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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历史回顾 

 
2016 年的初稿由任玉雪，郝小雯，陈必佳合作完成。 
 
2019 年的大规模修改由陈必佳于四月到五月完成，旨在为数据库公开做准备，主要的修订

内容包括表格内容，以及参考了人民大学清史所参与项目合作的各位老师的修改建议进行的

编辑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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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清代缙绅录数据库的内容 

1.1 项目缘起 

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缘起于 2012 年冬，研究组任玉雪老师开始
1
将《清代缙绅录集

成》中东北地区的官员录入数据库，发现清代官员的流动性很大，仅录入东北地区的官员难

以追踪其仕途变化。2013 年夏，康文林老师到上海交通大学开办暑期学校期间，敏锐地意

识到缙绅录文献的重大研究价值，马上和李中清老师讨论全部录入的可能性，随后积极投入

相关课题申请，并于 2014 年获得的香港研究资助局的立项经费资助，遂开始从《清代缙绅

录集成》（以下简称《集成》）
2
开始录入，开始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工作。  

1.2 材料选择与录入规则 

将缙绅录作为大型数据库的基础材料，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的。首先，创建大规

模、可用于量化分析的历史资料数据库，原始文献必须简洁，否则录入的时间和经费成本过

大，很可能使项目进展缓慢，甚至夭折。《清代缙绅录集成》的出版，为大规模、快速的录

入数据库创造了条件，特别是项目的初始阶段；其次，缙绅录的内容特点极其适合创建量化

分析数据库。缙绅录仅记载了每个官员所属的机构，以及姓名、出身、铨选等身份背景信息，

民人官员记录其籍贯，旗人官员记录旗分爵位等。总体来说，每个条目信息简略，没有大量

的历史背景文本。此外，缙绅录每季推新，形成了长时段连续性的清代官员个体信息，非常

适合创建量化分析数据库。最后，缙绅录文献本身体例较为统一，格式简洁，方便组人员进

行录入。即使没有历史学的研究能力，具有一定资质的录入人员经过培训后，能够在项目负

责人的指导下严格按照规则进行录入，因而数据库的录入的质量和速度完全是可控的
3
。 

康文林老师根据历史量化数据库的录入经验，决定使用 Excel软件开展录入。表头的设

                                                             
1 非常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的武洋同学和中国东北历史与社会研究中心的助理徐丹的积极努力。 
2 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编：《清代缙绅录集成》（55），郑州，大象出版，2008 年。 
3 非常感谢录入人员的严谨工作。2014 年，孙惠成、肖星、激扬、徐丹开始录入；2016 年初，新增赵

宓、刘北簃、任玉百三位录入人员；2016 年中，新增陈蔚然和葛晓东。目前每位录入人员每一季（种）

的录入时间约为三到四周，每人每月至少完成 14000 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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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要尽量分离不同的要素，这是量化数据库设计要遵循的首要规则。《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

库》目前共有 40余个变量，即在 excel 文件的录入中，尽量将不同性质的内容分列录入，

表头即为我们所说的变量名称。 

录入中的第二条原则是严格遵循原始文献的基本面貌，尽可能不带入录入人员和研究者

的理解。对于如何确定历史数据库的录入规则，缙绅录数据库的录入经验或许可以借用，那

就是严格尊重原始文献的原貌，不添加任何人的理解性描述，包括录入人员和研究者，都不

能猜测，或者通过相邻年代或季节版本信息推测。即任何人不能更改原始文献，即使能证明

原始文献错误，亦不能进行修改，仅能在备注列标注可能的错误。《中国历史官员数据库――

清代》最初沿用《清代东北官员数据库》的录入规则，但我们很快发现以往的表头有些问题，

容易对数据库的用户产生误导。例如，一开始的录入中将省级单位，府级单位（含直隶州、

直隶厅），州级单位（含厅、县）分别称为地方一级、二级和三级机构。虽然从地方行政区

划的角度来看，这样分类是可以的，但李中清教授指出，录入数据库，不应该加入个人的理

解。经过集体讨论，大家决定将一级机构、二级机构、三级机构改为机构一、机构二、机构

三。
4
看似简单的改动，实际上体现了录入数据库的基本原则：遵循原始资料的本来属性。数

据库的模式详见图 1： 

 

图 1：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截图 5 

1.3 录入进度 

数据库录入开始至 2016 年 1 月，十四个月的数据录入总量是 21 季缙绅录的 276,904 

                                                             
4 厅一级的行政单位，在清代的设立较为多变，因而在缙绅录里对直隶厅、散厅没有明确的划分，部分待

考，有一些厅一级的官员直接出现在府一级的地名之后，录入时我们遵从原材料的文本，并未进行改动，

请进行相关分析的使用者留意。 
5 由于数据库有 50 余项，图 1 仅能显是数据库的部分内容。由上图可见，数据库遵照原始文献，使用繁

体字。缙绅录体例简洁，格式基本固定，但缺乏文本解释每条信息的含义，因此研究组在决定录入原则

时，严格遵循缙绅录体例，每列与固定的内容对应。部分姓名字号等信息，根据录入老师的反映，出于录

入速度与便捷的考虑，不同版本出现异体字的情况时，或有未遵从原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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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记载；至 2017 年 1月，录入 989,168条记载；至 2018 年 1月，2,254,192 条记载；2019

年 1月，3,133,958 条记载（239季）。预计 2019年五月左右可以完成所有《集成》中缙绅

录的录入工作。 

1.4 数据库的主要内容（按表头来介绍） 

 《清代缙绅录数据库》目前录入的数据主要来源于《清代缙绅录集成》，故本文结合《集

成》的目录及缙绅录的影印页面，说明数据库主要内容。数据库的卷号、书名、版本年号、

版本年代、版本季节，如图 2 所示： 

                            

由图 2 所示，《集成》按照时间将

收录的缙绅录排序，共 95 卷。卷号即

缙绅录在《集成》中的顺序号。数据库

中的年号、年代和季节，是指缙绅录文

献而言，因此加上了“版本”。数据库直

接采用了《集成》的年号、年代和季节

等信息。6此外，数据库沿用了《集成》

目录中的书名，有些坊刻版的名称可能

是简写 7。另外需要说明，数据库建设

过程中也有添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的一

些缙绅录版本，这些版本属于单独收录

的原始材料，故没有这些版本卷号等信

息。 

                 图 2： 书名、版本和卷号等信息 8 

缙绅录的主要信息有三十余项，无论是官刻本，还是坊刻本，基本遵循统一的体例，相

同种类的信息记录顺序是相对固定的，形成缙绅录排版的基本格式，京师与地方的格式略有

                                                             
6 部分信息是《集成》编辑考订的，数据库录入之时并没有进行再次考证。 
7 《集成》出版说明中提到“具体到每一种书的书名，原则上以内封和版心处的书名为准，鉴于坊刻本书名

较长，均采用简称”，出版说明一。  
8 《清代缙绅录集成》，第一卷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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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下面结合《集成》收录的缙绅录相关图片页面进行介绍。 

官员信息包括所在的地区、选任方式、机构、官职、身份、姓、名、籍贯省、籍贯县（以

上四项仅限民人官员）旗分、爵位（通常仅限旗人官员）出身一、出身二、科分、铨选方式、

铨选年号、铨选年、铨选月、铨选闰月、铨选方式、爵位等。需要说明的是，每位官员的上

述信息并非百分之百完整，最主要的差异是旗人和非旗人官员之间；另外京师和地方官员由

于机构和选任方式的差异，上述信息的完整度也各有不同。详见图 3-5： 

 

        图 3：缙绅录地区、机构、官职、身份、出身、籍贯省等信息格式 9 

由图 3 所示，首先，“地区”在版心处，其右下标注“机构一”的名称，在图 3 中“地

区”为京师，主要机构为宗人府，俱标注在版心位置，这也是缙绅录的基本版式，即机构的

所在地区及主要机构的名称标注在缙绅录的版心处。如果是中央机构，则相依记录的“地区”

变量中皆记为“京師”；其次，机构一、机构二是官员隶属的部门，这里的“机构一”、“机

构二”未必有隶属关系，“一”、“二”仅区别不同的部门，是按照机构在同一地区中出现的

先后顺序命名的。堂主事和笔帖式等官职名称，在缙绅录里被借用为衙门称谓，与其他司厅

机构一样放在阴刻之中，数据库也将之视为机构；例如上图中的各条记载，“机构一”皆为

“宗人府衙門”，其后的阴刻部分如“”为机构二的内容，则其后所跟的六条官员记载的“机

构一”一栏都为“宗人府衙门”，机构二为“經歷司”。第三，少数人在缙绅录中有两个官职，

                                                             
9 《清代缙绅录集成》，光绪二十六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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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左侍郎殷兆镛为左侍郎和安徽学政，数据库则分别录入在“官职一”、“官职二”，大部

分情况下，对于部分官职名称很长且包含各类头衔的官职，为了带入录入人员的判断，我们

都将官职名称录入在“官职一”中，并未分割，使用者需注意自行处理辨别；第四，民人姓

名下方会标注省及府州县信息，目前数据库仅区分为籍贯省和籍贯县，其中籍贯县可能包括

府、厅、州、县，没有进一步按照行政等级区分，如图 3 中的“陳惠愷”“湖北黃陂縣人”，

数据库录入籍贯省为“湖北”，籍贯县为“黃陂”。另外，极少数官员姓名下方会有两组地名

信息，另一组称为原籍省、原籍县，出现这样的情况，基本是该文官的原籍地与参与科举的

考籍不同，最常见的是寄籍顺天府的情况。最后，官员姓名下方有时会有科举功名或科分信

息，数据库一并录入。功名信息直接录入在“出身”一栏，以干支年份区分的科分则另外录入

在“科年”一栏，以上两种信息通常不会同时出现，是互为替代的，具体参见图 3。 

 

图 4：缙绅录的地方官员官缺、缺分、铨选方式等信息格式 10 

如图 4 所示，有些官员的籍贯信息之下，会有指示科分的出身和铨选信息（铨选年、

月），例如张及第的籍贯信息，即“山西阳高人”之下，列有出身——廪贡。铨选方式往

往标注在地名位置的最上方，上图中宝坻县的铨选方式分别为“调”，应指正印官的铨选方

                                                             
10 《大清缙绅全书》光绪二十六年夏，第八十四页。 



 

6 
 

式；铨选方式之下往往是地名题头，如上图昌平州的地名题头为“燕平”。 

部分情况下，坊刻本习惯于用科年代替进士出身的官员，以求增加科分信息。最初，

由于干支年并不直接说明是会试年份还是乡试年份，研究组将此处有科分信息的人员与

清代进士题名录连接，确认这些人多数为进士出身，因此科分实为获得进士功名的科年，

干支年的内容为便于区分，单独录入在“科年”一栏，使用者在分析“出身”时需格外

注意“科年”信息的补充作用。 

缙绅录的出版单位，有时会标注在封面题签处，有时会出现在版心位置，都是判断

出版单位的重要依据；为了使用者查阅方便，数据库录入的页码，是《集成》书籍的页

码，而非缙绅录古籍原书的页码。缙绅录古籍的页码，一般标注在双鱼尾内。缙绅录一

般分为元、亨、利、贞四册，每册页码重新排序。在图 4中，则为“亨、四”，即第二

册第 4页。  

此外，清代根据府、州、县的地理位置的冲或僻、政务的繁或简、赋税征收、命盗案件

多或少将其划分等第，以“冲、繁、疲、难”标之，乾隆初年以后依据四项要素的包含情况，

分别将四项、三项、二项、一项及四项具无分别将正印官的缺分定为最要缺、要缺、中缺和

简缺，在缙绅录数据库中将四要素称为“官缺等级”，将对应的“最要缺”等内容称为“缺

分”。除了正印官有缺分，在缙绅录中，还有一些特别的官员，是首领官的佐官，例如州同、

州判、同知、通判等，因其管理国防和地方安全事务，也按照职务紧要程度设有缺分和

官缺等级，直接标注在官员姓名上方。此外，总漕部院衙门的缺分，有“繁缺、紧缺、简缺”

之分，往往也标注要官员名字上方。 

在图 4 中，可见宁河县的正印官的缺分在地名正下方，阴刻并排小字，缺分为“要缺”，

官缺等级则为“衝繁難”三项要素。11 标注在官员名字上方的官缺等级举例：图４中可见

昌平州设有“居庸关税课大使”，上方阴刻大字缺分为“要缺”，官缺等级为小字“衝繁难”。 

图 5标注了官员的籍贯、原籍信息来源，以及官职、出版单位信息的位置来源。具

体案例参见图 5 红色标出的部分，此时会显示“浙江仁和籍”“顺天大兴人”，这在制度层面

是出于回避制度执行的需要保留的信息，浙江仁和为该名官员陈桂荪的原籍，在任职中也应

服从回避原则。此种情况在相应变量的解释中还将提及并强调。 

                                                             
11 关于“冲、繁、疲、难”四要素制度与“最要缺、要缺、中缺、简缺”四等级制度的构成及发展，详见张振

国《清代道、府、厅、州、县等级制度的确定》，《明清论丛》第十一辑，第 382-400 页，关于“缺分”和

“官缺等级”的命名参照其中统计表的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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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缙绅录的官员官职、籍贯、原籍、出版单位信息格式 12 

第二章 文献简介 

2.1 清代缙绅录的内容、版本与名称 

缙绅录是记录职官的机构、职掌、姓名、出身、籍贯、字号等基本情况的专书，最早可

以追溯到南宋的《班朝录》，在明朝已经很流行
13
。缙绅录分为文武，官方刻本称“爵秩全

览”，仅提供文官的职官信息，非官方刻本亦称为坊刻本、坊本，由京师琉璃厂的各书铺印

行，称为“大清缙绅全书”“爵秩全函”等，一季共四册，武缙绅称“中枢备览”，共两册。

官刻本没有类似的武缙绅。清代缙绅录全面、系统的记录了从重要到府、州、县一级的职官

信息。 

缙绅录记载的职官，除了其隶属的机构，还包括很多个人信息，名下往往会有标有地名、

旗分、出身（宗室、觉罗、世袭或科名等）、表明科年的干支、铨选方式、字号、加级等各

种信息。当然，不同的人，名下的信息是不同的，并非所有人的名下信息都是一致的。例如，

                                                             
12 《清代缙绅录集成》光绪二十六年夏第三十五页。 
13
 张英宇：《清代搢绅录略考》，《文献》1984 年第 1 期；阚红柳：《清代缙绅录的内容、特点与史料价值探

析》，《清史研究》2012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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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旗人，往往会有旗分信息，来自奉天地区的旗人，有时也会标注奉天或盛京等地理信

息。如果是皇族或世袭身份，也会标注。如果是民人，则会有籍贯信息，少数民人如果参与

科举的地点和原籍不一致，则有两组地名信息，分别为籍贯和考籍。此外，部分官吏会有加

级、铨选方式及年代，科名及获得时间等信息，成为研究清代政治与社会的重要史料。 

如果从出版的角度划分，缙绅录可分为官刻本和坊刻本，官刻本一般是吏部进呈的本子，

由吏部文选司负责编写，坊刻本则是由京城的书铺出版的。但官刻本可能亦由书坊制作，由

吏部监督完成。坊刻本与官刻本之间的信息可能是互通的
14
，但也有可能各自有其信息来源

的渠道。如果从内容来看，还可以分为文缙绅和武缙绅。武缙绅称为“中枢备览”，仅坊刻

本刊刻印行，共计两册。但是或许由于关注度和需求度不高的原因，武缙绅存世的版本在时

间分布上较为分散，不如文缙绅完整。从发行的时间区分，缙绅录每季推新，分为春、夏、

秋、冬四部。这里的缙绅录中的季节是指出版时间，其反应的实际内容大致是三个月前的官

员任职情况。 

官刻本一般称为《爵秩全览》，但并非所有的《爵秩全览》都是官刻本，荣宝斋、荣禄

堂、荣锦堂等一些书铺也出版一些名为《爵秩全览》的坊刻本。坊刻本的缙绅录名称众多，

在题签、内封或版心处，常常可以看到“大清搢绅全书”、“大清缙绅全书”、“满汉搢绅全本”、

“爵秩全函”、“缙绅”、“爵秩全览”、“大清中枢备览”和“爵秩新本”等名称
15
，这里统称

为缙绅录。 

就文缙绅的正文部分来讲，官刻本与坊刻本的内容与体例是基本相同的，按照先京官后

外官的顺序，将中央和地方的所有机构、官员与次记载。笔者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的官刻本

是乾隆 55 年，第一册记载京师和盛京地区的机构及官吏，第二至第四册则分别记载关内行

省的机构与官吏
16
。 

具体而言，坊刻本的内容更为丰富。官刻本往往开门见山，翻开封面就是正文，记载的

是机构和所属的官员与吏员，以及各处的八旗驻防官员。坊刻本的体例则要复杂些，包括第

一册叙序、凡例、钦定吏部则例官阶品级、 钦定吏部则例赴任凭限、  钦定大清会典驿站

路程、  例给封典、  终养丁扰、  加级纪录、 钦定职官总目、  户部差务、 工部差务、  

钦定礼部则例王公百官接见礼仪、新官借支养廉银数目、各省额中举人名数和地图等。，市

                                                             
14
 刘铮云：《按季进呈御览与清代缙绅录的刊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第八十七本第二分，2016

年 6 月，第 345-374 页。 
15 案：本文统一称为“缙绅录”。 
16
 《爵秩全览》，乾隆五十五年，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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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需求或许是书坊增加大量相关内容的动力。官刻本在晚清才开始增加类似内容，笔者见到

的是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开始的
17
。从内容信息的数量和质量来看，坊刻本都更加细致

全面。 

数量上，从相邻和相近季度的坊刻本和官刻本的比较中，我们发现坊刻本的总官员记录

条目往往比官刻本多出一千至两千多条，详情可以参见表 1。从光绪 2 年，光绪 27 年，光

绪 33 年三组邻近的官刻、坊刻本录入条目数的对比中，可以明显看出总的记载数量上的明

显差异。 

表 1：官刻本与坊刻本记载数目差异说明 18 

版本年代 版本书名   录入总条目数   相差条目数 

光绪 2年秋 缙绅全书 14656 
1594 

光绪 2年冬 爵秩全览 13062 

光绪 27 年春 缙绅全书 15846 
2846 

光绪 27 年冬 爵秩全览 13000 

光绪 33 年夏 缙绅全书 14910 
2276 

光绪 33 年秋 爵秩全览 12634 

我们以光绪 27 年春荣禄堂版的《缙绅全书》和同年冬季的《爵秩全览》为例做了具体

比对，结果发现数量上的差异集中在京师各部院的额外官员和候补官员记录，并将具体差额

的分布情况在表 2 中列出。从表 2 可见，《爵秩全览》中没有候补官员和大部分额外官员的

信息，而坊刻本详细记录了内阁额外中书，额外中书舍人，各部额外司员这些官员的姓名出

身等具体信息。另一部分官员记载数的差异来自于旗人的官职记载，包括御前侍卫，国子监

官学教习和八旗都统这些官员信息都出现在坊刻本的缙绅录中，而《爵秩全览》没有这部分

信息。从总的差异数目上来看共计 2466条记载，占到两册记录条目总差异的近 87%。 

表 2：官刻本（光绪 27 年冬）与坊刻本（光绪 27 年春）京师机构

记载差异比对举例 19 

机构一 机构二 缙绅全书 爵秩全览 人数差额 

内阁 额外中书舍人 210 0 210 

                                                             
17
 《新增爵秩全览》，光绪乙未春季（光绪二十一年），收录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编：

《清代缙绅录集成》（56），大象出版社，2008 年，第 356－369 页。 
18 表 1 来自缙绅录录入人员葛晓东对不同版本记载数目变化的对比分析报告。 
19 表 2 来自缙绅录录入人员葛晓东对不同版本记载数目变化的对比分析报告。后续我们录入了光绪 7 年

冬的坊刻本和官刻本，也通过程序进行过比对，得出的结论与表 2 中观察到的结果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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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额外中书 25 0 25 

军机处  55 0 55 

翰林院 额外典簿待诏 8 0 8 

翰林院衙门 翰林院五经博士 9 0 9 

詹事府衙门 额外主簿 9 0 9 

通政司衙门  23 0 23 

光祿寺衙门 额外司员 51 0 51 

太僕寺衙门  26 0 26 

國子監衙门 

 

宗室官学教习 6 0 6 

咸安宮官学教习 7 0 7 

觉罗官学教习 13 0 13 

景山官学教习 12 0 12 

八旗官学教习 26 0 26 

鸿胪寺衙门 额外序班 22 0 22 

御前侍卫  368 0 368 

滿洲八旗都統  24 0 24 

蒙古八旗都統  24 0 24 

汉军八旗都統  24 0 24 

八旗护军统领  10 0 10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93 0 93 

翰林院 翰林院编修 223 87 136 

吏部衙门 额外司员 98 70 28 

戶部衙门 戶部额外司员 552 127 425 

礼部衙门 额外司员 117 60 57 

兵部衙门 额外司员 240 74 166 

刑部衙门 额外司员 577 172 405 

工部衙门 额外司员 316 112 204 

总计  2123 702 2466 

  

质量内容上，从相近季度坊刻本和官刻本的比对中，我们发现官员的字号，官职的加

级信息均只出现在坊刻本中，官刻本没有。而一些信息的表述格式上两者也有分别，例如

与科举有关的出身，坊刻本通常对进士中的状元，榜眼，探花加以区分，而官刻本中统一

都为“进士”。同时，坊刻本更倾向于用考取科名的干支年份来标注出身信息，而官刻本

《爵秩全览》中则没有此惯例。官员的官职相关信息中，坊刻本对于品级和封号等都有详

细的说明，以光绪 27 年春和同年冬的官员为例，相同姓名并任职于同一机构的官员，官职

的表述见表 3。此外对于满汉官缺分别，在官职信息中坊刻本也有所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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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光绪 27 年春《缙绅全书》与光绪 27 年冬《爵秩全览》同一

官员官职内容对比 
人员姓名 机构 《缙绅全书》记载的官职 《爵秩全览》记载的官职 

刘济川 翰林院 赏戴花翎五品封典七品衔待诏 待诏 

吴震 吏部 花翎五品衔司务 司务 

李恩祥 山东济宁州 四品衔在任候补府知州 知州 

 

此外，书坊还出版武缙绅，书名一般称为《大清中枢备览》，分上下二卷，专门记录京

营与各省抚标、督标、镇协的武职人员信息。上卷的正文之前，是武职的官阶品级、顶服、

俸禄、题补铨选、相见仪注等规章制度，正文包括京营、直隶、山西、陕西、甘肃、四川、

云南、 贵州等各处，下卷包括广东、广西、福建、浙江、 湖北、湖南、 江南、 江西、 河

南、 山东诸处镇标武职。《大清中枢备览》保留至今的数量没有文缙绅录那么多，可能与当

时需求少，发行量亦少有关系。由于对武缙绅的理解尚不系统，目前公开的第一批缙绅录中，

并不包括相关年份的武缙绅。 

2.2 清代缙绅录的样式 

缙绅录的封面多为红色，有少量的官刻本为黄色。封面上有题签，往往会标注书名、书

坊、年号、干支纪年和季节五种要素，但不同版本标注的信息数量不同。大部分还会标明书

坊在京都琉璃厂的方位，少数有发售日期、大小文武缙绅分别的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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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6：《大清搢绅全书》示例（光绪十六年，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20 

由图 6 可见，从封面左侧黄色的题签可知，书名为《大清搢绅全书》；出版的干支纪年

为庚寅，为光绪十六年（1890）；季节为夏季；由书坊荣錄堂出版，共四册，这也是坊刻版

缙绅录的基本样式。 

官刻本缙绅录的题签往往简略，图 7是道光六年（1826）的爵秩全览，共 2册，详见下

图。 

                                                             
20 图 6 由任玉雪老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时，请图书馆老师拍摄并已支付了资料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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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爵秩全览》（道光六年，藏于清华大学古籍所）21 

由图 7可见，题签处仅标注《爵秩全览》的书名，其他信息全无。由于年代较久，包裹

封皮的黄色缎面已经颜色暗淡，还有发霉的痕迹，但用料精致仍依稀可见。据笔者目前所知，

故宫保存的《爵秩全览》及《内务府爵秩全览》，封面大多如图 7 所示，为黄色绢质，而如

图 8所示的官刻本《爵秩全览》，则是国内各图书馆所藏的常见版本。 

官刻本缙绅录的题签、内容也非一成不变，清末增加了年号、干支纪年和季节等信息，

样式如下： 

 

图 8 ：《爵秩全览》（光绪丙午春季）22 

由图 8可见，此种官刻本的缙绅录，题签处不仅有书名，还有出版的年号、年代和季节，

即光绪丙午年春季，为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季。此种缙绅录共计 6册，其中有两本是《新

增爵秩全览》。 

                                                             
21 图 7 由任玉雪老师于清华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时，请图书馆工作人员拍摄，并已支付资料费。 
22 图 8 收藏于清华大学古籍所，同样由图书馆工作人员拍摄并已支付资料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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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缙绅录在流传的过程中封面缺损，题签已经不见踪影，或尚有红

色封面，或仅有收藏机构在修缮过程中添加的牛皮纸封皮，在这种情况下，缙绅录的年代往

往需要根据缙绅录的内容推断。清华大学古籍所出版的《清代缙绅录集成》收录的缙绅录，

也存在这种情况。如果《清代缙绅录数据库》的文献来源于《集成》，则沿用《集成》考订

的缙绅录成书时间
23
。 

2.3 清代缙绅录的收藏情况 

保留至今的缙绅录规模庞大，仅《清代缙绅录集成》中已出版的便有 200 余种。
24
项目

组在此基础上借助互联网对海内外各大图书馆所藏缙绅录进行了更为全面的查询和整理，目

前已搜索到 2700 余种，其中包括大量重复和季节不明的版本。
25
如果按照年代和季节排除重

本，目前能够确定至少现存 407 种不同时间点的缙绅录。根据获取资料的难易程度及馆藏缙

绅录的稀有程度，研究组对录入材料的优先级别进行了排序，详见表 4。 

表 4: 清代缙绅录馆藏数量、独有数量与录入优先级统计表 26 
图书馆 优先级 总量（种） 独有数量（种） 
《清代缙绅录集成》 1 206 181 
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 2 172 56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3 178 42 
美国国会图书馆 4 23 3 
美国华盛顿中国研究材料中心 5 261 8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6 154 1 
上海图书馆 7 146 9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 8 113 17 
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 9 70 1 
中国国家图书馆 10 297 22 

                                                             
23 《清代缙绅录集成》出版说明中提到，如果收录的缙绅录没有明确的的时间记载，编辑按照第一册内容

考订时间。 
24 案：在《清代缙绅录集成》的出版说明可见，《集成》共汇集了 209 种缙绅录，但在《集成》的目录中，

仅查到 207 种，而且目录中列出的嘉庆十九年冬版本，在正文没有，因此《集成》共收录了 206 种；对于

各大主要图书馆馆藏数量和最早季节种类的统计，详见刘铮云：《按季进呈御览与清代搢绅录的刊行》，“中

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87 本，2015 年 6 月，第 346 页。 
25目前已查阅的大陆地区图书馆包括中国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及北京

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河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吉林大学、辽宁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

宁夏大学、清华大学（按照清华大学出版《清代缙绅录集成》统计）、山东大学、四川大学、苏州大学、郑

州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的图书馆；大陆以外的图书馆包括台湾“中央研

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华盛顿中国研究材料中心、哥

伦比亚大学、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库、京都大学、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等等。以上大陆地区各

大图书馆缙绅录馆藏的统计信息主要来源于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李荣倩同学的细致工作，台湾地区及海外

各图书馆馆藏的搜集整理工作由郝小雯同学完成，进一步的统计工作仍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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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 11 114 4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12 96 3 
北京大学图书馆 13 493 37 
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 14 12 

 

日本东洋文库 15 89 8 
清华大学图书馆 16 66 10 
南开大学图书馆 17 8 1 
吉林大学图书馆 18 60 1 

南京图书馆 19 131 2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20 5 
 

中山大学图书馆 21 16 
 

复旦大学图书馆 22 22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23 38 
 

苏州大学图书馆 24 17 
 

山东大学图书馆 25 9 
 

其它  67 1 
总计  2,863 407 

说明：1、在统计不同时间点的缙绅录数量时，暂不考虑书坊和官、坊刻本的区别，例如，如果某年某季

有两种及以上不同书坊或不同名称的缙绅录，在此记为一种。另外，对季节不明的版本采取了如下处理方

式：同一年若无确定季节的版本，而有一册或多册季节不明的版本，则将本年不同时间点的缙绅录的数量

统计为 1；同一年若有确定季节的版本，则不将季节不明的版本统计在内，因为有可能与确定季节的版本

重复。2、独有数量是指图书馆的独家收藏数量。 

    由表 4 可见，在材料获取方面，《清代缙绅录集成》的出版为研究者利用清华大学图书

馆馆藏缙绅录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是项目组目前最为主要、录入优先级别最高的材料来源。      

此外，互联网上公开可用的缙绅录资料也十分丰富，例如，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 160 余

种缙绅录中，有 120 多种可供读者在图书馆网站免费下载彩色电子版；美国国会图书馆有 23

种缙绅录可在网上阅览；京都大学图书馆网站可阅读雍正二年的孤本；中国国家国家图书馆

馆藏近300种缙绅录中，也有10种顺治朝至乾隆朝的善本可通过“中华古籍资源库”浏览。

27
 

一些图书馆以缩微胶卷的方法保存了大量的缙绅录资料：其一，香港大学图书馆存有美

国的华盛顿中国研究材料中心录制的 260 余种缙绅录的胶卷，可供读者免费复制；其二，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馆藏的 170 余种缙绅录，制成缩微胶卷保留在台湾地区“中央研究

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其三，国内各大图书馆收藏了大量的缙绅录，目前已斥

资复制了上海图书馆的数本独有的缙绅录。与此同时，项目组还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美国

                                                             
27 在此感谢张乐翔老师对于海外各图书馆馆藏刊本及电子资源的提示。此表亦见于任玉雪等《清代缙绅

录量化数据库与官员群体研究》一文，经阚红柳老师提醒，更新添加了中国科学院国家图书馆的馆藏；同

时基于课题组的主观判断调整了录入优先级，先后顺序并无其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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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燕京图书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等处联络，商讨扫描或复制的可

能，得到了各方的积极回应与帮助。
28
  

清朝保留至今的缙绅录相对集中在后期。根据研究组的不完全统计，雍正、乾隆、嘉庆

年间分别有 3、43、21 个年代存有缙绅录，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各朝则所有年代

都有缙绅录可查。 

第三章 数据库的优势与局限 

3.1 数据优势 

3.1.1 规模庞大 

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基于《清代缙绅录集成》的部分约有 280 万条记录，如果将海内

外其他图书馆所藏缙绅录版本统计在内，总数据量或可达到 500 万条以上，对应约 40 万官

员，是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历史时期官员数据库。 

清代缙绅录文献记录了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官员群体，几乎包括中国直省及盛京地区所有

的职官，即文职官员、绿营官兵和八旗驻防官员。每季缙绅录收录的中央及地方的文职官员

约 1.3 万名左右，与《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清代朱卷集成》和科举文献等资料相比，

缙绅录包含的人物数量的要多得多。此外，缙绅录有专门记录武职官员的《中枢备览》，每

季约 7000 至 8000 人。光绪三十四年春以后新增内务府官员，每季约有 1000 多人。在文、

武缙绅录齐备的情况下，每季最大的职官数量或可达到两万余人。 

3.1.2 内容丰富 

缙绅录记录了每位职官的姓、名、官职、机构、旗分、科举出身及时间、地址、铨选方

式及时间、官缺等级、冲繁疲难等各种信息，数据库的基本变量约 50余项，内容丰富。 

数据库基于目前录入的数据库的定量分析结果来看，重要数据非常完整。此外，中国的

官僚制度迄今已有 2200 余年的历史，但除了帝王将相，绝大部分中低层官员的资料荡然无

存。缙绅录不仅涵盖了低品级官员，还收入了大量的吏员，职官覆盖范围远远超过其他史料。 

                                                             
28 在此感谢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张荣馆长对查阅和录入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藏缙绅录的批准及其同仁陈

芳、张虎等人的帮助；感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王成志博士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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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连续性 

缙绅录每季推新，分为春、夏、秋、冬四部，如此循环往复，清朝中期以来的缙绅录保

存完整。清朝保留至今的缙绅录相对集中在后期。根据研究组的不完全统计，雍正、乾隆、

嘉庆年间分别有 3、43、21 个年代存有缙绅录，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各朝则所有

年代都有缙绅录可查。具体说来，1740 年以后每十年都有 5 年以上有缙绅录存世，其中 1820-

1911 年数据非常完整。 

3.1.4 可量化 

清代缙绅录内容简洁且条目化，具有连续性的特征，非常适合建立长时段、大样本的

量化数据库。量化数据库是指整理涵盖一定地域范围、时间跨度的大规模个人或微观信息

的系统资料，有别于传统的扫描文本数据库，可以直接进行统计描述及彼此间相互关联的

分析 29。缙绅录是包括每位官员的姓、名、官职、机构、旗分、科举出身及时间、地址、

铨选方式及时间、官缺等级、冲繁疲难等各种信息，近百年的数据保留完整，非常适合量

化分析。 

3.1.5 可连接性 

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中汉军和民人有着很好的可连接性。研究组对同一季缙绅录中汉

军旗人和民人姓名的唯一性进行了分析，发现姓名的重复率很低，94%的记录中姓名在每一

季的缙绅录中都只出现了一次。而在一季中出现两次的姓名中，绝大部分是由于同一官员有

兼任的职务，会在缙绅录中不同的机构名单出现。因此汉军和民人可以在不同年代和季节的

缙绅录之间进行连接，探讨清代官员的仕途发展。与之相比，西方人姓名重名很多，做这样

的连接会相对困难。 

数据库还可以与基于硃卷、题名录、同年齿录和捐纳名录等其他相关史料构建的量化数

据库进行匹配连接。研究组尝试了与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量化数据库的匹配。

CBDB 量化数据库共有 34320 条记录，主要是明清两代有科名的士人，其中清代数据共有

29846 条，其中科名为进士的记录有 27525 条，其余为包括武进士、翻译进士、举人、荫生

在内的其他士人记录。目前录入的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中有 46538 条记录和 CBDB 团数据库

匹配，对应 9048 人。由此可见，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不仅可以在不同的年和季节之间对同一

                                                             
29梁晨、董浩、李中清：《量化数据库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 2015 年第 2 期，第 113-1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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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官员进行追踪，还可以跨越不同的数据库，进行匹配连接，整合尽可能多的官员背景信息，

进行综合研究。 

3.1.6 拥有每位职官的地理位置 

缙绅录记录了每位官员的任职地，京师或地方，地方而详细到行省、府（直隶厅）、县

（厅、州）的各个层级，缙绅录数据库提供了每位官员的地理空间信息。虽然清代非直省民

族地区的官员，即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地的职官，向由理藩院管理，未收入缙绅录。但缙

绅录收录的官员仍然覆盖了清代京师、盛京地区和十八行省，即京师、盛京、直隶、江苏、

安徽、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广东、

广西、云南、贵州等地。清末新疆建省，但缙绅录仍将其附于甘肃行省，盛京地区新设

奉天、吉林和黑龙江三省，独立分区，故清末缙绅录职官主要来源于二十二个地区，覆

盖了大部分的清朝国土。台湾省级行政区划的数据只有 1885-1895十年，更早的缙绅录

中台湾府置于福建省之下。1895年台湾根据《马关条约》割让日本，故第一批公布的数

据库中并没有台湾的相关官员信息。每位职官拥有地理空间信息的特点，使清代缙绅录

量化数据库为研究官员群体的空间流动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3.2 数据局限 

3.2.1 任职时间差异 

  缙绅录记录的官员任职时间与清实录、地方志和档案等材料中记载的时间有差异。以缙

绅录东北地区的官员为例，发现与地方志等其他材料相比较，缙绅录记载的官员任职时间往

往提前或滞后，但如果仅考虑姓名和职位两个变量，吻合率在 99%以上。另外阚红柳老师从

版本学的角度考虑，并从出版流程出发，指出缙绅录的季节所指为出版季节，其实际反映的

因为三个月前各级机关上报的官员任职情况。但是考虑到出版方的差异，我们绝不排除一些

信息更新滞后或不准确的情况存在。综上，部分职官任职时间可能需要进一步考订，但如果

考察职官任职时间之外的姓、名、官职、机构、旗分、科举出身、地址、铨选方式、官缺等

级、冲繁疲难等变量，时间差异或许是可以忽略的。 

3.2.2 版本不一 

  清代缙绅录官刻本和坊刻本之分，如前文所述，略有差异。此外，坊刻版的出版书坊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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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五十余家，每家书坊也有相对独立的的记录传统，特别是姓名的异体字，可能会影响到数

据的连接。 

3.2.3 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主要变量完整度及缺失情况 

   

不同时段、不同版本的缙绅录体例和内容上都有变化，而且对旗人和民人官员信息的记

载也有很大差异。因此，我们在表 5 中对已经录入的数据进行了分组的比对，按照旗民身份

和版本进行不同内容的完整程度比较，以便对数据质量有初步的理解。 

表 5：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主要变量完整度对照表 30 

 所有记录 按版本 按旗民身份 

变量名 
 

官刻本 坊刻本 旗人 非旗人 
姓 71.54% 70.60% 72.76% 3.97% 90.89% 
名 93.07% 93.16% 92.95% 98.53% 91.51% 
官职 99.98% 99.98% 99.97% 99.97% 99.98% 
机构一 99.12% 99.08% 99.17% 98.12% 99.41% 
机构二 82.08% 81.96% 82.23% 85.31% 81.15% 
机构三 8.80% 7.85% 10.04% 14.32% 7.22% 
旗分 22.24% 22.90% 21.39% 99.92% NA(不适用) 
出身 78.54% 76.85% 80.73% 62.93% 83.00% 
籍贯省 54.54% 52.90% 57.13% 0.00% 70.15% 
籍贯县 66.80% 62.85% 71.95% 0.93% 85.66% 
铨选年 21.67% 0.00% 49.85% 3.30% 26.93% 
铨选方式 21.86% 0.00% 50.27% 3.96% 26.98% 
总计 638,152 360,694 277,458  142, 043 496,109 

 

由表 5 可见，姓的平均完成度为 71.54%，官刻本和坊刻本略有差异，主要的差别还是

在旗人与非旗人之间。旗人有称名不举姓的传统，因此缙绅录记录的旗人官员大多没有姓氏。

拥有姓氏的旗人基本上是汉军旗人。旗人一般无籍贯信息，且重名情况较多，在册与册的连

接中较难辨别是否为同一人，给追踪分析旗人官员的官职变化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数据库

使用者在此需格外留意。 

                                                             
30 数据完整度对照表中包含的仅为文缙绅，即《爵秩全览》《大清缙绅全书》等记录清代文官系统的缙绅

录，没有包括记录武职官员的《中枢备览》；另，数据完整度是针对录入数据库的所有记录而言，并未对

旗人和民人官员分开计算，部分内容诸如“姓”旗人多数为空白，而籍贯仅限民人，旗人对应位置出现的

内容为八旗旗分，录入在“旗分”变量下。为保证记载总数在数据完整度统计表中的一致性，表格中所有统

计都以所有记载为标准，不考虑有无官员姓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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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平均完整度较高，为 93.07%，官刻本和坊刻本差异不大，旗人和非旗人的完整度

分别为 98.53%、91.51%，旗人的完整度略高。通常情况下名和姓的缺失往往是同时发生的，

一般是原官缺空缺，暂无继任者或者尚不清楚新任官员姓名，缙绅录在出版时就用板条盖住

姓名的位置，姓名的位置上会出现黑色的墨条印迹，详情可参见图 5 中的情况。 

官职的平均完整度为 99.98%，官刻本与坊刻本基本相近；旗人与非旗人的差异也较小。

这个统计信息与之前数据录入的分析略有差异，这是数据分析的调整导致的。初步录入的数

据中，官职信息缺失的情况，大部为各衙门主事和笔帖式人员，由于排版的问题“笔帖式”

往往作为印刻小标题形式出现。因根据材料体例，阴刻“筆帖式”信息属于变量机构二或机

构三的内容，其下所列的人员所从事的职位俱为笔帖式。类似情况也出现在内阁衙门，翰林

院衙门中。后来考虑到数据分析的需要，在官职信息空缺，机构二或三的信息明显为官职的

情况下，我们在实际的分析中会将机构二或三的内容同时复制到官职一栏作为这些记载的官

职信息。因缙绅录本身是职官名录，除了排版的涂刻不应出现大量官职信息缺失的情况，使

用者在分析官职的时候应格外留意官职信息缺失时，是否可以参考机构二或者机构三的内容

确定相应条目中人员的官职。 

正如前文说明，“机构一”、“机构二”、“机构三”中的机构，是指官吏隶属的政府机构，

一、二、三不代层级从属关系，仅为区分缙绅录记录的不同机构 31。隶属于机构一的官员，

机构二、三则为空白。而大部分官员隶属于机构一和二，机构三的数量较少，因此机构一、

二、三的完整度分别为 99.12%、82.08%和 8.80%。 

旗人的旗分的完整度为 99.92%，但因旗人通常无籍贯信息且重名情况普遍，给涉及到

个人追踪的分析带来一定的困难。 

“出身”的平均完整度为 78.54%，官刻本与坊刻本接近。因大量旗人通过笔帖式或承

袭爵位等方式进入文官系统，出身中主要涉及科举功名及部分行伍或新式学堂出身，旗人的

出身信息完整度明显低于非旗人，仅为 62.93%，非旗人则 83%的记载都有出身。 

    旗人一般仅有汉军才有籍贯信息，因此“籍贯省”、“籍贯县”的信息完整度很低。非旗

人的“籍贯省”、“籍贯县”信息完整度为 70.15%、80.66%。常理来说籍贯省和籍贯县的信息

应该成对出现，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如下：缙绅录中部分记录缺失来源地中“籍贯省”的信

息，但“籍贯县”信息是完整的，这些情况的官职一般为训导，教谕，学正，教授等承担地

                                                             
31
录入人员对机构名称的录入是根据缙绅录材料的排版决定的，不对机构之间的层级关系加以判断。最初录

入工作进行时，我们也尝试过默认机构之间的从属关系，但是发现这样处理会造成史料的误读，并对使用

分析数据、理解材料带来困扰，为保持数据库信息与原材料的一致性，我们采取上述的处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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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教职责的官职。通过对已经录入数据的验证，我们发现这些府州县级地名信息（即“籍

贯县”的内容）对应的省份就是官职所在省，即地区信息反映的省。使用者在处理籍贯信息

时需根据上述情况进行相应的处理。 

官刻本通常不记载铨选相关信息，相反坊刻本为适应市场和用户需求，对一些细节信息

记录完备。从表 5中可以看出，坊刻本的记载中，大约 50%记载了“铨选年”和“铨选方式”。

非旗人的“铨选年”和“铨选方式”的信息完整度虽然远远超过官刻本，均超过 50%。旗人

记载中有铨选信息的比例较低，非旗人较高，这是与官职本身是否需经铨选任命的性质决定

的，使用者需结合相关制度文献进行考量。
32
 

 

第四章 变量 

4.1 版本信息 

4.1.1 阳历年份 
 阳历年是为了数据分析的方便由录入完成后康文林老师整合数据时统一添加的，并不存

在于缙绅录原材料中。 

4.1.2 季节号 
 季节号为根据春夏秋冬四季的内容分别对应赋值 1, 2, 3, 4，也是为数据分析的运算便利

新生成的变量内容。 

4.1.3 序号 
 序号是每一季缙绅录中从 1 开始按照自然数顺序给每条职官记载的编号，通常范围在

1-16000 以内。 

4.1.4 插补号 
 插补号是录入人员在录入数据之时根据相邻册的官职记载的增补等情况添加的号码。此

处需额外注意，由阳历年份、季节号、序号、插补号四个变量组成的一组内容（或者说编号）

对于数据库中的每一条记载来说都是唯一的。使用者在进行数据库的量化分析可以加以利

用。 

                                                             
32 关于铨选信息的统计，也与任玉雪等 2016 年发表的《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与官员群体研究》一文有

较大出入，在于我们对书名和版本的判断和录入出现了一些问题，随后进行了调整，数据库的使用者当以

《用户指南》的统计和说明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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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卷号 

清代缙绅录数据库目前录入的缙绅录主要来源于《清代缙绅录集成》，其收录 200 余种

缙绅录，共 95 卷。卷号即缙绅录在《集成》中的顺序号。也就是说，数据库中带有卷号的

缙绅录来源于《集成》。 

4.1.6 册号 
 册号与上述卷号对应，前文已经提及，缙绅录有元亨利贞四册编号，在录入中则简单对

应一二三四的内容。 

4.1.7 书名 

缙绅录是清代官员名册的泛称，有众多称谓。在缙绅录的题签、内封或版心处，常常可

以看到“爵秩全覧”、“缙绅全书”、“大清搢（缙）绅全书”、“大清搢绅全书中枢备覧”、“爵

秩全本”、“职官録”、“大清爵秩全覧”、“满汉缙绅全书”、“大清中枢备覧”、“满汉缙绅全本”，

都是指缙绅录。对于清华版《集成》中的缙绅录录入，我们普遍遵从编排后目录上的书名，

另外将“缙绅全书”和“中枢备览”分开录入，书名也分开。统一处理后，不同称谓的记录

数量如下： 

表 6：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各种版本数据分布(文缙绅) 
书名 记录数 百分比(%) 种数（按季） 百分比(%) 
爵秩全函 15,357 2.41 1 2.33 
爵秩全览 360,694 56.52 25 58.14 
缙绅全书 222,709 34.9 15 34.88 
职官录    39,392 6.17 2 4.65 
总计 638,152 100 43 100 

 

由表 6 可知，《中国历史官员量化数据库――清代》第一批公开的的缙绅录数据，即 1900-

1912 共计 43 季，记录数共 638,152 条，其中名为《爵秩全览》的官刻本共 25 季，记录数约

为 36 万，占 56.52%；其余有 18 种坊刻本，除一季书名为《爵秩全函》外，其余书名大部

分以“缙绅全书”为核心， 可能会加上“大清”、“满汉”等修饰词语，记录数约为 23.8 万，

约占 37.31%。另有最末两季“职官录”，记录数近 4 万，占 6.17%，皆为清末宣统年间的版

本。 

4.1.8 出版单位  

缙绅录可分为官刻本和坊刻本。官刻本一般是吏部进呈的本子，但在书中不标明出社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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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官刻本一般称为《爵秩全览》，清末也有称《职官录》。但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爵

秩全览》都是官刻本，荣宝斋、荣禄堂、荣锦堂等一些书铺也出版一些封面题名为《爵秩全

览》的坊刻本，但内页封面通常仍为“大清搢绅全书”并明确标有书坊名。坊刻本则是由京

城的书铺出版的，往往在书的题签、内封和版心双鱼线内标注书坊的名称或地址。清代缙绅

录数据库目前所录入的书坊包括同升阁、奎文阁、崇名堂、荣宝齐、荣晋斋、荣禄堂、荣觐

堂、荣贵堂、荣锦堂、荣録堂、聚锦堂、西荣庆堂、世锦堂、文宝堂、富文堂、炳蔚堂、大

文堂、荣福堂、斌陞堂、荣华堂、来鹿堂、文宝堂、松竹斋、荣宝斋、槐荫山等。此外，清

末还有少量印铸局数出的版本。如果清代缙绅录录入的缙绅录有明确的出版单位信息，例如

书坊信息，则填写书坊名称，如果无，则空行。目前录入缙绅录的出版书坊及其信息数量如

下: 

表 7：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缙绅录文献统计表（文缙绅部分） 

出版单位 记录数 百分比(%) 种数（季） 百分比 
无 254,368 39.86 16 37.21 
刻本      145,718 22.83 11 25.58 
榮寶齋 54,810 8.59 4 9.3 
榮祿堂 90,980 14.26 6 13.95 
榮録堂 92,276 14.46 6 13.95 
总计 638,152 100 43 100 

 

由表 7可见，官刻本无特殊出版单位说明，因此数据库中《爵秩全览》对应的出版单位

是空缺的。其余坊刻本基本都有各书坊的名称，包括荣禄堂，荣锦堂，荣宝斋，荣晋斋等。

部分出版单位注明是“荣禄堂刻本”，部分则无刻本二字，表格中为了清晰简明地看出出版

单位的分布情况，已将两者合并，注明在括号中。 

4.1.9 版本年号  

数据库中的年号、年代和季节，是指缙绅录文献而言，因此加上了“版本”。此外，数

据库直接采用了《集成》的年号、年代和季节等信息，部分信息是《集成》编辑考订之后确

定的 33，数据库录入之时并没有进行再次考证。如果在研究过程中发现错误，可能进行更

改。  

目前缙绅录数据库录入的文献版本年号包括乾隆、嘉慶、同治、道光、光緒宣統。各年号数

                                                             
33 《集成》出版说明中提到“具体到每一种书的书名，原则上以内封和版心处的书名为准，鉴于坊刻本书

名较长，均采用简称”，出版说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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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分布如下： 

 

由表 5 可见，数据库目前录入的信息多分布在清末，一方面是因为清末的数据比较丰富，同

时，数据库目前录入的缙绅录主要来源于《集成》，而《集成》收录的缙绅录也主要分布在

清末。待故宫博物院等其他馆藏缙绅录录入开始后，清朝中期的数据会逐渐增加。 

4.1.10 版本年份  

版本年代是缙绅录原始文献出版的年代。 

4.1.11 版本干支  

版本干支是缙绅录原始文献出版的干支纪年。缙绅录的封面题签上，往往会标示干支纪

年。如果没有记载，录入人员会根据年代时间考订加入。 

4.1.12 版本季节 

缙绅录每季推新，一年分为春、夏、秋、冬四部，如此循环往复。需要指出的是，这里

的季节是指缙绅录原始文献的出版时间，而非对应的官员在任时间，实际上反应的官员任职

情况是三个月以前的名册。季节信息往往标注在缙绅录的封面题签上，但题签很容易损坏，

季节信息经常缺失。数据库目前录入的数据主要来源于《集成》，有些版本季节信息缺失，

《集成》编辑考订之后确定 34，数据库录入之时并没有进行再次考证。如果在研究过程中发

现错误，可能进行更改。  

缙绅录的封面题签上，往往还标示干支纪年。如果没有干支记载，录入人员会根据年号

加入。 

4.1.9 页码  

页码是指《清代缙绅录集成》整理出版时重新标注的页码，如前文所述，数据库中的页

码并非原始文献的页，而是《集成》整理成卷，重新排列的页码。 

4.2 官职机构信息  

4.2.1 地区  

地区是指官员任职的区域。缙绅录的职官主要来自内地京师、盛京地区和十八行省，即

                                                             
34 《集成》出版说明中提到“具体到每一种书的书名，原则上以内封和版心处的书名为准，鉴于坊刻本书

名较长，均采用简称”，出版说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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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盛京、直隶、江苏、安徽、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福建、浙江、江西、

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地。清代非直省民族地区的官员，即蒙古、

新疆和西藏等地的职官，向由理藩院管理，未收入缙绅录。光绪六年（1880）新疆建省，

职官在缙绅录中没有独立分区，仍附于甘肃行省之后。清末盛京地区新设奉天、吉林和

黑龙江三省，独立分区，故清末缙绅录职官主要来源于二十二个地区。 

有清一代，分省使“地区”的名称有些零乱，例如江南，湖广和陕西涉及“分省”的问

题。在缙绅录的地区信息中“江南”，“湖广”仍作为省名与江苏、安徽、湖南和湖北并行出

现。乾隆二十五年（1760）江南省析为江苏、安徽两省后，在缙绅录中，安徽省往往独立存

在，而江苏省有时仍称为江南省；湖广的分省情况在缙绅录中的变化较为简单，1765 年春

之前的缙绅录在“地区”中并没有“湖北”，隶属于湖北省各州府衙门官员在乾隆二十五年

冬（1760）的地区信息内仍记为“湖广”， 而同季的“湖南”各州府信息皆已单独列于“湖

南”之下 35。其余已录入的各季缙绅录中，湖南，湖北均作为单独的省份分列下辖州府官员

信息。 

在缙绅录中，陕西与甘肃的下辖地区都已分列。新疆于光绪十年（1885）设省，隶属

于甘肃总督管辖，故缙绅录正文中常见“甘肃新疆”的写法，并不见独立的新疆省。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东北建省，新增奉天、吉林和黑龙江三省。在此之前，东北

地区称为盛京地区，包括盛京将军（奉天府）、吉林将军和黑龙江将军辖区，其中盛京

地区又常称为奉天，吉林和黑龙江则称为吉林宁古塔城和黑龙江城。 

特别说明的是，内务府信息在清朝前期向来难得，官刻本和坊刻本均不见记载。光绪三

十四年春及以后的 14 季缙绅录中，新增内务府信息，地区为“内务府”，每季包括了 1000

多条的记录，共计 14455 条记录，对应的机构一皆为“总管内务府衙门”（92.98%）或“内

务府衙门”（7.02%）。 

总的来说，“地区”的划分还是比较稳定的，仅有少数的变化。详见表 7： 

表 8：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地区信息统计表 
地区 记录数（条） 百分比(%) 
京师 223,335 35.00 
盛京 8,294 1.30 
奉天 4,505 0.71 
吉林 2,551 0.40 
吉林甯古塔城 507 0.08 

                                                             
35 乾隆四十二年有 24 条机构一属于总漕部院衙门的记录地区为湖广（可能是排版问题，待考） 

CHEN Bijia
调整内容。在缙绅录原文献为止与“地区”等同，所以录入在地区一栏，并不对应实际意义上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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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 1,051 0.16 
黑龍江城 123 0.02 
直隸 34,979 5.48 
江南 23,074 3.62 
安徽 16,268 2.55 
山东 27,685 4.34 
山西 20,913 3.28 
河南 22,917 3.59 
陕西 16,944 2.66 
甘肃 12,309 1.93 
甘肃新疆 5,395 0.85 
福建 17,066 2.67 
浙江 23,492 3.68 
江西 22,359 3.50 
湖北 19,074 2.99 
湖南 17,568 2.75 
四川 27,104 4.25 
广东 26,220 4.11 
广西 18,522 2.90 
云南 17,699 2.77 
贵州 12,732 2.00 
内务府 15,466 2.42 
总计 638,152 100 

由表 7 可知，至清朝末年缙绅录的“地区”划分为京师，以及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

江苏、安徽、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新疆、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

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诸行省。吉林、黑龙江建省之前，被称为吉林宁古塔城

（宁古塔吉临城）和黑龙江城，官员记录数较少，在五百至一千条之间。光绪三十四年

东北三省建立后，记录数量增加，但由于建省较晚，还是远远少于其他行省。新疆省于

光绪十年（1884）设置，由于其隶属于甘肃总督，故缙绅录一直以“甘肃新疆”的说法

来表示新疆省。 

4.2.3 地名_题头 
  地名题头是仅仅地方记载中才有的信息，往往出现在地名上方。详情见图 4 标注的例

子。 

4.2.4 机构一  

清代缙绅录量化数据库中的机构分为“机构一”、“机构二”和“机构三”，其中的“一、

二、三”不表示隶属关系，仅为区别不同的机构，是按照在“地区”中机构出现的先后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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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的。 

“地区”在版心处，其右下标注“机构一”的名称，在图 3 中“地区”为京师，“机构

一”为礼部，俱标注在版心位置，这也是缙绅录的基本版式，即机构的所在地区及主要机构

的名称标注在缙绅录的版心处。如果是中央机构，则地区皆记为京师；其次，机构一、机构

二是官员隶属的部门，这里的“机构一”、“机构二”没有隶属关系，“一”、“二”仅为区别

不同的部门，是按照机构在同一地区中出现的先后顺序命名的。“机构一”的信息在京师地

区与行省地区差异很大，清末新政前后也有变化，在这里将分别介绍。 

A 京师地区的机构（清末新政前） 

缙绅录的京师地区，“机构一”主要包括六部衙门，翰林院，都察院，内阁，理藩院，

銮仪卫，钦天监，国子监，太常寺，大理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詹事府诸衙门和歩

军统领衙门，太医院衙门，各部门的记录数如下： 

表 9：机构一内容信息统计表(以光绪二十六年秋爵秩全览为例) 
机构一 记录数（条） 百分比(%) 
宗人府衙门 52 1.47 
内阁 188 5.32 
翰林院衙门 301 8.51 
詹事府衙门 26 0.74 
吏部衙门 201 5.69 
户部衙门 538 15.22 
礼部衙门 219 6.20 
兵部衙门 259 7.33 
刑部衙门 446 12.62 
工部衙门 349 9.87 
理藩院衙门 168 4.75 
都察院衙门  236 6.68 
通政司衙门 20 0.57 
大理寺衙门 21 0.59 
太常寺衙门 65 1.84 
光禄寺衙门 43 1.22 
太仆寺衙门 29 0.82 
国子监衙门 59 1.67 
鸿胪寺衙门 31 0.88 
钦天监衙门 83 2.35 
太医院衙门 78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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銮仪卫衙门 95 2.69 
步军统领衙门 28 0.79 
总计 3535 100 

 

表 8 是机构一记录的数量排列的，不难发现，不同版本或年代的缙绅录在记录机构一

时，同一机构可能使用了不同称谓，例如，通政使司衙门，又简称为通政司衙门、通政使衙

门和通政司，因此同一衙门由于有四种称谓，先后在表 8 中出现 4 次。为了真实的反应缙绅

录记录的原始数据情况，指南不做合并处理。 

  另有“地区”一栏为盛京的，由盛京将军总领，机构一包括下设户部衙门、礼部衙门、

兵部衙门、刑部衙门、工部衙门，同时还有盛京地方的奉天府、锦州府、昌图府、凤凰直隶

厅、兴京；以光绪二十六年秋为例，地区为“盛京”的记载共计 291 条，其中 96 条为奉天府

及其他各府直隶厅的官员，其余 196 条为盛京五部等机构。 

B 地方的机构（清末新政前） 

地方上的机构一信息按照地区以行省为单位排列，内容上包括两类信息：其一，行省设

置的布政司和按察司等衙门，以及江南省（江苏省）的总漕部院衙门，两淮盐院衙门和总河

部院衙门，广东、浙江的盐务衙门等；其二，各省的府、直隶厅和直隶州诸衙门。以山西省

为例，“机构一”包括布政使、按察使和盐务衙门，以及太原府、蒲州府、平阳府、朔平府、

大同府、汾州府、潞安府、泽州府、宁武府，绛州、解州、代州、平定、隰州、霍州、辽州、

保德、忻州诸直隶州。也就是说，地方上的机构一，一般为行省的直属机构，包括布政使、

按察使和盐务衙门等，以及行省直属的的府、直隶厅和直隶州。 

A1 清末新政后京师地区的机构 

京师地区清末新政改革后的主要机构，六部中保留的有礼部衙门和吏部衙门，都察院、

钦天监、太医院、宗人府衙门与先前同。新设衙门包括度支部、法部、陆军部、民政部、农

工商部、学部、邮传部、外务部，宪政编查馆，内阁会议政务处等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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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地方新政后的机构 

 4.2.5 机构二 

机构二为机构一所领的职能部门或单位，京师和盛京五部的机构二，基本都为各部衙门

所领各司或职官类别。以吏部衙门为例，机构二内容包括司务厅、文选司、考功司、稽勋司、

验封司，而部分职官类别，根据缙绅录原材料的板式，刻印为印刻小标题的，我们在数据录

入中也将其视作“机构二”的内容，例如吏部衙门下就包括有堂主事、笔帖式、额外司员三类

此一栏的内容。总领吏部衙门的尚书、左右侍郎则直接列于“吏部衙门”之下，“机构二”

“机构三”的内容皆为空白。盛京五部的情况与京师类同，在此不作详述。 

地方上机构二的内容基本为府一级行政机构下所领州县一级的行政机构。 

 4.2.6 机构三 

 机构三的内容也是依据原材料的板式决定的，为列于机构二之下一级的小标题，未

必是明确的机构。京师部分的机构三以笔帖式为主，以都察院衙门下领刑科、工科为例，各

科掌印给事中、给事中后都领有笔帖式若干，通常笔帖式以小标题形式出现，后跟若干人名，

即为笔帖式。以遵从原材料板式的原则出发，“笔帖式”录入在机构三一栏下。没有第三级

标题的官职记录，机构三内容空缺。 

 地方上的机构三有内容的条目也较少，主要是江南地区的总漕部院衙门，机构二为

山东卫所、江南卫所、江西卫所、浙江卫所、湖广卫所，各卫所下领不同卫，如山东卫所后

机构三包括济宁卫、东昌卫、临清卫、德州卫。另有山东省兖州府曲阜县有至圣庙官为机构

三。 

4.3 官职信息  

4.3.1 官职一  

官职是缙绅录的核心内容，记录了任职官员从大学士到笔帖式的各级官职信息，包括同

时兼任的各项头衔，荣誉等。部分官职信息不完整，确切的官职要与对应的“机构二”内容相

参照，例如机构二为“内阁”，部分官职为内阁中书的官职就简单记为“中书”。少数人在缙

绅录中有两个官职，第一个出现的职位录入“官职一”列。从表 2 的完整度信息可以看出，

缙绅录数据库的官职信息基本上是完整的，大约 6%的记录中，官职信息空缺，而官刻本官

职信息的完整度要略高于坊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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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官职信息空缺的情况是由于录入原则上遵从原材料的排版情况导致的。在缙绅录

中，如果相同官职的官员接连出现，其官职信息会以阴刻小标题的形式出现，而非每条官员

记录前都标明其官职。在官职信息缺失的记录中，有大约 50%的情况都是笔帖式这样的未入

流官职，“笔帖式”的信息录入在机构二中。类似的情况也常见于翰林院衙门中，翰林院编修

和翰林院庶吉士常常出现在“机构二”的位置。因此，在对官职信息进行数据分析时，对于官

职缺失的记录，特别要注意参照对应的“机构二”信息，大多数官职信息都能从机构二或机

构三的内容中得到线索。 

 4.3.2 官职二  

  少数人在缙绅录中有两个官职，分别称为官职一、官职二。但是如果同一名官员在一季

缙绅录中的记录出现在不同位置并任有不同官职，已录入的缙绅录中将其作为两条记录。 

 4.3.3 缺分  

  官缺等级包括最要缺、要缺、中缺和简缺。在缙绅录中，往往在府、州、县名字下方

直接标注官缺等级，清代缙绅录数据库中称为“官缺等级”。这里的官缺等级，主要指首领

官的官缺而言。对于无字简缺，则数据库没有录入内容，研究缺分的使用者需格外留意，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增补信息。  

   在缙绅录中，还有一些特别的官员，是首领官的佐官，例如州同、州判、同知、通判等，

官缺的等级则直接标注在官员姓名上方，分类与首领官相同，也是“最要缺、要缺、中缺和

简缺”四项。此外，总漕部院衙门的官缺等第，有“繁缺、紧缺、简缺”之分，往往也标

注要官员名字上方。 

4.3.4 官缺等级 

  清代根据府、州、县的地理位置的冲或僻、政务的繁或简、赋税征收、命盗案件多

或少将其划分等第，以“冲、繁、疲、难”标之，依据四项要素的数量，依次将包含四项、

三项、二项、一项要素的地方的官缺定为最要缺、要缺、中缺和简缺。上述四要素在缙绅录

录入中的变量名称成为“官缺等级”，正印官之外，道员以及地方上州同、州判、同知、通

判等佐官，也有相应的冲、繁、疲、难四要素内容，直接标注在官员姓名上方。详情请参考

图 4 标注出的原文内容。 

4.3.5 加级  

  加级是官职信息的补充内容，不少官员除官职以外有加级的情况，在分析官员品级地位

CHEN Bijia
重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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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需要同时考虑加级的情况。 

4.3.6 加级军功  

  加级军功是官员因军功获得的加级，内容上与加级相同。 

4.4 官员个人信息  

4.4.1 爵位 

 爵位是反映官员中有亲王、贝子等皇室封号信息的内容。也包括大量不同封号的巴图

鲁信息，也有少量巴图鲁信息录入在身份一中。此外，还有“贤裔”，“至圣裔”等封号。缙绅

录中有爵位信息的记录很少，目前录入的数据库中只有不到 3000 条有相关爵位信息。 

 

4.4.2 身份一 

身份一在缙绅录中主要是用于区分满洲旗人官员中宗室、觉罗等宗亲身份，还包括部分

的世袭，及不同的巴图鲁称号。巴图鲁 36是满洲传统封号，清朝时是用来表彰有战功之人的

武功的封号，大部分的巴图鲁信息包含在爵位一栏中，有少量出现在身份一。由于第一批公

布的数据库中，身份为“巴图鲁”的旗人官员较少，在表格中已经归在“其他”一栏，具体巴

图鲁称谓在数据库中都有显示，使用者请根据各自的研究分析需要进行处理。  

表 10：清代缙绅录数据库“身份一”信息分布 
身份一 记载数 百分比 
宗室 6,323 0.99 
觉罗 3,216 0.5 
世袭 868 0.14 
其他 102 0.02 
无 627,643 98.35 
总计 638,152 100 

由表 9 可见，缙绅录记录官员的“身份一”信息的内容主要为“宗室”、“觉罗”和“世

袭”，与世袭身份有关，占总数据量的 1.7% 。 

 

                                                             
36 巴图鲁源自蒙古语的“英雄”（蒙古语：�ᠭ᠋ᠠᠲᠣᠷ，西里尔字母：баатар，即“巴特尔”）一词，在元、明时期

有“拔都”、“拔都鲁”、“把都儿”等不同汉语音译。满语：�ᡨᡠ᠋ᡵᡠ，转写：baturu。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2%99%E5%8F%A4%E8%A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2%99%E5%8F%A4%E8%A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2%99%E5%8F%A4%E8%AF%AD%E8%A5%BF%E9%87%8C%E5%B0%94%E5%AD%97%E6%AF%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7%89%B9%E5%B0%94_(%E7%A7%B0%E8%B0%9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3%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1%89%E8%A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B%A1%E8%A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B%A1%E6%96%87%E8%BD%AC%E5%86%99%E6%96%B9%E6%A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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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姓 

姓是官员的姓氏，绝大部分非旗人官员和汉军旗人官员都有姓氏信息，多数满洲蒙古的

旗人官员仅有名，姓则为空白。 

4.4.4 名 

名是指官员的名字，基本上所有官吏都有名的信息。如果姓名信息皆为空缺，我们认为

该官缺在缙绅录对应的时间内无人任职。 

4.4.5 字号 

字号是一部分官员的字或者号，通常在姓名信息之下以小字列出。在姓名信息不清晰或

者有重名的情况下，可以利用来区分不同的官员。 

4.4.6 籍贯省  

籍贯省是反映官员籍贯或出生地信息的内容，通常位列于官员姓名下方，格式为“某省

（府）某州县人”，与籍贯县信息相为补充。需要格外强调的是，缙绅录中的“某省某府（州

县）人”并非全都指代官员的籍贯，个别情况下，当官员的科名是离开原籍地在寄籍地获得

的时候，该信息反映的是官员的考籍。 

4.4.7 籍贯县 

人县可能包括府、州、县等信息，没有进一步区分，与上述籍贯省的内容互为补充。 

4.4.8 原籍省  

原籍省在缙绅录中于官员姓名之下，记录为“某省（府）某州县籍”，通常与“某省（府）

某州县人”并排出现，两组地名为平行小字，“人”单字为大字，位于两行小字的下方。具

体的例子参见图 5。只有一小部分考籍与出生地籍贯不一致的官员，才有此项信息。典型的

为顺天大兴或是顺天宛平的官员，他们大多作为国子监学生参与顺天府的乡试，离开原籍参

与科举考试。这种寄籍参与科考并获得科名的官员，在缙绅录中，以图 5 红色标记圈出的记

载为例，陈桂荪，下标“浙江仁和籍”“顺天大兴人”。同时有原籍和考籍两组籍贯信息的官

员在数据库中整体上数量不多，为遵从格式上的统一，我们在录入中将“某某地人”的情况

统一录入在“籍贯省”“籍贯县”两栏变量中，将额外标注原籍的“某某籍”，录入在“原籍

省”“原籍县”。在使用数据库进行籍贯地分析时，需格外注意此处的籍贯仅指考籍，如需用

到原籍信息，则需做特定的限制和替换处理。通常对于大部分民人官员来说，籍贯与参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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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的考籍是一致的。 

4.4.9 原籍县  

籍县为可能包括府、州、县等信息，作为变量名称没有进一步区分。具体内容是“某省

（府）某州（县）”中 

4.4.10 身份二  

身份二主要是区分旗人身份的信息，主要包括满洲，汉军，蒙古，以及少数的内府/内

务府信息。其中空缺者，多为民人官员。 

表 11：清代缙绅录数据库的“身份二”信息分布 
     

身份二 记录数 百分比(%) 
满洲 85,391 13.38 
汉军 28,120 4.41 
蒙古 16,184 2.54 
其他 45 0.01 
无 508,412 79.67 

总计 638,152 100 

 

 4.4.11 旗分  

旗分是区分官员八旗旗属的信息，包括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

镶蓝八旗。旗分空白的文官记录，除了极少数姓名空缺的情况外，基本都是民人。 

表 12：清代缙绅录八旗信息分布                
旗分 记录数 百分比 
鑲黃 23,020 3.61 
正白 22,567 3.54 
正黃 20,107 3.15 
正藍 16,970 2.66 
鑲藍 16,056 2.52 
鑲白 15,072 2.36 
鑲紅 14,346 2.25 
正紅 11,929 1.87 
塗黑 1,325 0.21 
其他 541 0.08 
空白 496,219 77.76 
Total 638,15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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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11 可见，各旗官员的数量并不一致，其中最多的镶黄旗近 4 万名，而最少的正红

旗官员仅 2.4 万余人，相差悬殊。 

 4.4.12 出身一 

“出身一”包括科举主要功名等一系列反应官员入仕途径和身份信息的内容。科名包括

进士，举人，生员，监生，贡生等。 

表 13：清代缙绅录“出身一”信息分布出身 

出身 记录数（条） 百分比 

进士（状元，榜眼，探花，会元，传胪） 62,974 9.87 

举人 97,760 15.32 

贡生（正途）（岁贡，拔贡，优贡，恩贡，副贡，副榜） 52,999 8.31 

贡生（异途）（廪贡，附贡，增贡，例贡，挨贡） 55,449 8.69 

监生（例监，恩监，附监，增监，貢监，廪监） 172,581 27.04 

生員（附生，廩生，增生） 23,326 3.66 

荫生（恩荫，难荫） 11,766 1.84 

翻译（翻译进士，翻译举人，翻译生员） 11,206 1.76 

吏员 2,483 0.39 

毕业生 1,828 0.29 

其他 88,04 1.38 

无 136,976 21.46 

总计 638,152 100 

    由表 12 可见，官员系统中监生、贡生和举人等低级功名的官员数量众多，进士科名的

官员，占 9.87%，但考虑到进士的绝对数量要远远少于低级功名拥有者，因此进士为官机会

可能并不低。有科名出身的官员中，占比例最大的是各类监生，其次是大量举人和贡生。无

科名的记载基本都为旗人官员。 

 4.4.13 科年一 

部分官员出身信息的位置填写的是与取得出身相对应的干支年份。通过与清代进士题名

录的匹配发现，相当一部分进士出身的官员，在缙绅录中的出身信息记录仅有会试的干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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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干支与出身信息是互补的两个变量，在考察官员科名出身情况时，要综合两项的信息进

行分析。 

 4.4.14 出身二  

部分官员的出身信息有两项，出身二是作为对出身一信息的补充出现的。绝大部分翻译

进士，有两项出身信息。 

 4.4.15 科年二 

  有少量官员姓名的下方，会有两处干支记载。研究组发现官员姓名下方仅有一处干

支信息且无科名记载时，干支纪年往往是取得进士功名的时间。姓名下方同时并列出现两处

干支记载 37，且无科名信息的含义，还有待于进一步分析 38。 

4.5 铨选信息变量 

4.5.1 铨选年号 

铨选年号的信息出现频次不多，一般位于姓名之下，铨选年代之前 39，集中在已经录入

的乾隆版本缙绅录中，嘉庆以后的版本皆无此项内容。 

4.5.2 铨选年份 

铨选年代、铨选月和铨选方式一般是记载于干支纪年或科名下方。如果姓名下方没有干

支和科名，名下有时会留有少量空白 40。其中铨选年代往往仅为数字，其下为“月”和铨选

方式。例如： 典史、黄以斌、顺天大兴人、监生、三年、十月、补。41  

4.5.3 铨选闰月 

铨选年代、铨选月和铨选方式一般是记载于干支纪年下方。其中遇到闰月，会特别标出，

虽然数量不多，亦专门设一列。 

4.5.4 铨选月 
铨选年代、铨选月和铨选方式一般是记载于干支纪年下方。其中，铨选月紧跟年代之后。  

                                                             
37 《清代缙绅录集成》，山西万泉县典史冯源条，第 2 卷，第 142 页。 
38 《清代缙绅录集成》，第 28 卷，第 227 页。 
39 《清代缙绅录集成》，山西霍县典吏目张中立条，第 2 卷，第 227 页。 
40 《清代缙绅录集成》，第 28 卷，第 227 页。 
41 《清代缙绅录集成》，第 28 卷，第 3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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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铨选方式 

     铨选年代、铨选月和铨选方式一般是记载于干支纪年下方。铨选方式位于最后，是主

要包括选，补，题，调，升五种，以及少量“授”。如下表： 

表 14： 清代缙绅录铨选方式分布 
铨选方式 记录数 百分比 

選 62,515 9.8 
補 61,907 9.7 
調 7,895 1.24 
升 3,808 0.6 
授 2,414 0.38 

其他 946 0.15 
无 498,667 78.14 

总计 638,152 100 

 

如上表所示，第一批公布的数据库中记录铨选方式的官员记载，约占 22%，是研究

清代官员选任的重要信息。 

 

附录 

缙绅录录入人员对特殊情况的说明 

书名（册） 总记载数 说明 
光绪 29 春 13534 京师翰林院庶吉士较后册人员約減少 70 多人 
光绪 29 夏 13685 盛京驿站关防衙门及乌拉总管衙门人员有部分人

员变更 
光绪 30 春 15352 本冊京師部分的商部衙门尚未分出厅、司等下属

机构。新疆原有的一些府（即下冊）此册為直隶州，

并减少了一些新设县。 
光绪 31 春缙绅全书 
荣錄堂 

15560 本冊信息量比較大，有不少新增人員，主要集中在

京师各机构衙门的额外人员上，且记录信息比较

完整，另外较后册新增御前侍卫、满汉八旗等。各

省新增地方正長官司。 
光绪 31 秋缙绅全书 
荣禄堂 

14994 本冊為哈佛版，在记录格式和內容上比较接近清

华版本的缙绅全书，对机构、官职、名号及铨选都

记录得比较全面。另外，在机构和人员上也有所增

加，最多的是京师的额外官员，如额外司员、额外

主事、额外中书舍人、鸿胪寺额外序班等，在机构

和官职上，太常寺的奉礼官员、各坛庙的品级官

员，盛京的驿站关防衙门、乌拉总管衙门，宁古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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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教、驿站监督等。地方有些府县增加了税务、长

官司等。本册的文字错误相对较多。 
光绪 32 春爵秩全览 13091 神机营只有官位无官员 
光绪 32 秋缙绅全书 
荣錄堂 

15213 盛京前的京师部分有满、蒙、汉八旗记录。本册记

录比较完整，如各省的铨选时间、方式等记录详

细。 
光绪 33 冬爵秩全览 
 

14027 该册最后记录有内务府的官员信息 1047 条。内务

府录入在地区一栏，机构一为总管内务府衙门。 
光绪 33 夏缙绅全书 
荣禄堂 

14910 本册为缙绅全书，其前后册均为爵秩全览，因此机

构、人员等等均有较多改动：本册无内务府，缺了

1800 多人，另外度支部、民政部、法部等部门人

员变化也较多。（包括能连接上的官员的官职、名

字、人省人县等）。此外原本图片有些地方字迹不

是很清楚 
光绪 33 春爵秩全览 13064 本册与秋季册基本相同，册后神机营部分大多官

职为空位。册后有神机营，只有机构，无其他信息。

（没有内务府的内容） 
光绪 34 春爵秩全览 14502 册尾有内务府内容 

*附录表格中的说明全部来自于录入人员在录完整个季节后添加的说明，个别条目变动

或者异常的说明（如有）录入在数据库中的“说明”变量下，其中提到的人员变动根据

后来的录入经验显示多是由于出版方以及版本的差异导致的，也有部分反映的是清末新

政机构改革造成的机构人员变动，请使用者在数据库应用时自行斟酌判断，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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