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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 世纪 70 年代，故宫博物院在其所属的明清档案部开设满文干部培训班，开展为期三年的满文教

学，培养了一批满文人才。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能够培养出稀有的满文档案专业人才，十分难能可贵，其

意义非常重大，影响也极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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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70 年代，故宫博物院在其所属的明清档案部启动满文教学工作，特设满文干部培训班，历

时三年，培养了一批满文人才。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能够培养出稀有的满文档案专业人才，十分难

能可贵，其意义非常重大，影响也极深远。

一、满文干部培训班的起源

1925 年 10 月，故宫博物院成立，下设古物馆、图书馆和总务处等机构。图书馆下再分设图书和文

献二部，分别负责图书和档案的保管工作。1929 年 3 月，文献部改称文献馆，并与图书馆分离，成为故

宫博物院一个独立的业务部门，专门负责管理明清档案。1951 年 5 月，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改称档案馆。
1955 年 12 月，故宫博物院档案馆改称第一历史档案馆，划归国家档案局。1958 年 6 月，第一历史档案

馆改称明清档案部，或称明清档案馆，次年 10 月归属新成立的中央档案馆。1969 年底，明清档案部又

回归故宫博物院，仍称明清档案部。1980 年 4 月，明清档案部又划归国家档案局，改称中国第一历史档

案馆。
从 1925 年至 1980 年间，虽然保管明清档案的部门屡次更名和变动归属，但其保管的档案始终没有

发生变化，主要是保管明清两朝遗留并存放在紫禁城内的历史档案，约计1 000万件( 册) ，其中明朝档案

3 000余件( 册) ，其余绝大部分是清代中央国家机关的档案。清朝是满族建立的王朝，特定满语文为

“国语”“国书”，在其办理公务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满文档案，保存至今的清代中央国家机关档案内达

200 余万件，其内容涉及清代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民族、外交、文化等方面，可谓包罗万象，对学术研

究具有重要的价值，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清中叶开始，由于诸多原因，满语文的使用情况每况愈下，而且越往后越不容乐观。1911 年清王

朝灭亡，更加速了满语文退出历史舞台的进程，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满语文的使用范围及

人群已极有限，满文专业人才更是奇缺罕见，而且全国各大院校均无满语文专业设置。因此，既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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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无处培养，成为当时满文档案工作正常开展不可逾越的障碍。1954 年，周恩来总理采纳范文澜、载涛

等人提出的培养满文人才的建议，责成中国科学院承办落实。原计划招收 20 名学生，在北京大学特设

满文班授课。结果报考生源少，只招到 6 名。此外，在聘请满文课老师方面也遇到困难，遍觅京城各大

院校和科研单位，没有一个能读懂满文的人员。经过多方努力，最后才聘请到年已 70 多岁的克敬之先

生进行教学。1957 年底该班毕业时，只剩下 2 名学生，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其余

4 名学生因不愿意学习满文已中途退学。1960 年，周恩来总理指示时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的

刘春，在中央民族学院开设满文班专门培养满文专业人才。1961 年 9 月，中央民族学院正式开设满文

班，招收学生 21 名，学制五年。当时在北京已经找不到适合教授满文课的老师，因此，从新疆选调通晓

满、汉文的锡伯族老师赵玉麟、涂长胜、钟棣华 3 人授课。1966 年 7 月该班毕业时，正好遇到“文化大革

命”开始，其中 6 名学生被分配到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工作，绝大多数毕业生均被分配到京外各地改

行从事其他工作。即使分配到档案馆工作的人员，不久也被派往江西“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后因外交

部在准备中苏边界谈判时需要利用满文档案，才又被调回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于 1972 年启动满文

档案的整理和翻译工作。然而，满文档案数量巨大，整理翻译任务艰巨，仅靠数量这么少的几位专业人

员是根本无法完成的。
1972 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周建人向中央写信建议培养满文专业人才。周建人副委

员长的信经毛泽东主席审阅后，送交国务院科教组具体落实。国务院科教组派人走访周建人副委员长，

并到故宫博物院、中央民族学院、南开大学等单位进行了调查。1973 年 1 月 16 日，国务院科教组向中

央领导提交了“关于满文档案和现有满文人才的一些情况”的报告。该报告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1． 故宫博物院所存满文档案的价值及现状。“这些满文档案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

交、文化、地理等许多方面，可与汉文档案互相印证，互相补充，不少材料对外交斗争、生产建设和历史研

究很有价值。如中俄尼布楚条约及阐述签订该约细节的奏折，现我仅存满文本。目前，满文档案已整理

的数量微乎其微，很难加以利用，急需整理、翻译。”
2． 国内国外满文人才的情况。“建国以来，老满文人员逐渐自然淘汰。一九六一年，据介绍，按总

理指示，中央民族学院在中央档案馆协助下开办满文班。学生十八人，另有中央档案馆送去培训三人。
六六年毕业，六八年分配。十八人中，中央档案馆要三人( 因情况变化，名额比原定大大减少) ，其余分

到各地，除东北档案馆、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几人外，半数左右工作未能对口……社会上懂满文的

老人已难找到。”另在“国际上，据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郑天挺教授介绍，日本精通满文的人颇多，并翻

译出版过不少资料。苏联、美国也有搞满文的人。”
3． 故宫博物院满文档案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应对措施。“满文档案浩繁，整理工作艰巨。文化大革

命后，去年开始业务工作，三人一年初步整理( 以类代项) 一万零十二件。按此进度，现有人力仅整理一

遍即需数十年以至上百年，进度太慢，不能适应需要。改变这种状况需适当增加编制，补充满文人才。
首先满文班毕业生可适当‘归队’，将来还可少量培养。鉴于现实生活中除新疆锡伯族仍用满文外，满

文已成死文字，满文的工作对象基本上限于这部分历史档案，因此，这方面人才的培养是否可由故宫直

接招有一定基础的青年边工作，边学习。故宫有关同志认为，这样培养更有成效和实用。”
该报告报提交后，当时负责文教工作的姚文元在首页上方批示: “周建人来信，说现在懂满文的人

快要没有了，建议培养几个人。此信送主席阅后请科教组了解一下并提出意见。这是他们的报告。我

觉得篇末的意见大体是可行的。即送总理、康老 ( 暂不送) 、江青、春桥同志审批。姚文元，一月十九

日。”江青、张春桥分别在名字上画圈，未作任何批示，唯有周恩来总理不仅在名字上画圈，而且在名字

右下方批示“拟同意”三个字。这就标志着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准故宫博物院培养亟需的满文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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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满文干部培训班的开办

经周恩来总理批示的国务院科教组的报告，很快通过国家文物局转交给故宫博物院承办落实。
1973 年 2 月 17 日，故宫博物院向国家文物局提交“关于加速整理满文档案和培养年轻满文干部的报

告”，分别就“加速整理满文档案问题”“满文干部的‘归队’问题”及“培养年轻满文干部问题”提出具体

建议。国家文物局根据此报告，经过进一步研究归纳为两条意见。一为满文干部的归队问题。“中央

民族学院 1966 年满文班毕业生，有 16 人分配到各地。据了解这 16 人中可以的约 7 人……我们拟进一

步了解和有关单位商调。”二为培养满文干部问题。“拟在新疆锡伯族中，招收一部分青年学生和青年

干部。他们既熟悉满文又有一定汉文基础，培养起来，可以事半功倍的效果。另外再适当招收一些政治

和文化基础比较好的复员军人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总计需要 30 人。”此两条意见，于 3 月 1 日以书面

形式上报国务院办公室，并附以总理批示的“关于满文档案和现有满文人才的一些情况”的报告。
国家文物局将上述意见以正式公文形式上报国务院办公室后，等候了近两年时间，仍未见有批复。

因此，1975 年 1 月 3 日，国家文物局党委办公室致函国务院值班室主任侯颖，希望“早日批示”。此函极

其简明扼要，而且是用钢笔手写的。全文如下:“这个文我们于 1973 年 3 月 1 日上报办公室。因未获批

复，现在再重报一次。故宫明清档案的整理急需满文干部，望能早日批示为荷。”2 月 15 日，国务院办公

室主任吴庆彤在此函上直接批示“拟同意”。5 月 9 日，国家计划委员会劳动局颁发“关于故宫博物院招

收三十名知识青年培训满文人才的通知”。自此，故宫博物院开始着手办理具体办班工作。
经过近半年时间的努力，院部首先完成了招生工作，从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招收应届高中毕业

生 6 名，从黑龙江富裕县招收初中毕业生和在职工作人员各 1 名，从北京市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 13 名、
“上山下乡知识青年”9 名。这 30 名被录取的年轻人，于 1975 年 8 月 1 日，到位于故宫东华门内国史馆

的明清档案部报到办理登记手续。从这一天起，这 30 个人就成为了故宫博物院的正式职工，按规定每

月发给工资，第一年见习期每人每月工资 31． 5 元，第二年转正后每人每月工资 38 元。在当时来讲，这

种待遇已经很优厚了，大家都非常开心和满意。因当时形势的需要，他们先是利用一个月的时间，集中

学习有关政治理论方面经典著作和时事评论文章。9 月初学习结束，院部挑定 21 人为满文班学员，其

余 9 人被分配到部内整理、保管、修复等组工作。经报请院领导批准，成立以沈洪堂、任世铎、王桂芬、关
孝廉、刘景宪为成员的教学领导小组，具体领导和组织教学工作。杨珍和吴元丰分别担任满文班班长和

副班长，负责管理班里的各项具体事务及沟通协调事宜。在全班学员中男生冯煜、李松龄、刘建新、关精

明、吴元丰、孟宪振、赵志强 7 名，女生王小红、毛必扬、刘若芳、江桥、沈源、张玉、张莉、宗印茹、罗丽达、
杨珍、赵玉梅、郭美兰、郭春芳、陶静 14 名，共分编 3 个小组，每组各设组长 1 人，负责办理组内事务。教

室位于东华门内内阁大堂的西厢房，配制有崭新的水曲柳实木桌椅，悬挂玻璃质地镶有深咖啡色木框的

大黑板，布置一新的教室整洁明亮，内阁大堂正殿则被作为图书报刊阅览室，整个院落独立于西边喧嚣

热闹的开放游览区，东邻散发着古卷墨香的内阁大库，栽有多种树木花草，环境十分宁静幽雅，是个非常

适合读书学习的地方。开学典礼于 10 月 20 日举行，有院和部领导参加，正式授课从这天开始。
满文班学制三年，没有寒暑假，除每天的正常课程外，还有早晚自习。办班坚持“以学为主”的方

针。在课程设置上，除了一些必要的政治理论课外，本着“课程设置要精简”的原则，开设了满语文、现
代汉语、古汉语、中国通史、明清史、中国近代史、清代文书制度、档案学基础、翻译学理论、文史工具书应

用等课程，其中满语文是主课，贯穿于整个三年之中。在教学方法上，严格遵循“予学———教授———复

习的教学环节”，做到堂堂有提问，平时有测验，阶段有考试，毕业有论文。在学习方式上，积极提倡多

样化，除坚持课堂授课外，还定期组织各类讨论会，举行专题讲座，参观博物馆，考察名胜古迹，以及适当

安排参与满文档案翻译和汉文档案整理等工作，以便积累工作经验。在培训理念上，着重基础知识、基
本功、基本技能的“三基”训练，学习满语要背单词、记例句、懂语法; 学习现代汉语要掌握汉语拼音、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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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分析及会写各种文体的应用文; 学习古汉语要懂得语法及虚词、实词的用法，还要背会一定数量的经

典古文; 学习历史要了解整个历史发展脉络，还要记住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
在课堂教授正课的老师，全部从本院业务人员内选派任教。满语的语音、语法、翻译，分别由明清档

案部关孝廉、刘景宪、屈六生授课; 现代汉语及中国通史、明清史、中国近代史，分别由明清档案部刘桂

林、王树卿授课; 古汉语，由业务部王海芬授课; 社会发展史，由院党委办公室杨春沂授课; 党史，由院党

委办公室陈乃昌及明清档案部韩毓虎、俞炳坤、叶志如、张书才等授课。专题讲座的老师，既有外单位

的，也有本院的，其中有中央民族学院赵展，北京师范大学清史组马汝珩、李华、张晋藩，北京大学陈宏

天，承德文物局袁琛波及本院明清档案部宋秀元、刘子扬、李鹏年，业务部冯乐云等。这些老师都是大学

本科以上学历，具有一定的工作实践，不少人还有在中学和大学任教的经历和经验，授课都非常认真耐

心，生动活泼，倾尽心血，无所报酬，但仍乐此不疲，他们不愧为满文班得以成功的功臣。当时，很多门课

都没有现成教材，也无处去寻找比较合适的教材，特别是满语文教材，故除古汉语课采用了王力主编的

《古汉语》外，其余教材都由任课老师自编自教，凡以汉文编写的教材由明清部打字室负责打印装订，而

所有满语文教材都由老师或学员负责刻蜡版油印装订。
满文班的管理极为严格，除故宫博物院的各项规章制度外，院部还特意针对学员制定《学员守则》，

要求学员严格遵守，不得违犯。该守则所列款项有: “一、刻苦攻读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二、树立坚

定的革命事业心，努力学好满文专业和其他业务知识。三、遵守革命纪律，不迟到，不早退，有事要请假，

不得无故旷课。四、上课时要专心听讲，不搞小动作，认真、按时完成作业。五、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讲究

卫生，预防疾病。六、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各种必要的社会活动。七、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爱护公

共财物，爱护档案文物。八、注意保守国家机密，不在公共场所、不对外人谈机关情况。九、团结友爱，互

相关心，互相帮助。十、学习期间不谈恋爱，切实落实‘三晚一稀’的精神。”在开学后的第二年，一位黑

龙江籍女学员违反守则第十条谈起了恋爱，在领导和老师数次谈话和劝阻未果的情况下，立即被劝退送

回了原籍。1977 年夏天，全班学员被安排到承德避暑山庄考察学习，当时承德避暑山庄还未对外开放

参观。虽然事先已告诉大家不要在山庄湖里下水游泳，但男学员们在炎炎夏日的烘烤下，面对寂静的山

庄，仍抑制不住好奇心的涌动，齐刷刷跳入湖中，在平静的水面划开涟漪，上岸时发现所有外衣不翼而

飞，经打听才知道被山庄的管理人员收走。如此狼狈的事，当然无法瞒过向来管理严格的领导和老师。
当天晚上，各小组立即召开“批判会”，首先让游泳的学员逐一作检查，而后参会的其他老师和学员提出

批评。最后各组会议的核心问题不约而同地集中在一点，要找出此次游泳的“组织者”。无论是游泳的

学员，还是没有游泳的学员，大家平时彼此间非常友善，而且对此事还能理解和宽容，尤其同情衣服不见

后的窘况，因而始终无人“揭发”倡议者，否则肯定有一位男学员会受到纪律处分。如此严格的管理，无

疑有助于培养全体学员遵守纪律的良好习惯。
学员们经过刻苦学习，绝大多数取得了优良成绩。据考试成绩统计，满语 5 分者 9 人占 45%，4 分

者 8 人占 40%，3 分者 3 人占 15% ; 现代汉语 5 分者 6 人占 30%，4 分者 14 人占 70% ; 古汉语 5 分者 9
人占 45%，4 分者 8 人占 40%，3 分者 3 人占 15% ; 中国通史 90 分以上者 10 人占 50%，80 至 89 分者 7
人占 35%，70 至 79 分者 3 人占 15% ; 明清史 90 分以上者 16 人占 80%，77 至 89 分者 4 人占 20% ; 近代

史 90 分以上者 16 人占 85%，80 至 85 分者 3 人占 15%。如此好成绩的取得，除学员自身的努力外，还

来源于教学领导小组的精心组织，以及各位教师的认真教学和无私奉献。
1978 年 7 月 15 日，满文班在明清档案部新办公楼二层大教室内举行了结业典礼，故宫博物院常务

副院长彭炎，副院长田耕、肖正文，明清部档案部主任沈洪堂及主要任课老师出席典礼，并进行了总结，

表彰了评选出的 7 名优秀学员，最后全体与会人员在楼前合影留念。9 月 9 日，故宫博物院根据满文班

结业总结撰拟“关于满文干部培训情况报告”，呈送国家文物局并国务院办公室，同时报送中央宣传部。
至此，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批较大规模培养满文专门人才的工作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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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满文干部培训班的作用

满文班结业后，全部 20 名学员都被留在了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工作。经过一段时间，先后有 8
人调离，其中 4 人从事与满文档案或相关的清史、满学、档案、语言等工作，4 人改行从事其他工作，余下

的 12 人一直坚持在档案馆从事满文档案工作。满文班结业迄今已整整 36 年，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

凸显出其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壮大了满文档案专业队伍。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全国范围内除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黑龙

江富裕县三家子村、黑河地区五家子村有人会讲满语外，其他地方都已无人会说满语，而且各大院校都

没有培养满文人才的机制。满文专业人员极其稀缺，不要说满文档案工作，就连满语文的基础研究及教

学工作都无法开展。经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指示，国家先后两次开班培养了 23 名满文人才，但因当时

的特殊条件和不同原因，结束学业后绝大多数人没有从事满文档案工作。1975 年，故宫博物院满文干

部培训班开设之前，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满文专业人员只有 6 人。1978 年 7 月，满文班学员毕业留

下工作时，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满文组的工作人员猛增至 29 人，除原有 6 人和满文班学员 20 人外，

其余的 3 人是按照国务院批复精神从辽宁“归队”的中央民族学院满文班毕业生 2 人和从江西“五七干

校”返回的原分配到明清档案部的 1 人。对总人数不到百人的档案馆来讲，集中有 29 名满文专业人员，

不失为一个奇迹，创造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录，近年来不断招收新人扩大满文档案专业队伍，但迄今尚未

打破之前的纪录。另外，满文班还有两位旁听生，一位是中国历史博物馆( 即今国家博物馆) 张承志，一

位是北京图书馆( 即今国家图书馆) 黄润华，经过三年时间的学习，他们比较熟练地掌握了满语文，成为

各自单位的满文人才。张承志后来改行从事文学创作，成为著名作家; 黄润华一直在北京图书馆从事民

族古籍工作，获得正高级职称，任缮本部主任。
2． 加强了满文档案专业队伍能力。本次满文班开设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培养从事满文档案工作

的专业人才，无论是课程的设置，还是教学的方式，都与正规的大学有所不同，更多的是强调针对性和实

用性，着重提高业务能力。在满文班学习期间，结合不同的教学阶段和内容，参加翻译满文俄罗斯档案、
整理汉文朱批奏折、编制档案目录、撰写档案全宗介绍、刻印教材，以及将档案库房从内阁红本库、文华

殿等处搬迁到新建大楼等实际工作。另外，在招收学员时就以正式职工编制招录，由本单位派人直接到

指定地区学校挑选，保证了学员的基本素质，同时学员从开始就明确学习的目的和将来工作的方向，比

较自觉地注意提高各方面工作技能。这样，通过三年的学习和培训后，绝大部分学员都具备了从事满文

档案工作的基本技能，从而加强了满文档案专业队伍的整体能力，为全面、系统、深入地开展满文档案工

作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
3． 加速了满文档案整理翻译工作。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前身) 是保存

满文档案数量最多的单位，从 1925 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到 1978 年满文干部培训班结业，在长达 53 年的

时间里，所整理著录和编译出版的满文档案数量，与实际保存的数量相比较，可谓微乎其微。按科学方

法逐件登记编目的档案数量很少，绝大部分档案是成捆成包为单位清点登记的，而翻译出版的数量则更

少，只有在 1935 年出版的《阿济格略明事件之满文木牌》和 1959 年出版的《清代地震档案史料》内，分

别收录 26 枚满文木牌及 11 件盛京将军舍图肯等人满文奏折的汉译文，共计 3 000 余字，翻译工作基本

没有开展。在这一时期，台湾地区及日本的情况恰恰相反，翻译出版有《满文老档》等清入关前形成的

档案史料，具有一定的数量和规模。造成如此结果，最重要的原因自然是缺乏能够胜任满文档案工作的

专业人才。满文班学员毕业后，随着满文专业队伍的发展和壮大，经过 36 年的坚持不懈努力，极大提高

了满文档案的整理著录和编译出版速度，成绩斐然。档案部现已整理满文题本、录副奏折、朱批奏折及

各簿册等 170 万件( 册) ，所有 200 万件满文档案的秩序整理完毕已指日可待; 又完成了满文录副奏折、
满文题本、珲春副都统衙门档案、雍正朝吏科和户科史书的标准化著录工作，共形成著录条目 32． 7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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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 此外，翻译出版满文档案 24 种、74 册、2 470 余万字，编辑影印出版满汉文档案 8 种、781 册，编译出

版满文档案及图书目录 3 种、14 册、1 200万字。
4． 推进了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满文班学员毕业后的第二年，为进一步加强和提高语言学理论知

识，被分批送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语言学课程，均获得单科毕业证书。当国家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后，

其中 4 人先后考上清史研究生，其中硕士 3 人、博士 1 人，学成后 2 人出国未归，2 人分别分配到中国社

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之后还有 2 人先后调离档案馆到北京市档案学会和北京

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工作。除出国和调离改行的 4 人外，无论是调离档案馆后在科研单位和协会

工作的 4 人，还是留在档案馆工作的 12 人，这 16 人都坚持利用满文档案开展学术研究，分别在清史、满
学、文献学和民族学领域取得了一定成果。其中获得正高级职称者 8 人、副高级职称者 6 人、中级职称

者 2 人。又有 3 人，还分别担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巡视员兼满文处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所副所长和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所长，成为各该领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带领开展业务工作和

学术研究。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有句名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

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之新潮流。”这些满文班毕业的学员，利用鲜为人知、他
人无法看懂、第一手的满文档案史料开展学术研究，方法和视角无疑有不少创新，其新的观点和新的见

解填补了诸多以往学术研究的空白。另外，他们几十年来持续不断地编译出版了大量满文档案，为学术

研究提供了新鲜而丰富的史料，极大地帮助了学术研究的深入系统开展。
当年满文干部培训班结业时，大家已经感觉到时代变革的春风正在扑面而来，经全体学员反复商

量，一致同意在全班毕业照上题写“三载攻读战犹酣，共绘中华飞腾年”14 个大字，以表达将为中华民族

文化的繁荣发展贡献各自力量的心愿。回眸以往，满文班全体学员没有辜负国家的精心培养，36 年来

一直在践行年轻时立下的誓言，而且现在继续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努力着。2015 年 10 月 20 日将迎来故

宫博物院满文干部培训班开班 40 周年，谨撰此文纪念。

Summary on Manchu Teaching from The Palace Museum

WU Yuan － feng
( Manchu Department，First Historic Archives of China，Beijing 100032，China)

Abstract: The Ming － Qing Archives' Department from the Palace Museum has set up a training class for
Manchu language officer in seventy years 20th century． It's of significant importance to train the rare people of
such talent at that special time．

Key words: The Palace Museum; Manchu; First Historic Archive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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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宫 内 务 府 奏 销 档》出 版

内务府是清代朝廷特有的机构，主要管理皇家事务，该组织源于满族包衣制

度，主要人员由满洲三旗所属包衣组成，最高长官为总管内务府大臣。内务府直属

机构有广储、都虞、掌仪、会计、营造、慎刑、庆丰七司，分别主管皇室财务、库贮、警

卫扈从、山泽采捕、礼仪、皇庄租税、工程、刑罚、畜牧等事务。另有上驷院管理御用

马匹，武备院负责制造与收储伞盖、鞍甲、刀枪弓矢等，奉宸苑掌各处苑囿的管理、

修缮等事，统称七司三院。内务府还有织造处等三十多个附属机构。此外，负责管

理太监、宫女及宫内一切事务的敬事房也隶属总管内务府大臣管辖。

内务府奏销档系总管内务府将各项事务办理完以后向皇帝请示，并经皇帝批

结的案件记录，也有按皇帝旨意办理了结的事务向皇帝的奏报。奏销档是总管内

务府汇抄这些文件，以备查存的薄册，形式有口奏、绿头牌奏、奏本等。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销档，从顺治十一年（1654 年）至宣统三年

（1911 年），共有 700 多册，33 000 多件。其中从顺治朝至雍正三年的档册均为满

文；雍正三年至咸丰朝的档册或为满文，或为满汉合璧，或为汉文；同治朝以后的

档册则以汉文居多。奏销档涉及内容广泛，凡为内务府所属单位办的事务，均包括

在内。由于内务府直接服务皇帝，因此许多国家政务活动都与内务府持有联系。内

务府奏销档，不仅反映宫廷事务，而且反映清廷国家政务，整理和研究这些档案，

对于当下的清史和满学研究，都具有非常具体的现实意义。加之内务府奏销档是

现今保存清代档案原档原貌最完整的档案之一，其归档原则与方式、整理编目方

法，是当今清代档案整理的重要借鉴，对今天文书档案制度的建设亦具参考价值。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故宫博物院合作编辑《清宫内务府奏销档》，全书 300

册，2014 年 4 月由故宫出版社出版发行，为清史研究领域再添重要的史料。

附 图

故宫满文班学员上满语课

上右：《满文〈黑龙江左岸旧瑷珲上下江示意

图〉初释》附图

上左、中：《故宫博物院满文教学概述》附照

下：《清朝满文避讳漫议》附图

“玄”“轩”二字的满文拼写 尖团音的满文记录

故宫满文班学员毕业照 黑龙江左岸旧瑷珲上下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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