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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何谓制度？
在古代的语境下，有两层含义。
一是法令和礼俗的统称。
《易经·节》云：“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疏]正义日：“王者以制度为节，使用之有道，役之有时，则不伤财，不害民也。
”①《尚书·周官》记载：“又六年，王乃时巡，考制度于四岳。
”②二为政治上的规模、法度。
《汉书·元帝纪》载，汉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③古代的政治与制度相关，其意亦分两面。
一面是言政事得以治理。
《尚书·毕命》日：“道洽政治，泽润生民。
”汉孔安国注：“道至普恰，政化治理，其德泽惠施，乃浸润生民。
”④汉代贾谊说：“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
”⑤清时任吴江令的郭琇为供前任某抚军的奢欲，聚敛乡里，“以贪黩闻”。
江宁巡抚汤斌招之来，教以贞廉。
郭琇自洗其堂庑，日：“前令郭琇已死，今来者又一郭琇也。
”其“政治为之一变”。
此处政治乃为治理。
⑥另一面则讲治理国家所施行的各种措施。
《周礼·地官·遂人》记载，遂师“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⑦。
《汉书·京房传》亦载：中书令石显告郡守京房等通谋，“诽谤政治，归恶天子”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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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代考课制度研究》是第一部有关清代考课制度研究的专著，内容涉及文官京察、大计、武官
军政。
作者利用丰富的档案文献资料，进行量化分析，探讨考课制度的指导思想，确立过程、规划程序、运
作特点及其得失，阐述了制约其发挥作用的诸因素。
提示了在皇权专制官僚政治体制下，考课制度与皇帝、国家、官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此外对清代官僚政治、皇权控制、吏治整顿、满汉关系等问题也有简略明晰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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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常越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现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所助理研究员。
已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
现主要从事清代政治史、政治制度史、满学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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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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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章对考课制度进行宏观性的评析。
清代考课制度作为国家机构人事管理、皇帝政治控制的重要制度，在清代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有其特点
。
本章对清代考课制度的作用做出综合评估，分析考课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作用、在实际运作中出
现的诸多问题，并进一步探讨影响考课制度发挥作用的诸因素。
　　占有大量的原始文献资料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前提，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总结，方能尽可能还原历
史本来的记忆、揭示历史发展规律。
目前所存清代文献很丰富，为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研究制度史，离不开官方所修政书。
清代会典、则例等官方文献分门别类记载了文武官员考课制度的内容、程序和相关规定，是有关制度
的法定性文本。
《大清会典》共有五部，分别是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朝所修。
会典记载的是制度的框架，所载制度的时限是从开国之初截止到修书的日期。
从乾隆时起，为解释、补充会典所记，增加了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光绪
《大清会典事例》三部，还有《皇朝通典》、《皇朝通志》、《皇朝文献通考》、《皇朝续文献通考
》等。
吏部等衙门在不同时期还颁布有关制度的相关则例，格式内容与会典相似，按条目分列各项条规，只
是所载内容是修书当时所行制度，不追溯前代制度。
本书所用则例包括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吏部的则例。
此外，还使用了《八旗通志》、《钦定台规》等政书和《湖南省例》、《粤东省例新纂》等省例。
由于政书记载的内容仅限于制度本身的条条框框，稍嫌简略，除此之外，本书还利用《清实录》、《
清国史》等官书资料，展现各项制度的来龙去脉。
　　档案史料是清代政治史研究不可缺少的、也是本书征引的重要资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吏部档案·考课类》、《内阁黄册·考绩类》、《内阁吏科题本·考绩》
（缩微胶卷）等档案材料中保留了不同时期考课的文册、执行结果，对研究考课的具体实行情况非常
有价值。
由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刊行的档案史料，如《康熙起居注》、《雍正朝起居注册》、《雍正朝内阁六
科史书·吏科》、《乾隆朝上谕档》、《乾隆帝起居注》等档案史料都在文中大量使用。
此外，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有关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年间京察的大量履历册，包括满官
、汉官、笔帖式等，这对研究京官考课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外，本书还广泛搜集清代私人文集、笔记中的资料，从中发现清代人对考课制度的理解及相关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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