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试图从学术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寻访祁韵士的西北

史地研究与前人后世的关联!以期从一个侧面更好地了解当

时的西北史地研究这一学术现象"

一#资料汇通$从国史编纂到方志修撰

清代自康熙年间始!随着清政府在西北的用兵设官!中原

人士对西域地区的了解增多了" 这一了解起始于这样四类著

作$有关西北的官修书籍!如%西域图志&#%平定准噶尔方略&
等’亲历西北者的行纪#日记等著作’传统史志与蒙元史研究

著作!如对%汉书(地理志&的研究著作’任职西北的官员组织

修撰的地方志等" 这些著述日后成为西北史地研究的重要资

料积累"
祁韵士对西北史地的研究开始于国史修撰" 他在乾隆四

十三年)!""#*中进士后!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并开始学习满

文" 四年之后!他因+谙习满文,而参加%蒙古回部王公表传&
的纂修!从此祁韵士与西北研究结缘"

在修撰%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时!祁韵士首先接触到了一

般学者无缘看到#更难以利用的珍贵史料" 这样的史料主要

有四类$其一!蒙古#新疆等各地区#各部落的+抄送旗册,’其

二!内阁大库中的+清字红本,与实录’其三!理藩院所存的外

藩各部的+世谱," 这三类资料中!不少是满汉文档案和蒙文

报告包括蒙古回部王公的家谱档册#王公源流#升迁调补#恩

赏予夺#功过事迹以及承袭次数#事故年月!还有关于户口#田

赋#贡输等资料"这些都是外间难见的第一手史料!因其珍贵!
其中的理藩院向国史馆送交的资料!待使用结束后!要如数退

还给理藩院" 这批资料!既有汉文#满文#蒙古文的!也有维吾

尔语和藏文书写的" 谙熟满文的祁韵士与助手们因编书的需

要!也将它们都一一译了出来" 其四!军机处所存档案" 此外!
祁韵士还使用了类似今天的调查资料!由于王公本人世系+无

凭可查,!或是王公事迹年隔已久!一时难以查清!或因战乱!

档册+遗失无存,!祁韵士等就询访+知事年老人,!以所得的资

料补其不足"
祁韵士在%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完成后!还曾先后复校文

渊#文源#文溯北三阁%四库全书&" 所以他对于%四库全书&中

一般文人难得一见的书籍多所涉猎!所谓是+昔年备员史职,!

+尝伏读御制文集#诗集及平定准噶尔#回部方略二书!故于新

疆旧事!知之最详" ,
不过!祁韵士有关蒙古回部的撰述行为是他为官的职责!

而不是个人的学术活动" 之后!他又在户部供职十年!并未再

写过有关西北与蒙古的片言只语! 但仕宦的坎坷使祁韵士与

西北史地研究再次结缘"
嘉庆九年 )!#$%*! 户部钱法堂之下的铸钱机构宝泉局

亏铜案发! 祁韵士受牵连被发配伊犁当差" 谪遣伊犁改变了

作为官员的祁韵士的现实命运! 也改变了作为学人的祁韵士

的历史形象" 这一次的西赴为他提供了实地目睹西北形势的

机缘! 当时伊犁将军松筠的修志计划促使这一机缘变成了现

实"
松筠在担任伊犁将军之初!就在筹划修撰新疆志书"祁韵

士通晓满文#熟悉蒙古!很快就被松筠选为方志修撰人员" 祁

韵士在汪廷楷未完书稿的基础上重加排纂!后经松筠+亲为厘

定,#庚宁增绘舆图而成%西陲总统事略&十二卷" 祁韵士又在

%西陲总统事略&的基础上辑成了%西陲要略&与%西域释地&二

书"
从国史编纂到方志修撰! 祁韵士在西北史地研究领域具

有独特的优势!他较此前其它研究者掌握了更充分的资料"结

合祁韵士的西北著作!我们可以发现!祁韵士至少对以下三类

资料十分熟悉$其一#国史官书资料!如他参与其中的%蒙古回

部王公表传&#%西域图志&#%平定准噶尔方略&等’二#采自新

疆当地的第一手资料!这包括新疆各地送交伊犁的资料#伊犁

所存当地的档案文书及祁韵士在西北耳闻目睹所得信息’其

三#%西域闻见录&等有关私家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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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我们在前文所述及有关西北的四类著作中!祁韵士

已吸收汇通了其中的三类"在对官修国史资料#私家著述记载

和当地征集材料的甄别选择中! 祁韵士已经为一个新研究领

域的深入奠定了基础! 也使西北史地研究与此前的学术资源

之间建立起了联系"以后!道光年间西北史地研究的兴盛正是

沿着这一趋势#进一步融会各种学术资源的结果"
不过! 祁韵士个人的知识特点! 决定了他在融合各种学

术资源时! 对于此前学术界的传统史志与蒙元史的研究成果

吸收较少" $西陲总统事略% 记述一些源于传统正史记载的

旧说辨正! 其中所引汉唐史料一般仅限于正史的文本所述!
很难说有多少的史料价值! 恐怕祁韵士个人对此已有认识!
他在由 $西陲总统事略% 剪裁而成的 $西陲要略% 中就将这

一部份省略不载" 这并不表明祁韵士对于学术主流的忽视!
相反! 在他的西北史地著述的字里行间! 我们不难看出这位

徘徊于为官与著述之间的学人对于当时学术中心的向往"

二#学术大势&对学术主流的向往

从资料吸收的角度! 祁韵士的西北研究的确根植于前代

学术积累之 中" 但 祁 韵 士 的 研 究 与 当 时 的 主 流 学 术 尚 有 距

离"
祁韵士生活的时代!学术的主流是考据学的发展"精于考

证的学者们! 在他们的书斋里以精审的考证技术从事着学术

研究!传统典籍文献成为他们的研究赖以进行的前提"这样的

学术大势之下! 有一批学者在传统正史地志及辽金元史的研

究中!对西域地区也深有了解" 他们的西北研究!其根基深植

于中国传统学术的土壤!其方法体现着乾嘉学术的精华!因而

与学术界的关系也更为密切"
相较之下!祁韵士西北著作的撰述与学术大势并不相合"

从著述起始与动因来看! 传统史志研究是乾嘉学术的自然衍

生! 而祁韵士所进行的国史编纂与方志修撰均旨在满足清代

边疆统治之需要!源于学术之外的因素’从关注内容看!祁韵

士所述疆域之新之近也不同于传统史志研究所及的汉# 唐#
辽#金#元等朝代的历史内容’从所用资料看!祁韵士所依据的

多是清代的官私记载#档案资料等源于一手的资料!而传统史

志研究则侧重历史文献的发掘整理" 但在祁韵士的著作中可

以发现! 他仍是以当时一般的学术标准来作为衡量著作的尺

度!主流学术对他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与吸引力" 如果说在$西

陲总统事略%中!我们看到祁韵士在不自觉中受到学术主流影

响的话!在$西陲要略%与$西域释地%中!他已在有意识地向着

学术主流靠拢"
在 资 料 的 整 理 中! 祁 韵 士 将 当 时 学 术 界 追 求 的 考 证 方

法# 求是学风引入西北研究中" 如前所述! 在祁韵士的西北

史地著述中! 他不但有条件将此前积累的各种文字资料相互

参证! 而且有机会去注意 (参证见闻)# (证以所见)! 将文

献考证与亲历目验有了初步的结合" 在 $西域释地%! 他对

新疆的疆域# 山脉# 河流与地名沿革等都进行了考证" 他在

著述中滤去 (讹舛)! 追求可信的风格为后世以徐松为代表

的学人所继承和沿用"
如果说广征博引#考订求是反映着祁韵士在不自觉中受

到主流学风影响的话!(信今而证古)却是祁韵士主动学术追

求的写照" 祁韵士对西北著述的撰写原则与方法有过这样的

考虑&

(近年士大夫役西陲!率携琐谈闻见录等书为枕中秘" 惜

所载不免附会失实!有好奇志怪之癖!山川沿革!按之历代史

乘!皆无考据"又于开辟新疆之始末!仅就传闻耳食为之演叙!
讹舛尤多"夫记载地理之书!体裁近史!贵乎简要"倘不足以信

今而证古!是无益之书!可以不作)"
这里强调!西 北 史 地 之 书 撰 述 时 应 注 意 两 点&体 裁 与 原

则" 按照祁韵士的想法!$西陲要略%要通过(贵乎简要)的体

裁!来贯彻(信今而证古)的原则" 这两点在祁韵士的著作里

都有体现!$西陲要略%与$西域释地%都是简明扼要之作!其体

裁合于祁韵士所言的(贵乎简要)!其记述内容基本是清朝当

时当世的现实内容"
祁韵士的知识优势本就在于清朝当代史!即(国初掌故)"

早年的$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基本上是以档案等第一手史料来

书写的一部当代史!书中所记事迹不早于天命年间" 而祁韵

士的西北史地 著 作 所 吸 收 的 学 术 资 源 是 官 修 史 书 与 私 家 著

述!官修史书的主要资料是清代官方档案!而私家著述源自撰

者的耳闻目睹! 这就决定二者所述内容多始于清康熙年间"
至于祁韵士所见的(各城故实)!更多的是嘉庆年间的当地资

料"加之西北研究的客观内容是今天的故事多于过去的记述!
尤其天山北路各城!如&塔尔巴哈台#伊犁#古城#巴里坤#库尔

喀喇乌苏#乌鲁木齐等城均是在乾隆年间修筑的!而南路回疆

各城虽多有旧城!但其中的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乌什#库车等

城在乾隆年间也有新修或重修"
这样! 撰著者的个人知识特点# 他所参阅的主要资料以

及他所记述对 象 的 客 观 特 性 等 三 种 因 素 影 响 下! $西 陲 要

略% 与 $西域释地% 自然表现出了 (言今) 的内容" 也正因

此! 祁韵士提出了 (信今)! 虽然传统史志中不乏关于西北

的丰富记载! 但汉唐与蒙元史的研究需要精深的专业知识与

深厚的学术底 蕴" 就 祁 韵 士 个 人! (言 今) 是 他 的 学 识 优

长! 而 (证古) 却是他的知识缺欠" 这时将西北史地作为一

个相对独立对象进行的研究尚处发端! 它对于既有学术成果

的吸收还不充分" 所以在祁韵士的著作中 (言今) 是水到渠

成! 而 (证古) 反有点力不从心"

(证古)一词的提出更多体现了祁韵士对于西北史地研

究与主流学术关系的思考" 当时考据大家常以他们丰厚的学

识#证古的兴趣在做着以今证古的学问" 同样的资料!在乾嘉

学人那里!往往成为他们书斋中一件件学术公案中的新证据"
纪昀在哈拉火卓石壁见有(古火州)字!即(证于书)!认为(火

州之名始于唐!此刻必在唐以后" 宋金及明!疆理不能到此!
当是元人所刻)’钱大昕以此佐以$元史*都护传%#虞文靖$高

昌王世勳碑%证明(火州在元时!实畏兀儿部之分地)" 这样!
信今的著作只有能够证古!才有可能在当时的学术界找到一

席之地! 一种边缘之学才能找到自己与中心之学的接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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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意义上祁韵士为后世的西北史地研究暗示了一个着力

的方向! 为西北史地研究找到了一个在既有学术土壤中的生

长点"
但祁韵士个人并没达到他着意的目的! 博采众家却无法

接近传统史志与蒙元史的研究成果! 心仪考据却缺乏必要的

功夫!力图证古而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不过!这里已经隐约折

射出未来西北史地研究的学术走向了!后来徐松#张穆等人在

祁韵士的研究基础上!重新回归传统史志研究"一旦与前代主

流学术相衔接!西北史地研究即在道光朝走向兴盛!成为清代

学术史上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三#生前身后$西北史地学人形象的再发现

在 嘉 庆 十 二 年%!"#$&’西 陲 要 略(与’西 域 释 地(的 编 纂

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即将显现#呼之欲出的西北史地学人的模

糊身影"但祁韵士戍期期满东返之后!他的西北史地研究就中

断了"之后的七八年中!他襄助幕务!授书课生!西北似乎已被

他彻底遗忘!已完成的西北著作被束之高阁了"他已经为学界

贡献了未来将会大有影响的著述! 但当时的学术界对此还没

有认识!他的著述在当时是寂寞的"不过祁韵士在有意无意间

所作的努力!他对各种研究资料的汇通#对文献考证与实地目

验的结合!乃至在西北史地研究中向主流学术靠拢的倾向等!
都为后世研究者所继承"正因此!祁韵士生前身后的际遇不尽

相同"
祁 韵 士 于 嘉 庆 二 十 年 %!"!%& 去 世 时! 他 的 众 多 著 作

中! ’蒙古回部王公表传( 以抄本形式被收入四库! 外间少

见" ’西陲总统事略( 由程振甲校刻刊行! 但也流传不广"
所以辞世二 十 年 后! 作 为 ’蒙 古 回 部 王 公 表 传( 的 撰 者 之

一! 祁韵士只不过是成百上千的四库馆臣中的普通一员) 即

使 ’西陲总统事略( 编者之一的身份! 也不足以造成任何的

学术影响! 就像后人并不了解 ’西陲总统事略( 的初辑者汪

廷楷为何人一样" 祁韵士的西北史地著作手稿正等待着后人

去整理发掘! 祁韵士作为西北研究学人形象也正等待着后世

的重新发现"
祁氏著作的整理刊行!得益于其子祁寯藻的努力"祁寯藻

在祁韵士去世前一年得中进士!从此仕途畅达!后官至军机大

臣!因而祁寯藻有条件延请幕友整理并出资刊印父亲的遗作!
这是实情! 但著作的刊行面世与著者的学术影响并不具有必

然的联系"祁韵士之所以能为道光学者所关注!实与当时学术

界对西北史地研究的重视有关"祁韵士生活的乾嘉时期!西北

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还不为人注意!而道光年间这一研究已

成为一时显学! 祁韵士作为西北史地学人形象由隐到显的史

实! 实际上反映的是嘉道西北史地研究由兴起到兴盛的发展

过程"
祁韵士的著作在道光年间受到人们的注意首先与当时清

西北统治的现实需要有关" 康雍乾三朝奠定的西北地区在嘉

道之际出现了动荡! 自道光初年始时起时伏# 绵延数年的平

定张格尔战事引起了时人对西北的关注" 在当时社会对西北

了解的需要 中! 问 世 几 近 二 十 年 的 ’西 陲 要 略( 与 ’西 域

释地( 才引起 人 们 的 注 意" 祁 寯 藻 即 是 在 *道 光 丙 午 丁 亥

间" 回疆用兵! 寯 藻 暴 直 之 暇! 考 求 边 域! 证 之 家 著! 始

略知端绪"+ 其中所言 *道光丙午丁亥间+ 即道光六年至七

年间 %!"&’(!"&$& !*回疆用兵+ 即指当时清廷对张格尔的

征讨"
以记录清朝当代史见长的祁韵士的著作!既能满足人们

了解西北的现实需要!也就具有了刊印的现实意义!祁寯藻的

岳父陈用光就*曾携’释地(一卷去!拟为校刊+" 虽然这次校

刊没有结果!但祁韵士的西北史地著作的意义已开始为时人

所了解!后来在道光中期学界西北史地研究兴盛的学术背景

下!这些著作终被整理刊行"
道光十六年%!")’&!张穆在与俞正燮#许瀚#沈垚#徐松#

龚自珍#程恩泽#何绍基等人的交往中!开始了祁韵士西北著

作的整理工作" 张穆首先校订’西域释地(!之后他又续校’西

陲要略(四卷!校订工作中!张穆得到了徐松的指点与帮助!这

大约是他们*烹羊炊饼+#*剧谈西北+的论题之一"

’西域释地(#’万里行程记(与’西陲要略(先后于道光十

六%!")’&与道光十七年%!")$&刊刻问世时!祁韵士的另一著

作’皇朝藩部要略(尚是底稿!或称*底册+" 这些*底册+是祁

韵士在编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时!用国史馆和理藩院

等处所存材料编成的资料长编" ’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一

书完成之后!这些*底册+留在了祁氏手中" 后来!祁寯藻出任

江苏学政时!结识了江南地理学名家李兆洛!请李兆洛整理这

些资料" 李兆洛即委托门下弟子毛岳生#宋景昌对这一书稿

进行*编次+与*校写+" 又因这一底册与收入四库的’蒙古回

部王公表传(的渊源关系!祁寯藻与李兆洛等人*恐有违碍!故

于扬州文澜阁%此为文汇阁之误,,,引者注&中借库本钞出一

校!稍更易其例!成私家之书+!其后又附上宋景昌增辑’藩部

世袭表(" 这样形成了李兆洛称之为*外藩提要+的编校本" 这

一编校在本道光十九年%!")*&完成后并未立即附梓!以后七

年间!徐松对其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重订!最终由张穆复审定

稿!于道光二十六年%!"+’&刻印"
经过道光年间学者们的十年努力! 祁韵士的几部主要著

作终于问世! 并成为当时西北史地研究者的必备书" 后来!
这些著作又不断地被重刊! ’西域释地( 与 ’西陲要略( 在

同治二年 %!"’&& 被广东伍氏收入 ’粤雅堂丛书(! ’藩部

要略( 在光绪十年 %!""+& 由浙江书局重印" 后人重刻时的

底本都是经由张穆等道光学人手校的初刻本" 虽然著作完成

与刊行之间经历了二十年的时间差! 乾嘉官员祁韵士终于在

道光年间被恢 复 了 他 西 北 史 地 学 者 的 形 象" 由 于 时 代 的 转

变# 道光年间经世致用思潮的兴盛! 祁韵士著作的 *言今+
意义被充分发掘! 由此! 祁韵士的学者形象多少带有着道光

学风的印记! 如程恩泽曾称其治史 *穷源溯流! 荟萃贯串!
能揽其巨! 实经世可施用+" 这一时间差也给后人造成了一

些小小的错觉! 光绪学人胡思敬就在不经意间将祁韵士归入

道光学者的行列"
这样! 尽管后来的学人无缘向祁韵士当面求教! 但以著

祁 韵 士 与 嘉 道 西 北 史 地 研 究

!"# #



作为津梁! 后进与前贤之间有了承接与继续" 徐松在续补祁

韵士 #西陲总统事略$ 的同时开始了 %地学巨子& 的研究生

涯! 张穆也在祁韵士著作的校订中成长为新一代的西北史地

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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