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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史就像年轮，总能一再看到相似的纹路。
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延续和发展了数千年。
在过去的世界里，这套制度曾经代表着典范与完备，也曾经创造过辉煌的盛世景象，在今天，也依然
在影响着我们的心理与习惯。
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它塑造了我们的文化传统与国民性。
而当我们试图去搞清楚这之间的一个个问题的时候，一个最好的也是最方便的窗口或许来自于清朝。
中国数千年封建王朝的光荣与梦想、辉煌与沉沦，在这里终于落下大幕，而作为最后一幕的主演者，
清代的文官制度可以说集合了前朝历代之大成，无论是优点还是弊端，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在这里
都像放大镜一样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实现。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温故者可以知新。
文本上的制度，或许是枯燥的，生活中的制度，一定是生动的。
在文本与生活之间，在纸上的规则与活着的规矩之间，在那些操控过前人的法则与还在影响着今人的
法度之间，你会发现耐人寻味与琢磨的广阔空间。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臣纲>>

作者简介

　　艾永明，1957年生，籍贯江苏常熟。
现任苏州大学王键法学院教授，法律史学硕士点导师组组长，法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法律史学会常务
理事、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曾任日本关西学院大学客座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行政法史和晚清法律史。
先后出版专著三部，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杂志上发表论文50余篇，在《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文汇报》、《法制日报》等报纸上发表文章10余篇，并在日本、澳大利亚、台湾、香
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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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似乎显得非常奇怪，以马上夺得天下的满清王朝，为何不继续发扬自己的武功，而是要模仿作
为失败者的明王朝的文治传统？
而两百多年后，腐朽的八旗子弟似乎也意味着丢掉了自己的武功是清朝统治者的败笔。
不过，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如果不是因为确立了“武威克敌，文教治世”的政策，满清说不定还没有这两百多年的国运，而会不
得不如蒙元一样不满百年便退出中原，重返边陲。
　　马上得天下而不能马上守天下，这是中国历史上无数次证明了的普遍治国经验。
尤其是对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而言，“上马能击贼”对他们来说乃是家常便饭，但“下马作露布”
却是难煞英雄。
而只要缺少了文治教化的本事，就难以治理好广阔的中国大地，辛苦打下的江山难免很快再次陷入动
荡之中。
因此，当八旗骑兵席卷南北，迅速完成了版图统一之际，汉族知识分子仍然充满信心，坚信“胡虏无
百年国运”，因而“反清复明”仍然有望。
　　清朝统治者们也清楚这一点，因此始终怀有深深的忧患意识。
他们知道，虽然凭借骑射勇武之术击败了衰败软弱的明王朝，以铁血和暴力征服了人数多出几十倍的
汉族，但一旦立朝垂统，面对泱泱中华，就不得不将其狂野彪悍的骑射文化融入优柔深厚的汉族农耕
文化之中。
这就必须依赖文官，依赖完善的文官制度。
　　清朝统治者的忧患意识的另一个来源，在于以数十万满族治理上亿汉族，不可能全凭高压政策，
而必须使其政权得到汉人的认同，利用汉族知识分子以汉治汉。
而要获得汉族知识分子的认同和支持，最有效的手段便是为他们打开仕途，通过恢复科举和重建文官
制度使他们能够为朝廷效力。
　　从小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知识分子们，可以说时刻都在思考着如何凭借自己的学识走进官场，为
皇帝治国平天下。
在神州板荡、故国倾覆之际，汉族知识分子中虽然涌现了史可法、夏完淳、王夫之，但更多的还是钱
谦益、侯方域、吴梅村。
看到清朝统治者重视文治的姿态之后，儒生们便积极地参与到了科举考试中来，积极地成为文官队伍
中的一员。
于是，便有了这样的诗句：“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
家里安排新雀帽，腹中打点旧文章。
当年深自惭周粟，今日翻思吃国粮。
”（褚稼轩：《坚瓠集》五集卷三）这样的讽刺固然辛辣，但抛开个人道德层面的讨论，从国家的长
治久安来看，清朝统治者对文官制度的重视，确实对于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安定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
用。
而此后的康乾盛世，也正是文治发达的一个体现。
　　高度重视文官制度的清朝，在这一制度的立法方面也是相当完善。
《大清会典》与《大清会典事例》是清朝最主要的行政法律。
《会典》具有国家制度总章的性质，国家机关的编制、职责、相互关系与所掌之政令，都在其中得到
明确的规定。
清朝先后修过五部《会典》。
最初的《康熙会典》与《雍正会典》，因为是在建政之初，因而都是以《明会典》为蓝本依样画葫芦
，按不同官职来对各项政事分门别类，每一条规定的末尾都附上例子以便于理解。
到了《乾隆会典》，大概是由于此前的规定经过实践检验已经比较成熟，而具体的事例随着社会的发
展则不断变化，因此本着“夫例可通，典不可变”的原则，在编纂体例上作了重大改变。
《会典》被一分为二，事例部分成为了单行的《乾隆会典则例》。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臣纲>>

此后的《嘉庆会典》，也是沿袭这一区分，只是名称变成了《嘉庆会典事例》。
《会典》中的图在此时也被独立出来，编为《大清会典图》。
到了清末的《光绪会典》，各项内容都变得最为完备，堪称中国古代行政立法的集大成。
全书一共包括典文100卷，事例1220卷，图270卷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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