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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业务】

清代内阁满文黄册的整理与利用
赵郁楠

清代内阁满文黄册是作为题本附件而进呈御览的官文书档册，其在内阁档案中具有十分重要的

史料价值。目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以下称一史馆）对馆藏内阁满文黄册的秩序整理与编目工作

已基本告竣，现略作归纳，以期增进学界了解。

一　内阁满文黄册的形成与贮藏

清朝定满语为国语，“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满蒙官员，特别是承办八旗事务及边疆少数民族事

务的满蒙官员，一般都用满文缮写公文，不准擅自使用汉文，否则重者治罪，轻则训饬”。① 内阁作

为辅佐皇帝办理国家政务的中枢机关，每天承接办理的各种公文中有大量的满文文书，故而形成了

为数不少的满文黄册。

黄册制度是明代户籍与赋役之法的一项基本制度，其正本均收贮于南京后湖黄册库，但遗存至

今者甚少。按清制，凡属进呈御览之册，册面均为黄色，统称黄册，其应用范围较明代更广，内而

部院衙门，外而各省臣工，不限户籍、赋役，凡关乎报销钱粮，或例应造报事件，均须造具黄册，

随同题本进呈御览。《清实录》载，刑科左给事中魏象枢奏言：“国家钱粮，部臣掌出，藩臣掌入，

入数不清，故出数不明。请自八年为始，各省布政使司于每岁中会计通省钱粮，分别款项造册呈送

该督抚按查核，恭缮黄册一套，抚臣会题总数，随本进呈御览。仍造清册，咨送在京各该衙门互相

查考。既可杜藩臣之欺隐，又可核部臣之参差。”②

清代黄册统一由内阁大库贮藏。内阁大库是清代中央最重要的档案库之一，由东、西两座库房

构成，西库贮存红本，亦称红本库，东库贮藏实录表章，简称实录库。红本即为京内外官员汇报经

办政务之题本，因经阅及代皇帝以朱笔批示，故名为红本；黄册为题本附件，“原存书籍表章库”，③

即东库，“与题本分存”。④ 内阁大库未专设管理人员，由内阁典籍厅和满本房分别掌管，各司其职。

其中红本、黄册由典籍厅负责收贮，《清会典》载：“凡部院衙门及直省督抚等奏销册籍，奉旨留览

者，俱于年终自内发出，付典籍贮库。”⑤

二　内阁满文黄册的规制与数量

内阁满文黄册用纸考究，册衣多用黄绫，封面粘有册签，册签上写有满文题名，逐页骑缝及册

签粘合之处，均钤有印章或关防。较为特殊的是刑部重囚招册，不钤印，装帧类似图书，均属线装

刻本，黄绫书衣，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

满文黄册规格大小不同，薄厚不一，以吏部京察册最大，长５３．１厘米，宽２９．２厘米；黑龙江

将军富森等奏闻剩余勘合火牌数目册最小，长２３．５厘米，宽１４厘米；最厚的是户部银库大出钱粮

黄册，厚达２５．３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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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新整理成果统计，一史馆馆藏内阁满文黄册，始于顺治十年 （１６５３年）正月，止于光绪

二十九年 （１９０３年），总计１３４５卷３７９９册。以三个项号存贮⑥：第一项，共６９５卷１９３２册；第二

项，共５７５卷１４８５册；第三项，共７５卷３８２册。制表如下：

表一：内阁满文黄册数量统计表

　　数量

机构　　
一 二 三 总计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吏部 ４３３　 ２３７　 ６１　 ７３１ 顺治十年正月 光绪二十八年

户部 ４７４　 ２６４　 ８６　 ８２４ 顺治十年三月 光绪二十二年

礼部 １８　 ２２　 ４　 ４４ 顺治十年二月 光绪十一年

兵部 １７６　 １２０　 ９　 ３０５ 顺治十年四月 光绪二十四年

刑部 ３５　 １６８　 ６３　 ２６６ 顺治十年二月 嘉庆四年

工部 ３４４　 ４５０　 ６０　 ８５４ 顺治十年正月 光绪二十九年

理藩院 ８８　 ４８　 ６　 １４２ 雍正五年 光绪元年

宗人府 １５２　 ９５　 ２５　 ２７２ 雍正元年 光绪二十九年

太常寺 １３８　 ４７　 １６　 ２０１ 康熙三十七年 光绪二十五年

光禄寺 ２９　 １１　 ４０ 康熙三十八年三月 光绪二十五年

其他⑦ ４５　 ３４　 ４１　 １２０ 顺治十年 光绪二十一年

合计 １９３２　 １４８５　 ３８２　 ３７９９

由上表可见，满文黄册的造报 者，多 数 是 中 央 部 院，极 少 数 是 地 方 将 军 等。尤 以 工 部 数 量 最

多，户部和吏部次之，礼部、光禄寺及黑龙江等处将军最少。但各衙门题报时间不一，工部和光禄

寺钱粮册按月报；六科注销已未完结已未愈限事件册按季报；宗人府销算册一年一报；吏部京察册

等三年一报；还有礼部题报坛庙斋戒日期等，又是今年报明年应报事项。

此外，从各朝数 量 构 成 看，顺 治 朝 最 少，乾 隆 朝 最 多。具 体 为：顺 治 朝１２１册，康 熙 朝２７３
册，雍正朝２５４册，乾隆朝１１３８册，嘉 庆 朝５１７册，道 光 朝５９１册，咸 丰 朝２３４册，同 治 朝１７９
册，光绪朝３１６册，无法判定朝年１７６册。语种上，纯满文３７００余册；满汉合璧６０余册，其中光

禄寺黄册全部为满汉合璧，其余为吏、礼、户和盛京户部奏销钱粮册。需要特殊说明的是，本轮整

理过程中又清理出３０余册纯汉文黄册，但均系残件散页。

三　内阁满文黄册的题名与内容

内阁满文黄册，其封面册签上均缮有题名并钤有印章，均系奉旨留览贮库的原档，不同于军机

处满文上谕档、寄信档、议复档等簿册类档案，系将原件抄录按一定厚度装订成册以备查阅的。其

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一）经费钱粮。有吏部之在京八旗文职官员领过俸银、俸米及笔帖式等饷银、饷米数目；户

部三库 （银库、锻匹库与颜料库）大进、大出及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柱钱粮数目，盛京户部

销算钱粮、仓米数目；礼部销算钱粮及祭祀银两数目；兵部八旗武职官员俸银、俸米及兵丁饷银、

饷米数目，八旗官兵喂养官拴马匹领过钱粮数目；工部营缮等四清吏司及节慎库、制造库等库存银

两及物料四柱数目，注销用过各项、杂项钱粮数目，注销各处工程修理用款数目；理藩院银库四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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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两数目及支给蒙古王公、额驸、台吉、塔布囊等盘费银数目；宗人府销算银两数目；太常寺谨造

昭西等陵钱粮、制帛及银两等四柱数目；光禄寺题报发给各处吃食物品等项数目、每月用过钱粮数

目及每月内膳房等处用过猪、羊、鸡、鱼等项数目；国子监造报进出钱粮数目。

（二）例行事件。有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注销在京各部院承办事宜已完未完事件；都

察院报监察御史条陈事件。满文题名如：ｄｏｒｏｌｏｎ　ｉ　ｊｕｒｇａｎ　ｉ　ｃｋｏ　ｙａｍｕｎ　ｉ　ａｒａｍｅ　ｗａｊｉｈａ　ｄｏｒｏｌｏｎ　ｉ　ｊｕｒ－

ｇａｎ　ｉ　ｄａｎｇｓｅ　ｅｆｕｌｅｈｅ　ｄａｎｇｓｅ，译为礼科造完礼部注销档；ｄｏｒｏｌｏｎ　ｉ　ｊｕｒｇａｎ　ｉ　ｃｋｏ　ｙａｍｕｎ　ｉ　ａｒａｍｅ　ｗａｊｉ－
ｈａ　ｄｏｒｏｌｏｎ　ｉ　ｊｕｒｇａｎ　ｉ　ｗａｊｉｒｅ　ｕｎｄｅ　ｇｅｔｕｋｅｎ　ｄａｎｇｓｅ，译 为 礼 科 造 完 礼 部 未 完 清 档；ｕｈｅｒｉ　ｂｅ　ｂａｉｃａｒａ

ｙａｍｕｎ　ｉ　ｇｉｎｇｇｕｌｅｍｅ　ｗｅｉｌｅｈｅ　ｂａｉｃａｍｅ　ｔｕｗａｒａ　ｈａｆａｓａｉ　ｈａｃｉｌａｍｅ　ｗｅｓｉｍｂｕｈｅ　ｂａｉｔａｉ　ｃｅｓｅ，译为都察院谨

造监察御史条陈事件册。

（三）职官京察。包括京城吏部等衙门官员、陵寝及盛京各衙门章京、笔帖式等京察。满文题

名如：ｂａｄａｒａｎｇｇａ　ｄｏｒｏ　ｉ　ｘａｈｖｎ　ｇｖｌｍａｈｖｎ　ａｎｉｙａｉ　ｇｅｍｕｎ　ｉ　ｈａｆａｓａｉ　ｓｉｍｎｅｎ　ｓｉｍｎｅｒｅ　ｄｅ　ｍｕｎｇｇａｎ　ｊａｉ

ｍｕｋｄｅｎ　ｉ　ｇｅｒｅｎ　ｙａｍｕｎ　ｉ　ｕｊｕ　ｊｅｒｇｉｄｅ　ｏｂｕｈａ　ｊａｎｇｇｉｎ　ｂｉｔｈｅｓｉ　ｓｅｉ　ｃｅｓｅ，译为光绪辛卯年陵寝及盛京各衙

门头等章京笔帖式等京察册。

（四）重囚招供。包括刑部秋审各省重犯、绞犯、斩犯及缓决罪犯的案由及口供。满文题名如：

ｂｅｉｄｅｒｅ　ｊｕｒｇａｎ　ｉ　ｕｊｅｎ　ｗｅｉｌｅｎｇｇｅ　ｎｉｙａｌｍａｉ　ｄａｎｇｓｅ，译为刑部重犯档；ｂｅｉｄｅｒｅ　ｊｕｒｇａｎ　ｉ　ｇｅｒｅｎ　ｇｏｌｏｉ　ｅｌ－
ｈｅｘｅｍｅ　ｗａｒａ　ｗｅｉｌｅｎｇｇｅ　ｎｉｙａｌｍａｉ　ｄａｎｇｓｅ，译为刑部各省缓决犯人档。

（五）僧道度牒。主 要 是 礼 部 题 报 发 放 僧 道 等 度 牒 执 照 数 目。满 文 题 名 如：ｄｏｒｏｌｏｎ　ｉ　ｊｕｒｇａｎ　ｉ

ｇｉｎｇｇｕｌｅｍｅ　ｗｅｉｌｅｈｅ　ｓａｌａｍｅ　ｂｕｈｅ　ｄｕ　ｄｉｙｅｉ　ｊｙｊｏｏ　ｂｉｔｈｅｉ　ｔｏｎ　ｉ　ｓｕｗａｙａｎ　ｄａｎｇｓｅ，译为礼部谨造赈济僧道

等度牒执照数目黄档。

（六）勘合火牌。有黑龙江、江宁、杭州、青州等地方将军谨题修造般支用过各种材料或用过

勘合火牌数目等。满文题名如：ｇｉｙａｎｇ　ｎｉｎｇ　ｎｉ　ｊｅｒｇｉ　ｂａｂｅ　ｔｕｗａｋｉｙａｒａ　ｊｉｙａｎｇｇｉｙｖｎ　ｓｕｌａ　ａｍｂａｎ　ｓｕｎｊａ

ｊｅｒｇｉ　ｅｊｅｈｅ　ｈａｆａｎ　ｅｆｕｌｅｆｉ　ｔｕｘａｎ　ｄｅ　ｂｉｂｕｈｅ　ａｍｂａｎ　ｂｏｏｄｅ　ｓｅｉ　ａｂｋａｉ　ｗｅｈｉｙｅｈｅ　ｉ　ｊｕｗａｎ　ｉｌａｃｉ　ａｎｉｙａ　ａｃａｂｕｍｅ

ｔｕｗａｒａ　ｂｉｔｈｅ　ｈｖｄｕｎ　ｂｉｔｈｅ　ｂｅ　ｗｅｓｉｍｂｕｆｉ　ｅｆｕｌｅｒｅ　ｄａｎｇｓｅ，译为江宁将军散秩大臣记录五次革职留任臣

保德等题销乾隆十三年 （１７４８年）勘合火牌数目档。

四　内阁满文黄册的整理与编目

清代内阁满文黄册的整理工作，始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时期。当时故宫博物院

文献馆、北京大学和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处均存有满文黄册，其整理工作亦是与汉文

黄册同时展开的。据统计，文献馆所存内阁大库满文黄册除满汉文合订本不计外，“约一千六百余

册”。⑧ 后因编纂汉文黄册联合目录，文献馆有关人员赴北京大学工作，遂将北大所存满文黄册译名

编目，又得 “一千四百余册”。⑨ 两处所存满文黄册均已登记完毕，遂在汇编汉文黄册联合目录之外，

拟编一部满文黄册联合目录，以资参证。但陷于战乱，文献馆已将其所存满文黄册南迁运往上海，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存者也尚待整理，故在汉文黄册先后出版两部目录，即 《内阁大

库现存清代汉文黄册目录》与 《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之后，虽经多方筹备，满文黄册目

录始终一部也未出版。

１９４９年后，一史馆先后接收了北京大学、辽宁省图书馆等处移交过来的满文黄册，逐渐形成今

日馆藏之现状。可以说，馆藏内阁满文黄册辗转流失历经多处保存，饱经战乱、南迁之颠沛，在一

史馆前身文献馆和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等时期，艰难完成了初步清理和案卷级整理工作。尽管档

案界很多前辈专家均对其极为重视，倾注过很多心血，但令人遗憾的是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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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级秩序目录，“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一史馆前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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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２０１５年４月至２０１６年８月，一史馆满文处完成了馆藏内阁满文黄册的文件级 秩 序 整 理 工 作。

这次整理在充分调研并尊重原有整理基础上，不仅对其原有档号体系做了补充完善，还将其全部著

录到件，最终形成了案卷级秩序目录１册、文件级秩序目录１册并残破待修目录合订本１册，可谓

填补了以往整理编目工作的一个空白。

五　内阁满文黄册的史料价值

内阁大库所藏档册，均为当时之机密，九卿翰林部员有终身不得窥见一字者，其所存内阁各机

关日行公事的档案文件中，尤以红本、史书、黄册为大宗。在清代，黄册应用范围极其广泛，可谓

适用于京内外各衙门题奏事项之附册，凡河工报销、营建工程、钱粮报销、职官京察、朝审秋审等

均在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汉文黄册在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即分别出版过两部目录。１９４８年 《文献论丛》上分别发表有单

士魁 《清代黄册与赋役问题》与王梅庄 《清代黄册中之户籍制度》两篇文章，二文均以汉文黄册为

研究对象，注重考查清代民人赋役和户籍。近年笔者有幸参加了满文黄册的整理编目工作，通过对

比最新整理形成的 《内阁满文黄册文件级秩序目录》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出版的 《内阁大库现存清代

汉文黄册目录》发现，满汉文黄册主要在三个方面有显著区别。

其一，装帧上或合订一本，或分别封装等。清代各部院进呈的黄册，一般均备满汉文各一份。

进呈之时，或满汉文合订一本，如盛京户部黄册、礼部坛庙祀册、理藩院及光禄寺黄册等。或满汉

文分别单独封装，如吏部等衙门谨题 陵 寝 及 盛 京 各 衙 门 头 等、二 等、三 等 章 京 笔 帖 式 等 满 文 京 察

册，即四册同装一函；如工部奏销制造库用过布匹等项数目、奏销营缮清吏司等四司及料估所制造

库用过银钱数目、营缮清吏司等司用过布帛等项数目与制造库用过金银钱数目满文册，是四册同装

于一个黄绫封套内；再如汉文 “户部之三库册，系进、出、四柱共函。刑部之赃罚册，系赃物、豁

免、已完、未完四册共函”。瑏瑡

其二，“京册”“省册”所占比例大不相同。黄册作为题本附件，其形成与清代的题本制度息息

相关。题本是清代中央和地方高级官员向皇帝请示汇报的重要文书之一，有部本和通本之别。凡在

京各部院缮写呈进的题本称为部本，各省将军、总督、巡抚等员缮写呈进的题本称为通本。满文黄

册多数是随部本进呈皇帝御览的 “京册”，约有３６７０余册；极少数是随通本进呈的 “省册”，约有

３０余册，由黑龙江、江宁、青州、杭州地方将军具题。而汉文 “省册”数量虽比 “京册”亦少，但

与 “京册”相差并不悬殊，且内容更为丰富，多为各省督抚题报民丁屯丁户口、地丁钱粮、漕费盐

课及绿营兵马、钱粮、勘合数目等。

其三，内容上有同有异，各有侧重。有系满汉合璧合订一册内容相同的，如盛京户部旗地考成

黄册、礼部坛庙祀册、理藩院及光禄寺黄册等；有满汉文册分造但内容相同的，如吏部京察册，户

部三库册，工部营缮等四清吏司及节慎库、制造库等库存银两及物料四柱数目册、太常寺题销坛庙

陵寝钱粮数目册等；有不造汉文册仅 造 满 文 册 的，如 宗 人 府 销 算 册，吏 部 之 在 京 八 旗 文 职 官 员 俸

银、俸米册，吏部之在京笔帖式等饷银、饷米册，兵部之八旗武职官员俸银及兵丁饷银册，兵部之

八旗武职官员俸米及兵丁饷米册，兵部之八旗官兵喂养官拴马匹用过钱粮数目册等；也有不造满文

清代内阁满文黄册的整理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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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仅造汉文册的，如吏部题销在京文职汉官领过俸银、俸米册，户部之各省督抚题报民丁、屯丁户

口数目册，题征地丁钱粮及漕费税课数目册，兵部之题销绿营及驻防八旗等兵马钱粮册，工部题销

河工用银数目册等。

综上可见，内阁黄册中，涉及京城皇族、在京八旗文武职官兵及边疆少数民族类事务，多用满

文缮写；涉及各省民人户口、赋役事务，绿营与驻防八旗兵马、钱粮事务，多用汉文缮写；其余中

央各部院题销经费、钱粮，或题报例行事件，多系满汉文各缮一份，或合订一册，或分别封装。因

此，满文黄册中与汉文册内容相同的这部分，汉文册如有缺失，或存量较少，则尽可利用满文册进

行史料补充；另汉文册所载名词，如有晦涩难解者，亦可用满文册对照译读进行破解。但最为珍贵

且无可替代的，则是仅造满文册的这部分，不仅补汉文黄册记载之空白，亦为清代皇族、京城八旗

事务等方面研究提供最原始、最详实的第一手史料，从而进一步深化清代经济史、人口史、社会史

和区域史等领域的相关研究。

注释：

①⑩吴元丰：《满文档案与历史探究》，辽宁民族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４、５２４页。

② 《清世祖实录》卷５７，顺治八年五月至六月。

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以下简称一史馆）文书档案，《故宫博物院文献馆１９３４年度工作报告》，转引自一史馆编：《明清档案事业

九十年》，第８１、１１０页。

④张德泽：《整理明清档案记》，“甲编解放前部分·文献馆时期工作情况之五、内阁大库档案整理情况”，稿本未刊。

⑤ （康熙）《大清会典》卷２。

⑥一史馆档号体系一般分为五级，即" 全宗－类－项－卷－件" ，内阁满文黄册，全宗号 为０２，类 号 为２１，三 个 项 号 分 别 为００１、

００２和００３。其中００１和００２项下的卷号和件号，是 在 遵 照 原 有 序 号 的 前 提 下 分 别 进 行 编 制 的 顺 序 号；００３项 下 的 卷 号 和 件 号，

是本次整理重新编制的顺序号；００１和００３项的原有档号是顺序相连的。

⑦包括都察院黄册９册，内容为造报监察御史条陈事件；国子监黄册３册，内容为造报进出钱粮数目；地方上报黄册６０余册，主

要是黑龙江、江宁、青州等将军谨题修造般支用过各种材料或用过勘合火牌数目册及各省巡抚题绿营官兵俸薪饷银开支数目册；

无法判定机构朝年的黄册残件４０余册。

⑧瑏瑡 《整理内阁大库清代汉文黄册之经过》，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内阁大库现存清代汉文黄册目录》附录，台湾台联国

风出版社１９３６年版，第６、５页。

⑨ 《整理内阁大库满文黄册之经过》，载 于 《国 立 北 平 故 宫 博 物 院 文 献 特 刊 论 丛 专 刊 合 集》，台 湾 台 联 国 风 出 版 社１９６７年 版，第

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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