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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笔者在长期的秘书学及秘书史教学过程中，逐渐对清代幕友

制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清代幕友制，是我国历史上幕僚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它与明

代中后期开始出现的督抚制度有很大的关系。自产生之时直到民

国时期，在中国历史上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论者认为，有清一

代与幕友、胥吏相始终。幕友在辅助官员施政的过程中，发挥着

秘书的参谋、助手作用，他们为主官草拟文书、管理事务、出谋

划策，是官员施政离不开的左右手。日本汉学家宫崎市定在其《清

代的胥吏和幕友》一文中说 ：“幕友是官衙的长官雇佣的政治上

的顾问或秘书官，又称为幕宾、幕客、内幕等。”（《日本学者研

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六卷，中华书局，1993 年出版，第 514 页。）

他对幕友的定位是准确的。

清代文官队伍大约只有 2 万人，武官 7000 人（费正清主编《剑

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 13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

如此少的官员队伍却能有效管理如此众多人口和如此广阔疆域的

一个国家，行政效率不可谓不高。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

康乾盛世，就是在这支官员队伍的手中创造出来的。当然，康乾

盛世除了有皇帝的励精图治，官员们的实心办事之外，不能否认，

那些佐官出治的幕友群体的倾心佐治的功劳，是他们默默无闻的

埋头于“簿书期会”，起草各种文书、收集各种档案资料，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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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官定谳狱、催征赋，才一点一点地促成了康乾盛世。

这是怎样的一个群体？他们在各级各种幕府中发挥着怎样

的作用？他们的具体幕务与秘书工作有怎样的关系？作为一个职

业，他们是怎样学习“幕业”的？有着怎样的职业道德规范？他

们的就业和收入状况如何？在清代历史上，他们与学术、专业以

及后来的近代化历程及各种新事物（报纸、电报、新式学校等）

有着什么样的互动关系？

对于这些问题，学术界有一些讨论，从 20 世纪 30 年代起，

李鼎芳编著的《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就开始有意识的探索和研

究。20 世纪 80 年代，著名的清史专家郑天挺的《清代的幕府》

对此也进行了研究。台湾学者缪全吉则从清代地方行政制度入手

对幕友制度进行了深入探讨。此后，大陆学者郭润涛、朱东安、

李乔等相继展开了相关研究，但这些研究均是从历史的角度探讨

幕友制度。高浣月《清代刑名幕友研究》、郭建《师爷当家》则

从法制史的角度展开研究。鲍永军《绍兴师爷汪辉祖研究》是对

幕友个案的研究。王振忠《绍兴师爷》及好几本以《绍兴师爷》

为书名的著作都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展开研究。时至今日，还未

见到从秘书学和秘书史角度对清代幕友及幕僚制度进行研究的论著。

清代幕友制度上承中国历史上的幕僚制度，有着自身的一些

特点。首先，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皇权专制发展的顶峰。皇帝的秘

书机构也随着专制的加强而逐步独立于六部、内阁，成为皇帝最

直接的参谋及办文机构，南书房和军机处就是朝廷的重要核心部

门。地方官制也走了一条同样的路。由于佐贰官形同虚设，书吏

又不可信赖，吏很难有上升为官的机会，且只有“工食银”，收

入微薄，不得已，只能借各种陋规敲诈百姓，欺瞒官员 ；主官一

人难以抵抗群吏，“清官难逃猾吏手”，所以官员只能自掏腰包聘

请幕友帮助处理行政事务。于是幕府成了各级主官的“军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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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南书房”，六房成了执行部门。

其次，幕友业务很大一部分应该是佐贰官或书吏的工作，由

于主官无法依靠佐贰官，又不敢依靠书吏，于是许多地方行政事

务都要在幕府完成。新官上任的第一件事是先访聘幕友。组织好

了幕府班子，官员才能上任。幕友的工作绝大部分是文书工作。

陈天锡说 ：“天下文章，出于幕府”（陈天锡《清代幕宾中刑名钱

谷与本人业此经过》，见《迟庄回忆录》第六编，第 48 页，台湾

文海出版社，1974 年出版。）幕友们整天劳形案牍，簿书期会，

处理着大量的官文书。除此之外，还要与主官咨商地方上兴利除

弊的各项事务，成了主官不可或缺的“师”、“友”和秘书。

笔者力图从秘书学的角度来考察这些幕友们的具体工作，希

望能较全面地勾勒出清代幕友制度的秘书学特征。

应该说，这项研究是艰难的。资料的收集、学识的不足，都

是笔者要克服的困难。这本书，先后收集资料花了五年时间 ；为

了对清代幕友有深入了解，我先后涉猎了古代官制、清代文书、

清史等几个领域，较全面地了解了清代历史、历代官制及幕僚制

度、清代文书等领域的知识，以免说一些外行话，犯一些学术上

的常识性错误。经过五年的辛劳，终于获得了今天的成果，这本

30 多万字的专著总算完成了，可以对自己有一个交代。

做学问是一件辛苦的事情，几年来妻子的支持是我巨大的动

力，她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又要照顾老人，照顾孩子，还要为我

打印手稿，付出了许多心血。每每看到她在灯下一边认真校正我

文稿中的错误，一边飞快地打字时，我总有说不出的感动。谨以

此书献给我的妻子马进女士，感谢她多年来对我工作及学术研究

的支持。

马晓刚

2011 年 12 月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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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刚同志的专著《秘书学视野下的清代幕友制》完稿了，

嘱我为之作序。看到他多年教学与研究的心得结出了硕果，欣喜

之余，想起了“君子成人之美”的古训，于是提笔为他的专著作

一个序言。

幕僚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对于中

国历史、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均产生了影响，而清代幕友上承

幕僚制度的发展，又有了新的变化，官员私人出钱雇请幕友帮助

处理政务、撰写官私文书，实际上这些幕友就是官员的秘书。马

晓刚同志多年从事秘书学及秘书史教学及研究，他从秘书学的视

角对幕僚制度的起源、清代各类幕府的秘书工作、各种幕席的秘

书职能、幕友的受教育状况、职业道德、就业及收入情况、在中

国社会近代化转型中幕府秘书职能的变化以及幕友的“专业化”

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考释与研究。学术视野开阔，资料翔实。

国内秘书史研究的现状是通史类的秘书史较多，而清代幕友

及幕僚制度的专著多是从历史角度进行研究，尚未见到从秘书学

角度对之开展研究的专著，本书在这一领域做了有益的尝试。

社会科学的研究，主要有两种流派，一种是基础性的，方法

是捜剔古籍，考据索引；另一类是所谓“国策派”，以研究现实

问题为主，讲究调查统计，提出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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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研究现实问题的“国策派”比较热闹，这类研究

易于申请到课题，也容易立上项目。而传统性的基础研究则相对

较为冷寂，从事者日渐减少。凭心而论，传统性的学术研究是更

难的工作，它需要研究者静下心来，甘坐几年冷板凳，才能在筚

路蓝缕之后见到柳暗花明的又一村。学术研究说到底是对一个有

趣问题的探索，这是学术的本旨。近十年前，我主持学校科研项

目评审时，马晓刚同志就申报了一个校级项目《清代幕友制的秘

书学研究》。记得他当年是想写系列论文的。当时我曾劝他还是

搞一搞现实问题的研究，路子好走一些。但他仍然选择了这一问

题，专心致志，不改初衷。我知道，这一问题，涉及学科较多，

资料收集较难，不易出成果。现在看来，他的坚持不懈终于结出

了硕果，洋洋三十多万字的专著，就是他最好的答卷。古人言

“有志者事竟成”，相信这本书是他学术上的一个坚实的台阶。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也希望他继续努力，循此台阶步

上更高的楼台。

谨以此文为序！

北方民族大学校长

二零一二年仲春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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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幕僚制度的秘书学解析

第一节 幕府考源

幕僚制度，由来已久。但其确切的历史起源，却历来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

在宋代《册府元龟·幕府部》的《总序》中，将中国幕僚制

度起源追溯至《周礼》六官六军之吏属，春秋诸国之军司马尉侯。

唯仍然强调在战国之际，才称将帅治所为幕府，在此之前，没有

幕府之名。①

清初《古今图书集成》有《幕府部汇考》，上溯中国幕署至

周代之党正，族长（族师），闾胥，比长，认为他们都统属于地官。

然而也没有幕府的称谓。

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一书《绪论》中说“幕府制

度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具有深远影响的用人制度，大约肇端于战

国前期。”② 尚小明并认为“史书所载战国前期魏文侯招致的‘不

治而议论’③ 或‘不任职而论国事’④ 的稷下先生，实即后世幕

①（北宋）王钦若等 ：《册府元龟》卷七一六，中华书局，1982 年。

② 尚小明 ：《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第 1 页。

③《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卷四十六，中华书局简体字本，1999 年，第 1530 页。

④《盐铁论·论儒》，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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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人物的最初形象。” （按 ：尚小明注中所言为齐宣王招致的稷下

先生。）

李乔《中国的师爷》中认为 ：“师爷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先

秦时代贵族的门客、舍人和秦汉以来将帅幕府中的参谋、记室等

职，以及汉魏宋元时的主簿、长史等幕职官。”① 汪广松所著《师

爷》一书，则认为“师爷源于周王之官——‘幕人’。”②

郭建《师爷当家》一书，则确定“幕府”起于汉代。③ 幕府

制度和与之紧密联系的幕僚制度是怎样起源的，它们之间的关系

又是怎样的？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要从语源学角度来考释。

《说文解字》分别解释如下 ：“帷 ：在旁曰帷。幕 ：帷在上曰

幕。④ 府 ：文书藏也。⑤”

可知，幕与帷是现在所说的帐篷的四边和顶。府是藏文书的

地方，但是《说文解字》信息量太少，难以看出中间的联系。

考之《康熙字典》，情况就不同了，它对每一个字从音、义、

运用、出典讲得都很详细，《康熙字典》说 ：

帷：《玉篇》：幕也，帐也。《释名》：帷，围也。所以自障围也。

《周礼·天官》，“幕人掌帷、幕、幄、帟、绶之事。”注：在旁曰帷。

《三礼图》：四旁及上曰帷。又：掌舍为帷宫设旌门。注：张帷为宫。

幄 ：《玉篇》：帐也。《广韵》：大帷。《小尔雅》：覆帐谓之幄。

《释名》：幄，屋也。以帛衣板施之，形如屋也。《三礼图》：上下

四旁悉周曰幄。《周礼·天官》：“幕人掌帷、幕、幄、帟、绶之事。”

① 李乔 ：《中国的师爷》，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9 页。

② 汪广松 ：《师爷》，重庆出版社，2006 年，第 2 页。

③ 郭建 ：《师爷当家》，中国言实出版社，2004 年，第 2~3 页。

④（汉）许慎 ：《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 年，第 159 页。

⑤（汉）许慎 ：《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 年，第 1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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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四合象宫室曰幄，王之所居之帐也。《前汉·张良传》：“运

筹策帷幄中。”又 ：军中帐。《左传·昭公十三年》：“子产以幄幕

九张行”。注 ：幄幕，军旅之帐。

幕 ：《说文》：帷在上曰幕。《广雅》：帐也。《周礼·天官》“幕

人掌帷、幕、幄、帟、绶之事。”《左传·成十六年》：“楚子登巢

车以望晋军，伯州犂侍于王后。张幕矣，曰 ：‘虔卜于先君也。’

撤幕矣，曰 ：‘将发命也’。”又《韵会》：“幕府，军旅无常居，

故以帐幕言之”。通作“莫”。《史记·李牧传》：“市租皆输入莫府”。

注 ：索隐曰 ：古者出征为将帅，军还则罢，理无常处，以幕帟为

府署。故曰幕府。《李广传》：“幕府省约文书籍事。”注 ：索隐曰 ：

凡将军谓之幕府者，盖兵门合施帷帐，故称幕府。①

府 ：《说文》：文书藏也。《周礼·天官》：“府六人”。注 ：治

藏史掌书者。又宰夫八职，五曰 ：府掌官契以治藏。注 ：治藏，

藏文书。若今起文书草也。②

由字源考察可知，“幕府”最早是由军将出征“军旅无常居，

故以帐幕言之”。

由于“府”为藏文书官契之所，《康熙字典》并说 ：“治藏，

藏文书。若今起文书草也。”具有类似今天秘书机构中文书档案

部门的职能。

《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府，治藏 ；

史，掌书者。凡府、史皆其官长所自辟除。”东汉郑玄《周礼注疏》

对其解释为“府，治府藏。史，主造书也。”③

“府”本来是周代六官之下属，为政府部门下属之职能部门。

① 《康熙字典·寅集中·巾部》，成都古籍书店，1980 年。

② 《康熙字典·寅集下·广部》，成都古籍书店，1980 年。

③ 汉·郑玄注，唐·贾公彥疏 ：《周礼注疏》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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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中凡官属皆有府史。

另外《周礼》中有“幕人”和“掌次”之职，可知周王外出

巡行或征战，在无宫室居住的地方，均由“幕人”、“掌次”为之

张设幕帐。军队出征也一样是以帐幕为营，驻于战地。

综合考论以上关于幕府起源各说，从《周礼》考源的有三种

说法，分别是“幕人”说，六官六军之吏署说和乡遂下属之党正、

族长、闾胥、比长说。

先看“幕人”说的合理性。

《周礼·天官冢宰》载 ：“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

徒四十人”。《周礼注疏》说：“案其职云‘掌帷幕幄帟绶之事。”可见，

“幕人”所掌为管理周王帷幄幕帐的官员和官署。至于张设幕帐，

则由“掌次”掌管。《周礼·天官冢宰》载 ：“掌次，下士四人，

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周礼注疏》说 ：“案其职云‘掌

王次之法，以待张事’。幕人供之，掌次张之。”

“幕人”与“掌次”均是负责王之帷幄幕帐的，“掌次”负责

张设幕帐，“幕人”供应幕帐。从其职掌来看，与后世所言幕府

关系不大。虽然“幕人”和“掌次”也有府和史，但从“幕人”

与“掌次”的职责来看，均是服务性、事务性工作，其府和史所

管理及撰写的文书均应是一般事务性文书。且《周礼注疏》中把

“‘掌王之六寝之修’，又供王沐浴、扫除之事”的“宫人”；“‘掌

王之会同之舍，设枑梧再重’，‘设车宫辕门，为坛、壝宫、帷宫’”

的“掌舍”与“幕人”、“掌次”均列为是“安王身之事”的事务

官和官署。况且“幕人”只负责保管和供应帷帐，并不是周王身

边能参于机要、撰拟公文、备咨询、出谋划策的官员。其身份仅

为“下士”。

所以幕府与幕僚起源于“幕人”一说，显然是把“幕人”理

解为“幕僚”“幕宾”“幕友”了。此说太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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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官六军之吏署说。周礼“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六官为“天

官冢宰”、“主治”；“地官司徒”、“主教”；“春官宗伯”，“主礼”；“夏

官司马”，“主政”；“秋官司寇”，“主刑”；“冬官司空”，“主事”。①

其下属有卿、大夫、士等，“自士以上，得王简策命之，则

为王臣也。对下经府、史、胥、徒不得王命，官长自辟除者，非

王臣也。”②《周礼》凡官属皆有府史，“府，治藏 ；史，掌书者。

凡府、史皆其官长所自辟除。”③《周礼注疏》说 ：“府，治府藏。

史，主造文书也。……案下宰夫八职云：‘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

六曰史，掌官书以赞治。……官长所自辟除者，官长谓一官之长，

若治官六十，其下府、史，皆大宰辟召，除其课役而使之，非王

臣也。”④《周礼注疏》：“案 ：《礼记·王制云》：‘下士视上农夫

食九人，禄足以代耕’，则府食八人，史食七人，……禄其官并亚士，

故号‘庶人在官者也’”。⑤

《周礼·夏官司马》载，司马“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

王六军。”⑥ “一军则二府六史”⑦。可知六军之吏署，仍是府、史。

但六军之府、史不是常设，“此非常也，有军则置之，无则已。”⑧，

只有战争时，六军出战，才设府、史等吏署。“府史不言府二人，

史六人，而逆言其数者，欲见所置非常，故倒言以见义也。”即《周

礼》在说六官吏署时，总是府几人、史几人。而在说六军吏署时，

则说“二府六史”，是因为这些吏署不常设。府、史职掌已如前

①《周礼》。

② 汉·郑玄注，唐·贾公彥疏 ：《周礼注疏》卷一。

③《周礼·天官冢宰》。

④ 汉·郑玄注，唐·贾公彥疏 ：《周礼注疏》卷一。

⑤ 汉·郑玄注，唐·贾公彥疏 ：《周礼注疏》卷一。

⑥《周礼注疏》卷二十八。

⑦《周礼》卷二十八。

⑧《周礼注疏》卷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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