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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中的历史"清代政治与社会./以下简称-档案中的历史.0是

台湾地区的历史学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刘铮云的研究成果集!

收
5

$%篇论文$作者根据清代档案对清代政治制度和基层社会管理%秘密结

社%人口流动%社会关等方面的论题进行深入考察!亦对其在史料整理中

发现的档案材料本身的特点和问题进行探讨$

作者长期注重利用档案来讨论%研究清代历史!关注点侧重基层社会管

理及社会关!特
*

是地方基层政府的运作模式!以及士绅群体与官府%会

党等之间的互动联!以此展现当时的社会状态$在他看来!很多档案中的

案例引人入胜且富有价值!但如同散落的珠子需穿针引瞃!档案材料亦须通

过问题的
V

络加以贯通串联$因此!他注重从档案的细节入手!尝试在大量

的材料中抽丝
e

茧%提炼问题!这也是本书所收
5

的论文的一个共有特点$

本书分
(

上%中%下三编$第一编 (档案中的清代政治 )包含五篇论

文!重点关注两个问题"一是从(?%繁%疲%难)的政区等制度设置!考

察清代中央与地方在地方官员人事调动问题上的互动!?探讨其特点#二是

从乡地保甲制度探析清代的基层治理情癋$

(?%繁%疲%难)之制是清代地方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份!依据地

方实际情癋划定不同等级!再派任不同的官员前往地方任职!是一种较
(

灵

活的人才任用机制$该制度实际执行的过程!在作者看来实际上是一场中央

与地方人事控制权的角逐$雍正时期此项方案提出!将近四年後才给出覆

奏!正式实行的方案大大削
f

督抚在该项制度的自由度!即只有(?%繁%

疲%难)?四项或三项的缺才归地方调补!吏部仍然掌控大部份的铨选权$

在这个过程当中!作者关注到皇权的参与!督抚往往可以直接和皇帝互动!

地方大员直接向皇帝申请员缺!或要求更改地方等级的案例层出不穷$皇帝

在此过程中拥有至高无上的
@

定权! (特旨)是皇帝掌握实权的一种方式!

不论推行什
6

样的制度!皇帝的旨意始终腸驾於其上$在作者分析的实际案

例当中!皇帝的参与往往显得不遵守规则!而这恰恰是整个制度灵活性的一

种体现$皇帝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保持对地方的实际控制$

乡地保甲是作者关注的另一个重点!乡约与保甲制度长期以来受到学界

的关注!部份观点认
(

保甲制是清朝沿袭明朝的里甲制!和乡约一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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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官人役)! (地)则是许多地方保长之上的又一个上级(地方)!因此

也有(地保)的
&

法$作者提出!在清代档案中呈现的制度情态!?非井然

有序!其确立过程先後不一!具体实践参差不齐$同时!中央对於地方推行

制度的监管?不严格!缺乏统一规范!往往是根据各地的实际情癋便宜行

事!很难归结出一个系统%具体的制度形态$地方官和乡保甲长的关十分

微妙!在地方!乡地保甲长是政府的代理人!直接面对民
7

!处理具体管理

工作#但是对於州县来
&

!与他们的斡旋比指派差役更
(

重要$在作者看

来!保甲对於政府来
&

是地方督催粮务与缉
0

安良的任务执行方!其系统结

构其实
)

有那
6

重要#而且!充任乡保甲长的人很多是(市井无赖)!他们

既被官府方面(挤压)!也在(挤压)普通人当中获利!始终无法进入真正

的官员系统!其实也是中央不愿意看到的$在这一点上!中央和地方隐有分

歧!作者在结语中尚未对此大问题做更多引申讨论$有关於乡地保甲!基层

社会与之错综杂的关太多!作者提到的每一个个案都有自己的特点!作

者仅希望通过档案中的具体机制一窥清代地方社会治理之概观!同时进一步

思考这样的情态
(

我们理解清代基层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带来什
6

帮助!也即

是他在书中提到的!国家如何掌控基层社会'

在本书的中编!作者收
5

的论文重点关注秘密结社问题!通过分析四川

?姓结拜%直隶老理会%哥老会等案例考察清代会党的状癋!主张从社会关

的角度去追述会党存在和发展的过程$同样的!在作者看来每一个案例都

有其特性!四川觘噜是外来移民和雇工等边缘人组成的组织!以掠夺
(

主!

鲜与其他社会组织
-

生关!实际上是
(

这些外来的孤单个体提供家族和社

群组织的替代$相较於後来的哥老会!觘噜是一个单纯的
(

生存活跃的团

体$关於老理会!作者利用一些会
7

被捕之後的口供来做研究!认
(

这是一

个属於(白莲教系统的会党!活动形式比较散随意!不论是组织形式还是

对成员的控制都很简单!建立在师徒关之上!容易趋向散或者分裂出

其他教派)$作者认
(

这能
8

反映出当时的一个普遍情癋!即聚散无常带

来各种组织的(生生不息 )$作者还认
(

!传徒以聚敛钱财或许是这样小

会党发展的一个大的动力!这样的结构打破了施坚雅以集市
(

关中心的

模型$

关於哥老会的起源是作者关注的另一专题!通过分析清代中期档案的不

同材料!指出早期的哥老会是仿照四川觘噜%红钱会等会党形成的组织!这

样的组织在当时的社会上?非特例!而是在一个区域
$

广泛流行$在湘军发

展的过程中!曾国藩
(

了提高军队的战力!效仿会党形式建立组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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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哥老会应当属於四川%湖南等地会党系统的一部份/有
*

於福建%广东

等地的天地会系统0!它以个人人际关
(

主要的连接点!实际上的组织动

员能力不高$关於会党的形成和发展动因!作者分析清代会党组织的时空分

?!进行资料分析!尝试从经济的角度考察看待$清朝进入发展疲怠期之

後! (人多地少)的情癋影响人口迁移!进而催生这种类宗族%甚至带有劫

掠性组织的出现$作者不赞成关於抗清意识觉醒这类的判断!而是在政治和

经济因素之间找到社会根源!?且侧重经济原因的分析$在活动空间问题

上!作者根据前文分析出的(?%繁%疲%难)设置来反观会党活动的活跃

范围!考察不同会党活动的地区特徵$他发现会党在被界定
(

(繁%重%

难)的地区活跃度比(疲)的地区要高!这也
&

明!政务繁忙错杂%交通要

道%民风难治的地区会更
(

活跃!而相对不那
6

富庶的地区则较
(

安
P

!因

此印证作者在前面提出的经济因素对於会党活动的主导型观点$根据作者的

观察!清代会党动员组织虽然能力有限!但在基层社会当中仍是不可忽视的

重要势力!会党与官府%乡绅的关也是作者密切关注的重点$从档案材料

来看!他们之间的互动关十分杂!各方势力时而相互对立!时而融合?

互
(

利用$中编的最後两篇论文是关於清代商贩和夫妻关的研究!他特
*

关注商贩这个群体在传统城乡文化交流中扮演的重要的沟通角色$

本书下编是作者关於清代档案材料的一些研究!总共七篇!是对目前档

案材料做出的辨析和讨论!作者主要思考如何利用这些材料去发现和解
@

问

题$他认
(

!档案材料虽然丰富!细节
7

多!但应该对材料加以考辨!站在

材料
-

生方/如记
5

者%

&

话方等0的角度思考材料的合理性!如作者提到

的口供材料!虽然可以从中发现很多基层社会的详细剪影!但受人
(

局限很

大!因此必须结合其他的档案材料思考才能有所洞察和创获$

本书收
5

的是作者$%(I至"#$I年的部份论文作品!按照时间顺序排列!

从中能
8

看出作者思考方向的一
V

相承和持续推进!基层制度与社会关是

主要的研究视角!从不同群体之间社会联的细节部份出发分析问题!是作

者擅长的研究方法$对於档案研究!作者亦喜用统计学的方法获得一些与传

统看法相悖的结论!注重比较不同因素对某个现象的影响程度$在最後一篇

文章+也是历史,中!作者展现他利用档案材料的功力!通过档案材料去还

原四个女人的故事!

%

调当时女性的生存状态!依赖於男性!无法自主做出

@

定!?且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抱有这样的心态$或许在作者看来!能
8

形象

生动地讲出一个清代的小人物的故事!才是利用档案的更高境界$作者亦提

到他近年的研究计划!是继续深入探讨底层民
7

社会问题!试图接近清代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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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人物的真实生活!从冰冷繁杂的档案中还原最鲜活的历史场景$对於这

一研究路径的可能性和有效性!我们期待作者的後续成果$

杜翼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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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何种角度探讨清代民国宾兴会的历史!一般都绕不开杨联皗

/$%$&[$%%# 0$%G$年
(

清华校长梅贻琦 /$((%[$%G" 0祝寿所作的 +科举时

代的赴考旅费问题,/-清华学报.!第"卷!第"期3$%G$年G月4!页$$G[

$H# 0$在这份开拓性的研究中!杨联皗讨论唐宋以至清代赴考士子筹措旅

费的各种方式!宾兴会助学即其中之一$他不仅深刻揭示(宾兴)由(官绅

士民公建)%具有(人民自治)的特质!还敏
]

地点明未来两种可供继续开

拓的研究方向"一是从(社会经济史方面)讨论基金观念%发商生息举动%

绅商士民自治等!二是从 (史地关 )讨论地域人文与义举互
(

因果的关

$可以
&

!杨联皗已经注意到!要进一步揭示宾兴助学的机制!必须将之

联到资金的运转%人的活动以及
-

生的具体地域社会背景$循此
V

络!读

者不难看到!不管研究者自身是否意识到!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这项议题的

研究!实际上都
)

有超越前述杨联皗提示的思路$问题在於!如何推进资

料!积累史实!揭示宾兴助学发生%发展机制!在深度和广度上回应杨联皗

的洞见$目前
(

止!杨品优的新著-科举会社%州县官绅与区域社会***清

代民国江西宾兴会的社会史研究./以下简称(杨著)0可能是把上述两个

方向结合得最
(

密切的成果!从而提供这个研究领域最有深度的认识$

除绪论%结语外!杨著共分五章$全书的撰写架构以时间
(

轴瞃!依序

讨论清代至民国时期江西地区宾兴会兴起%发展%转变和消亡的过程$作者

开宗明义指出!对这一科举会社发展演变历史的分析!着眼点是(晚清以来

国家与社会关 )!目的是揭示 (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 )的
$

在机制

/页H 0$他批评以往的研究 (未能关注宾兴会兴起的制度与社会背景 )!

(

)

有从嘉道以来王朝国家的大历史看宾兴会 )!因此是 (孤立的%独立

的%个案的分析)!(这样的研究无法再现那个大的历史与时代)/页""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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