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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旗契中佐领、骁骑校、领催等基层官吏

 作保现象的分期问题 *

霍存福 **

摘 要：清代旗契，是指以八旗旗人为立契一方的契约，包括八旗满洲、八旗蒙

古、八旗汉军。这些契约，多由佐领、骁骑校、领催等基层官吏共同充当保人。在清

代，佐领等官吏在旗契中作保，有研究员认为与乾隆四十六年（1781）“凡旗员及闲散

家奴人等置买房地，令呈明该管佐领”的要求有关，但也有研究人员认为在这之前，

佐领等人充当中保人比比皆是，作保与此要求关联并不大。这一问题触及了佐领等作

保的形成、发展的分期问题，涉及佐领作保现象的动因、体制、机制等。本文特就佐

领等官吏作保的分期问题进行了梳理，认为这一问题在清代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

进，即形成期、稳定期和衰落期。

关键词：清代；旗契；佐领、骁骑校、领催；作保现象；分期

清代旗契，是指以八旗旗人为立契一方的契约，包括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

汉军。这些契约中，相异于汉人的民契，多由佐领、骁骑校、领催等基层官吏共同充

当保人（有时契主、族长也同保），红契（执照）中尤为必须。这一特别现象，先后被

一些研究者所关注，并取得了不错的研究成果。但若深入下去，作细部研究，仍有很

大空间。

笔者目前搜集到与佐领等作保相关的 57 件旗契。①其中，八旗满洲旗人作为契主

*　基金项目：2019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满族民间历史档案资料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

（项目编号：19ZDA181）阶段性成果。

**　霍存福，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满族民间历史档案资料整理研究

与数据库建设”（项目编号：19ZDA181）项目“满族民间契约整理研究”子课题负责人。

①　这 50 多件旗契，是从“满族民间契约整理研究”子课题研究人员分工搜集旗契中摘取的。搜集

者有张剑虹、章燕、罗海山、武航宇、刘晓林、张姗姗、夏婷婷、张田田、万文杰、卢佳明，感谢各

位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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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主、出典人或借用人）甚至契约相对方（买主、典主、出借人）的，共 48 件，占

84%。八旗蒙古、八旗汉军的相对较少，蒙古旗人为契主的有 4 例，汉军旗人为契主

的有 5 例，共占 15% 多一点。①

张小林研究员曾谓，旗契“执照有两名旗下官员同保，签字画押”②。实际上，旗人

典卖田、宅，常由佐领、骁骑校、领催等一同作保，即两个官，一个吏，加起来是三

人。按《八旗通志》卷四十七《职官志六·八旗都统》：“八旗佐领，满洲六百八十一

人，蒙古二百有四人，汉军二百六十七人（正四品）。骁骑校，每佐领下一人（正六

品）” ③，属于官员；领催无官品，当属于吏役 ④。在清代，佐领等官吏在旗契中作保，刘

小萌研究员认为与乾隆四十六年（1781）“凡旗员及闲散家奴人等置买房地，令呈明该

管佐领” ⑤的要求有关，但张剑虹副研究馆员认为“在这之前，佐领等人充当中保人比

比皆是” ⑥，作保与此要求关联并不大。确实，康熙、雍正及乾隆前期，已有大量的佐

领等作保的契约存在。

这个问题触及了佐领等作保的形成、发展的分期问题，涉及佐领作保现象的动因、

体制、机制等。鉴于其中头绪繁多，本文仅就佐领等官吏作保的分期问题，略作梳理，

以就教于方家。

考诸公私馆藏旗契，佐领等官吏在旗契中作保之事，在清代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

的演进，即形成期、稳定期和衰落期。

一、形成于康熙、雍正年间

现存旗契表明，康熙、雍正年间是佐领等官吏作保的形成时期。

①　契名中，凡八旗满洲契约，本文一般不特别标注；八旗蒙古、汉军，则于契名中标示。

②　张小林：《清代北京城区房契研究》，156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③　（清）铁保等纂：《八旗通志》卷四十七《职官志六·八旗都统》，嘉庆四年刊本，影印本，4037
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8。又《清史稿》卷一一七《志九二·职官四》：“佐领，正四品；骁

骑校，正六品。”

④　领催作为吏役的资料颇多，将另文说明。

⑤　嘉庆朝《大清会典》卷十六，内府刻本，17 页。见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896 ～ 897 页，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及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的房地契书》，见《第二届国际满学

研讨会论文集》（上），170 页，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⑥　张剑虹：《清代旗契的中保人——基于满汉契约文书的考察》，见《明清论丛》第 20 辑，北京，

故宫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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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契 1.《康熙三十四年（1695）正白旗包衣旗人李成茂卖房契》（汉

文）

立卖房契人李成茂，系正白旗拜思哈佐领下，因为无银使用，今将自置

房壹所，门面叁间、壹过道到底，共计肆拾贰间，坐落正阳门外中城中东坊

头铺。凭中说合，出卖与正黄旗偏宅名下为业。当日得受价银肆千肆百两整，

亲手领讫，并无缺欠。日后倘有亲族人等争竞，卖主与牛录张京、分得拨什

库、小拨什库、族中人等共同承认。恐后无凭，立此卖房文约，永远存照。

外有清字白底契壹张，付买主收存。今写汉契壹纸，遵例赴 县投税，

一并存照。

牛录张京 拜思哈

凭中保人：分得拨什库 秫秸

小拨什库 李九成

族中人 李成幹

康熙叁拾肆年五月初拾日 立卖房契人 李成茂（押）

永远为业 ①

按，牛录张京，即牛录章京，《八旗通志》卷四十七《职官志六·八旗都统》“八

旗佐领、骁骑校”注，述其沿革云：“天命元年始编置满洲牛录，八年增编蒙古牛录。

天聪四年增编汉军牛录。八年制：管牛录者即为牛录章京。顺治十七年定：牛录章京，

汉字称为佐领；分得拨什库，汉字称为骁骑校。满文如旧。” ②此外，小拨什库即领催，

可能与佐领等同时或稍后确定了汉字名称。既然早有汉名，此契仍作满名，或为习惯

使然。此契表明：至少在康熙中期，旗人出卖房产，就已经出现了佐领、骁骑校、领

催一同作保的情形。不过，从署名位置看，佐领与骁骑校、领催并列在一起，与后来

执照的佐领单出分列不同，尚属早期形态。

①　此契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其汉文图版照片，见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

会》，254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参见刘小萌：《清前期北京旗人满文房契研究》，

载《民族研究》，2001（4）。

②　（清）铁保等纂：《八旗通志》卷四十七《职官志六·八旗都统》，嘉庆四年刊本，影印本，4038
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8。又《清史稿》卷一三〇《兵志一》：“（顺治）十七年，定八旗汉字

官名，固山额真曰都统，梅勒章京曰副都统，甲喇章京曰参领，牛录章京曰佐领，昂邦章京曰总管，

乌真超哈曰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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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领、骁骑校、领催等与族中人、卖主一同作保，也只是当时保证的形态之一。①

与之并存的，是非官员身份者作保证的情形。如《康熙三十二年（1693）正黄旗常来

卖房契》（满文译汉）：

……［残］

［右翼］正黄旗纳哈岱牛录下拨什库常来，将瓦房两间，卖与同固山何

易牛录下和博色［名下为业］，得银三十两。此系巴雅喇讷新做保。同其

子 里卜非保。

康熙三十二年三月初二日 ②

按，“同固山”，即同旗。该契由一个非官员身份的满人，与卖主之子一同作保。

它比上契早两年。康熙中后期及雍正时，另有 10 契存在佐领、骁骑校、领催等官吏作

保的情况，但情形相对复杂。今将上契也列入其间，造表以作比较。

①　佐领、骁骑校、领催、族长一同出面为涉事主人作出保证，与在契约中为缔约的一方作保证，是

一致的。乾隆二年四月上谕：“八旗人等吉凶事故之恤赏银两”，“嗣后，如有冒领赏银者，除将该佐

领、骁骑校、领催、族长等治罪，及冒领银两人等之子孙承办者永不给赏”外，“其同居之伯叔兄弟

及伯叔兄弟之子孙，亦着永不给赏”，但“毋得牵连阖族”。见（清）铁保等纂：《八旗通志》卷首之

十一《敕谕五》，嘉庆四年刊本，影印本，886 ～ 887 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8。
②　王锺翰：《康雍乾三朝满汉文京旗房地契约四种》，见《王锺翰清史论集》（第 2 册），989 ～ 990
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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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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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中后期、雍正时期的这 11 个契约，显示了这样的情状与趋势：

第一，佐领、骁骑校、领催等一同作保的习俗或制度，如契 1、契 6、契 10、契

11 所示，显然正处在形成过程中，它们只占 4/11，尚未成必然，因而这一固定搭配还

未普遍化。契 10“管理佐领事副佐领”、契 11“署佐领”，地位与佐领同。契 6“代子”，

为“分得拨什库”的汉译，“又译骁骑校，是牛录章京的副手” ①。契 10 的“总催”，仿

自汉制，相当于领催，又较领催地位高。

第二，骁骑校、领催（包括总催）一同出现而不见佐领的情形，为契 3、契 7、契

9。这表明，在制度的形成期，骁骑校、领催在官吏集体作保制度中的作用，似乎大于

佐领。考虑到 11 契中有 3 例这样的契约，比率着实不低。而佐领方面，其单独出现的

只有契 8 这 1 例，与他官一同出现的 4 例（其中还包括两个执照），佐领出现频率只有

约一半，而没有出现者达 6 例；与之相较，骁骑校共出现 8 例，重要性比佐领大；领

催共出现 10 例，更显示了其重要性。甚至契 2 是领催（拨什库）与两个常人一同作

保，契 4 是两个领催一同作保，却均不见骁骑校、佐领出现。领催似乎是官吏集体作

保中所不可或缺的。

第三，契 5“护军校富尔虎、骁骑校索太、小领催韩班”同保，契 9“署骁骑校

常卓、署总催、副骁骑校克勒特”同保，均有随意拼凑的痕迹。按护军校，为正六品，

其作用可能是顶替佐领；副骁骑校只有雍正时有，也有凑成三人的意味，这都反映着

制度形成过程中的非典型。契 6“中人马麟牛录”，似乎由牛录章京（佐领）作中人，

而其作用却是保人，因有“一面承管”之语；但另有“中保人橙危”署名，却不负任

何责任。此契中，八旗组织、民间保证习俗皆有表现，保证关系的设置有些叠床架屋，

也属于制度形成期的非典型现象。

第四，佐领等作保，契 1 作“卖主与牛录……等共同承认”，契 2 作“卖主、保

人（包括拨什库即领催）一面承管”，立契的卖主（也有列入族中人的）是同保者之

一；此处的卖主“同保”责任，实际即所有权瑕疵担保。其余皆作“佐领等一同保管、

一面承管、同保”，不与立契人相关，卖主、出典人不在同保范围内。在典契、抵押契

中，出典人、抵押人出具保证的情形较少出现。只有契 6 由出典人“本主父子一面承

管”亲属争竞事宜，属于所有权瑕疵担保；但与佐领等的同保冲突，换言之，这种情

况下的佐领同保，已无意义。另外，契 3 典房契“修理系原主承管”，是所有权瑕疵担

保之外的义务约定，比较特别。

第五，与上条相关，具有明确的保证事项的，有 5 契，接近一半。可以理解为，

即使不约定，出现争执，保人例有调解义务。

①　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254 ～ 255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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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康熙间，佐领等作保皆为白契，只在雍正末，才在执照（红契）中固定出现。

在这一阶段，旗契中常人作保的现象，与佐领等官吏作保并存，除了前述《康熙

三十二年（1693）正黄旗常来卖房契》外，雍正朝还有两例。如：

参照契 2.《雍正五年（1727）正黄旗成奇卖房契》 ①

立卖房契人系正黄旗云泰牛录下成奇，因为无银使用，今将自盖灰瓦房

四间，情愿卖与本旗猛名下为业，三言议定，言明房价银卅拾伍两正。其银

当日交足，并无欠少。此系两家情愿，并无反悔。自卖知（之）后，听凭卖

（买）主改造居住，永无异言。此房在北小街口内路西。有官地一段，租与猛

名下盖房，言明每年二月、八月两季纳租银一两九钱。恐后无凭，立买（卖）

契存照。

               中保人 高璨 押

雍正五年捌月 吉日      立买（卖）房契人 成奇 押

参照契 3.《雍正九年（1731）镶黄旗汉军白云鲲卖房契（及官颁契

纸）》 ②：

立卖房契人镶黄旗汉军白云鲲同侄白天章，因为乏用，今将契置瓦房一

所，门面二间，共计五间，门窗户壁上下土木相连，坐落南城正东坊六牌四

铺地方，情愿出卖与张名下住坐为业，三言议定，时值卖房价银贰佰两整。

当日同众亲手收足，外无欠少。自卖之后，倘有满汉亲族及弟男子侄人等争

竞等情者，并指房借贷银债，如此房来历不明，有白云鲲同侄白天章叔侄二

人一面承管。两家情愿，各不许反悔，如有先悔之人，甘罚契内银一半入官

公用，恐后无凭，立此卖房契，永远存照。

内附投税红契一纸。

雍正九年三月 日       立卖房契人 白云鲲

               同侄 白天章

永远存照           中保人 张永安

官颁契纸

①　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转引自张传玺：《中国历代契约会编考释》（下），1204 页，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1995。
②　张小林：《清代北京城区房契研究》，119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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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立契白云鲲，今将自己户下田（地、山） 百 拾 顷 亩 分 厘，坐

落南城正东坊六牌四铺房，瓦房五间，板棚一间，东至 南至 西至 北

至 ，出卖与张名为业，售价贰百两。无重叠典卖、亲族争竞情弊。欲后有

凭，立此存照。雍正玖年肆月 日 立卖房契人 白云鲲

同侄 白天章

（顺天府大兴县房牙行经纪李芳）印

每契一张定价伍文

上述两契，按我们关注的核心信息，可作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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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契 2 中，“中保人高璨”，显然不具有官吏身份。该契也缺乏保证事项、保证

表述条款。参照契 3 倒是有上述两项，但在保证的设置上，不仅有“中保人张永安”，

而且同时又确定一旦出现三种可能的争议情形，“有白云鲲同侄白天章叔侄二人一面承

管”，又似重复设置保证（双重保证）。但二契均与佐领等官吏作保有异。值得注意的

还有，参照契 2“卖与本旗猛名下为业”，是本旗内交易，符合规矩；参照契 3 则“出

卖与张名下住坐为业”，是个民人，这属于旗民交产，不符合规矩。而且，该叔侄二人

竟然到大兴县投税，找的是房牙经纪，而未到两翼税管监督处，自然未经佐领等作保。

我们目前尚无法知晓，在雍正时期，普通人作保与佐领等作保这两种方式中，哪种在

当时所占的比例更大。

二、稳定于乾隆时期

乾隆年间 29 契，反映佐领、骁骑校、领催三人一同作保的情形，渐趋稳定，例外

有，但已少，制度化已成事实。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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涛

、［
美

］
宋

格
文

、
郑

秦
主

编
：《

田
藏

契
约

文
书

粹
编

》（
三

）
，

中
华

书
局

，
20

01
，

第
99

页

7.
《

乾
隆

十
二

年
（

17
47

）
镶

红
旗

巴
兰

泰
转

典
房

契
》（

满
文

）
担

保
人

大
嘴

此
房

若
有

（
来

历
）

不
明

、
其

他
人

争
竞

等
情

由
同

一
佐

领
之

步
甲

、
领

催
大

嘴
承

保
白

契

此
典

房
契

照
片

载
《

北
京

房
地

产
契

证
图

集
》
，

中
国

奥
林

匹
克

出
版

社
，

19
96

，
第

45
页

上
。

原
汉

译
文

有
讹

误
遗

漏
，

刘
小

萌
重

新
作

了
翻

译
。

见
刘

小
萌

：《
清

前
期

北
京

旗
人

满
文

房
契

研
究

》
，

《
民

族
研

究
》

20
01

年
第

4
期

，
第

90
页

8.
《

乾
隆

十
三

年
（

17
48

）
镶

蓝
旗

扎
拉

芬
转

典
房

契
》（

满
文

）
此

系
胞

兄
领

催
林

泰
、

亲
伯

父
之

孙
领

催
希

必
代

等
保

了
白

契
此

契
藏

北
京

市
首

都
博

物
馆

。
刘

小
萌

：《
清

前
期

北
京

旗
人

满
文

房
契

研
究

》
，《

民
族

研
究

》
20

01
年

第
4
期

，
第

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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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旗契中佐领、骁骑校、领催等基层官吏作保现象的分期问题

序
号

及
契

名
佐

领
等

作
保

署
字

保
证

事
项

保
证

表
述

契
约

类
型

馆
藏

/出
处

9.
《

乾
隆

二
十

一
年

（
17

56
）

正
白

旗
雅

图
卖

房
、

地
红

契
》

佐
领

胡
图

礼
、

骁
骑

校
三

达
礼

、
领

催
花

尚
阿

此
地

倘
系

未
行

扣
完

官
价

之
公

产
、

并
重

复
典

卖
、

亲
族

人
等

争
执

等
情

具
系

佐
领

胡
图

礼
、

骁
骑

校
三

达
礼

、
领

催
花

尚
阿

、
卖

主
雅

图
同

保
红

契
（

纳
税

）

《
清

代
的

旗
地

》（
下

册
）
，

第
14

12
页

。
本

契
系

嘉
庆

九
年

二
月

十
五

日
，

管
理

三
旗

银
两

庄
头

处
呈

稿
所

附
“

红
契

一
纸

”

10
.《

乾
隆

二
十

一
年

（
17

56
）

正
蓝

旗
额

尔
登

布
卖

地
卖

房
契

》
署

佐
领

沙
尔

坦
、

骁
骑

校
舒

伏
太

、
领

催
二

僧
保

此
地

倘
有

未
扣

完
官

银
之

公
产

、
并

重
复

典
卖

、
亲

族
人

等
争

执
等

情

俱
系

署
佐

领
沙

尔
坦

、
骁

骑
校

舒
伏

太
、

领
催

二
僧

保
、

卖
主

额
尔

登
布

同
保

红
契

（
纳

税
）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近

代
所

藏
。

刘
小

萌
：《

清
代

北
京

旗
人

社
会

》
，

第
15

2
页

11
.《

乾
隆

二
十

四
年

（
17

59
）

镶
黄

旗
阿

尔
岱

卖
地

房
执

照
》

佐
领

布
尔

奔
查

、
骁

骑
高

官
、

领
催

福
森

阿

此
地

倘
系

未
行

扣
完

官
价

之
公

产
，

及
重

复
典

卖
，

并
亲

族
人

等
争

执
等

情

俱
系

佐
领

布
尔

奔
查

、
骁

骑
高

官
、

领
催

福
森

阿
、

卖
主

阿
尔

岱
同

保
红

契
（

纳
税

）
ht

tp
s:/

/m
.tb

.c
n/

h.
4I

aE
5i

N
“

咸
鱼

：
臭

臭
与

闹
闹

的
小

店
”

12
.《

乾
隆

二
十

六
年

（
17

61
）

镶
白

旗
青

亮
卖

地
红

契
》

署
佐

领
色

尔
登

、
骁

骑
校

青
松

、
领

催
六

格

此
地

倘
系

未
行

扣
完

官
银

之
公

产
，

并
重

复
典

卖
，

亲
族

人
等

争
执

等
情

俱
系

署
佐

领
色

尔
登

、
骁

骑
校

青
松

、
领

催
六

格
、

卖
主

青
亮

同
保

红
契

（
纳

税
）

首
都

博
物

馆
编

：《
首

都
博

物
馆

藏
清

代
契

约
文

书
》（

一
）
，

国
家

图
书

馆
出

版
社

，
20

15
，

第
47

页

13
.《

乾
隆

二
十

八
年

（
17

63
）
、

三
十

二
年

（
17

67
）
、

三
十

九
年

（
17

74
）

厢
蓝

旗
汉

军
陆

世
俊

押
房

借
钱

契
》

1.
中

保
人

领
催

刘
永

凤
1.

借
钱

叁
拾

千
，

言
明

三
分

行
利

，
如

利
息

不
到

1.
中

保
人

一
面

承
管

白
契

根
据

刘
小

萌
：《

清
代

北
京

旗
人

社
会

》
，

第
12

2
页

图
版

录
文

。
参

见
张

小
林

：《
清

代
北

京
城

区
房

契
研

究
》
，

第
12

8
～

12
9
页

2.
中

保
人

领
催

刘
永

凤
2.

找
借

钱
叁

拾
千

，
如

一
个

月
利

息
不

到
2.

中
保

人
一

面
承

管
白

契
（

加
写

原
契

上
）

3.
×

3.
押

房
借

现
钱

肆
拾

千
，

共
壹

佰
千

，
改

二
分

半
行

利
，

如
一

个
月

房
租

、
利

息
不

到

3.
鲁

姓
要

房
白

契
（

附
在

原
借

契
后

）

4.
中

保
人

：
领

催
陈

明
4.

如
钱

、
房

不
到

4.
由

中
保

人
一

面
承

管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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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学研究 5

序
号

及
契

名
佐

领
等

作
保

署
字

保
证

事
项

保
证

表
述

契
约

类
型

馆
藏

/出
处

14
.《

乾
隆

三
十

二
年

（
17

67
）

正
白

旗
春

岱
卖

房
契

》
内

管
领

盛
保

、
领

催
四

十
七

、
内

副
管

领
华

廉
布

此
房

倘
系

未
行

扣
完

官
银

之
公

产
，

及
重

复
典

卖
，

亲
族

人
等

争
执

等
情

俱
系

内
管

领
盛

保
、

领
催

四
十

七
、

卖
主

春
岱

同
保

红
契

（
纳

税
）

《
田

藏
契

约
文

书
粹

编
》（

一
）
，

第
20

页

15
.《

乾
隆

三
十

四
年

（
17

69
）

厢
白

旗
明

德
卖

房
契

（
北

京
）》

佐
领

明
德

、
骁

骑
校

永
明

、
领

催
吴

士
太

此
房

倘
系

未
行

扣
完

官
银

之
公

产
，

并
重

复
典

卖
，

亲
族

人
等

争
执

等
情

俱
系

骁
骑

校
永

明
、

领
催

吴
士

太
、

卖
主

佐
领

明
德

同
保

红
契

（
纳

税
）

《
田

藏
契

约
文

书
粹

编
》（

一
）
，

第
22

页

16
.《

乾
隆

三
十

四
年

（
17

69
）

正
黄

旗
那

兰
泰

转
典

房
白

契
（

北
京

）》
1.

中
保

人
：
领

催
增

保
；

2.
说

合
人

胡
德

此
房

如
有

亲
族

人
争

竞
、

来
路

不
明

、
拖

欠
官

银
、

重
复

典
卖

有
中

保
人

一
面

承
管

白
契

张
传

玺
主

编
：《

中
国

历
代

契
约

粹
编

》（
下

册
）
，

第
16

15
页

17
.《

乾
隆

三
十

六
年

（
17

71
）

厢
红

旗
福

克
进

卖
房

契
》

署
佐

领
修

山
、

骁
骑

校
萨

兰
泰

、
领

催
常

凌
阿

自
卖

之
后

，
如

有
来

路
不

明
、

重
复

典
卖

、
拖

欠
官

银
、

亲
族

争
竞

等
情

俱
是

署
佐

领
修

山
、

骁
骑

校
萨

兰
泰

、
领

催
常

凌
阿

一
面

承
管

红
契

（
纳

税
）

《
田

藏
契

约
文

书
粹

编
》（

三
）
，

第
99

～
10

0
页

18
.《

乾
隆

三
十

七
年

（
17

72
）

正
红

旗
贾

达
汉

改
典

为
买

契
》（

附
执

照
）

佐
领

金
良

、
骁

骑
校

阿
克

东
阿

、
领

催
志

德
同

保
前

来
此

系
觉

罗
金

良
（

佐
领

）
、

骁
骑

校
阿

克
东

阿
、

领
催

志
德

同
保

红
契

（
纳

税
）

刘
小

萌
主

编
：《

北
京

商
业

契
书

集
》
，

第
20

页

19
.《

乾
隆

三
十

八
年

（
17

73
）

正
红

旗
绰

克
託

典
房

执
照

（
北

京
）》

佐
领

佟
善

、
骁

骑
校

佛
住

、
领

催
富

格
等

同
保

前
来

红
契

（
纳

税
）

《
田

藏
契

约
文

书
粹

编
》（

一
）
，

第
23

页

20
.《

乾
隆

三
十

八
年

（
17

73
）

镶
黄

旗
包

衣
玉

柱
典

房
契

改
为

买
契

执
照

》
管

领
徳

敏
、

领
催

官
德

管
领

徳
敏

、
领

催
官

德
等

同
保

前
来

红
契

（
纳

税
）

张
小

林
：《

清
代

北
京

城
区

房
契

研
究

》
，

第
15

3
～

15
4
页

21
.《

乾
隆

三
十

八
年

（
17

73
）

正
红

旗
满

洲
尚

义
典

房
契

改
买

契
执

照
》

佐
领

宁
宪

、
骁

骑
校

福
成

、
领

催
尚

义
同

保
红

契
（

纳
税

）
张

小
林

：《
清

代
北

京
城

区
房

契
研

究
》
，

第
15

4
～

15
5
页

22
.《

乾
隆

四
十

三
年

（
17

78
）

镶
蓝

旗
穆

隆
阿

卖
房

契
》

自
卖

之
后

，
如

有
来

路
不

明
、

重
复

典
卖

、
拖

欠
官

银
、

亲
族

争
竞

等
情

俱
是

佐
领

铁
柱

、
骁

骑
校

伯
儿

或
、

领
催

德
什

布
，

仝
卖

主
穆

隆
阿

等
一

面
承

管

红
契

（
纳

税
）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近

代
所

藏
。

刘
小

萌
：《

清
代

北
京

旗
人

社
会

》
，

第
12

4
页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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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旗契中佐领、骁骑校、领催等基层官吏作保现象的分期问题

序
号

及
契

名
佐

领
等

作
保

署
字

保
证

事
项

保
证

表
述

契
约

类
型

馆
藏

/出
处

23
.《

乾
隆

四
十

六
年

（
17

81
）

正
蓝

旗
萨

堤
卖

房
契

（
北

京
）》

佐
领

伍
隆

阿
、

署
骁

骑
校

乃
明

阿
、

领
催

久
长

佐
领

伍
隆

阿
、

署
骁

骑
校

乃
明

阿
、

领
催

久
长

、
卖

主
萨

堤
同

保
红

契
（

纳
税

）
《

田
藏

契
约

文
书

粹
编

》（
一

）
，

第
26

页

24
.《

乾
隆

四
十

八
年

（
17

83
）

正
红

旗
明

山
卖

地
契

（
直

隶
涞

水
县

）》

署
理

佐
领

事
务

恭
（

参
？）

领
德

桂
、

骁
骑

校
福

庆
、

领
催

德
元

此
地

自
卖

之
后

，
倘

有
来

历
不

明
，

重
复

典
卖

，
拖

欠
官

银
，

以
及

亲
族

人
争

竞
等

情

俱
系

署
理

佐
领

事
务

恭
（

参
？
）

领
德

桂
、

骁
骑

校
福

庆
、

领
催

德
元

等
同

保
卖

红
契

张
德

义
、

郝
毅

生
主

编
：《

中
国

历
代

土
地

契
证

》
，

河
北

大
学

出
版

社
，

20
09

，
第

63
～

64
页

25
.《

乾
隆

五
十

年
（

17
85

）
厢

黄
旗

布
延

达
赉

卖
房

契
》

附
执

照

中
人

谢
永

；
自

卖
之

后
，

倘
有

亲
族

人
等

争
競

等
情

有
卖

主
、

中
保

人
一

面
承

管
，

与
买

主
无

干
白

契
张

传
玺

主
编

：《
中

国
历

代
契

约
粹

编
》（

中
册

）
，

第
12

02
页

佐
领

拱
照

、
骁

骑
校

玛
兰

泰
、

领
催

永
明

佐
领

拱
照

、
骁

骑
校

玛
兰

泰
、

领
催

永
明

、
卖

主
布

延
达

赍
同

保
红

契
（

纳
税

）

26
.《

乾
隆

五
十

三
年

（
17

88
）

户
部

给
北

京
正

蓝
旗

汉
军

李
侍

圣
卖

旗
地

执
照

》（
满

汉
合

璧
）

佐
领

李
奈

、
骁

骑
校

兴
德

、
领

催
李

世
宽

佐
领

李
奈

、
骁

骑
校

兴
德

、
领

催
李

世
宽

、
契

主
李

侍
圣

同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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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佐领、骁骑校、领催一同作保的情形

乾隆朝这 29 个契约中，有 23 契是佐领、骁骑校、领催一同作保的。它们是：契

1、契 3、契 5、契 6、契 9、契 10、契 11、契 12、契 14、契 15、契 17、契 18、契

19、契 20、契 21、契 22、契 23、契 24、契 25、契 26、契 27、契 28、契 29。高达

79.31% 的比率，表明佐领、骁骑校、领催一同作保的搭配，已经固定化，具有制度或

习俗的特点。其中的几个特例，需要说明。

关于管领与副管领、领催作保问题。契 14、契 20 为“内管领”或“管领”与领

催作保，盖因八旗包衣在内府三旗既设佐领，也设管领。如正白旗设包衣佐领十二、

管领十，骁骑校十二，领催八十八；镶黄旗设包衣佐领十一、管领十，骁骑校十一，

领催七十九等。①因每佐领下设骁骑校一人，而管领下不设骁骑校，这就是契 20 只有

“管领徳敏、领催官德等同保”，而无骁骑校。但由于设置“内副管领”，故契 14 虽只

有“内管领盛保、领催四十七同保”，但“内副管领华廉布”也在契中署名，实际上他

相当于骁骑校的功用。

关于佐领担保的地位问题。佐领作为长官，其在旗契中的署名、盖章，是交易合

法性的最终认定，自不待言。因此之故，我们在契 4 中，看到一句特别的附言：“图门

当着扎拉芬佐领的面书写了”，这是扎拉芬典房，在近亲、尊贵朋友作保后，又专门提

到写契时，佐领在场。这是重要的，意味着一种认可：对交易合法性及程序无瑕疵的

一种认可。如果没有这一点，在分类上，我们会将其划入一般担保而不会列入佐领等

作保范畴的。

关于卖方佐领等与买方佐领等双重保证出现于同一契约的问题。契 6 拉□□卖房

契，先是在契文中，卖方佐领“署佐领杭奕图、骁骑校边塔哈、领催纪录”为所卖房

屋“如有来路不明、重复典卖、拖欠官银、亲族争竞等情”而“一面承管”，这是卖契

的格式。但因该卖契同时又要过税，成为红契，申请者为买房，所以又有了买方佐领

“署佐领古宁阿、骁骑校萨兰泰、领催富成厄”为买主马尔布“同保买”，这是买契过

税时的办法。因此，该契一物两用，两方佐领等同时作保，绝无仅有。

关于佐领作为卖主而同保的问题。契 15 为镶白旗“佐领明德”卖房，作为契主，

他既是立契人，在“立卖契人”处署了名；又与“骁骑校永明、领催吴士太同保”，在

佐领处署了名。这种一身二任，佐领等于是在为自己作保证，这当然存在一个严重的

角色冲突问题。这表明，当时人们的程序纠正机制还不存在，不能使用回避方法，这

是有违制度设置初衷的。

①　《清史稿·志一百五·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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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独由领催作保或搭配领催作保的情形

领催除了与佐领、骁骑校等一同作保外，还有单独作保以及与普通人联合作保的

情形存在。

由领催单独作保、且与契主无亲属关系的，比如契 7，是由“同一佐领之步甲、

领催大嘴承保”，属于“领催”单独作担保人；契 13、契 16 是由“中保人（领催刘永

凤、陈明或增保）一面承管”，由领催直接作中保人。领催与普通人联合作保的，契 2

是由同一佐领的“领催舒敏等”，与出典人的“近支胞弟、云骑尉伊拉奇”同保，属于

“领催 + 近亲”模式；契 8 是“胞兄领催林泰、亲伯父之孙领催希必代等保了”，属于

“近亲领催 + 近亲领催”，近亲与领催身份重合，且是两个人参与。

有意思的是，契 13 的契主陆世俊，其身份是领催，请另一个领催作中保，这不只

是同类相招，更是领催作保地位的显示。领催单独作保及与普通人联合作保，反映了

领催的特殊地位——他们“司册籍、俸饷”，是掌握簿书的人，熟悉本佐领下人户的户

口、田宅、俸禄等情况 ①，因而，佐领、骁骑校、领催等集体作保，都仰仗领催掌簿领

的功夫。因此，第一，我们很少见到佐领单独作保——仅有上节契 8《雍正九年镶白旗

雅尔泰押房借钱契》牛禄马麟作中人的 1 例，及本节契 4《乾隆九年（1744）镶蓝旗扎

拉芬典房契》1 例，“当着扎拉芬佐领的面书写了”，算是有佐领见证；第二，我们至

今还没有见到骁骑校单独作保的例子，这值得留意；第三，领催单独作保及与人联合

作保的情形，在 29 中却有 5 例，占比 17.2%。其间缘由，正在于领催掌簿领，是关键

人物。

（三）其他旗人作保的情形

由亲属与有世爵者为其作保。如契 4 由出典人扎拉芬的胞兄林泰，及有云骑尉

（正五品）身份的伊拉奇同保。伊拉奇可能是契主的朋友，所以这属于“近亲 + 尊贵朋

友”的类型。不过，林泰在契 8 为扎拉芬作保时，已是领催，近亲加领催的双重身份。

在契 4 中，他可能还不是领催。

佐领等组合之外的旗人作保，以下 5 件旗契反映，除亲属外，人们还会选择特殊

兵丁、普通兵丁、普通旗人为保证。

①　（清）魏源：《圣武记》卷十一：“至于八旗禁旅，虽分隶八都统，然惟骁骑营之马甲、领催、匠

役隶之。”自注：“马甲之优者选为领催，以司册籍、俸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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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契 1.《乾隆十三年（1748）镶红旗蒙古伊布里卖房契》 ①

镶红旗蒙古希森布佐领下弓匠伊里布，将自盖新帘子胡同西路之北墙根

处所有瓦房四间，永远卖给同旗定福佐领下护军乌林泰，价银七十两。此房

若有来历不明、重复典卖、拖欠官银、亲友争竞等情，希森布佐领下鸟枪护

军绥和讷、佛保佐领下护军八十四等同保。

此系希森布佐领下鸟枪护军绥和讷（押），同佐领弓匠伊里布（押）、佛

保佐领下护军八十四（押）等同保

乾隆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参照契 2.《乾隆二十年（1755）正白旗蒙古贡格卖房身地契》（汉文）：②

立卖契人贡格，系正白旗蒙古色克慎佐领下笔帖式，因乏用，凭中说

合，情愿将万历桥口西边路南空房身地一段，共计三间，今卖与厢白旗性

［姓］名下永远为业。言定价银陆两，其银笔下交足。自卖之后，任凭在

［再］盖。如若转卖，由其方性［姓］自便。日后如有贡性［姓］满汉亲族

人等争竞之处，有卖主贡格、中保人迟维垣一面成［承］管。恐后无凭，立

此卖契，存照。

中保人 沙锦（押满文）

中保人 迟维垣

乾隆二十年四月二十六日

卖房身地人 贡格（押满文）

信行

参照契 3.《乾隆三十二年（1767）镶黄旗满洲舒通阿转典房契》 ③

立典契人镶黄旗满洲五甲喇仁和佐领下马甲舒通阿同子德福，有自典契

房，坐落在汤家胡同内路北，正瓦房三间半，灰门房二间，后土房二间，共

房七间半，因手乏，转典与本旗包衣满洲六十一管领下玉柱名下为业，言定

价银壹百陆拾伍两整。其银当日交足，并无欠少。此房如有来历不明、亲族

子侄争竞等情，俱系典房人、中保人一面承管，恐后无凭，立典契存照。外

①　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123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②　王锺翰：《康雍乾三朝满汉文京旗房地契约四种》，见《王锺翰清史论集》（第 2 册），997 页，

北京，中华书局，2004。
③　张小林：《清代北京城区房契研究》，130 ～ 131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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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原典明姓白契壹张。

乾隆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立典契人 舒通阿（押）

                  子 徳福（押）

             中保人 镶黄旗头甲喇观

             音保佐领下 答立善（押）

参照契 4.《乾隆三十四年（1769）镶黄旗满洲德福老典房契》 ①

立老典契人镶黄旗满洲五甲喇福勒赫佐领下护军德福，今因手乏，将

自典房一所，坐落北新桥北汤家胡同内路北第二门，共房七间半，同中保

人典于本旗包衣满洲海成管领下闲散人玉柱名下为业。老典一百年，价银

一百八十五两整。立契后如有重复典卖、亲族争竞等情，俱系中保人答立善、

立契人德福一面承管。内带此房原典主穆忒额质当白契一张，再穆忒额所立

契外，原有给过炮局前瓦房六间，白契一张。因身父舒通阿疯癫，业已烧毁

是实。空口无凭，立此为证。

中保人 镶黄旗满洲头甲喇观音保佐领下

披甲人 答立善（押）

立老典契人 德福

乾隆三十四年九月

参照契 5.《乾隆五十一年（1786）正红旗蒙古长安转典契》：②

立典契人系正红旗蒙古广福佐领下领催长安，今有自典住房一所，座

［坐］落在阜成门内孟端胡同东头路北大门。共计灰、瓦房二十七间，今中保

说合，情愿转典与宛平县民王□名下为业。言定典价全钱一千五百吊正。其

钱当中保笔下交足，并无欠少。言定一典八年为满，钱到回赎；如过八年不

赎，遵例过税。自典之后，如有重复典卖、亲族人等争竞等情，具［俱］有

典主、中保一面承管。恐口无凭，立典字存照。外有红契一张、白纸一张，

一并跟随。

乾隆五十一年八月

（以下知情底保人、立典房契人、中保人署名，立契日期均从略）

①　张小林：《清代北京城区房契研究》，128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②　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262 页，表 4-2 第 41 号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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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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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契 1 无佐领等作保。八旗蒙古旗人弓匠伊里布，选择了鸟枪护军绥和讷、护

军八十四等与自己同保。按，鸟枪护军，专习鸟枪，在八旗满洲、八旗蒙古中设置，

每佐领下额设六人；护军，指守卫京城的八旗兵。尤其前者，数量不多，属于有一定

地位的兵丁。在本契中，他们可能是契主朋友，属于“特别朋友”的类型。尤其是二

人还分属不同的佐领，前者属于希森布佐领下，后者属于佛保佐领下。卖主则为希森

布佐领下，与前者为同一佐领。

由普通兵丁作保。参照契 3 的中保人是镶黄旗头甲喇观音保佐领下答立善，未言

明身份；参照契 4 的中保人仍是答立善，言明其身份为“披甲人”，无论是马甲（骑

兵）还是步甲（步兵），都是普通士兵。这位中保人很可能是契主的朋友，属于“普通

朋友”类型。因为按照惯例，如果是亲属的话，是会直接言明的。

参照契 2 表明，乾隆间旗契使用兵丁之外的普通人作中保人，也是存在的。保证条

款写明由“卖主贡格、中保人迟维垣一面成［承］管”。但在署名栏中，我们看到了另

一个“中保人沙锦”，他画押用的是满文，显然是旗人。他不负所有权瑕疵担保，估计

其作用是见证。而中保人迟维垣的责任，是实实在在的。二人可能是契主贡格的朋友。

参照契 5，录文者省略了“知情底保人、中保人署名”，但仅从这两项看，这些保

证者，都不会具有八旗佐领治下的官方身份。因而该契是白契，尤其是转典给民人一

项，更决定了他不会通过佐领来作保。

三、没落于嘉庆、道光时，消失于咸丰、同治、光绪年间

张小林研究员谓：“咸同光宣时期的旗房执照，已无须写明旗下官员同保。可以想

见，这时旗人买卖旗房已不必征得旗下官员的同意（哪怕是名义上的），旗人对旗房已

拥有更加完全、自由的产权。” ①她的这一总结，确有相应的契约印证。不过，事情还

得从嘉庆、道光年间说起。

（一）嘉、道年间佐领作保走向没落

乾隆之后，嘉庆、道光间有关佐领等作保的旗契，我们搜集到的只有 10 件，嘉庆

6 契、道光 4 契。另有嘉庆 2 契，虽无佐领等作保，但与前述契约有相关性，故也纳入

分析。这是一个没落期。

①　张小林：《清代北京城区房契研究》，163 页、164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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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见，嘉庆年间，承乾隆时的余续，仍然有佐领等作保的 6 契。官员等作

保证，皆在执照中，如契 1 至契 6，皆是如此；与执照相关的白契，则仍找非官员身

份者为中保人，至领取执照时，再由佐领等作保，如契 2《嘉庆六年（1801）镶黄旗

汉军佐领毓文等卖房契附执照（北京）》、契 3《嘉庆八年（1803）镶白旗李自然等卖

地契附执照（北京）》，皆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契 2、契 5 都是佐领为立契人，契 2

为卖家出面为买家请执照，契 5 为买家为自己请执照。只是他们都是自己为自己作保，

角色冲突，契 2 毓文、契 5 福佑，既是立契人，又以佐领名义签署作保。

嘉庆初另外 2 契，值得在这里讨论。

参照契 1.《嘉庆二年（1797）镶红旗满洲西琅阿典地契》 ①

立典园汉（旱）地契人，系镶红旗满洲勒善佐领下员外郎西琅阿，有红

契自置园汉地，座［坐］落在阜城门外八里庄北云会寺庄（从略）肆顷贰拾

玖亩。今因乏用，情愿典与镶黄旗满洲德伦泰佐领下恩□名下为业，言明实

典价贰两平纹银叁千两整。其银笔下交足，并无欠少。言定一典伍年为满，

如伍年以后不能回赎，不用知会原业主，任凭典主自用本佐领下图书，尊

（遵）例过税为卖。自典之后，如有重复典当、并有亲族长幼弟男子侄人等争

竞等情，俱有原业主同中保人一面承管。恐后无凭，立典契存照。

外旗红契一张跟随

嘉庆二年 月 日

立典园汉地契人 西琅阿

（以下中保人、说合人、管业人名从略）

参照契 2.《嘉庆七年（1802）镶红旗满洲西琅阿改典为卖契》 ②

立字人系镶红旗满州（洲）勒善佐领下员外郎西琅阿，于嘉庆二年二月

典与镶黄旗满洲德伦泰佐领下恩□名下园汉（旱）地三处，座落在阜城门外

（从略）陆顷叁拾肆亩半，今因无力回赎，为此具结一纸，任凭典主自行尊

（遵）例纳税为卖。恐后无凭，立字存照。

（以下立字人等签字画押从略）

①　刘小萌：《乾、嘉年间畿辅旗人的土地交易——根据土地契书进行的考察》，载《清史研究》，

1992（4），此契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147 页，北京，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2008。
②　刘小萌：《乾、嘉年间畿辅旗人的土地交易——根据土地契书进行的考察》，载《清史研究》，

1992（4），此契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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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有关联的两契。参照契 1 为典契，五年期满，无力回赎，故为承典人出具改

典为卖契。只是亩数多于前时，估计后有增加出典地数量。因皆是白契，故没有佐领

等作保。在理论上是不必找佐领，按照约定，只要有“原业主同中保人一面承管”诸

如“重复典当、并有亲族长幼弟男子侄人等争竞等情”，就可以了。参照契 2 是改典为

卖契，其进一步的发展，是典主会赴翼纳税，由占有、使用变为所有。它们表明：嘉

庆时的旗契，尤其是白契，甩开佐领等而进行典卖，是存在的，且数量也不会少。

道光年间 4 契，契 8《道光十六年（1836）正白旗孟库达赉卖旗地红契附执照（北

京）》，是买主所属佐领、骁骑校、领催为其作保，典型的官吏作保形态；其先的白契，

仍找了普通的中保人。这是唯一报税并获得执照的。其余 3 契皆白契。契 7《道光十六

年（1836）绮贝勒卖房契》有“佐领玉山”画押，有佐领等参与。但由于奕绮之乾隆

六子永瑢孙的身份，佐领等官吏有类部属，署名画押难有作保性质，只是见证而已。

因为“两府中保人”中，除了佐领与“首领姜福荣”外，还另有 5 人，且其 4 个二等

护卫、1 个三等护卫的身份，非常突出。佐领在 7 人中的排名，只是第 6，属于倒数第

二，可见其卑微。契 10《道光二十五年絪贝勒卖房契》“中保人绵”，也为普通中保，

而不复为佐领等官吏絪。絪贝勒奕絪也因了他的乾隆八子永璇孙的身份，与常人不同。

这二契因是贝勒卖房，比较特殊，但反映的却是大势。契 9《道光二十一年正黄旗蒙古

多瑛典房契（户部银库王振典买房屋契）》，有“中保人于”，与《絪贝勒卖房契》一

样，也只有一个中保人，还不具全名，只是简称，越发显得无足轻重了。回头看契 8，

该契在订立白契时，中保人署名为“李二、邓三、田二”，显得轻慢。这还不能以中保

人义务缺乏来解释。契 8 约定“如有亲族人等争竞，有原业主一面承管”，中保人无

责；契 9 对“自典之后，倘有来历不明，重复典卖，亲族争论，拖欠官银等情”，“有

原业主同中保人一面承管”，中保人是有责的。

（二）咸、同、光、宣时佐领作保彻底消失

从这一时期契约所载条令看，咸丰三年（1853），户部《筹饷章程》就有置买田

房补税契约“概免钤用佐领图记”的规定，光绪元年（1875）契约也有两翼管税监督

对“房地漏未报税及老圈地向无红契者”，补税“不必□□□图记”的明令。故而，咸

丰间偶有领催作保于卖地契约中，只 1 例。而同治、光绪、宣统间旗契，绝不见佐领

等作保之事，表明其已经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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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 2 契，契 1 就是载录置买田房补税“概免钤用佐领图记”规定者。这一规定，

推动了佐领等彻底退出保证制度。同治、光绪、宣统年间不见佐领等作保，与此规定

密切相关。

契 2 有“领催”三人作保，已经不见佐领、骁骑校，这是田宅典卖契约中八旗基

层官吏作保制度的绝响，也曲折反映了领催在这一保证群体中的特别重要的地位——

可以没有佐领、骁骑校作保，但不能没有他们领催作保。当然，这里保证的事项，已

不是传统的所有权瑕疵之类的内容，如该契中所提及的“亦无族中地邻人等阻挠争竞

情状”“亦无私债折准”等；其所保证的事项是交易的安定性，“如有反悔者，俱在族

中、保人等一面承管”。三个领催，无疑是契约中所谓的“保人”。

同治 1 契、光绪 3 契、宣统 1 契，均无佐领等作保痕迹。契 3 同治契，白契用普通

人作中保人，虽然他们只起见证作用，并无实质保证义务，因为约定是“倘有舛错等情，

有卖主人（关德兴）承管”。但这尚不是重点。问题是执照。过去的执照，照例有佐领

等作保，但此执照没有佐领等作保，买方佐领仅仅被提了一下名字，没来为其作保。

契 4《光绪元年正红旗蒙古保延买房补税执照》，两翼税务监督重申补税契“不必

□□□图记”，自然此时绝不会有佐领等作保。契 6 照例也无佐领等作保，买方佐领只

是被提名。契 7 同。

既然不见了佐领等官吏作保，很自然地，会有相应的弥补措施。这尤其反映在白

契方面。一者，当事人（卖主）的保证，理所当然地会再度突出，如契 3 的白契，强

调“有卖主人（关德兴）承管”；契 5 也“有立字人公爵德寿一面承管”，尽管该契有

“深知根底兴山”画押，责任还是自己扛了起来。再者，是加强契约中署名的族中人、

保人的责任，如契 2“如有反悔者，俱在族中、保人等一面承管”。因而，当事的立契

人及普通中保人的责任与地位，会因此而上升。

四、结语

按前述，咸丰年间补税契“概免钤用佐领图记”、光绪间报税“不必□□□图

记”，其所谓“崇尚简易”，实为不得已；而其措置之法，却渊源有自。因为早在嘉庆

时，就开始了打破佐领作保通例的事情发生。

嘉庆十一年（1806），经奏准：

八旗人等置买有粮民地，其地亩坐落何州何县，即在该州县对册推收，

过割税契，以凭稽核。至旗人置买民人房间，其坐落外城及城外并各州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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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照民地一律在州县过税；其坐落城内、有随地粮银房间，亦仍在县过税。

惟城内无粮房间，令各按旗分，赴左右翼过税。其在翼过税者，即以跟随红

契为凭，毋庸取具置主佐领图记。所有跟随民契，亦不得销毁。即于该翼执

照后，粘连给发。其房间数目、坐落地方、卖主买主姓名、跟随印契几张，

该翼详细登记，以备查考。至旗人典买有州县印契跟随之民地民房，或辗转

典卖与民人，仍从其便。庶旗产、民业不致混淆。①

可见，旗人置买民人房间，若“坐落城内”，且是“无粮房间”，可以有“毋庸取

具置主佐领图记”的例外。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取具置主佐领图记”也即买主所在佐

领等作保，是通例。现在，出现了例外。尽管这里仍有重重限制，但毕竟开了佐领不

必作保的口子。这也就是说，旗契的基层官吏作保制度是渐次消亡的。道光时佐领等

作保契约的稀见，是积累的结果，不是突兀的事件。事物沿着自己的轨迹往下走，不

期的结果就出现了。

①　（清）昆冈等修、刘启瑞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四十五《户部·杂赋·田房税契》，

《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政书类》，第 801 册，898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