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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序

作为持续二三千年之久的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清王朝，从 1644 年(顺治

元年〉算起，到 1911 年(宣统兰年)被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所推翻为止，历

时二百六十有八年.封建王朝被推翻了，而封建帝王思想迄未→扫而光。民国肇

造，袁世凯欲帝制自为，不百日而硕亡，张勋拥溥仪以复辟，亦不旋踵而倾覆。其封

建帝制，终成一去不复返之历史陈迹。此则历史发展之必然趋势，固不可以人力所

能开倒车者也.然清初之画土分疆，多沿明制，历年因革损益，虽代有不同，而世代

相传之疆域，直至今日，基本上仍为新中国所继承。

自来人们都认为清代政区之划分，一般为省、府、厅 州、县四级。省是元所创

建的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划，府是省以下、县以上的行政区划$厅则多半是在新开

发的边疆地区的行政区划.宣隶厅很少辖有属县，大的直隶厅同于府，直隶于省，
余为散厅，同于县，州则是低于府、高于县的行政区划，直隶州同于府而散州同于

县，县是全国中央政权统治下基层的地方行政区划。所堪注意者，明代于省与府州

县之间尚划分有道，道有分宅啤挝Ii之分，但均无晶级，亦无地域区划，临时派遣于

地方，视其所带布政司之参疆-街按察司之副使、金事的职衔而定，差竣即撤。

清之分守、分巡二道，在乾!髦"畹自沿明旧而未改。洪亮吉所著 50 卷之《乾隆府
厅州县图志>>，不列道之一级，自是明清之制如此，无可厚非。追至乾嘉以后，道员

已取消虚衔，定为正四品.所谓"道治民"，"有节制文武之责"(沈藻祯语) ，是道员

成为地方行政实官矣.故依清制，州县的文书先申府，府申道，道转布按再呈督抚

而上达中央也。乃刊布于 1927 年之《清史稿 1，其《职官志》兰于督抚布按之下、府

州县之上有4道员》一目，详加叙列，与清季官制正合，而同书 28 卷之《地理志》中

竟无只字述及道之一级，殊不可解。五十年代正式出版的已故清史专家赵泉澄先

生所撰《清代地理沿革表》一书，于道之→级，亦全未列人，殆仍《清史稿·地理志》

之旧，不以道为清季地方行政区划之一级耳。

中国是一个统→的多民族国家。清人关前，旧藩扎萨克二十五部五十一旗首

先归服，既入关以后，又有新藩喀尔喀四部A十二旗、青海四部二十九旗及贺兰山

厄鲁特迄于西藏p逮乎乾隆之世，定大小金川，收准噶尔、回部，天山南北二路悉人

版图。从而有清一代于内外蒙古地区创设盟旗制度，新疆行伯克制而设伊犁将军

以统领天山南北路，西藏则置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共抬前后藏，而于西南川滇黔
楚诸省苗瑶彝等地实行政土归流，以示有所区别。今天全国政区的划分，一般仍为

省、县两级，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盟之下旗县并存则为特例。他如各省仍有不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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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与市之增设，恐亦滑清季之道一级而改设耶?今黑龙江省之黑河地区在清季原

为黑河道，即其例证之一。

顷者地图出版社牛平汉、陈普两同志出示所寨《清代政区滑革综表》一稿，并

以清代设道是否为地区之一级相质难，不我见弃，复以序相嘱。两君专攻清代地理
沿革有年，功底深厚，因编撰4综表》一书，六七年期间内，寒暑不辍，奔走于档案馆

与图书馆之间，查阅大量档案资料与官私文献;复虚心求教于专家学者，躬自登门

拜访，反复辨疑析难，不厌其详，最后综合论定，则在作者之独具匠心矣.全稿既

成，都七十余万言，可谓洋洋大观，以兼用文表二者，故命名为4综表L 我持以与赵

泉澄先生所著之《沿革表E相较，可得而言者数事 z

两者有相同者一点，即对清代政区沿革及其形成过程，均采丈表兼用之法分

省排列，使读者一目了然，而以地为纬、以时为经，范围广而详尽，叙述简而概括，

出处明，覆检易，皆有档为证，信而有徽是也.

两书有不相同者五点 g赵4表》列清代地方政区仅有二十三省，而内蒙古、青

海、西藏、乌里雅苏台、阿尔泰等地区均付阙如，即新疆与东三省之建省前建置以

及西南诸省之改土归流，亦语焉不详，今4综表》均一一表而出之。此其一.两书取

舍有别，优劣自见，但4综表》据事实录，源源本本详其设置裁并滑革，不似赵《表》

之以东三省拟设各厅、县与拟设西康省亦均分组圃1，7京三省与四川省之末。此
其二。 4综表》以清末宣统为标准年代

之前，奉天府标于东三省之前，湖广省标于湖北JII输两省之前，时间倒置，名实不
符。此其三. <<综表》不但于古地名注出今地所在，而且兼注东经北纬，赵《表》则全

无之.此其四.最不相同而又十分重要之一点，赵《表》因只详于乾隆以前，故不及

收录清晚期形成的地方区划之道一级，而《综表》通贯一代之地区沿革，则对道之

一级，初为虚衔，无定所，逮乎乾嘉以降，进而演变成为有定品、有定所的地方实

官，一一加以录出，洞足补前人之阙失。此其五.至于赵4表》之小注附于每省篇末，

似亦远不如《综表》之夹注于本文之内，浏览尤便，又其余事。

4综表》付排有日，出版在望，虽不敢预言其洛阳纸贵，不腔而走，而对清史研

究工作者来说，势必人手一册，将于清代政区沿革之深入探讨，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无疑。我固学识浅陋，今略抒对清代政区道一级先虚后实之鄙见而以书之于《综

表》之前。

王钟翰
1987 年 8 月于北京中央民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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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序

自从司马迁首创《史记E十表以来，二千余年间一直为各代史地学家所沿袭。

史表之功用，总括言之，可以详世系，纪沿革。析而言之，其主要优点有四条， (一)

按时间顺序排比年代岁月，将同一时期的事项，逐年逐月进行疏理，给人以清晰的

时间概念，而不致相互混乱，参差不齐。(二)可以恰当处置人与事(或事与地域)及

时代的关系. ('==.)可以在表中撮举纲要，凸出历史沿革上的关键问题，使人易于把
握历史沿革的纲要. (四〉便于权衡轻重，排比史实，既省叙述之烦，又可保存历史

的概貌.史表既有上述之功用，因而在实际应用中，常常有所创新和发展变化.欧
阳修4五代史·职方考>>.对疆域分并之状况，具列如谱表，令读是书之人可以清楚

了解各地域的建置滑革。此后作地志者亦多仿效。类以时代为经，以古今郡县为

纬。参互贯串，纵横求索，较然可睹。
清朝统治中国怅达二百六十八年，康雍乾三代为鼎盛时期，汉唐盛世之疆域，

至此而再现，中国近代之疆域，亦至此而确定。嘉庆以后，国势渐呈衰象，至于道

域的大变动-

国运日危，鸦片战争之后，一顾不振，英法俄日德

清朝国势从强盛走向衰落的过程，也正是中

，随之而发生的问题就是中国行政区

4大清一统志E一书，初修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 ，成于乾隆八年(1743) ，至四

十九年(1774)续修，第三次增修断自嘉庆二十五年(1820) ，成于道光二十二年

。自42) ，共五百六十卷.是书有十九省之例表，详载京师及各省，次为新疆、蒙古、

西藏及西域藩部，又次为朝贡各国，全面反映了清朝鼎盛期的疆域地理及行政区

域的建置沿革.同光时代，一些有识之士大夫，有鉴于清季外国列强侵华之加剧，

清朝政府之腐败无能，相率起而研究西北、东北地理之学，广搜文献典笼，援古证

今，著作专书，考证边徽史迹，阐释地理及建置滑革，为中国历史地理学作出了卓

越的贡献.纵观有清一代的官私编撰的地理书籍中，大都广泛穿插各式史表，载篡

历史或地方建置，令读者阅文便睹，举目可详。

五十年前，赵泉澄先生有感于清代官私所修的地理书发所记地理沿革之纷

繁，系统之紊乱，地名之纷岐等种种问题，决意独辟蹊径，撰著一部《清代地理沿革
表儿赵氏为著是书，用力颇勤，从清朝官文书档案中广泛搜摘有关清朝地理沿革

之史料，并与其他官私载籍参互校阅，纠谬订误.用近十年之功力终于完成了 部

比较精密的科学著作，为治清代史学、地理学之学者及广大读者提供了极大的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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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受到学术界的好评.

赵氏当年的工作条件和环境是十分困难而艰苦的。由于日寇的疯狂侵略，使

他南北奔波，生活无定，无法顺利工作，致使意欲完成的项目，未能如愿以偿.
五十年后的今天，我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的改革、开放政

策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飞跃发展和中华文化的复兴。五十年前赵泉澄先生所曾利用
过的明清档案，早己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和系统整理，利用明清档案编史修志的条
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优越，明清史学者有了更为广阔的用武之地。牛，平汉同志，

是一位年轻的地理工作者，擅长地图之学，研究清代行政区划的建置沿革已有多

年，他曾仔细检核过赵泉澄先生所著4清代地理沿革表》一书中的每一条史料，发
现该书有关各省区的建置沿革仍有不少地方的记载不全，甚至~自需要填补，有
一些错误需要改iE.有关土司的建置更需要用新的史料去标注。因此，从 1981 年

至 1986 年底，他在中国第→历史档案馆系统而大量地查捡了清朝内阁、军机处、

内务府、吏部、兵部以及度支部、民政部各档案全宗中所有有关地方各级行政建

置、归并、剖隶、添改增设、裁撒、升降、更名、城池建设等方而的官文书档案。从其

查检的文种来看，有吏、户、兵三科的题本与史书，有内阁收藏的各省黄册，有宫中
朱批奏折、有军机处的上谕档、议复档和录副奏折，以及各项有关地理建置方面的
专门梢册和各省地图。清代的行政制度是高度瞌.蛊集权制，凡关于设宫、命官、

地丁、钱粮、盐、渭、仓储、水旱灾害、雨雪粮价翅-匾，皆按地方行政建置和机构
隶属关系上达中央朝廷，因此这类文书档案所度预畸清代地理建置状况，都是十

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远胜过那些辗转抄引的文献史料。

牛平汉同志若千年来的辛勤劳动，搜捕的地理沿革资料是相当丰富的。他运
用这些档案史料详尽面又精密地展示了清代的地理沿革，大大超越了赵氏《清代

地理沿革表》一书。不但文字总量、体例结构、文与表的表述形式、编撰技术方法，

超过了赵表，而且在采择史料、考证建置时间、添注行政建置单位层次和隶属关系
等也都十分明显地超越了赵表。特别是本地理表，标注颇为明晰，有沿革，有治所

今址，又有所在经纬度，对了解今昔之状具有重要导引之作用。因此，两书相较，不

可以简单地说本书是赵书的继承和增补之作，而应当视为既有继承性又有独创性

的一部新著。其精密程度是胜过以往刊行的任何一部地理沿革表的。这部著作所

能够给予读者和专家学者的帮助也将是多方面的，它对人们全面了解和掌握清代

各行政区域的历史沿革，促进有关学术研究，总结和汲取清代行政建置方面的历

史经验，无疑是一大贡献。

鞠德源

1987 年 8 月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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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清朝是中国厉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玉朝，其间历经十世，二百六十余年。清代前

期，特别是康雍乾盛世时，清王朝进一步统一了北部、西北和西南边疆地区，从而

奠定τ战国几干年来历史发展所形成的幅员辽阔的疆域。在这个封建的统一的多

民族的国家内，各族人民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联系更加紧密，相互交往，互相

支援.这一切都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近代和现代。而清代地方行政建置的巨大变

化，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然而，有清一代，地方政区的建置、裁并和变迁，不仅头绪纷繁，而且涉及而甚

广。因此，迄今询无全面的专书予以论述，遂使不少同志在学习研究清史、历史地
理及制作历史地菌畸深感不便。本世纪 30 年代，赵泉澄先生在占有大量史料的基
础上，历经十年，完成了《清代地理沿革表》一书。但观其全书内容，述其清代地方

政区仅见二十三省，而内蒙古、青海、西藏、乌里雅苏台、阿尔泰地区均未载录;新

疆、奉天、吉林、黑龙江等四省建省前之建置亦多缺快:西南地区士司与各地卫、所

建置沿革则无从查找 s各省之道级建置虽不作为一级地方政区，但对民国乃至今

天影响颇深，面该书未曾提及s至于清代一地建置及地名之古今对照，亦未涉猎自

以上种种，给后学者使用时带来诸多不便.有鉴于此，我们理应充分利用现今各种

有利条件，做好此一历史地啕.. 丽的学术"补脚'工作。
。现存的、丰富的清代历

史档案材料，不仅是我们进行清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而且对"文献资料有着补
其阙，述其详，纠其谬的重要价值。"(林永匡语)亦是我们今天较之于古人能更好
地进行学术研究的优胜条件.

1981 年秋，我和陈普同志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了编篡工作。由我在中国第一历

史档案馆摘抄清代有关档案材料，陈普同志则查抄有关文献。在充分、系统地研究

这些资料的基础上，六易寒暑，终于草成此书第一稿。其间，陈普同志曾于 1983 年

春因故停止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我则于同年秋全部脱产，潜心于本书的资料收集

和编写. 1986 年春，我完成了本书第一初稿。在此基础上，陈普同志为云南、浙江、

广东、广西、台湾、福建六省的地名加注古今对照。并编写了青海、内蒙古、外蒙古、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权四章。我则编写了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河南、山西、山
东、安徽、江苏、湖南、湖北、贵州、四川、西藏、新疆、陕西、甘肃、江西十八章B 全书

成稿后，由我作了最后的统稿。

本书于 1987 年春脱稿后，一方而组织上将初稿送请各方专家审查;另一方

面，我们则足迹遍及数省对疑点进行了实地调研，纠正了许多前人及文献记述之

错地.最终将此书奉献于读者而前，以为清史研究、史地研究及历史地图工作者的

学术研究工作，稍尽绵薄之力。 自序 1



本书得以顺利地编篡与及早地出版，首先得到了我们所在单位中国地图出版

社前总编喻沧同志、现总编龙宗英同志、历史图室主任计伯仁同志及各位领导的

大力支持与帮助，将本书的编写列入工作计划，并在时间上给于了充分保证.

中央民族学院玉钟翰教授在百忙之中审读了本书全稿，并亲自凰签与作序 s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鞠德源研究员也抽暇为本书做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

究所张海鹏副研究员、历史研究所林永匡副教授，他们自始至终对我们的工作给

于了热情的支持和帮助，从编篡体例到文字润色均给于具体指导。

参加本书各省审稿工作的各位专家是s

刘宗粥研究员审查河南、安徽、江苏.

郭毅生教授审查奉天、吉林、黑龙江.

贾敬颜教授审查内蒙古各盟旗、乌里雅苏台.

钮钟勋研究员申查江西、浙江、福建、台湾。

王辅仁研究员审查西藏、青海.

陈可畏副研究员审查云南、贵州、四川 I • 
周继中副教授审查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山东.

张海鹏副研究员审查湖南、湖北、广西、广东.

陈俊谋副研究员审查新疆.

以上学者在审查初稿时均提出了许多宝蝠'见，我们一一地进行了综合、
归纳、分析、整理，并做了许多修订。对他们这种 后进的精神，我们由衷地表示

钦佩和感谢.

此外，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我室右奉天酷l编审在制定书稿的体例时也给予了

很大的帮助，全书成稿后，计伯仁同志为本书的编辑出版做了大·量工作s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安双城、毛必扬等同志，协助翻译了有关的满文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

案馆、中国地图出版社资料室、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等部门的同志在协

助查找与提供资料时给于了我们极大的方便e中国地图出版社计算机室的张立

明、毛悦梅、杨燕宾同志将文字输入微机时做了大量工作... •.• 0 在此我们一并谨致

谢忱.

在本书己公开发行的今天，回首往事，感触非常 z风华岁月荒于十年浩劫，求
学妙龄废于动乱之中，奋迫之时得到领导支持，困境时~J送来御寒炭火，无内外因

之相统一，本书绝无阿世之望。历史使我们失之东隅，领导、前辈们的关怀、提携，
使我们今日收之桑榆。这部书稿，军路蓝缕，草创问世，其中遗、谬、粗、忽之处，知

难避免，还望各方读者不吝来函指教。

牛平汉
2 自序 丁卵年春于北京



凡例

一、本篇反映有清一代地方政区沿革。起于公元 1644 年，止于 1911 年，其间

三级以上最权机构的建置、裁并、徙治、异名、归属均于收录.

二兰、全书以线、地区分为二十七个单位，加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权，共为二

十八章.各章先以文详，视为考证根据，后附简表，以便查找使用.

三、各章入书原则 z

1.直意‘山西、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

西、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等十八省的建置基本以省、府(直意州、厅〉、县

〈州、厅〉三级表示。

2. 云南等省之土司、

视为二级s府(直隶州

以上者均予收录.省属土司

大小均视为三级，列于各府(直隶州、

厅〉之后。四川西部所设之委员、理事、电亦视为主级。

3 清初实士与军事卫、所，直属都司与行都司者视为二级，卫属各所视为三

级。大多省分实土卫、所与军事卫、所相互插置，实土卫、所改州县者以文详叙;军

事卫、所裁撒者，其原辖之地归属所在州、县，故文、表不于叙述。卫、所文表，附于

各省文、表之后。

4. 道级建置仅系清代种监察机构，未形成一级政权机构。由于清代所设各

道均有一定的监察区域，并对民国以来的行政建制有着 定的影响，为方便读者，

道级的叙述放在各省文后，不列入表内，

5. 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建省前之建置以将军、副都统(总管)、城守尉(佐

领〉三级表示 s建省后的表示方法同十八省@

6. 乾隆二十七年始设伊犁将军统领新疆地区。光绪十年建省前以将军、参赞

凡例 1



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二级表示 z建省后表示方法同十八省。

7 内蒙古六盟、套西二旗、察哈尔、归化城各盟旗共录入一章。以上各部互不

相统领，直属理藩院，均视为二级政区，各部所领各旗视为三级。

8. 乌里雅苏台将军所辖喀尔喀蒙古各部，自顺治十二年内附，遵其行政级别

依次以将军、部(参赞大臣)、旗(佐领)三级表示。因唐努乌梁海地区所设各旗、佐

领均直属将军，故另划一区叙之。清末所设阿尔泰办事大臣直属中央，视同省级。

由于篇幅过小，附于乌里雅苏台一章之后.

9. 青海自清初即已内附，雍正三年始设办事大臣管理各蒙古游牧民族，大臣

所辖区域内分为五部，部下设旗不等，各部不设盟长，以办事大臣、五部、旗三级表

示，九年玉树四十族归办事大臣管辖，各藏族土司视为兰级。

10. 西藏于顺治初年内附.雍正五年设驻藏办事大臣 a大臣所领各宗(城〉、营、

呼图克图仅能以所见史料为据收入，其具体建置沿革无法详叙。本章仅以简明的

一文及二表反映西藏建置情况，供参考使用.

11. 各省开故之租界、租借地、通商口岸以时间为序录入本书最后一章.各开

放时间尽可能以实际时间为准，无具体开放时间者，以条约签属之日起算.

五、本书所载古地名之今注，均以 198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为准;各

点位之经、纬度依据公开版地图集读注。

六、本书仅记叙地方政区沿革，边疆国界沿革不于收录。

2 凡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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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索省

情韧裂明锢，称~~直京.领府1\.顺天、章平、文名、顺德、广平、同阅、保定、真寇，直

剩州二，延庆、镇失d靡一，宣府. (呻熙会典坤十子、《皇割文献遏制卷二六九〉下设且督、巡

抚分曹、如J县之事*.
顺治二崛六月乙巴0645.8 叫北直章为直章.((世祖实泵，卷十八〉
靡照人年六月丙于(1669.7.12)于保定府设守、逃二道，圭省钱粮、刑名始统于二

道. (，圣祖实录，卷三十〉是年(669)直章巡抚且真定府桂驻于保定府，直章始称省，保定

府始定为直章省省舍.

宣府巡抚

清初袭明制，称直府巡抚，治宣府镇.领直章州二a延庆、保安. ((皇朝文献遭到班，卷二

六九〉

'泊八年四月了来(165 1. 5. 19)裁直府巡抚.其原领之二直靠州归直大且督管辖.

"世祖实录》卷六十四〉

，析保定巡抚所领之河间一府来属. (乾隆

《天津庸志，卷二十四〉六年五月费来。649.7. 的裁天津巡抚，其所领之渭间府归顺天巡抚

辖. ((世祖实泵，卷四十四、卷一三四、乾隆《天津府志，卷二十四〉

童大总督

清初裂明制，称直太且膏，治山西省大同镇，领直府一镇. ((皇朝文献通考》卷二六九〉

顺治八年四月丁未(1651. 5. 19)裁直府巡抚，析其所领之延庆、保安二直章州来属.

"世祖实录》卷六十四十五年七月己主0658. 8. 2)裁直大阜誓，其所领延庆、保安二直章
州、宣府一镇归顺天巡抚辖. ((世祖实录》卷卢卢九〉

顺天巡抚

清初袭明制，称顺天巡抚，领顺天、iJ<平二府，治遵化县. ((皇朝文献通考，卷二六九〉

顺治六年五月要未0649.7.4)裁天津巡抚，析冀所领主坷间府来属. ((世祖实录峙
四十四十五年七月己真(1658. 8. 2)裁直太且誓，析其所领之延庆、保安二直京州，直府

一镇来属。"世祖实和卷--九〉十八年十月辛西(166 1. 12. 的裁巡抚，其所领三府、二直

隶州、一镇统归保定巡抚管辖.((圣祖实泵，卷五〉

一……啊_..._.…

飞JU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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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束巡抚

清初袭明制，称保定巡抚，领保定、真定、顺德、广平、大名、河间六府，治真定府.

((皇朝文献通考》卷二六九〉

顺治二年(1645)析河间府往属天捧巡抚. (乾隆《天津府志》卷二十四〉六年八月丁百

(1649.9.16)裁保定巡抚，其原领之保定等五府，主由直章山东河南三省且曹兼理. ((世

祖实录》卷四十五〉十五年五月乙丑(j658. 6. 29)重置保定巡抚，仍牺保定靠五府，治大名

府. ((世祖实录》卷一一七、光绪《很辅遭志》卷三十二〉十八年十月辛菌 0661: 12. 的裁顺天巡

抚，析其所领三府、二直章州、一镇来属. ((圣祖实录》卷五〉至此，直隶圭省事务统归保定

巡抚管辖，仍治大名府，是年十二月圭于0662.2.6)徙治于真定府. ((圣祖实录吨五〉

康熙六年正月丙戌0667.2.3)改保定巡抚为直隶巡抚. ((圣祖实录3卷二十一〉八年

(1669)巡抚治所徙E保定府. (光绪11随辅通志》卷六十〉五十二年(j 713)直隶巡抚加且督

衔。

雍正二年六月己真(1724.8. 1的改直章巡抚为直隶且曹. ((世宗实录》卷三十〉

直束总督

顺治六年人月了西0649.9.16)置直隶渭南山革三省总督，兼理保定、顺德、真定、

大名、广平五府旦河南省所属怀庆、卫辉、彰德三府军*. ((圣祖实录"墨西十五〉十五年五

月乙丑0658.6.29)裁三省总督. ((世祖实录》卷一-直〉十八年八月己来 0661.10.5)置

直章且誓，治大名府. (圣祖实录峙四〉 甲

康熙四年五月丁未0665. 7. 4)改直章且曹仍为三省且督. ((圣祖实录阵十五〉八年

七月圭屉0669.7.28)重裁兰省且曹. (C圣祖实录阵三十〉

雍芷二年六月己主0724.8.16)改直章巡抚为直隶总督.终清未改.

布政、按察使司

清初，直章不设布政、按察二司。((乾隆会典》卷三〉

康熙八年六月丙于0669. 7. 12)直章增设守、巡二道，且理圭省钱粮、刑名，均治保
定府. ((圣祖实录》卷三十〉

雍正二年十二月己卵(1725， 1. 23)改守、巡二道为布政、按察二司. ((世宗实录》卷二
十七〉

各府、直束州、直束厅沿革

清初袭明制，北直章领八府 ω顺天、保定、大名、顺德、真定、武平、河间、广平;二直隶

州 s延庆、保安，一镇 e宣府. (‘康熙会典，卷十八、《皇朝文献遭考》卷二六九〉

顺治二年闰六月己巳(1645.8.16)改北直章为直章. ((世祖实录》卷十八)

康熙三十二年三月十六日 0693. 4. 21)裁直府镇置宣化府s降延庆、保安工直章州
为散州.

2 直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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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元年十月乙卵 0723.11.的置热河直隶厅。是年(I723)改真定府q;为正定府.

三年六月丙申(1724. 8. 13)升定、冀、晋、赵、深五州为直隶州.是年七月十三日(1724.8

31)置张家口直章厅，三年九月甲子(1725. 1 1.的升天津州为直隶州.七年闰七月辛卵

(j 729.9. 11)升沧州为直隶州.是年十月丁巳(1729. 12. 6)置A沟直隶厅.九年二月丙

辰(1731. 3. 30)升天津直隶州为府，同降沧州直隶州为散州.十年七月十四日 0732.9

2)置多伦诺尔直隶厅.十一年(1733)改热渭直隶厅为革德直隶州.是年十一月要卵

(1 733. 12;31l升屠州为直隶#1.十二年三月甲辰(173'.5. 1)降晋州直隶州为散#1.是

年九月韧六日(1734.10.2)置独石口直章厅.

乾隆元年三月二十九日(1736.5.9)置四旗直隶厅.五年三月乙商(1740.4. 的置塔

子沟直隶厅.七年二月初五日(1742.3.11)复改革德直隶州为热河直隶厅，置喀喇河屯

直隶厅.八年七月十一日(1743.8.29)升遵化州为直隶州.三十九年五月要面(1774.6.

29)置乌兰晴达、三座塔二直章厅.四十三年三月甲午(1778.3. 口升热河直隶厅为革德

府，降八沟直隶厅为平泉州，四旗直章厅为丰宁县，塔子掏直隶厅为建昌县，喀喇河屯直

隶厅为澡孚县，乌兰哈达直隶厅为赤峰县，三座塔直隶厅为朝阳县，俱往属于承德府.

光绪二十九年四月甲午(1903.5. 的升朝阳县为府目三十四年二月十五日(1908.3

17)升赤峰县为直隶州.

E清末，直章省领府十二g顺天、保定、正定、大q;、广平、顺德、水平、河间、宣化、天

津、草德、朝阳.直隶州七 s冀、赵、深、定、墨、遵化、赤峰.直隶厅三 E张事口、独石口、多

伦诺如.

司曾 颐天府
清初袭明制，称顺天府，属北直隶，定为京师.领州五 z通、昌平、禄、霸、菌，县二十

二 z 大兵(耐郭，城东〉、宛平(附郭，城西〉、良乡、固安、永清、东安、香河、三河、武滑、宝

蜒、部、顺义、啻云、怀柔、房山、文安、大城、保定、玉田、孚谷、遵化、丰润. ((康熙会典峙十

八、光绪《顺天府志，卷二十二〉

顺治二年闰六月己巳 06'5.8.16)属直隶. (<<世祖实录》卷十八〉十六年七月戊子

(1659.9. 1日裁部县人通州. ((世祖实录》卷一二七〉

靡熙十五年十二月丁商 0676.12.23)升遵化县为州. ((圣祖实录'卷六十四〉二十六

年(687)设东、西、南、北四路厅，以四厅分理府属各;川县. (光绪《顺天府志》卷二十二〉

雍正三年(1725)析王田、丰润二县往属于水平府. (先绪《顺天府志》卷三十五〉是年九

月甲于(1725. 11. 的析武滑县往属于天津直章州. ((世宗实录》卷三十六〉四年八月 ([726

剖析天津直隶州属之武清县还属于府. (光绪《顺天府制卷三十五〉九年二月丙辰(173 1. 3 

30)裁梁城所置宁渭县来属. ((世家实录》卷二 0 三〉

乾隆八年七月十一日(1743.8.2的升遵化州为直隶州.峭《乾隆八年七月十-臼朱批

张延至建奏1)

主清束，顺天府领厅四 z东、西、南、北:州五 e通、昌平、源、霸、副 p县十九g大兴〈附

郭，城东〉、宛孚(附郭，城西)、良乡、回安、北晴、东安、香河、三河、武滑、宝蜒、顺义、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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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怀柔、房山、文安、大城、保定、平谷、宁河，

保定府

清初袭明制，称保定府，属北直隶领州兰祁、安、易 4县十七滑苑(附郭〉、满城、安

肃、定兴、新械、唐、搏野、庆都.睿城.完、量、雄、深津、柬鹿、高阳、新安、潦$.(1康熙会

典》卷十八、雍正《很辅通志》卷十二〉

顺治二年闰六月己巳(1645.8.16)属直章. ((世祖实录》卷十八〉

康熙八年六月丙于(1669， 7.12)始定保定府为直隶省省会。"圣祖实录》卷三十〉

雍正十一年十一月要卵 (1733.12.31)升易州为直隶州，析谏在县往属Z. ((世家实

录'卷一三七〉十二年三月甲匮(I734. 5. 1)析探泽县往属于定州直隶州。"世宗实录》卷一'四
-) 

乾隆十一年十月庚午(1747.11.2的政庆都县名为望都县。"高宗实录》卷二七六〉

遭光十二年六月甲申(1832.7.6)裁新安县入安州. ((宣家实录》卷二产二〉

至晴束，保定府领州二，祁、安;县十四=清苑(附郭)、满城、安肃、定兴、新城、唐、博

野、望都、容城、完、革、雄、柬鹿、高阳。为省会。

永平府

清初袭明制，称水平府，属北直隶。领州，操 s县五 e卢龙(附郭)、迁安、抚宁、昌事、

乐亭. ((康熙会典》卷十八、雍正《很辅遭志》卷十四〉

顺治二年闰六月己巳(1645.8.16)属直隶. (【世革实录》卷十八)
雍正三年(1725)析顺天府主丰润、玉田二县来属. (光绪《顺天府志》卷三十五)

乾隆二年三月初七日 0737.4.6)裁山海卫置临榆县来属.响. (乾隆二年三月初七目

朱批李E题赛))八年七月十一日 0743.8.2剖析丰润、王田二县往属于遵化直隶州. (档·

《乾隆八年七月十二目朱批张廷玉题赛"

至清束，永平府领州，蝶:县六 g卢龙(附郭)、迁安、抚宁、昌草、乐亭、临榆.

遵化直囊州

清初袭明制，称遵化县，属顺天府。"康熙会典》卷十八雍正《很辅通志》卷十三〉

康熙十五年十二月丁菌(1676.12.23)升遵化县为州，仍属顺天府。"圣祖实录》卷六

十四〉

乾隆八等七月十 日 0743.8.29)升遵化州为直隶州，析，1<平府属之五田、革润二

县来属。〈档. (乾隆八年七月十一日朱批张廷玉题奏lJ

王清末，遵化直隶州领县二 z玉田、丰润.

大名府

清初袭明制，称大名府，属北直隶.领乡"一 2开3县十.元城〈附郭〕、大名、南乐、魏、清

丰、内黄、授、滑、京明、*垣.((康棋会典》卷十八、雍正《很辅通志》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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