达赖事件上的方法，

以传统文化制度而非满洲习惯做法提出自己的观

点。这使得顺治大为不满，更使他恼火的是，一旦

上升到这个层次，满官往往就显得计穷力竭，满汉

纷争胜负立见。这次顺治完全站在“首崇满洲”

角度，对陈名夏大加训斥，并借此对日益藐视满臣

的汉臣进行打击，以恢复“满汉一体”内部可能出

现的失衡。

借“任珍案”抑制汉臣，并不是说顺治完全出

于本位民族意识，一味排斥汉人，而是在努力地寻

求“满汉一体”的最佳路径，使他担忧的是“满洲

官议内，无一汉官，汉官议内，无一满官”这种情

形。如果说“任珍案”讨论中，朝廷内部意见分歧

不是满汉截然不同，而是“汉官议内有满官”或者

“满官议内有汉官”，那么情况定然不是这样。但

是，以“首崇满洲”为理由，处理朝廷中枢机构内

部满、汉官员矛盾，又使“满汉一体”又趋向另一

种不平衡：满洲贵族借“任珍案”对汉官的穷追猛

打，不仅危及到皇帝的权威，而且对“满汉一体”

政策产生致命的影响。陈名夏最终没有逃脱死

参考文献：

罪，尽管“顺治皇帝极力阻止宁完我等人对陈系

汉官的穷追猛打，使名夏死后的局面未至进一步

恶化”，但是“顺治皇帝及清初汉官的改制之梦也

就彻底破灭了”【71。

“任珍案”后，顺治虽然仍然重用汉臣，如授

予汉臣间掌部印的权力、启用汉臣担任地方军政

要员等，在大学士的设置上，更注重满、汉间人数

的平衡。但是，清廷中枢满、汉力量对比已是不可

逆转。

满、汉无法消除的本位民族意识，使清政府内

部的满汉纷争无法避免，满臣显然在政治地位上

要高过汉臣，这是由“首崇满洲”的国策所决定

的。但是“首崇满洲”并不是专崇满洲，否则满洲

观念会极端膨胀，进而影响甚至危及大一统国家

认同。清政府要重构的是一个包括满汉蒙及其他

各民族在内的多民族国家统一体。面对占人口绝

大多数的汉人，强调“满汉一体”事实上也即要求

满人、汉人都必须使自己的本位民族认同服从于

大清的国家认同。体现在内部权力结构上，汉臣

以自己文化上的优越性提携满臣，满臣以自己政

治上的优势性信任汉臣，最后达到满汉之间的和

谐，并进而形成一种对清朝的国家认同。这是顺

治借“任珍案”所要表达的真实意图，显然这个初

衷没有实现。顺治死后，一份可能不是出于顺治

本意的“福临遗诏”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清廷在

“首崇满洲”与“满汉一体”之间的两难窘境：“委

任汉官”，通过“兴文教、崇经术”，提高满人执政

能力，但是结果是“以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

弛’’[1]1104-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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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效果。教师通过对本轮案例教学工作的多

角度评估，总结经验并进行教学反思，进一步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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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Application of Case Teaching in E--commerce

Majors under the Drive of Innovation

LI Ping

(School of Economies and Management，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Yancheng Jiangsu 22405 1，China)

Abstract：As the innovation—drive strategy is important for corteges training electronic commerce talents，the cultivation of inno-

vafive talents of high quality is required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The higher education is confronted with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the teaching model especially teaching methods

should be constantly improved and perfected．In this chapter．case teaching is taken as the case to explore the more effective USe

of ease teaching in electronic commerce majors teaching．

Keywords：innovation—driven；case teaching；e—commerce maj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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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es of¨First Revered Manchu’’and¨Manchu and

Han Integration¨from the¨Renzhen Case¨in the Early Qing

LU Yong

(Department ofSocial Sciences，Yancheng Institute ofTechnology，Yancheng Jiangsu 224051，China)

Abstract：”Renzllen c晒e”event was adjustments of relation between Manchu and Han within the Qing govemment from relation

of”矗rst Reve捌M明chu”锄dI．Manchu and Han integration”．Emperor Shun Zhi，aimed at reconstruction of a new unity inclu。

ding Manchu，Han and Mongohan ethnic groups，which Munches and Hans had to make their ethnic identity based on national i-

denti钾of the Qing．Hart officials 911ided and suppoaed Manchu officials with the superiority of their own culture，Manchu offi·

cial8 believed aIld appointed Hart officials by their political dominance，and Munches and Hans achieved harmony，and thus for。

maned a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Qing Dynasty finally．But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Emperor Shun Zhi did not materialize·

Keywords：”Renzhen case”；relation between Manchu and Han；Emperor Shun 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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