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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承宋元之势，明末清初以来，地方吏役制度获得高度发展，在科举选官的背景下，吏役的作用越来越
重要，反映出官制对吏役制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本书通过对以书吏和差役为代表的地方吏役系统的分析，围绕作为基层地方政府的州县衙门，探究其
运作机制和制度内部的合理因素。
透过吏役的多重身份，分析该制度运作所反映的地方行政的实际过程和吏役行为失范的若干表现，以
及国家、社会对地方吏弊防治所做的努力。
清代地方政府结构既存在局限又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合理性，体现出高度集权“官僚君主制”的政治制
度设计与“地方吏役制度”实践之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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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衙役的内部尽管有了分层，但要仔细追究的话，民壮、库子、斗级等役由于是“质朴殷实”农民承充
而与皂隶、马快、禁卒、门子等两属，原因实在有些牵强。
不过，前述民壮和其他衙役的区分在实际生活确实得到体现，这里便有一个皂隶与壮役身份截然区分
的例子。
嘉庆年问，高廷瑶在安徽庐州作通判，有一天，衙役二十多人联名揭发某皂隶为其子捐纳监生，并说
其名尚在卯簿，但一直是出钱雇人代替他服役，而自己三十多年来往返于苏州和庐州间做大米买卖，
大概赚钱有二三十万了，而且还在合肥县买了豪宅。
高廷瑶立刻派人将某皂隶叫来对质，两个儿子将其扶来，人已七十多岁，恐惧万分，跪在地上大气都
不敢出。
高问是否皂隶，他回答说“小人为壮役不是皂役”，高又问那为何皂隶册还有你的名字呢？
他回答说：因为当初投役时书掾把他误人皂隶名册，而当时又有一人和他同名姓正好投充皂隶，正好
他顶了这个缺。
又云其名字已改人壮役册，卯册还在，可以重新检看。
原来其大儿子在家伺候，小儿子早已过继给某从兄，曾肄业为国子生，如今兄嫂均已过世。
无所依归，所以又回来了。
皂隶的那位从兄是以经商为业，已经死了三年。
问小儿为何不冠巾，则回答说：上有长官，又与父兄同来，所以不敢戴冠巾。
找来卯册对照，果然所述属实。
于是高说：“此汝家令子也。
民壮子孙考试入监，例所不禁，况已出继其父，并不在役籍乎。
汝今老矣，余并除汝役册名，归与汝子为汝兄善培成之。
”其结果，父子三人自然欢天喜地而回。
    家人的处境与大多数衙役同，但他们却更有机会冒险改变自己的身份，越是高级别衙门越会如此。
例如嘉庆时，大学士庆桂买一家丁，名叫咸宁，当时虽签了合同，但期满后仍在其家管事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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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清代地方吏役制度研究》由学位论文修改而成，不过在这里我不必为诸如将来如何献身学术之类而
作出表态。
虽苦于缺乏煽情和激情的文字，但我确信下面每一个字都出于真实。
这些经历，人一辈子只有一次；这些恩情，人一辈子都不会忘却。
小的时候，曾经非常相信，让我们度过那美好的时光，都会长成参天大树，从来没有认为长大了的树
其实会存在很大很大的差异，更不会想到供树汲取营养的土壤也会存在肥瘠之别。
到最后，有些可能成了不可雕琢的朽木，有些却能成为真正的国之栋梁，而有些，是大多数，则成为
介于此二者间的平常众生。
人的一生，大概有很多机会不容自已选择，只要你活着，就得直面这个事实。
我误打误撞地读到了博士，当结束马拉松式的“劳民伤财”的求学生涯，脑子里充满的除了些许安慰
，更多的是愧疚和歉意。
于是，我不能打破常规，感谢之外，还是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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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地方吏役制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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