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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赏与罚是历代统治者惯用的统治手法，二者相辅相成，交相为用，赏用以劝善，罚用以惩恶。
不了解一个时期的制度，就不可能全面而准确地认识社会。
奖赏是清代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几乎每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均伴随着大规模的奖赏。
毫不夸张地说，奖赏制度是清朝历史发展的缩影。
目前，国内外学者关于清代制度史的论著，只是零星地涉及到奖赏制度的某些方面，而且大多局限于
某个方面的专题研究，系统研究清代奖赏制度的论著尚未出现，本书试图尽力弥补清史研究领域的这
一缺陷。
　　本书在《清实录》、《清会典》、《清史稿》等文献资料以及丰富的清人笔记的基础上，对清代
的奖赏制度进行梳理。
并试图运用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一些理论与方法，采取宏观制度叙述与微观个案分析相
结合的方法，进行必要的统计，举出一些有代表性的事例佐以论述。
在此基础上，将奖赏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激励机制，探讨其在维护政治统治、纲常名教及社会风尚等方
面的作用。
并将奖赏作为观察清代社会，解读制度背后深层次东西的独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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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奖劳劝功：　　清代对于功勋卓著或效力年久的文武官员的奖赏措施较多，最常见也最
为实惠的是加官晋爵，此外还有延伸至父母妻子的承荫与封赠制度，顶戴花翎、黄马褂等冠服奖赏，
巴图鲁、巴克什等赐号奖赏，紫光阁绘功臣图像制度，被视为稀世之荣的抬旗制度以及晚清新出现的
宝星（勋章）等奖赏举措。
　　一、封爵、加官、加衔：　　爵原是古代人饮酒用的一种青铜酒器，后来由实物演变成封号。
封爵制度是随着分封制与宗法制的实施而逐步确立的。
西周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此时的封爵只是一种名号，与后世的封爵有很大的区别。
公、侯、伯、子、男只是国君的通称，并非爵禄。
除天子外，公、侯、伯、子、男的地位和权力是相等的，仅仅在礼节上的待遇有一定程度的差别。
但是，西周确立的公、侯、伯、子、男五等之封，后世大多相沿承袭，成为中国最早也是沿袭最久的
爵号。
　　爵位与官职有一定关系。
西周所封公、侯等爵，对周天子称臣，在封国内就是君主，官爵合一。
此后，总的趋势是官与爵逐渐分离，但在某些时期仍有例外。
西汉、西晋及明朝初期，宗室王在封国内有军事、行政权，热力逐渐膨胀，先后酿成“七国之乱”、
“八王之乱”、“靖难之变”等，严重威胁着皇权。
在其他时期，爵位只是一种荣誉称号，因其与皇帝关系的亲疏（皇族封爵）及功劳大小（功勋封爵）
而有高低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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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赏与罚是历代统治者惯用的统治手法，二者相辅相成，交相为用，赏用以劝善，罚用以惩恶。
不了解一个时期的制度，就不可能全面而准确在认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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