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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官制概论》依时代为序，勾勒了中国古代国家的中央决策机构、行政机构、监察机构
和军事机构，地方机构及其职任，以及官员的选任和管理，重点指出了各个时代官制的特点和变化。
书末特附“官制释词”，均为书内未加详述者，与正文可配合使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古代官制概论>>

作者简介

李世愉，198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专业研究生毕业。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清史论丛》主编。
主要从事清史研究，重点研究清代典章制度。
著有《清代土司制度论著》、《清代科举制度考辨》、《中国历代科举生活掠影》，主持编籑了《中
国历史大辞典》（获国家图书奖）、《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发表论文数十篇。
孟彦弘，1984-1994年前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 博士学位。
1994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至今，任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隋唐史、法律制度史等研究，著有《唐前期的兵制与边防》、《秦汉法典体系的演变》等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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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2.幕客、吏胥制度清代各衙门，除正式任用官员外，还要任用一批幕客、吏胥协助办理公务
。
幕客也称幕宾、幕僚、师爷，多数由主管官自行出资选聘，间或也有朝廷指派，多见于随军办差。
由于各任官的身份、地位和政事繁简不同，所以幕客的人数、来源亦不同，一般少则一二人，多的可
达一二十人。
各府州县衙门普通任用的刑名、钱谷幕客，多出自子孙师徒相传的浙东绍兴府属等县，即所谓绍兴师
爷。
另外，也有聘文人学士、门生故旧、科举中式人员和丁忧休致官员等为幕客的。
幕客除处理刑名、钱谷外，也代为批答文书或作咨询参谋。
吏胥亦称书办，也就是衙门中的办事人员。
中央机构各衙门的吏胥有供事、儒士、经承等名目，地方机构的吏胥有典吏、攒典、书吏、承差等名
目。
吏胥须经召幕考补，或严格的挑选，方可补任，以五年为满役，到期另更换，为的是防止久而生弊。
其无过犯可选为正八品至未人流官。
清代的幕客和吏胥，虽不属于官制系统，却是整个行政机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清代的吏胥作奸犯科不亚于前朝。
特别是幕客，有功不议叙，犯过不议处，除为幕主尽心勉力外，无直接对国家政府负责之义。
这种把个人与国家截然分开的做法，也会带来某种消极的副作用。
（三）回避与休致1.回避清代的回避制度，集历代之大成，最为严密。
主要分为地区回避、亲族回避、师生回避。
地区回避，包括在京户、刑二部司官和各道监察御史，其籍贯不得与所管省份相同；外省自督抚至州
县官，不许以本省人任本省官，或虽非本省，但与原籍相距五百里内者，亦照例回避；乡试主考官不
得以本省籍人担任。
亲族回避规定，凡祖孙、父子、叔伯兄弟，以及儿女姻亲，不得在同一衙门，或上下级衙门，或互有
监察关系的衙门担任职务。
康熙三年（1664年）颁布：“外任官员，现在上司中有系宗族者，皆令回避。
”①此外，遇有科举考试，凡有亲属关系者亦不得在同一考场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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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官制概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重点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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