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丿H师 大 学 报 1986年 第 6期

乾隆平定金川后的善后事宜

曾 唯  一

乾隆平定金川,是震动清廷,影响全国的一件大事。史学有关论著对金川事件的经过均

有概述,但对清廷如何处理善后事宜则很少注视。本文仅以《清实录》、有关志书及《金川

案 》①手抄文献为依据,对清廷平定全川后的善后事宜及其后果作一探讨,并意欲曲此求得

对整个金川事件有一个全面认识。

乾隆四十一年二月 (17弼年3月 ),大小金川全境平定。平定之后,清廷立即着手处理

善后事宜,务i级奏报不停,上下文移频繁;而乾隆帝则事无E细 ,均亲自过问。清廷除决定

对两金川改土归流外,特采取了如下几项重要措施:

一、设镇安营,特添将军      
∷

据 《金川案 》、《清实录》记,在平定金川后,清廷撤走十万之师,对该地实行改土归

流。但为了
“
震慑诸香

”,仍留绿营官兵六千名,加上原有屯兵五百人,分驻两金川要地十

四处,建纠五营。同时决定移镇大员,初议将提督移驻小金川之美诺,后改驻雅州;在两金

川之地设总真工员,副将一员,以资统率,控驭②。

为
“
节制绿营,控驭番地

”,除留安官兵、移镇大员外,还采取了特设将军之措施,于
平定当年三月,授明亮为成都将军,并特剔决定成都将军有三大权力和任务:一、改变

“
向

来驻防将军,皆不兼辖绿营
”

之制, “
令将提镇各抒所辖绿营,统听将军节制

”
。从此,成

都将军不仅十驻防旌真的最高长官,而且可以统管绿营③,当年成部将军也有了绿营的
“
军

标
”

④。这过由八旌长官控制绿常以确保满族统治者对新征服的少数民族进行统治,是清朝

兵制上的新创t。 二、戚部将军不能同于江宁、浙江等地将军,成都将军应
“
委以事权

”
,

“
与芒犭督,提督同理番务

”
。故

“
令成邯将军兼辖文武,除内地州县营讯不涉番情者,将军

无庸干与外,其管理番地之文武各员并听将军统辖。所有该处文武各员升迁调补及应参,应
讯并大计举劾各事宜,皆以将军为政,会 同总督题奏

”,故四川川东道、松茂道、建昌道、

永宁道等地区,将 军均有管辖之权,至于各地土司
“
每年轮班入觐时,应作何按次轮派,并听

将军核定 ,会 同总督、提督料理送京
”

,“其土司袭职等事亦由将军、总督咨报理藩院办理
”

⑤。从此,不仅四川始设将军,且特有兼管绿营,兼率文武,土司之权。这是由八旗地方长

官直接控制民族地区,直接干预民族地区军政大事,以达到
“
控驭番地

”
的目的。 三 、 将

军、囝l都统虽驻成都 (按:原本议将军驻雅州,后改 ),但将军必须每年到两金川新设营地

巡查两次,副都统每年巡查一次。巡查之时,将所有满兵轮流随往。这显然是以绿营驻守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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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川,以八旗控制,监祝绿营,从而 f震慑诸番
”

⑥。 ∶              ∶
∷ .为奏报文移顺利通达,还设立成都至两金川驿站、马塘。新设郫县、懑县、映秀湾、桃
关内地驿站;在两金川遍设马塘,并相应拨出马匹人夫,以供役使。          ∵

二 、授 地 垦种 ,;大兴 屯 田    :

在留安官兵,以武力控驭两金川的同时,清廷还十分重视垦种,屯吼 恢复发展生产,

以结束征战后的残破局面。其屯垦之法大体可分五类:

1.驻兵屯田:据 《金川案》有关文档记,其驻兵屯田实行三兵共受田一份,-兵耕种,

两兵当差。每兵授地二十亩,试种一年,俟有成效后,或添或减.再行酌定J单身兵丁如愿
长驻

`则
不予轮换它地。屯垦之初,~以战后余粮为真丁口粮,官办牛具籽种以资耕作。所有

∶驻兵,^岁需屯垦盐油菜银七、八万两,也一律由国库正项开支。此为官办军屯制⑦。
2.真丁携眷屯种:为使兵丁安心尽力,增加常屯人丁,允许兵丁携眷居屯, 并 允 许建

昌、松潘、缉州之兵丁携替来居⑧,来时官为资送⒐每名携眷兵丁,授地三十亩,以二十亩所
获之粮交官,十审所获为已有。兵丁应有钱粮盐菜之费照旧领受,像垦种已成,生计不忧时
再停营粮。此种屯垦之法实为清廷急于恢复生产并稳定驻果之策。曲于驻兵实行轮戍,加之
屯垦之初困难实多,故屯垦之初,见效甚微,据 《金川案》乾隆囚十凼年文档记,此类屯田
户仅十八户。伍随右两金川地区形势的好转,这种屯垦也在不断发展。

3,移驻屯兵垦种:据 《清实衣》记,花蜂四十t年,即令在杂谷脑等五寨屯真内移驻部
分屯兵于两金川余地,进行屯垦o。 到乾隆四十

=年
,共移驻∵百再十户,、计男妇大小三百

六十五名,分别安插于大小金丿j;五个鹅区o。 妒另据龟金川荛》文啉记,∷ 这种屯兵,采用押送
来屯,官资踏费,到屯膏每户给地三十亩,犏牛△头,农具∵副,并发给口粮, 籽种 , 房
屋,盐菜之费,三年后照屯练之例,纳粮交官。

上述为驻兵、屯兵、屯垦之法。为提高其垦种积极性,洁廷实行赏罚之制,规定
“
以附

近屯地收获粮数彼此相较量,收获少者,即将专管屯弁及兵丁,分剃议过、降革、责惩;其
收获多者,记名依次拔补

”
⑧:

硅。募民里种:由玟府出示棺邻的茂州、保县、:维州及内地,招募民人情愿携眷前来金川
地区者。凡应募之人,路转银粒,洼 沿途忱令支发。来后准给房庐,无屋折价银二两。并每
户给地三十亩,资以农具、耕牛,丙户合一牛,每户给籽种二石,准赴屯仓借贷,准免五年
纳粮,自 六年起每户仅纳粮飞汁二升②。实行轻赋,以利垦种。

5.降 民耕垦:对于两金川广太藏民,清廷分别不同情况于以安置,部分分赏给随军打仗
有功之土旬;部分地这改土为屯,按屯兵之例工体屯垦∷部分分别就地安插,与 官兵锆居,

进行垦种,择其在征战中实心出力的土官或降民,授以守各、土千总等职衔予以管辖。并规

定屯垦之初,免其租赋,俟三年后照屯练纳粮例交官以佐兵储 (按:后实为六年升科 )⑧。
^上述各类屯固事宜, 《清史稿》亦有概述: “

金川在乾隆四十年以武功底定,初从定西

将军阿桂言,· 于西丿丨丨之攒拉就近屯田,其美诺、底本达等处,令驻兵受地习耕;别斯满以次

改土为屯,各置屯弁处理。又帛噶尔,角尧谙降番,悉视屯兵例,援畀以牛具籽粮。··p∴ 。初

垦免赋,三年后输粮。旋令驻兵挈眷前赴,而丁口日增,又拨地户三十亩,俾加垦自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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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寝辟矣。于是四川之懋功五屯,安置降番,亦户给地亩三十⋯∵
”

⊙。   ∶

∷ 但是,由于战乱日久,地瘠民贫,屯垦所需均属欠缺。为确倮各种屯垦确有成效,清廷

还主动认真地采取措施,加以补救和解决。∶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惟 《金丿l丨 案 》抄存的各级政府

部门文移档案最为详实 :

1.采买籽种:由成都将军、四川提督委营员于附近各土司境内采买荞种四十石,令其赶∷

种秋荞,以免有误农时⑧。并于茂州、保县存仓内拨荞籽五百石,于内地采办麦子一干石,

解赴两金川之地 @。 同时还采买菜种、青稞、胡豆等籽种,令其适时播种,以资口食。

2,采买耕牛:因两金川不产黄牛,历产牦牛亦不能耕地,加之战乱日久,以至 “番人俱

屉人力耕犁
”《。为安插好降凳,成都将军、四川提督在降民耒于安捶之前,目「委派营员于附

近土司境内采买可供耕犁之犏牛五百头,先行发给。嗣后,成都将军明亮下令
“
于松潘所属

番地,采买一千六百头,内地附近各屑,采买四百多头,陆续解往
”

C、 ,以供各类 屯 垦 所

需。
∶ 3。 制解、打造农寡:为解决名类屯种兵丁,民户急需农具河趱,经松芨道, 建 昌道 议

奏,决定由政府赏给每户农具一副计五种,兵丁所需亦由政府发给。其中铧头、大方锄、小

方锄为生铁铸造,松茂、建昌等地民人即可制作,故令松、建二道于吞民内选入 试 铸 ; 尖

锄、锯齿镰,为熟铁农具,军营内熟铁既少,当她叉无丿、炒制,故一方面由内地 制 解 两金

川,仅锯齿镰
一

项即制解-万八千把@;一方面又由内地解送十人到营打造,并飞饬成都、

华阳二县各办炒铁锅具,运营炒铁:若军营工匠夫役中实无人炒铁,即令成都,华阳工县雇 :

募工匠赴营赶办,同 时亦可随时雇募。此项措施实为周到,有效。

4.试种葫豆:据 《金川案 》乾隆四十二年文档所记,此前两金川无葫豆生产,故当年 ,

由四川总督奏请后于崇庆、灌县、大邑、温江、郫县、新津等七州县采买葫豆二百石,” 拨∴

各屯分领试种,将来收获交仓,即可搭放兵丁口粮1〃

5.试制土盐:由于小金川有煎熬土盐之例,经地方政府奏明后,委派营员试制土盐,以

保证兵民食用,减少外运之费。同时破盐运常规,允许轮换来屯官兵 自带内地食盐,以 供食

用。

6.修补桥船:为方便交通,决定将可改索桥为渡船之渡口改用渡船;水势冲激,难改之

处,仍用索桥,并拨费对船、桥加以修理。r至乾隆四+四年,据统计,共修补八处渡船,七

处索桥,九处木桥。

三、审办降人丿分赏有功土司、头人

~由于金川事件使清廷损兵折将,∶ 动用巨额经费,以至乾隆帝为此
“
夜不成寐

”@,故平

定之后,对降人之处置十分严厉。据《清实录》、 《金川案 》、嘉庆《四川通志 》有关文献

所记,清廷对投番,降番视其在征战中的表现,分类加以处置:

∵、 “
逆酋

”
、 “

助恶
”
头人、僧侣及其家属:对此类人动用各种刑罚处死或惩罚。共

械送至京二百五十余人,将 “
逆酋

”
索诺木、莎罗奔冈达克 (系索诺木异母贝,本已先行投

诚 )-萦诺木彭楚克 (系索诺木同母兄弟,本已先行投诚 )等 十二人于午门外举行盛大仅式

后,用寸磔、枭等刑处死;将已死之僧格桑首级悬于市。对
“
助恶

”
之堪布、夕都角两喇喇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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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迟处死,情罪较轻之聂隆喇嘛、迷输喇嘛处以监禁,班弟喇嘛交江宁省城喇嘛 寺 内 供 役

使。其它
“
番犯

”
及家属,十 六人永远监禁,一百八十九人分别赏予厄鲁持、索伦兵丁、功

臣之家为奴。

二、 “
投番

”:此类为
“
曾经抗拒,至势穷力竭始行投出之贼番

”,乾隆帝原欲将其全

部分发伊犁、黑龙江等处安插, “
以示严惩

”,但困此类降人多至三万有零;而平定金川后

“
作恶之头人俘戮已尽,更无虞其 日久滋事

”,故更改原议,决定仍分赏给出力勤劳的十二

土司,或分别安插。       ^
三、先降头人:此类为

“
先行携眷投出并亲往各处招降番众,实心出力

”之少数头人及

家口,乾隆帝令其继续管理屯垦之事,或分别加以安插,不令送京,以示与
“
助恶

”
头人有

男刂。

在审办、处置降'人 的同时,清廷^对 在平定金川中随征打仗,立有功绩的土司、头人 (以

附近的土司、头入为主 )重加赏赐:分赏降民以抵补打仗时损伤的精壮男丁;对出力勤劳之

大小头目一百一十余名,分别酌赏银两,有的赏赐顶戴;个别土司还特加升封,如卓克采土

司,因参加第一次进剿金川有功,授为长官司,梭磨土司因参加第二次进剿金川有功,由长

官使升授宣慰使司等。   ∶        。

四 、 废 止 本 教 1红 教 ,振 兴 黄 教

对于金川地区的宗教问题,清廷实行先严后宽,峻止本数、红教,振兴黄教 的 政 策 。
∶

平定之前,该地区多信奔布教 C即本教、俗称黑教),亦有信奉宁马派喇嘛教σ卩红教)。

由于两教喇嘛在征战中
“
助恶

”
、 “

传习咒语,)暗地诅入
”,并 “

咒诅将军、大臣
”;加之

当时喇嘛教黄教派已t全国藏蒙地区占居统洽地位,而本教、红教为与黄教对立的派别,故

乾隆帝在￥定金川之初,对 金 丿丨丨j也 区的宗教玫策十分严厉。环 仅处决
“
逆僧

”,雨且决定

将索诺木所用之喇嘛全部解京处罚⑩。同时一再宣布奔布教、宁马教为邪教,严加禁革。对

于喇嘛寺庙,实行
“
所有之寺,即令兵丁屯驻,毋庸安设喇嘛

”, “不复招延僧众
”
。对当时

黄教堪布阿旺达尔结要求来营念经,要求移居金川,'振兴黄教,也严加禁止,亦即禁止一切

宗教传播。据乾渔谕旨所言,这不仅为了使
“
该处崇尚喇嘛之事,渐次化改

”
厂也因为担心

〃
其地渐成达赖喇嘛所属,是我兵费力攻得之两金川,转资达赖喇嘛之利益

”
。为稳定金丿I丨

局势,故平定之初政策尚严,甚至决定将不宜驻兵的最大寺庙雍忠寺尽行拆毁,将其庄严华

饰之金顶,大木运送京城②,只 因后来运送实难,此项决定才未能完全实行。

至乾隆四十一年九月,当 金丿l;局势渐趋稳定之时,乾隆帝又决定放宽政策, “
从 俗 从

宜
”,振兴黄教②,谕令各土司

“
同归正教

”
。照旧修盖雍忠寺,并赐名广法寺,御书 r正

教恒宣
”

匾额⑧,由理藩院派住堪布喇嘛,就地招集黄教小喇嘛一百名住寺焚修。下令将乾

隆三十八年业已平毁的美诺寺庙一所就地起造⑧,初名美笃喇嘛寺,后名胜因寺⑧,其 喇嘛

于松潘、维州、茂州境内慎选黄教僧入前往焚修。两地寺庙所需钱、粮、油、经卷等,均△

丁按例解决。至此,黄教在两全川兴起,本教、红教衰落。

上述仅为乾隆平定金川后的几项主要善后事宜。这些善后事宜的处置措施和政策是否得

当,其后果有何影响,是评价整个金川事绊的重要问题。清人魏源曾说· “
乾隆二十年平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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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二部,辟地二万余里,用兵五年,用 帑银三千余万两。金”l地仅千里,不及准囤两部十之

一二 ,雨用兵亦五年 ,用 帑银至七千万两。功半而事倍者⋯¨”
C。 魏源所论,仅从军事角度

对比,得出
“
事倍功半

”
之结论,这有一定道理。可遗憾的是,他并未在其 《圣武记 》中谈

及善后事宜;从而对金川事件作一全面的评议。如果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把金川战争与

善后事宜联系在一起加以分析,我们认为,平定金川绝非事倍而功半,相反应该看到它的积

极影响和后果还是主要的:

1.它 结束了近三十年之久的混乱局面,使大小金丿l丨 ,以至整个西川埯区从此得到了相对

的稳定和安宁,也使影响全:国不少地区的金川事件得到要菩解决。佥川地区从乾篷十一年起

就不断发生战乱,先为内部攻杀,后 为清廷与两金川土司、头人河的战争。历经数百余战,

使
“
不满三万之众

”
的戒族人民死伤惨重,不少家破人亡,生产荒废;使十二助清土司之土

兵也伤亡甚'多,战乱殃及整个川西民族地区。至于清廷,初征金川,芜师二载∫诛两大r,

军费动用二千余万两⑧。再征金川 ,更劳师五载,用 帑银至七千万两。
“
地不逾五百里,人不

满三万众〃∶的两金丿}丨 ,居然前后劳师七载,用 银至九千万两,比之
“
平伊犁、定回疆,拓疆

二万里∵, ∷~费帑不及三千万∵@,的确损失甚大。这不仅加重了四川各族入民的负担 (据

嘉庆 《四川通志 》卷72记 ,仅碾运军粮一项,乾隆∞年至 3O年 即达801O26石 ),雨且也影晌

全国不少省区。据 《金川案》所抄存三道铒制碎注文订:再征金川,不仅动厅奴万纟::营兵 ,

而且增调了数万八旗劲旅,∶ 计健锐火器营真二千,青亦兵二千,索伦、黑龙江兵二千,赵州

驻防满兵三千,陕、甘、滇、黔、两湖精锐数万。调兵遣将,兴师动众,牵动十余省,震惊清

廷,全国人民为此作出了牺牲⑧。同时,这种以巨大的损耗为代价,用 武力强征为手段加以

平定也不为上策。但是应该看到,在当时的历寞条件下,也不可能有其它可供选择之途径。

故以武力平定了叛乱,以较为稳要的处置措施稳定了局面,使两金川地区此后再也没有发生

大的战乱,人民由此而获得了钝长时期的安宁9这∵切无疑应该肯定在客观上有其积极的意

义。    ∵

2.清廷对金川实行改土归流,改土为屯,采用各种与内地一致的政治划一政策,从此大

小金川牢圃地归属于中央政府统属之下,使该逃区加强了与中央及内J吐 的联系和交往,这有

利于我国统∵多民族国家的巩圃和发展,、有利于金川迸区的开发。平定金川后,嫜廷在驻兵

安营的同时,^积极改土归流,改土为屯。于大金川设阿尔古厅,小金川设美诺厅,调招各类

官吏来该地区∷任职,借支银两修建各类衙门、官署。尽管平定之初,文职流官尚未发挥很大作

用,其行政体制和设施尚不健全和明确,但毕竟建立了一套类同其它改土归流地区的行政体

系。对倮留的少数土司,则依例由理藩院管理,实行定期轮班朝觐。到乾跬四十三年,鉴于
“
番夷倾心鼠化,耕作相安无事

”,即开始酌减屯防官兵,抽减兵丁二千名,官弁一百十三

名。乾隆四十四年,再抽减一千名,并相应改定营制,裁撤阿尔古总兵,其兵丁归并美请总兵

管辖,共设五营,与五屯相配合,使武力控制相对松弛⑩。与此同时,裁巍阿尔古 l司 知。将

阿尔古厅并入美诺厅,即至乾隆四十八年,改芙诺厅为懋功屯务厅 ,共领屯务五,土司二④,

行政体制亦趋筏化弭键全。同时-清地方玖府还先于乾隆帝的渝告,在两金川及相邻土司地

区实行菔鬓,以致到乾隆四十五年谕令菔鬟时,已是
“
新疆番众久经雉鬟,并已穿戴内地入

民衣帽
”

②。这种作法,虽属强制性的民族歧视政策j但足见清廷的划∷政策已在两金川地

区大力挂行,使该鹉区人民从归属、f耕作、赋税 (见后 ),到风土习俗都发生了 巨大 的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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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及至乾隆四十八年艹已是
“
该降番等与兵民聚处 ,尽力耕作 ,遇有差遣'莫不奋勇出力,与

内地人民无异
”
③。这些划一措施 ,在封建时代 ,不可能不具有强制性,但就其客观后果而论 ,

则使该地区加强了与内地的联系,有利于促进藏族人民与内地各族 入民的交往,使闭塞的大

小金川得以开放,故 以后外来屯民、商贾不断增加,该地区的民族成份也日益增广(见后)。

3.广兴屯田,大办屯务,使金川地区进∵步开发,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清政府一直重

视屯垦已如前述,就其效果来看也十分明显。屯垦之初,所行兵丁携眷屯田,单 兵 长 驻 屯

田,募民屯垦等虽见效缓慢,但随着局势的稳定,加之玫策的得当,各类屯垦日益发展。来

屯之入既有松、茂、打箭炉等民族地区的人民和士兵,也有渠县、什邡、长宁、洪雅、天全

等地的汊族人民⑧。及至乾隆本年,据嘉庆 《四川通志 》记,各类屯田条理分明,人数均有

增加,其志云: “
案新疆五屯,安插屯田户口:一、屯练,系杂谷五亵屯练随征至金川,尻t

派差防拔留给地耕种。一、屯番,系 平定两金川后向化番人,分拨给地耕种。一、屯兵,系

额设五营,选募兵丁三千名 ,除分拔羞防外 ,余俱给地耕种,携眷赴屯者为眷兵,单身赴屯者

为单兵,由屯番选补者为屯兵。一、屯民.系内地人民愿赴屯开垦者,给 j也耕种。统计屯练
工百七十户,屯香一千九百九十七户,单兵眷兵屯民共五千∵百一十五户,总共屯番兵民七

千二百八十二户。
”

⑤其五千工百⊥十五户中的屯兵数即或以三千计算,屯民之户也已达二

千户之多。劳力增多,垦辟地亩相应增加,据 《清实录 》记乾隆五十三年,垦地面积明显加

增,其文曰: “
金川屯务,经前任

‘
将军、参赞等丈出地土十一万七千六百六十亩。节年屯员

广为招傈,穑事日增,荒土尽开辟,除原丈地已垦外 ,多垦地一万八千九百七十五亩
”

④,即

至乾隆末,嘉庆初,实垦地达∵十七万五千五百一十五亩⑦。同时 ,、试种葫豆,使该地区增

加了粮食作物的种类;实行解运,制作农具,增添耕牛等,不仅使两金川增加了生产工具 ,

而且引进了其它民族的先进生产技术,促进了汊藏等族人民的经济交往;修补船桥,设置驿

站,马塘,也 ;利于改变两金川的闭塞状态。这一切所产生的明显后果有二:其一,生产得

到忸复和度展。据 《金川案 》有关文档记,乾隆四十二年四月已
“
苗稼益见起发 ,兵 番 相

庆
”,至乾隆四十四年,当 省官巡察两金川时,各屯兵已是

“
技艺均属可观,耕 种 亦 颇 勤

谨
”, 

“
其安插之土弁降番,各安耕业,⋯⋯至各屯播种稞麦豆荞,俱滋长茂盛

”
。至嘉庆

时,据 《四川通志 》记: “
至于金jIl受 降,冉骁 (按 :今四川茂汶羌族地区 )以西番夷向化

旃蠓,承垦缘边⋯⋯,戍士移耕⋯⋯,新汲亡徙居⋯⋯。不毛之地皆臻上腴,规模宏远矣
”
O。

“
皆臻上腴

”,未免夸张,但金川受降后,生产恢复发展颇有成效确是事实。曲于 局 势 稳

定 ,农业恢复发展,促使人口增加,商业有所发展 ,至乾隆五十一年已
“
新疆生齿日繁,商

贾云集,诸事倍蓰于前
”, “

且有贸易商贾,亦在该处与番民杂处
”,金川地区民族成分增

广,故地方官要求准予设专员管理降番之事 @。 其二,清廷财政收入有了新来源。金川受降

前,该地区长期混战,又多为土司头人管属9自无赋税可征。在金川战争和战后一段时问,

清廷大量动用国库资助战争和屯垦。但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清政府在各垤相继停发屯民

盐菜口粮,收回借贷;继雨升科纳粮,开始征收赋税。比如乾隆三十八年投诚受迪安排之二

百九十二户睁民,于乾隆四十四年升科纳粮,每户纳杂粮二斗一升八勺五抄;乾隆四十二年

安亩的降民一千四百十三户,携眷兵丁十八户,也于乾隆四十八年一体升科,每户交杂粮数

同前。两者共征粮二百二十三石七斗一升一合八勺,用 以搭放各屯官役口粮,开始减轻了政

府的负担。至乾嘉之际,懋功五屯,已共纳粮 一千二百九十五石④,大太超过了各屯官役、喇嘛



等人及岁修桥梁等岁需九百余石的数量 ,真正出现了
“
有盈无绌

”
的局面④。清廷财源逐年增

加 ,而金川入民则自耕自食,这种发展局面 ,对新开拓的民族地区而言 ,其效益应该是突出的。

茌。以乾隆帝处置善后事宜的政策、措施本身而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总的说来也是

比较得当的。大小金川虽为民族地区,但就当时清王朝所控制的疆域看,它已为内地,不属

边陲;而该地土司头人又长期混战,叛服无常;平定中清廷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故平定之

后,多数政策措施先严后宽,这种因势利导的作法基本上是适时的恰当的,比如对降人的大

多数:,对喇嘛教的处置正是如此。对于土司,清廷也曾严加防范,后逐渐宽疏,谕令军机处

删除各类文卷中防范土司之字句 ,以示
“
开诚布公,使永远安心向化、

”
②。在军政设施方面 ,

先注重军事控驭,重兵要员镇守,后抽兵减员,改变军政建治,至乾隆五十四年,已是
“
一

切章程政教,先后厘定,与 内地州县相同
”

⑧。以屯民升科纳粮之制来看,据 《金川案 》有

关文档记,原议为三年升科,后实际一律改为六年升科,并实行轻税,不征徭役。上述重大

决策,白 然与形势的变化有关,但也能说明乾隆帝尚能实事求是,尽管金川战争使清廷损失

惨重,但乾隆帝并未意气用事,一味从严。至于清政府一开始就十分重视屯垦,乾隆帝对屯

务大自设屯安官,小至粮盐油均直接过问。这一点不管他的主观目的如何,其作法都是无可

非议的。故此冫我们认为,金川事件善后事宜处置得当 ,大小金川在战后政治上比较稳定 ,经济

上得以开发 ,金川闭塞状态得以改变 ,除藏族人民渴望安宁,为之奋斗 ,藏汉兵民辛勤努力,积
极开发的原因外,应该说,这也与乾隆帝的积极作为,实施较为妥当的政策措施分不开。

总之,清廷处置金川善后事宜,其积极后果是主要的,评议整个金川事件,不能仅以战

争过程中的得失为依据,应该联系善后事宜及其效果加以考察。整个金川事件有得有失,失
之于征战当时,得之于战后久远;失于损兵折将,用帑九千万,得之者为金川乃至川西民族

地区由此得到相对的稳定和安宁,两金川由此而得到进一步开发,故从局部与全局、暂时与

久远的角度来研究,金川事件绝非徒劳无功,应该说它的积极后果和影响还是主要的。 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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