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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的学术研究生涯,屈指算来已近40年。除了参著、合著、独著

和主编、主审过逾10本著作外,还发表过近50万字的文章。我真正

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是结合本职工作进行的,始于上海大学,先后做

过 《社会》《秘书》两个学科的专业期刊编辑工作。这一职业岗位甫定

时,始有要成为 “学者型编辑”的朦胧意识,于是,结合编辑工作,

对社会学和秘书科学进行研究。其中,对秘书科学的研究,时间最长,

至今已近30年;成果最多,已有文章逾40万字。现我已年近古稀,

即将步入人生的收尾阶段,在盘点秘书科学研究文论的过程中,遂觉

该是把它们加以整理和汇集成册的时候了,由此有了编辑这本集子的

念头。

这本集子的主体部分有9个篇章,据侧重点不同编排为 “学科发

展史论篇”“学者研究专论篇”“秘苑人士访读篇”“秘苑人士怀念篇”

“实践理论思考篇”“学术著作评论篇”“学术著作序文篇”“应用文书

研究篇”“学术文章争鸣篇”。每个篇章内的文章,有8个完全按写作

或发表时间的顺序编排;惟有 “应用文书研究篇”先按应用文文类编

排,再在每种文类中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的顺序编排,以尊重文论撰写

的历史过程。

有些文章之后配上了 “附文”,这些 “附文”都是他人所写,它们

或是对我某篇文章及其所述对象的针对性反应,或是我某篇文章要商

榷的对象。这些 “附文”无论是 “正面”的抑或是 “负面”的反应,

凡是我能搜集到的,都按公开发表时的版本附上,以便让细心的或对

此感兴趣的读者尤其是专家学者加以对照阅读和比较研究。我不会像

这本集子中某几篇被争鸣的 “附文”的作者那样,在他汇集这几篇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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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文章时,只把他的文章放进去,却不把我与之争鸣的文章及他人

有关针对性反应的文章放进去。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尊重客观事实,

让读者不是只见到一面之词,可对争鸣双方文章的观点和态度,对争

鸣双方作者的文品和人品,有一个全面了解,以求公论,进而彰明较

著学术争鸣的本义。

有些文章与发表时的有些差异,是因为恢复了原稿的原样;标点

符号等的用法,据新版国家标准的规定作了调整;某些格式按本书版

式要求也作了调整。凡是文章中的 “注释” “参考文献”等书写形式,

都保留它们发表时的原样,不作统一调整,以尊重原貌。

这本集子在主体部分之后加上 “附录”,可让读者有更多的了解。

回顾以往的学术研究生涯,尤其是通过编辑这本集子,我感到当

初对自己提出要成为一名 “学者型编辑”的想法和要求是对的。正因

为当初有了这一想法和要求,并持之以恒,我才有了这些学术研究成

果,才能汇编成这本集子。实践使我认识到,作为学科专业期刊的一

名职业编辑,如果只懂得该学科的专业知识,至多只能成为一名称职

的编辑;如果还能进而投身于该学科的学术研究并坚持下去,就至少

有了成为一名学者型编辑的可能性。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只把这份

工作看作是谋生的一种职业,后者却把这份工作当作为之奋斗的一项

事业。

2014年1月1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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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秘书科学萌发阶段的特点

　　对迄今为止的我国秘书科学发展史,笔者于去年首次提出了应划分成

四个阶段的见解。这四个阶段是:史前阶段,从先秦到18世纪下半叶;

萌发阶段,从18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期;准备阶段,从20世纪初期

到70年代末期;开创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①。本文试就我国

秘书科学萌发阶段的特点,作初步探讨。

我国秘书科学的萌发,以清代幕学专著的问世为标志。我国秘书科学

萌发阶段的特点,具体说来,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

　　一、我国秘书科学的萌发以幕学的特殊形态出现

幕学是描述和研究幕僚活动的专门学问。幕僚活动其主体是幕僚,其

客体是幕务。

幕僚又称幕友、幕客、幕宾、馆宾、西宾、宾师等,在清代民间俗称

为 “师爷”,史学界一般统称为幕府。据一些史学家的研究,清代幕府制

的发展,以1853年曾国藩初建幕府和1889年张之洞到湖广后的幕府为中

间的两个界标,可以分成三个阶段②。从其主流来看,清代幕僚是一种私

人秘书。

清代幕僚所从事的幕务,主要是各级地方行政机关的政务和事务工

作,有刑名 (办理刑事、民事案件)、钱谷 (办理财政、赋税)、折奏 (起
草奏疏)、书启 (办理公文、书信等文字工作)、挂号 (办理文件的收发、

归档)、征比 (办理赋税的厘定、人丁的清查)等。此外,一些投入幕府

的大学问家、大科学家还从事编写书籍和主讲书院等活动。在这些幕务

中,主要是公务秘书工作。

由私人秘书从事公务秘书工作的幕僚活动,是秘书活动的一种特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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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因而,以幕僚和幕务为研究范围的幕学就成了秘书科学中的一种特殊

形态。

在清代各级地方行政机关中,幕僚作为私人秘书,他们的地位、与主

管官吏之间的关系,和书吏等公务秘书是不相同的。从地位来看,幕僚是

主管官吏的私人参谋、个人助手,由主管官吏延聘,以客卿宾师相处,地

位平等;而书吏等公务秘书则是主管官吏的僚属,由主管官吏委任。从与

主管官吏的关系来看,幕僚是主管官吏的良师益友,相随左右,关系密

切,去留自由;而书吏等公务秘书与主管官吏之间则是相隶属的上下级的

关系。幕僚所处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关系,使他们有着特殊的身份:他们不

是官吏,没有职权,但地位较高,操持政务;他们没有俸禄,只领脩金,

但待遇优厚,生活尚好;他们从事行政工作,却不负行政责任,只对主管

官吏负责,事关主管官吏政绩,影响主管官吏升迁。正因为如此,幕僚在

当时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他们对地方政权的佐治程度,对主管官吏的匡正

效力,是平常的书吏等公务秘书所不及的。

对幕僚的研究,如果超越时空,拓展视野,我们还会发现:同样是私

人秘书,在我国封建社会各级地方行政机关从事公务秘书工作的幕僚,与

近代、现代社会私营工商企业等单位和社会各界人士个人的私人秘书相比

较,他们的地位、作用、与雇主的关系也有所不同。

因此,以私人秘书从事公务秘书工作的幕僚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幕学,

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是我国秘书科学发展史中的一种特殊形

态。

　　二、幕学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职业幕僚培训需求下的产物

幕僚性质的私人秘书,在我国古代早已有之。据已有史料,我国从春

秋、战国时期起就成批地出现幕僚性质的私人秘书,他们被称为门客、食

客、舍人等,如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魏国的信

陵君、秦国的吕不韦都纳士数以百计,这些 “士”就是类似幕僚的私人秘

书。至晋代,公孙弘自聘幕僚,始有此称。到清代,幕僚在我国已有

2000多年的历史。在如此漫长的岁月中,以幕僚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幕学

为何到清代才产生? 我国当代秘书学界最早研究幕学的学者杨文起先生由

此而感叹:“从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到 《中国丛书综录》,著录古籍浩

·4· 刘耀国秘书科学研究文萃
■■■■■■■■■■■■■■■■■■■■■■■■■■■■■■■■■■■■■■■■■■■■■■■■■■■



若烟海,而幕学著作甚少。这同中国渊源很深的幕府制度,影响深远的幕

学传统,丰富多彩的幕宾实践,为数众多的佐治名流相对照,是很不相称

的。”①

据笔者研究,幕学之所以到清代才产生,是因为有以下社会历史条

件:

第一,清代幕僚盛行达到历史上空前程度,是幕学得以孕育的 “土

壤”。幕学是幕僚实践的产物,是幕僚活动的经验总结和理性概括。我国

虽然有渊源很深的幕府制度,但从春秋、战国到明代,幕僚及其类似的私

人秘书,与庞大的公务秘书队伍相比,他们毕竟人数少、作用小、影响

窄,在整个社会实践活动中无足轻重。到了清代,情况就大不一样,延聘

幕僚之风几乎遍及各级地方政府,尤其是从雍正元年 (1723年)清世宗

下谕 “各省督衙门事繁,非一手一足所能办,势必延请幕宾相助,其来久

矣”, “嗣后督抚所延幕客,须择历练老成、深信不疑之人,将姓名具

题”② 之后,幕僚取得了正式法律地位,不仅充塞于总督、巡抚衙门,而

且充塞于省以下的道、府、县各级地方政府,形成了一支日趋庞大的队

伍。一些地区幕僚几代辈出,如 “绍兴师爷”就由此而闻名,游幕40年

的绍兴人龚未斋曾说 “吾乡之业于斯 (指幕僚———笔者注)者不啻万

家”③。当时,幕僚的职掌几乎囊括了各级地方政府的政务和事务,幕僚

已成为具有强大政治势力的社会阶层。清代幕府制的空前盛行,幕僚职能

的全面和重要,使培养幕僚、提高幕务水平在客观上成为一种社会需求;

清代的幕僚已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中最为完备的私人秘书,幕僚活动的丰富

实践只要系统加以总结,就能满足这种社会需求,幕学得以孕育的 “土
壤”业已形成。

第二,清代幕僚私学职业教育的广泛兴起,是幕学得以催生的 “春

风”。清代庞大的幕僚队伍其来源形形色色,但主流是专靠当幕僚维持生

计的职业幕僚。职业幕僚多半是家道中落、未中科举的知识分子,他们通

过学幕而入幕。清代幕僚的空前盛行,幕僚所处的特殊地位、所起的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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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起 《幕府、幕学与 〈入幕须知五种〉》,《企业秘书与写作》1987年

第4期。
《清世宗实录》卷五,转引自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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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和所得的优厚待遇,对这些破落户出身而未能金榜题名入仕途的知识

分子来说,能当上幕僚是一条十分理想的出路,因而学幕者趋之若鹜,幕

僚成了社会上的热门职业。当时,“千人学幕,成者不过百人;百人就幕,

入幕者不过数十人” “至于就幕,则又有甚难者,一省只此百余十馆,而

待聘者倍焉”①,竞争相当激烈,入幕相当困难。他们为了能当上职业幕

僚,竞相拜师习幕,使幕僚私学广泛兴起。一些名幕和资深历长的老幕僚

除了自办私学、收受徒弟、言传身教以外,还著书立说,以此兼作指南和

教材,于是,幕学专著就破土而出。这些幕学专著根据职业培训的需要,

漫谈幕涯经验,传授幕道知识,介绍幕务技能,总结幕德修养,有很强的

实用性。

第三,清代封建社会秘书工作的高度强化,是幕学得以滋生的 “养

料”。清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也是封建社会秘书工作高度

强化的时期,各级秘书机构功能较全,各项秘书业务臻于完备,各类秘书

人员职掌较宽,加上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秘书活动经验的积淀,系统总结封

建社会秘书活动经验的条件业已成熟。幕务活动是封建社会秘书活动的组

成部分,既从封建社会秘书活动的经验中吸收丰富的 “养料”,又在封建

社会秘书活动的运转中发挥特殊的作用,幕学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得以滋生

的。

　　三、幕学是我国封建社会秘书活动一般经验积累和幕务活动特殊经验

总结相结合的产物

　　笔者通过初步研究,发现清代的幕务活动具有两重性:它作为我国封

建社会秘书活动的组成部分,有着我国封建社会秘书活动的共性特点,即

我国封建社会秘书活动一般经验的积累;它作为我国封建社会秘书活动的

特殊组成部分,有着幕务活动的个性特点,即幕务活动特殊经验的总结。

清代幕学专著在客观上对这一两重性作了描述,使幕学成为我国封建社会

秘书活动一般经验积累和幕务活动特殊经验总结相结合的产物。

在一般经验积累方面,幕学专著描述了秘书活动的特点和作用、秘书

工作的原则和要求、秘书人员的工作态度和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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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秘书活动的特点和作用,幕学专著指出: “士人不得以身出治,而

佐人为治”① “人之才质各有所偏,宾之于主,贵相其偏,而补之于审,

韦弦、水火之用始尽”②,即现在所说的辅助性和互补性特点;“幕客因人

为事,无功业可见,言行则道行,惟以主人之贤否为贤否”③,即现在所

说的从属性特点;“职守之所系,倚为左右手也”④,即现在所说的助手作

用;“幕友佐官为治,实与主人有议论参互之任”⑤ “权事理之缓急,计道

里之远近”⑥,即现在所说的参谋作用。

对秘书工作的原则和要求,幕学专著指出: “若吾说虽正,而主人别

有善念,此则必须辗转筹画,以成其美” “断不宜坚持不合之义,恝然舍

去”⑦,其意思是说,幕僚虽有参谋作用,但有谋无断,即使是正确的参

谋意见,在未被主官采纳之前,还得按主官的意图去办,顺着主官的思路

去谋划,力求实现主官的意图,不能固执己见,以合不来为理由,漫不经

心地离去。在办文方面,起草文稿有时要简明扼要,有时要周详全面。

“(报告)总要简净”“须有翦裁,不致庞杂” “批断不防 (妨)详尽”⑧;

但不能有空话套话,“告示原不可少,然必其事实有关系”“或劝或戒,非

托空言”⑨;平行文往来,措词要得体,不能傲慢不恭, “文移虽为小事,

立言皆要有体间,有平行往来,不甚留意,词旨倨傲,获罪同官,即非睦

邻之道”◈10;核稿要严谨,“更宜字字检点”◈11,等等。在办事方面,要勤快

敏捷,“办理幕务最要在勤一事”◈12 “要整暇,尤要勤敏”◈13;要有主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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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辉祖 《佐治药言》。
汪辉祖 《续佐治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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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先有偏见、后无主意,“办事以见解为主”“事件初到,不可先有成心,

及至办理,又不可漫无主意”①,等等。在办案方面,执法要公正,该严

则严,该宽则宽,“处事贵得中” “宜宽宜严,赏之而非私,杀之而不怨,

便是得中”“法律要宽一分,所谓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②,等等。

对秘书人员的工作态度和职业素养,幕学专著作了重点研究,形成一

大特色。一代名幕汪辉祖在其幕学代表作 《佐治药言》中,对包括幕僚在

内的秘书人员应如何尽责尽心、树立优良人品、摆正职业位置、注重洁身

自爱、崇尚节俭治家、谨慎交友处世、勤奋读书习律、坚持自立自强等职

业素养作了既系统又重点的阐述。

在尽责尽心方面,他指出:幕僚虽然 “名为佣书,日夕区书,皆吏胥

之事”,但是其责任重大,事关 “官声之美恶” “民生之利害”,要 “以官

事为已事,无分畛域”;幕僚作为主管官吏的 “左右手” “佐治以尽心为

本”,只有 “尽心之欲言,而后为能尽其心”;幕僚所处的特殊地位,使其

在尽心尽言方面有着较为有利的条件,因为 “特官为利害所拘,不免摇于

当局。幕则论理而不论势,可以不惑”。

在摆正职业位置方面,他指出:要 “素位”,即安于自己用处的位置,
“自视不可过高,高则气质用事;亦不可过卑,卑则休戚无关”。在 《续佐

治药言》一书中,他进而指出,为主人参谋尤要注意素位,“若吾说虽正,

而主人别有善念,此则必须辗转筹画,以成其美”。

树立优良人品方面,他指出:“欲行吾志者,不可不立品”,因为 “欲
主人之必用吾言,必先使主人之不疑吾行”;要立品,先要正心,只要心

术正,才能 “公则无心之过,终为舆论所宽”,反之,“私则循理之获,亦

为天谴所及”;要立品,还得 “为主人忠谋,大要顾名而不计利”。

在注重洁身自爱方面,他指出: “正心之学,先在洁守,守之不慎,

心乃以偏”“幕之自爱,要在谦、慎、公、勤”“佐治所忌,莫大乎心躁气

浮”“宾之佐主,所办无非公事,端贵和衷商酌,不可稍介以私”“特不可

恃主人倚重,挟势以济私”。

在崇尚节俭治家方面,他指出:洁守必先俭用,“志俭以养廉”“欲葆

吾真,先宜崇俭”“身自不俭,断不能范家;家之不俭,必至于累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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