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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1998年曾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时任出版社社长汪霁老师曾经给予的关心和帮助令我永志
难忘。
此次因刘小萌师兄推荐，承蒙辽宁民族出版社厚爱和吴昕阳女士的支持，予以再版，我深感荣幸，这
是对我的学术研究给予的莫大鼓励。
    内府机构是不同朝代宫廷事务的服务机构，它最能体现当朝统治集团的统治意识和个性特征，因而
，通过对一个朝代内府机构的系统研究，可以更全面准确地把握这个朝代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特
性，了解这个朝代兴衰存亡的内在原因。
清朝内府机构更具有典型性。
 本书从满族早期社会的特点与内务府产生的历史背景、满族早期社会的包衣与内务府的关系、清初内
务府及其与十三衙门的关系等十个方面进行了系统地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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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祁美琴，女，1964年生。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清史、边疆民族史。
学术兼职有：《清史研究》副主编，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
主要学术著作有：《清代内务府》、《清代榷关制度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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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满族早期社会的特点与内务府产生的历史背景　　任何历史事物的产生，都离不开当时
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
清代内务府作为一个服务于皇室宫禁事务的机构，无疑是中国封建制度和封建集权的产物，它与中国
历朝封建制度下的内府制度的本质是一致的，是皇权的一种附产品。
但是，在内务府产生过程中，满族早期社会中包衣及其组织包衣牛录的存在和发展，无疑是导致内务
府产生的最直接的根源。
而包衣阶层的出现又与满族早期社会特有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组织、政治结构、文化继承
等有直接的关系。
这些因素使清朝内务府一方面带有历代封建专制制度下此类机构的共同特性；一方面又具有鲜明的满
族本民族特征。
所以，我们不仅从决定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人手，同时仍须结合清代满族民族特征，才能科学地认识
内务府的产生、发展及历史作用，抓住问题的本质。
　　一、满族早期社会经济结构的独特性与包衣阶层的形成　　满族早期社会的经济结构，是决定满
族早期社会其他领域，包括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根本因素。
了解满族入主中原之前生产的特殊性和由此形成的生产关系的特点，是我们认识和把握包衣阶层出现
的关键。
　　早期满族人一直生活在山海关以外的山峦起伏、连绵重叠地带，在那里既有高山峻岭、森林草地
，又有河流湖泊，野兽成群，而且冬季寒冷，夏季短暂。
这种多样性多层次的地理分布和气候特征，使满族早期自然经济呈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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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代内务府》从满族早期社会的特点与内务府产生的历史背景、满族早期社会的包衣与内务府
的关系、清初内务府及其与十三衙门的关系等十个方面进行了系统地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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