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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中华入民共和国制造的内乡县人民政府新印

铜质，重量1000克 ·

印 文t内乡县人民政府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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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独绝——内乡清代县衙》序

中国人民政协全圈套员会委页

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史。牲t青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奏员

‘

我国古代地方行政机构郡县的设置．起源于春秋末季．秦

并六国，集权于中央．设守、令以掌郡、县，有秩而不食封，法令

一统，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县之剜遂为我国历代地方行政之

基础．
‘

．今日欲稽考历代县政历史，首宣明确朝政与地方政治之

关系1次宣明确县之组织．上自令长．下迄乡村，以见其机构所

属I继剐关于县衙职权，若教化、赋税、徭役、刑讼之事，以明其

职掌，复稽其铨选、课绩．以见出身、迁■、用人之权衡I并考其

仪制、印绶、舆服、掾秩、赐赉．以见国家之待遇，末考与郡之关

系，以见上下之联系．明乎上述科目．则县政之微细庶乎可以

察见矣．

同尝论之，县官政绩之考棱，靖绪繁杂，不易爬梳．尤以清

末以来．迄民国时期，县政腐败，过于前朝．试入县署而观其案

籍．则杂乱无章，问其职掌．则莫得而详I署中所有．公私不分I

署中诸人，来去不明．甚而营私舞弊．上下其手，草菅人命．时

有所闻．窃以为自古以来．有关县令箴铭之书不步，而记述县

署真实情况之书则未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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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一年四月，我出席了河南省。内乡县衙学术研讨

会”，在会上得识周星邻同志，星邻博学多闻，娴于内乡历史，

相与参观内乡县衙建筑，指点详明．了如指掌，并知有研究县

衙论文多篇，正在整理修订之中。。
’

今年元月接星邻来信，谓所写有关内乡县衙专著，在慧邻

协助下，已经完成初稿。书名定为‘中华独绝——内乡清代县

衙>．以余粗知内乡历史，嘱为撰序。由于我琐事羁身迟迟未

能报命，近又寄来书稿，言词恳切，坚求序言．

余以为长期以来，星邻同志不懈努力，勤奋著书．为研究

清代县衙．搜集了大量历史资料，并走访通人，不断丰富著作

内容。书中围绕县衙建筑．系统地概括了内乡县建置沿革、机

构设置、典章制度、职官、选举、公务、司法、赋税、县属机构等，

文图并茂．它不同于‘内乡县志>，而具有自己之特点，许多内

容是县志无法包罗的，可以说这是一部带有全国性的研究清

代县政的新著作。戗内乡县衙为倒，小中见大．重点突出，星

邻、慧邻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内乡县衙是中国大陆目前仅存的一座清代县署．它以其

特定的历史内涵形象地揭示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内乡县衙是

一处国家保护的文物单位，我感觉还应本着研究文物的方法，

见物见人．密切结合历史文献．进行深入研究，使名胜古迹与

历史人物事件在我们的时代起到宣传爱国主义和教育广大观

众(包括读者)的作用．

一九九一年四月十日，我在。内乡县衙学术研讨会一上写

了一首小诗．星邻还要把它收入本书，征求我的意见．我认为

这首诗首先肯定了县衙是封建社会必然的产物，而重点是结

尾两旬t。邑令催科无去处，班头衙役俱逃亡”，这是我借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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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衙的咏史诗，有。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之感。全诗

借本书出版机会发表出来，希望得到读者指正。

一九九四年八月史树青序予中国历史博物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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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乡县衙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一座清代县级行政公

署，它以特定的历史内涵，翔实可靠的文物史料，形象地揭示

了封建社会县级政权机构的真实面目．被海内外誉为。神州大

地绝无仅有的历史标本”． ．

旧时．县级政权机构的最高行政长官——知县，基手。民

非政不治，致非官不举，官非署不立”之识．对其出治为政．行

使职权的法定场所——县衙尤为重槐。对封建社会最基层政

权机构的县衙开展研究，无论是从政治制度方面，还是从考察

历史文物或古建筑的角度来看．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然而至今对县衙的研究．文章甚少．专著更是空白．这不

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长期以来．周星邻、周慧邻等同志利用规制完备，保存完

好的内乡县衙这一而史标本．刻苦钻研．不懈努力，潜心研究．

翻阅了大量历史典籍，竣查了诸多历史档案，走访了许多年愈

古稀的知情之士．搜集了大量封建时代特别是清代县衙的珍

贵史料，作了近百万字的读书札记和采访记录．终于撰写出了

关于清代县级官署政权机构的书稿I中华独绝——内乡清代

县衙'(以下简称‘县衙，)．此书全部引用正史、典籍、档案、藏

品、碑文、春书等文献记载，较为详细、系统、准确的记叙了内

乡县衙的建置沿革、机构设置、典章制度、职官、选举、公务、司

法审判、赋税、县属机构等．

‘县衙’一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论点准确．溶知识与趣



昧性为一体．笔法新颖，耐人寻味，无论是从社会科学方面看，

还是从中国的政治制度方面看，它都具有古为今用，存史资治

的普遗社会意义I它的同世．填补了我国。县衙研究”的空白，

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历史研究专著．

县衙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县衙>一书的出舨，必

将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县衙研究必然要引起专家、学者及广

大历史爱好者的关注．我们热诫地欢迎有关方面人士光临内

乡参观考察县衙，我们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内乡县衙将成

为国内外研究封建时代县级官署衙门的中心．

中共内乡县‘委书记

内乡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内乡县人民政府县长

毒身使

飘定固



凡 例

一、本书以清代县衙和县级政权为研究探讨对象，既有普

遍意义，又有内乡地方特色．宏观全貌．微观各科．把清代县衙

的内涵和外延展现出来，以达到教育今人，启迪后人的目的．

一、本书正文前有图片、名人题词、序、凡例．内乡县历史

沿革等．后有参考书目和后记．根据内容需要另附图片和插

图，力求图文并茂．雅俗共赏．

．一、本文正文。采用章节目的结构形式．按内容归类，分成

章节．倒如t县衙、机构、职官、选举、典章制度、司法审判、赋税

等各为一章，章下设节．节下设目．

一、本书基本以清代为主，但其中有些章节必须承前启后

才能给人以完整的概念．如职官部分．就是上起自金、元．下止

至民国．前后共历721年．凡有文献或碑碣记载的内乡县县级

长官，均予以记载．

一、书中涉及朝代、帝王年号．后边均加括号，内注公元年

号．以便查对． ’

一、书中有关统计性效字，俱采用阿拉伯数字．行文中的

词汇、成语、专用名词和表述语言的数字．则均使用汉文数字．

如。三班六房、千方百计等．

一．文中引用的经典著作和一般书目或杂志，除随文注予

行间或段尾外．另外择其主要参考书目列予书后．

一、个别冷僻字后随加括号．内注拼音字母和小注解．如

(瘴dan、憎恨)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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