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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满族（清代）历史文化研究文库：明清档案与史地探微》特色：
　　一从内容看，主要围绕档案、边疆、民族及社会热点问题，而尤以卫拉特蒙古和新疆、北疆地区
历史，西藏和藏族历史为主，也兼及清代宫廷史；
　　二从形式看，可分为史地探微、档案评述、随笔杂谈；
　　三从所利用史料看，大多以学界鲜见利用的满文档案为主，又兼及相关汉文档案和诸多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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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美兰，锡伯族，1955年12月24日出生于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1975年高中毕业后进入北京故官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参加满文干部培训班学习，1981年就读北京师范
学院夜大历史系，1986年毕业，历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调研员等。
自1978年满文干部培训班毕业，专致从事清代满汉文档案的整理、编目、翻译和研究工作，整理过归
化城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内阁满文题本、内务府满文杂档等；参加或主持过《满文老档》等满文档
案史料的编译、《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档》等汉文档案史料的编辑。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着重编译清代有关西藏和藏族、西北蒙古历史的满文档案，编译出版了一系列
相关的档案史料。
同时，在工作之余从事清代西藏和藏族、西北和漠南蒙古历史，以及边疆史、民族史和明清档案的研
究，发表论文或文章四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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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档案评述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明朝档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西藏历史满藏文档案及其研究价值
清官珍藏土尔扈特历史档案及其重要价值
清代首任伊犁将军明瑞满文奏折综析
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与准噶尔史研究
沈阳故宫满汉文档案研究
清官珍藏满文舆图
热河地图清官珍品
《清官扬州御档选编》评述
近年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档案编译出版概况
史地探微
五世达赖喇嘛入觐述论
六世班禅朝觐始末
六世班禅与须弥福寿之庙
乾隆三十六年中甸大宝寺争教命案原委
20世纪80年代西藏历史研究概况
康熙年间口外行宫的兴建
康熙帝与多伦诺尔汇宗寺
二世哲布尊丹巴与多伦诺尔善因寺
恪靖公主远嫁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述略
雍和宫始建年代考
从清官所藏满文档案看准噶尔蒙古赴藏熬茶活动
乾隆初期沈阳故宫修建考实
清代“塔里雅沁回子”东迁呼伦贝尔开垦种田始末
土尔扈特汗渥巴锡部众东归后拨地安置始末
清代布伦托海办事大臣的设立及其裁撤
论兴安城总管衙门的兴废
从地域特征看清政府对鄂伦春族统治政策的得失
嘉庆年间英国对澳门的两次入侵
清朝赏赐琉球国王及其来华使节制度初探
随笔琐谈
雍正继位
清官奶茶钩沉
清代台湾地震频发
清政府对住澳葡人商船的管理
康熙修建畅春园冰窖工程
清初震惊朝野的汤若望案
从《还珠格格》中的西藏王谈起
迎着太阳回归的部族
东归英雄后人的述说——简评《土尔扈特女儿》
锡伯族文化遗产
锡伯语口语音位系统
附录
附录一：个人论著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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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编译出版满汉文档案史料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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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明朝档案的由来　　档案是历史正在进行过程中形成的文书，历代统治者对文书都有严格的
管理制度，明王朝也不例外。
洪武十八年，朱元璋在总结建国后的立法定制和所作所为时说：“华风沦没，彝道倾颓，自即位以来
，制礼乐，定法制，改衣冠，制章服，正纲常，明上下，尽复先王之旧，使民晓然知有礼义，莫敢犯
分而挠法。
”（《明太祖实：录》卷14）明朝的文书档案制度相当完备，不仅有完整的文书处理制度，亦有严格
的文书使用等级制度。
皇帝专用的诏令文书，规定有诏、制、敕、册、谕、书、符、令、檄；臣工上奏的文书，规定有题、
奏、启、表、笺、讲章、书状、文册、揭帖、制对、露布、说。
各官府使用的文书，规定上行文书有咨呈，呈状、申状、牒呈、牒上；下行文书有照会、札付、下帖
、故牒；平行文书有平咨、平关、平牒。
　　明朝档案历经劫难，损失极为严重。
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朝档案，是清初为了撰修《明史》，清政府下令在京各衙门及外省督抚各
官府将有关文移开送礼部，然后再送内院，以备纂修。
由于各衙门对此事督办不力，搜集工作成效甚微，故在修史过程中，仍感史料严重匮乏。
清《圣祖实录》中记载，康熙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再谕礼部征集明朝档案，并集中保存于清内阁大库中
。
这些明代档案与清朝档案一样，经过清朝、北洋政府、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权更迭，战乱破坏，损失
相当严重。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东北图书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先后将散失的内阁大库档案移交
当时的故宫档案馆，3000多件（册）明朝档案才得以集中保管。
总之，现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明朝档案，随着历史的变迁，社会的动荡，饱经沧桑，今之有存，
确非易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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