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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翰林院制度》

内容概要

《清代翰林院制度》由邸永君博士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经修订增补而成，是目前国内外唯一一部研究
清代翰林院制度的专著。2002年1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收入“青年学者文库”出版，2007年收入“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再版。
　　本书对翰林院制度的源流、发展和结局等诸多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对其消亡的深层次原因进
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认为这是一项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重要制度。作者还提出了“明
清科举制度为四级人才结构”的新见解。本书论点鲜明，论据可靠，论证充分，考证精详，文笔流畅
，结构严整，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史常常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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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翰林院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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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三　翰林与修书第八章　后论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Page 3



《清代翰林院制度》

精彩短评

1、很重要的书，很适合我看，对我工作有利！
2、　　翰林院初设于唐，乃各种艺能人士供职的机构。翰林即文翰之林，意犹文苑。翰林院是我国
专制社会中后期历代王朝政府中深具学术、文化色彩的官僚机构。虽历朝历代其名称不尽相同、职权
或有变化，但始终是从唐至清末千余年来不可或缺的重要官署。及至明代，科举尤重八股，明太祖废
丞相，成祖设内阁，翰林官始参与机务，翰林院地位随之显著。明代“非翰林不入内阁”，内阁大学
士亦被视为“百官之表率，朝廷之观瞻”。
　　
　　清承明制，沿设翰林院，并将其由五品渐升至二品衙门，由大学士、尚书兼领院事，地位更先要
。清代翰林官中不少人出身满、蒙，翰林院几乎是汉族士子入阁的唯一途径。科举制与翰林院制度的
并轨，“非进士不入翰林”，翰林院成为科举的延伸与极致。科举考官又由翰林官充任，使科举制与
翰林院制相得益彰。
　　
　　《清代翰林院》 一书追溯了清代翰林院的渊源，理清了清代翰林院的建置和职掌，阐明了对翰林
官的遴选、培养、考课与任用，分析了清代翰林与皇权、思想文化之关系。本文依此书章节分别概述
，以达了解、学习清代翰林院制度之目的。
　　
　　一、清代翰林院溯源
　　�唐武德时，“翰林初置，杂流并处”。 此时的翰林院兼容并包，鱼龙混杂，有文学之士，亦有医
卜，伎士、方士、僧道之流。开元以前，翰林院只是“别院以廪之”的非正式衙署。开元年间初置翰
林待诏，逐渐演变为起草诏制的机构。开元初，别置翰林学士院，专掌内命（皇帝直接发布的命令）
，从此“杂流不入，职清而地禁”。李白、白居易就曾供职于此。
　　�
　　宋沿唐制设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实际充当皇帝顾问，也负责为皇帝讲解经史，即所谓经筵官。
宋代增置大学士、学士，使得翰林院制度扩大。宰相也多从翰林学士中挑选。辽北面官设大林牙院，
南面官设翰林院，名异而实同。金置翰林学士院，置承旨、学士、待诏、修撰等官，掌草诏等事。元
代设翰林兼国史院及蒙古翰林院，官员同金代，分掌制诰文字、纂修国史及译写文字。
　　�
　　明代是翰林院制度发展到基本定型的关键时期。明代翰林院设官比前代更为完善，集历代之成。
明洪武十八年（1385），确立庶吉士制度，保证了翰林官的素质。科举制在明代也因增添馆选由原有
三级格局变为四级人才结构。 明代翰林院虽只被定为正五品衙门，但翰林官之作为堪称空前绝后。明
初丞相的废除为翰林之崛起提供了历史契机，翰林官由幕后走向前台。永乐年间，内阁设立，翰林职
权渐重。至嘉靖时，内阁朝为班次列六部之上，首辅（即内阁大学士）成为事实上的宰相。明代科举
事务亦由翰林官掌管，各级科考官员非翰林官不得充任。除修史外，以解缙为首的翰林群体还编撰出
《永乐大典》。明代翰林官在政治及文化上之作用均得以空前提高，“翰林之盛，前代绝无也”。
　　
　　清入关之前，作为中枢机构的书房，于天聪三年（1629）改为文馆，后又发展为内三院，成为清
代内阁和翰林院共同的前身。
　　
　　二、清代翰林院的建置和职掌
　　清入关后，为争取人心，宣布对明朝“各衙门官员，照旧录用”。明内阁官员入内三院办事，内
三院便取代了明内阁。后经洪承畴、冯铨联建议，多尔衮应允，按明代内阁之规制改造内三院，使之
成为名副其实的中枢机构。但此时内三院低于六部，为二品衙门。清为笼络士人，安置降官，承袭明
制设翰林院。此后又将翰林院一分为三，并入内三院之中。顺治十年，改称内三院为内阁，另设翰林
院。康熙继位后，鳌拜等四辅臣以恢复祖制旧章为名复改内阁为内三院，裁翰林院。康熙九年（1670
）十月，玄烨下诏再撤内三院，恢复内阁、翰林院。至此，翰林院始成定制。
　　
　　清代翰林院设掌院学士二人，满、汉各一人；其下有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修撰、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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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翰林院制度》

编修、典簿、待诏、庶吉士等。
　　清代翰林院的下属机构分为庶常馆、起居注馆及国史馆。庶常馆为新进士深造之所，每年殿试后
，选德才兼优之士为庶吉士，再入馆学习，名为馆选。起居注馆是掌侍皇帝政务之起居、记言、记行
的机构。国史馆为编撰国史之官署。四译馆亦曾隶属于翰林院，明称四夷馆，清以“夷”字带轻蔑意
而更名，并分设二馆，即会同馆（隶属礼部）与四译馆（隶属翰林院）。乾隆年间四译馆也入礼部，
改称会同四译馆。
　　
　　詹事府在清初公开立储失败改为集体培养诸皇子后，不再具辅导东宫太子之职，几无职掌，成为
翰林升转之阶。不过，仍能与翰林院共同行驶某些职能，故而詹事府与翰林院彼此殊难分别。
　　
　　三、翰林官的遴选、培养、考课与任用
　　清代对翰林官的遴选有考选庶常、制科征士、外班翰林、特授馆职等途径。前两者为承袭明制，
后两种为清代独有。
　　
　　考选庶吉士，又称馆选，俗称“点翰林”。清初馆选有选而后试，皇帝钦定或者自己申请，皇帝
批准两种方法。雍正年间规定新进士先考试再引见。清代馆选别于明代，一是“分省拣选”，一是馆
选人数大增。馆选的具体方法为，“以复试、殿试、朝考等第数之和并参考新进士所在所在省份之名
额以决定取舍”。 
　　
　　清代对以特科而入翰林者谑称“野翰林”。制科征士是清廷为拉拢士人、巩固统治的非常之举。
清代特科有康熙朝己未词科，乾隆朝丙辰词科及保举经学科。此次保举经学，起到了改变学术风气的
作用，乾嘉汉学发轫于此。
　　
　　外班翰林是指为保持翰林中满蒙人的比例而经皇帝特准，从科甲出身的满蒙官员中直接招取的翰
林。由于非经正途而入，也被戏称为“斗字翰林”。但满蒙翰林凭真才实学入翰林者也为数众多。外
班翰林促进了满蒙两大民族敦儒重学的风气。
　　
　　特授馆职是皇帝用其超乎一切的特权，钦授某些人为翰林的做法。特授馆职目的有安置降清士子
，施恩臣子等。
　　
　　此外，清末洋务运动兴起后归国的留学生，留洋归来按文凭赐予进士出身或授官职，因此也被称
为“洋翰林”。
　　
　　明清翰林院均有储才职能，培养和储备高级文官。庶吉士生活较为清苦，后康熙察觉施恩增加俸
银，生活有所改善。庶常馆既有平时授课，也有定期考试；须交作业，也记考勤，类似书院学校。庶
吉士在馆授课满三年后由掌院学士请旨定期散馆。散馆考试评卷分三等，上等者授予翰林官，中等者
或留馆，或委以部属、知县。三等者或被除名，或留馆再教习三年。
　　
　　清代创立大考之法来甄别翰林官的才品。大考之制始于顺治十年（1653），每逢四至五年需大考
，不过者要被除名翰林。大考一等尤其是一等一名中，编修所占比例极大。大考有利于德才兼备、才
思敏捷、年富力强的翰林进入高层官僚队伍，是以公开、平等的考试方式获得升迁机会。
　　
　　清代对翰林官的任用，分为充阁臣、任京堂，委部属、改科道及派外官。内阁大学士由翰林官充
任，掌票拟之权。康熙年间，为解决翰林官壅滞，翰林官充任部堂成为定制。科道是都察院六科给事
中及京畿、辽沈等各道监察御史的统称，也多由翰林充任。翰林也可外转，到地方为官。翰林外转为
清代所创，明代翰林官不赴外任。
　　
　　四、清代翰林与皇权、思想文化之关系
　　上书房 是清代皇子读书场所。皇子老师被称为师傅，诸皇子的师傅皆是翰林院中最博学者，宿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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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翰林院制度》

硕彦，名重当时。师傅之上，设有总师傅。未设总师傅之前，师傅的拣选由翰林院掌院学士负责，乾
隆朝改为由内阁大学士拣选。设立总师傅后则由总师傅保荐，或由皇帝特简。师傅之外设上书房行走
作为师傅助手。
　　
　　上书房翰林与皇子既是师徒，也是君臣。进书房是师徒，出书房则为君臣。但随着皇权的不断强
化，师道在君道面前已经微不足道。臣之于君，唐宋时坐而论道，明代立而听命，到清代时跪而请旨
，反映出君臣之间的尊卑变化。清代皇帝大多精明强干，勤于政务，才堪其任，实有赖于诸皇子在上
书房所受严格的培养。
　　
　　翰林官在对皇子、宗室觉罗子弟以及其它满族子弟的教育上扮演重要角色。清代最后三帝无嗣，
使得上书房形同虚设，名存实亡。
　　
　　南书房本为康熙读书处。康熙十六年，翰林入值南书房﹐初为文学侍从﹐随时应召侍读﹑侍讲。
常侍皇帝左右﹐备顾问﹑论经史﹑谈诗文。翰林官即以南书房为桥梁，与皇帝直接沟通，皇帝每外出
巡幸亦随扈。常代皇帝撰拟诏令﹑谕旨﹐参预机务。
　　
　　经筵始于汉代，是为历代帝王研读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清代较明代更重视经筵，定于每岁春
秋二季，按日举行“日讲”。经筵极重礼仪，强调道统高于政统，欲借天道制约皇权。
　　
　　翰林院制度作为科举制的延伸，对清代思想、文化也有巨大影响。在明清两代，翰林作为进士之
上的最高层次的科考功名，是为科举之延伸与极致。《清代翰林院制度》作者提出了“明清科举制度
为四级人才结构”的新见解。翰林充当学政，掌管各省学校生员考课升降之事，既保证了学政的素质
，促进了科举，也提高了翰林官的声望和地位。翰林成为士林众望所归，也充当了“仕进的调节阀和
压力的缓冲器”。 
　　
　　康熙帝确立朱子学说的统治地位，其思想深受词臣熊赐履和李光地的影响。熊赐履利用举经筵日
讲之机不断向康熙灌输程朱理学，对康熙思想体系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李光地最初因崇尚王学而
遭指斥，
　　
　　康熙末年李光地见风使舵又俨然笃信程朱而成朱学领袖。词林领袖的思想转变会带动翰林官思想
的转变，翰林又引导士流、士流引导臣民，以此抓纲带目，统一思想，使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终清
一世而未改。
　　
　　对尊古重实的程朱理学之推崇，加之清代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使得当时士林不敢接触现实，转到
纯学术方向，埋首故纸堆，乾嘉考据之学由此而发端。
　　
　　清代的翰林院制度，行之二百余年，及至清末废除科举，六千余人得入翰林院，“分省之法，馆
选遍于海内；外转例行，翰詹覆盖九州。既是卿相之摇篮，又是人文之渊薮”。 清运祚终，翰林群体
犹存，民初各领域不乏翰林身影，如蔡元培、徐世昌、张謇等。翰林之家，也大多是学术世家，翰林
后裔的文化优势不容低估，如傅斯年乃清代首科状元傅以渐后人，张爱玲是翰林张佩纶之孙女，周氏
兄弟（鲁迅与周作人）为庶吉士周福清之孙。翰林世家固有重学之风，翰林院制度在文化上对后世的
影响便也蔓延不绝。
　　
3、清承明制，并加以完善，影响及至民国乃至现代。
4、作者没把握住这个题材，嗯。问题意识不太够。
5、您值得拥有，是研究中国科举考试制度的重要参考书目，还有古代相权与皇权的斗争的结晶！
6、可谓TCL矣
7、翰林院，大家或多或少都听说过，但是当你真的去研究的时候，发现国内可供阅读的书记真的是
很少。本人访遍了各大高效的图书馆，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最后是在国家图书馆内找到了这样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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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看了之后觉得有80%都很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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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翰林院初设于唐，乃各种艺能人士供职的机构。翰林即文翰之林，意犹文苑。翰林院是我国专制
社会中后期历代王朝政府中深具学术、文化色彩的官僚机构。虽历朝历代其名称不尽相同、职权或有
变化，但始终是从唐至清末千余年来不可或缺的重要官署。及至明代，科举尤重八股，明太祖废丞相
，成祖设内阁，翰林官始参与机务，翰林院地位随之显著。明代“非翰林不入内阁”，内阁大学士亦
被视为“百官之表率，朝廷之观瞻”。清承明制，沿设翰林院，并将其由五品渐升至二品衙门，由大
学士、尚书兼领院事，地位更先要。清代翰林官中不少人出身满、蒙，翰林院几乎是汉族士子入阁的
唯一途径。科举制与翰林院制度的并轨，“非进士不入翰林”，翰林院成为科举的延伸与极致。科举
考官又由翰林官充任，使科举制与翰林院制相得益彰。《清代翰林院》 一书追溯了清代翰林院的渊源
，理清了清代翰林院的建置和职掌，阐明了对翰林官的遴选、培养、考课与任用，分析了清代翰林与
皇权、思想文化之关系。本文依此书章节分别概述，以达了解、学习清代翰林院制度之目的。一、清
代翰林院溯源唐武德时，“翰林初置，杂流并处”。 此时的翰林院兼容并包，鱼龙混杂，有文学之士
，亦有医卜，伎士、方士、僧道之流。开元以前，翰林院只是“别院以廪之”的非正式衙署。开元年
间初置翰林待诏，逐渐演变为起草诏制的机构。开元初，别置翰林学士院，专掌内命（皇帝直接发布
的命令），从此“杂流不入，职清而地禁”。李白、白居易就曾供职于此。宋沿唐制设翰林学士院，
翰林学士实际充当皇帝顾问，也负责为皇帝讲解经史，即所谓经筵官。宋代增置大学士、学士，使得
翰林院制度扩大。宰相也多从翰林学士中挑选。辽北面官设大林牙院，南面官设翰林院，名异而实同
。金置翰林学士院，置承旨、学士、待诏、修撰等官，掌草诏等事。元代设翰林兼国史院及蒙古翰林
院，官员同金代，分掌制诰文字、纂修国史及译写文字。明代是翰林院制度发展到基本定型的关键时
期。明代翰林院设官比前代更为完善，集历代之成。明洪武十八年（1385），确立庶吉士制度，保证
了翰林官的素质。科举制在明代也因增添馆选由原有三级格局变为四级人才结构。 明代翰林院虽只被
定为正五品衙门，但翰林官之作为堪称空前绝后。明初丞相的废除为翰林之崛起提供了历史契机，翰
林官由幕后走向前台。永乐年间，内阁设立，翰林职权渐重。至嘉靖时，内阁朝为班次列六部之上，
首辅（即内阁大学士）成为事实上的宰相。明代科举事务亦由翰林官掌管，各级科考官员非翰林官不
得充任。除修史外，以解缙为首的翰林群体还编撰出《永乐大典》。明代翰林官在政治及文化上之作
用均得以空前提高，“翰林之盛，前代绝无也”。清入关之前，作为中枢机构的书房，于天聪三年
（1629）改为文馆，后又发展为内三院，成为清代内阁和翰林院共同的前身。二、清代翰林院的建置
和职掌清入关后，为争取人心，宣布对明朝“各衙门官员，照旧录用”。明内阁官员入内三院办事，
内三院便取代了明内阁。后经洪承畴、冯铨联建议，多尔衮应允，按明代内阁之规制改造内三院，使
之成为名副其实的中枢机构。但此时内三院低于六部，为二品衙门。清为笼络士人，安置降官，承袭
明制设翰林院。此后又将翰林院一分为三，并入内三院之中。顺治十年，改称内三院为内阁，另设翰
林院。康熙继位后，鳌拜等四辅臣以恢复祖制旧章为名复改内阁为内三院，裁翰林院。康熙九年
（1670）十月，玄烨下诏再撤内三院，恢复内阁、翰林院。至此，翰林院始成定制。清代翰林院设掌
院学士二人，满、汉各一人；其下有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修撰、检讨、编修、典簿、待诏、
庶吉士等。清代翰林院的下属机构分为庶常馆、起居注馆及国史馆。庶常馆为新进士深造之所，每年
殿试后，选德才兼优之士为庶吉士，再入馆学习，名为馆选。起居注馆是掌侍皇帝政务之起居、记言
、记行的机构。国史馆为编撰国史之官署。四译馆亦曾隶属于翰林院，明称四夷馆，清以“夷”字带
轻蔑意而更名，并分设二馆，即会同馆（隶属礼部）与四译馆（隶属翰林院）。乾隆年间四译馆也入
礼部，改称会同四译馆。詹事府在清初公开立储失败改为集体培养诸皇子后，不再具辅导东宫太子之
职，几无职掌，成为翰林升转之阶。不过，仍能与翰林院共同行驶某些职能，故而詹事府与翰林院彼
此殊难分别。三、翰林官的遴选、培养、考课与任用清代对翰林官的遴选有考选庶常、制科征士、外
班翰林、特授馆职等途径。前两者为承袭明制，后两种为清代独有。考选庶吉士，又称馆选，俗称“
点翰林”。清初馆选有选而后试，皇帝钦定或者自己申请，皇帝批准两种方法。雍正年间规定新进士
先考试再引见。清代馆选别于明代，一是“分省拣选”，一是馆选人数大增。馆选的具体方法为，“
以复试、殿试、朝考等第数之和并参考新进士所在所在省份之名额以决定取舍”。 清代对以特科而入
翰林者谑称“野翰林”。制科征士是清廷为拉拢士人、巩固统治的非常之举。清代特科有康熙朝己未
词科，乾隆朝丙辰词科及保举经学科。此次保举经学，起到了改变学术风气的作用，乾嘉汉学发轫于
此。外班翰林是指为保持翰林中满蒙人的比例而经皇帝特准，从科甲出身的满蒙官员中直接招取的翰

Page 8



《清代翰林院制度》

林。由于非经正途而入，也被戏称为“斗字翰林”。但满蒙翰林凭真才实学入翰林者也为数众多。外
班翰林促进了满蒙两大民族敦儒重学的风气。特授馆职是皇帝用其超乎一切的特权，钦授某些人为翰
林的做法。特授馆职目的有安置降清士子，施恩臣子等。此外，清末洋务运动兴起后归国的留学生，
留洋归来按文凭赐予进士出身或授官职，因此也被称为“洋翰林”。明清翰林院均有储才职能，培养
和储备高级文官。庶吉士生活较为清苦，后康熙察觉施恩增加俸银，生活有所改善。庶常馆既有平时
授课，也有定期考试；须交作业，也记考勤，类似书院学校。庶吉士在馆授课满三年后由掌院学士请
旨定期散馆。散馆考试评卷分三等，上等者授予翰林官，中等者或留馆，或委以部属、知县。三等者
或被除名，或留馆再教习三年。清代创立大考之法来甄别翰林官的才品。大考之制始于顺治十年
（1653），每逢四至五年需大考，不过者要被除名翰林。大考一等尤其是一等一名中，编修所占比例
极大。大考有利于德才兼备、才思敏捷、年富力强的翰林进入高层官僚队伍，是以公开、平等的考试
方式获得升迁机会。清代对翰林官的任用，分为充阁臣、任京堂，委部属、改科道及派外官。内阁大
学士由翰林官充任，掌票拟之权。康熙年间，为解决翰林官壅滞，翰林官充任部堂成为定制。科道是
都察院六科给事中及京畿、辽沈等各道监察御史的统称，也多由翰林充任。翰林也可外转，到地方为
官。翰林外转为清代所创，明代翰林官不赴外任。四、清代翰林与皇权、思想文化之关系上书房 是清
代皇子读书场所。皇子老师被称为师傅，诸皇子的师傅皆是翰林院中最博学者，宿儒硕彦，名重当时
。师傅之上，设有总师傅。未设总师傅之前，师傅的拣选由翰林院掌院学士负责，乾隆朝改为由内阁
大学士拣选。设立总师傅后则由总师傅保荐，或由皇帝特简。师傅之外设上书房行走作为师傅助手。
上书房翰林与皇子既是师徒，也是君臣。进书房是师徒，出书房则为君臣。但随着皇权的不断强化，
师道在君道面前已经微不足道。臣之于君，唐宋时坐而论道，明代立而听命，到清代时跪而请旨，反
映出君臣之间的尊卑变化。清代皇帝大多精明强干，勤于政务，才堪其任，实有赖于诸皇子在上书房
所受严格的培养。翰林官在对皇子、宗室觉罗子弟以及其它满族子弟的教育上扮演重要角色。清代最
后三帝无嗣，使得上书房形同虚设，名存实亡。南书房本为康熙读书处。康熙十六年，翰林入值南书
房﹐初为文学侍从﹐随时应召侍读﹑侍讲。常侍皇帝左右﹐备顾问﹑论经史﹑谈诗文。翰林官即以南
书房为桥梁，与皇帝直接沟通，皇帝每外出巡幸亦随扈。常代皇帝撰拟诏令﹑谕旨﹐参预机务。经筵
始于汉代，是为历代帝王研读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清代较明代更重视经筵，定于每岁春秋二季，
按日举行“日讲”。经筵极重礼仪，强调道统高于政统，欲借天道制约皇权。翰林院制度作为科举制
的延伸，对清代思想、文化也有巨大影响。在明清两代，翰林作为进士之上的最高层次的科考功名，
是为科举之延伸与极致。《清代翰林院制度》作者提出了“明清科举制度为四级人才结构”的新见解
。翰林充当学政，掌管各省学校生员考课升降之事，既保证了学政的素质，促进了科举，也提高了翰
林官的声望和地位。翰林成为士林众望所归，也充当了“仕进的调节阀和压力的缓冲器”。 康熙帝确
立朱子学说的统治地位，其思想深受词臣熊赐履和李光地的影响。熊赐履利用举经筵日讲之机不断向
康熙灌输程朱理学，对康熙思想体系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李光地最初因崇尚王学而遭指斥，康熙
末年李光地见风使舵又俨然笃信程朱而成朱学领袖。词林领袖的思想转变会带动翰林官思想的转变，
翰林又引导士流、士流引导臣民，以此抓纲带目，统一思想，使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终清一世而未
改。对尊古重实的程朱理学之推崇，加之清代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使得当时士林不敢接触现实，转到
纯学术方向，埋首故纸堆，乾嘉考据之学由此而发端。清代的翰林院制度，行之二百余年，及至清末
废除科举，六千余人得入翰林院，“分省之法，馆选遍于海内；外转例行，翰詹覆盖九州。既是卿相
之摇篮，又是人文之渊薮”。 清运祚终，翰林群体犹存，民初各领域不乏翰林身影，如蔡元培、徐世
昌、张謇等。翰林之家，也大多是学术世家，翰林后裔的文化优势不容低估，如傅斯年乃清代首科状
元傅以渐后人，张爱玲是翰林张佩纶之孙女，周氏兄弟（鲁迅与周作人）为庶吉士周福清之孙。翰林
世家固有重学之风，翰林院制度在文化上对后世的影响便也蔓延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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