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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寻京郊旗人社会》

内容概要

在北京郊区的村村落落中，“隐匿”着这样一个被遗忘的人群。他们的祖先，都是清代八旗制度下的
“庄头”。“庄头”既不同于汉族地主，也不同于内城旗人或八旗兵丁，他们为皇室和王公贵族经营
庄园、土地，催租督产，是清代八旗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或可富甲一方，但却世代为奴。如
今，关于他们的历史记忆，正在一代代人的淡化中逐渐泯灭⋯⋯本书通过将口述访谈、田野调查和文
献考证相结合，在多重视角下，考察了京郊地区旗人社会及其后裔的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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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邱源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领域为清史、满族史，著有《清前期宫廷礼乐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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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第一章被遗忘的人群——寻找北京郊区的皇粮庄头
一、庄头“脸谱”种种
二、庄头后人觅踪
第二章史书中的皇粮庄头
一、清初的圈地与庄园的建立
二、皇家奴仆——皇粮庄头
1.从龙入关的老圈庄头
2.带地为奴的投充庄头
三、清末皇庄的范围和规模
第三章下坡屯商家：“姓商的就是满族人”
一、家族来源：“来了就是来种地的，四等皇粮庄头”
二、家族世系
1.家族身份的确认：访谈——户口册——访谈——档案
2.分家：“西门接了庄头以后⋯⋯他是属于旺门”
3.庄头一支：“当时就是长子继承庄头，就是商继刚”
4.商大爷的本支：“永伶啊是我们的直系祖先”
5.家族世系
三、辛亥革命之后的家族演变
1.口述记忆
2.文献记载
第四章老庄头于家：“这么大的一个家族，怎么就没人了呢？”
一、寻找于姓庄头
二、家族的来源和世系
1.“我们随老罕王过来的”
2.家族世系
三、家族的衰落
四、三支于姓家族：李桥北河于家、李遂沟北于家、柳各庄于家
五、于家的民族成分
六、于姓庄头后人的生活
1.于大妈访谈：“给他的时候，都不知道他们家是满族”
2.于大爷访谈：“我们家爷爷那辈儿不行，都是我父亲置的地”
3.于大爷访谈：“我除了知道我爸爸⋯⋯连我爷爷我都不知道”
第五章庄头家族
一、顺义马坡镇肖家坡（萧家坡）、大营村吴姓庄头
1.文献中的吴庄头
2.寻访肖家坡、大营村
3.主子与奴仆
二、顺义李桥镇北河村网户王庄头
1.家族来源与世系
2.“我爷爷亲哥儿仨，俺们家最穷”
3.在北京
三、顺义李遂镇柳各庄杨庄头
1.家族世系
2.庄头杨新斋一支
3.“我们这支延续到现在，不犯法，但不是那种很本分的”
4.“我爷爷不败家，四七年‘土改’我们就成地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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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寻京郊旗人社会》

5.“我爸爸四七年入党，五六年开除党籍”
四、河北省霸州市陈厨营邓家
1.访谈缘由简介
2.“我们姓邓的⋯⋯是燕王扫北带过来了”
3.第二次访谈
余论：关于旗人与民人的一点思考
一、富甲一方与奴才本色：旗人庄头的双重身份
二、分家而不析产：旗人庄头土地所有权的特殊性
三、漠视与淡忘：旗人民众的历史记忆
参考书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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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寻京郊旗人社会》

精彩短评

1、昨天晚上一口气看完的。循序渐进的六个庄头家族。一直报满族，认同感最强的商家；曾经最繁
盛如今凋敝，只因高考加分才改回满族的于家；带地投旗，辛亥后迅速转变回强烈汉人认同的陈家。
这种民族认同的递进写法非常引人入胜。
2、看到下坡屯村拆迁的时候真是特么想骂街
3、1.田野+文献的方法；2.不分满汉、但分旗民，满族的称呼是1949年后民族统计后出现的，之前叫旗
人，甚至“旗族”称呼也曾短暂出现；3.包衣为家奴，庄头为圈地后满人主子打理各种庄头的代理人
，有土地使用权，无占有权，一般由长子承袭，名义上要上头批准；4.地方志与家谱在研究历史中的
作用很明显，口述史的史料也有价值，二者结合对历史实相的呈现大有稗益；5.圈地深深影响了京畿
一带的社会构成以及经济构成，直至现在还能在身边看到其渐渐消失在人们视野中那不能无视的影响
。
4、“你能说老人们没有民族认同吗？当然不能。当我第一次采访北河村，八十多岁的于大爷还没进
屋就嚷道”我们是在旗的，是皇粮庄头。“而老人们谈到旗人和满族时则会自然露出天然的亲近感，
这种情绪在汉族老人甚至投充旗人身上是看不到的，此类源于内心的民族情结不能被否认。”（150页
）
5、所谓“田野调查”，或是全身心深入其间，同呼吸共生存，以成为其中一员继而观察发现第一手
且不易得之珍贵资料，此为体验观察；或是比之调查对象还要更加谙熟调查背景，从而才能在谈话中
开拓引导钩沉不为人知且有价值的陈档，此为访谈调查。本书立了一个好题目，新颖而冷僻，但作者
执行力欠佳。爬梳档案的功力不够，不下死力的结果只能是得到一本不清不楚的糊涂账。后面的田野
调查也明显经验不够老道，访谈的对象与内容皆无可观处。整体水准充其量就是一个三流社会学博士
毕业论文的初稿。作者再三再四强调客观困难，诸如档案开放度不够、时间关口不凑巧、调查对象不
配合、走访难度太大等等，这本身就不是认真做学问应有的态度，况且即便以上说法真的影响到成书
效果，那也能说明该书存在缺陷，还远不到可以成书发布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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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找寻京郊旗人社会》的笔记-第14页

        以往研究旗人庄园的文章虽汗牛充栋，重点却都在旗地的形态和社会性质，以考察满足当时的发
展阶段。
本研究希望考察的，1）则是在特定制度（八旗制度）下的人（庄头及其家族），他们在这里一代又
一代，是怎样繁衍和生活下来的？
2）八旗制度对他们、对他们所在地区的社会起到了什么作用？
3）历史发展到今天，在一切旧日痕迹似乎都已荡然无存的时候，早年的历史对他们、对这片土地、
对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其他的人们还有没有影响？如果有，有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没有了，造成影响的
因素有事怎样逐渐消失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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