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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代地方政府》系统分析了清代州县官的职能及其运作，包括：征税，司法，长随和幕友的使
用，对于书吏和衙役的依赖，以及公堂或衙门内的办事程序等。
作者通过各种手本和札记，同时参考大量的官方资料，全面考察了在清代地方政府正式体制中的非正
式人事因素的运作，特别考察了地方精英或乡绅对政府管理过程的参与，深入考察了地方利益对政府
政策的影响，为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关于中国地方行政运作的图解。
" 原按语说，在《清代地方政府》出版之前，“关于中国政府的整个传统，关于它长于权衡利害的大
量做法和设计（置），一直没有人以现代的方法进行过分析”， 而该书的出版已经初步弥补了这一缺
陷，它正是以现代方法分析中国古代政府传统的典范。
这里分析的是清代地方政府，实际上也是汉代以后二千余年间中国地方政府的一般模式或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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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瞿同祖老人1910年生于湖南长沙。
因与其祖父同在庚戌年出生，故命名同祖。
20年代他曾就读于北平育英中学、汇文中学，最后毕业于燕京大学，1945年出国。
1965年瞿同祖辞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一职，经欧洲返回祖国，现定居北京。
其生命历程绕地球一圈后又回到了出发地。
瞿同祖早年喜欢历史，考入燕京大学后主修社会学，后来在云南大学担任教授，能同时开设中国经济
史、中国社会史及中国法制史三门课，这得益于他广泛涉猎各门学科，研读正史野史、家训、笔记、
小说，博闻强志。
尤其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研究，在海内外颇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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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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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治安第三节 邮驿服务第四节 公共工程第五节 公共福利第六节 教育和教化第七节 祭祀仪式第八
节 杂务第十章 士绅与地方行政第一节 作为非正式权力的士绅第二节 “士绅”的定义第三节 士绅的声
望和特权第四节 士绅发挥影响力的渠道第五节 士绅家庭第六节 士绅在地方行政中的地位第七节 营私
和不法行径第八节 官绅间的合作与冲突结语附录一 本书引据中文文献书目附录二 本书引据西文著作
目录索引附录三 本书引据日文著作书目附录四 本书重要名词中英文对照附录五 本书重要名词索引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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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因此，监控陋规收费之责任只能落到省级长官们头上。
他们中的一些人，像巡抚陈宏谋（1696一1771年）一样，曾试图通过列出许可收费的项目表而废止其
余收费的方式来规范此种收费行为。
但是，因为各级地方政府都依赖陋规收费维持行政费用，所以每一级官府不得不向下一级官府索要这
种陋费。
显然，只要上级官员不能约束自己及其属僚们从下级衙门索受陋费，那么对这一陋规加以控制就不可
能是有效的州县官们处在一个相当为难的位置上。
他们必须找到财路既能向上级衙门交纳陋规费又能满足自己衙门的行政费用。
按老规矩，衙门职员们可以与州县官分享陋规费收入。
要知道，州县衙门作为地方政府的最低层级，它只能直接或间接地（通过象“庄头”之类的乡间代理
人这个中介）从百姓手中征敛陋规费。
显然，如果百姓被过度索取陋费，他们就会穷得交不起国税。
而州县官的职责又是全额征齐赋税。
要监督控制衙门职员，又不得不依赖他们从乡间代理人或百姓手中收取陋规费，这又成为州县官们的
另一个严重问题。
我们将在后文关于书吏、衙役、长随等章节中讨论这一问题。
　　政府对陋规收费的容忍及制度上缺乏控制，意味着整个陋规收费之事几乎都由州县官们自己安排
。
人们只能寄望他合理地、有节制地收取。
当然，这并不是说州县官可以随意征收陋规费。
收费额度不得不受当地所有的人都了解的习惯的规约和限制。
交费人愿意交纳在目的及数额上与既定规矩相符的陋规费；如果官员或衙门职员们需索过高或巧立名
目，他们也会拒绝交纳。
冯桂芬（1809-1874年）曾指出，在江苏句容，人们总是按一个固定的换算率交纳赋税，哪怕市上的换
算率已发生变化。
如果知县提高换算率，通常会引起骚乱。
显然，习惯是使陋规费保持在某一限度之内的制约力量；聪明的州县官只简单地依既定惯例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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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瞿同祖先生与中国地方政府传统研究　　(代译序)　　范忠信　　　　《清代地方政府》是瞿同
祖先生旅美期间的英文力作。
因为是讲中国历史的书，翻译难度容易被低估，于是1998年我就主动向瞿老“请缨”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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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代地方政府》是第一本系统、深入研究清代地方政府的专著。
此前从未有过类似的著作，不论是中文、日文还是西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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