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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嘉庆朝是清代军机处各项规制最终定型并完善的时期$但学界对此论述却语焉不详&本文从军机处自身发展角度出

发对该时期的军机处进行了考察$分别从分军机大臣的人数及选任资格'军机章京职责与考选'军机处基本职掌这三个方面

详细论证该时期军机处的阶段性特点&

关键词!嘉庆朝!军机处!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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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处是清代颇具时代特色的政治机构$它草

创于雍正年间$经乾隆朝的发展$日趋正规化$最终

完善成熟于嘉庆朝初年&学界早已注意到$嘉庆帝

亲政后$针对军机处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白新良先

生从维护皇权的角度出发指出$嘉庆帝改革的目的

是为了限制军机处的权力$使之(成为自己一个服服

帖帖行使皇权的得力工具)

-

#

.

%!#

&刘绍春先生认为

嘉庆朝初年整顿军机处$避免其(向皇权对立面的蜕

化$维护了双轨辅政体制继续发挥其行政效

能&)

-

!

.

@!然而$鲜有学者从军机处自身发展角度对

嘉庆朝的军机处作细致考察$故撰文以求教于方家&

清廷先后共五次修撰*大清会典+$康熙'雍正'

乾隆三朝所修*大清会典+内均未记载军机处$嘉庆

朝破天荒地将军机处作为一个政治机构载入*大清

会典+&嘉庆朝*大清会典+对军机处规制的记载分

为军机大臣'军机章京及日常职掌三方面$故本文也

从此入手考察嘉庆朝军机处的阶段性特点&

一$军机大臣的基本额数及选任资格已

成定例

军机大臣的额数$虽然在*大清会典+中记为(无

定员)

-

%

.

E@

$但其员额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是有可循

之例的&考之钱实甫所撰*清代职官年表+"此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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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计入值之亲王#$在乾隆朝同时入值军机处者大多

为六至七员$嘉庆朝则以四至六为常$后遂成惯例$

道'咸'同'光几朝概以四至六员为率&

为便于理解$现将各朝军机大臣入值人数及年

份列表如下%

表
#

!

朝代 任用员额 任用员额所占年份 百分比

乾隆 四员 一年
#<Ed

五员 一年
#<Ed

六员 二二年
%E<A!d

七员 十九年
%!<!d

八员 九年
#><!>d

九员 六年
#"<#Ed

十员 一年
#<Ed

合计 五十九年
#""d

嘉庆 三员 一年
Cd

四员 九年
%$d

五员 九年
%$d

六员 四年
#$d

七员 一年
Cd

九员 一年
Cd

合计 二十五年
#""d

道光 四员 六年
!"d

五员 十四年
C$<$Ed

六员 七年
!%<%%d

七员 三年
#"d

合计 三十年
#""d

咸丰 四员 一年
#@<"@d

五员 三年
!E<!Ed

六员 五年
C><C$d

七员 三年
#A<#Ad

合计 十一年
#""d

同治 五员 十一年
AC<$!d

六员 二年
#><%Ad

合计 十三年
#""d

光绪 四员 一年
!<@Cd

五员 十四年
C#<#Ad

六员 十一年
%!<%$d

七员 三年
A<A!d

八员 四年
##<E$d

九员 一年
#""d

合计 三十四年
#""d

!!

备注%此表以乾隆二年十一月为始$未计入值军机处的

亲王!因雍正朝军机大臣人员及递补尚缺乏准确的记载$故

而暂不开列!因军机处人事更迭较为复杂$故此表所列情形

较简略&其人数统计仅计实任军机大臣"包括奉差在外者'

病假修养者'请假回籍#和学习行走者$不计暂行行走者!若

一年之内$军机大臣有人事更替$则前后两人合并为一额计

算!表内资料来源于*清代职官年表+及*枢垣记略+&

由表
#

可知$乾隆朝军机大臣人数变化较大$多

则十人少则一人$但大约有
E"d

的时间维持在六至

七人&嘉庆朝有
AAd

的时候军机大臣人数维持在

四至六人!道光朝军机大臣数量在四至六人的时期

占
@"d

!咸丰朝四至六名军机大臣的时期占
@"d

!

同治朝军机处大臣数量则一直保持在五到六名!光

绪朝大有约
E$<>d

的时期军机大臣数量在四至六

名&可见$从嘉庆朝开始$军机处大臣额数虽不固

定$但绝大多数时间都维持在四至六名&

究其原因$当因乾隆朝是军机处职权扩张阶段$

处于各项规制渐趋完善的过渡期$故军机大臣人数

波动较大&迨至嘉庆朝$军机处各项制度已臻完备$

多数政事已有成例可循$故需人不多$四至六人足

矣$并被后世承袭&

对于军机大臣的任用资格$*大清会典+载%(军

机大臣于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京堂内特

简)

-

%

.

E@

&实际上$军机大臣简用的范围远超出了

*大清会典+所载&为便于了解$现将清代各朝初次

被简任为军机处大臣者的职衔列如表
!

&

由表
!

可推知军机大臣选任资格的规律&从职

务上看$乾隆朝时$入值军机处者多为京官$尤以尚

书'侍郎为多$偶有以地方官入值者&到嘉庆朝时$

已无地方官入值军机处者$并且还明令禁止御前大

臣兼军机大臣$(所以杜专权而防壅蔽&)

-

C

.

!$!从品级

上看$乾隆朝入值军机处者基本上是从二品以上的

官员&嘉庆朝沿袭了乾隆朝的惯例$并被后世沿袭&

此后各朝$均以从二品以上的京官充任军机大臣$其

中尤以侍郎和尚书为主&直至清末$才偶有以总督

或巡抚衔入值军机处者&

由上可见$军机大臣的基本额数和选任资格在

嘉庆朝初年就已经确立$并基本被后世沿袭$而较少

变动&

二$军机章京职责日明,考选日严

军机章京是军机处办理文书事务的官员$其基

本职掌定型于嘉庆朝&嘉庆朝*大清会典+对该时期

军机章京的职责就已十分明确-

%

.

#""

$并与光绪朝*大

清会典+所载类似$可见自嘉庆朝始$军机章京的职

责就已基本确立&

例如$军机章京所担负草拟谕旨之职责&在乾

隆初年$军机处谕旨本由军机大臣撰拟&后随着军

机处经办之事日多$该项职责渐渐转由军机章京负

责$军机大臣只负责审查详核&虽偶有特别机要的

谕旨仍是军机大臣亲自草拟$但是绝大多数的谕旨

则由军机章京草拟&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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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 本职官名 品级 人数 备注

乾隆朝 大学士 正一品 五人

领侍卫内大臣 正一品 一人

尚书 从一品 十四人

左都御史 从一品 一人

侍郎 正二品 二十人

内阁学士 从二品 二人

巡抚

从二品

"加兵部侍郎

衔为正二品#

二人

嘉庆朝 大学士 正一品 二人

尚书 从一品 八人

左都御史 从一品 一人

侍郎 正二品 五人

内阁学士 从二品 一人

光禄寺少卿 正五品 一人 加四品卿衔

侍讲学士 从四品 一人 加三品卿衔

通政司参议 正五品 一人 加三品卿衔

道光朝 大学士 正一品 三人

尚书 从一品 四人

左都御史 从一品 二人

侍郎 正二品 五人

大理寺少卿 正四品 一人 加三品顶戴

咸丰朝 大学士 正一品 一人

尚书 从一品 二人

侍郎 正二品 七人

内阁学士 从二品 一人

太常寺少卿 正四品 一人

鸿胪寺少卿 从五品 一人

五品京堂候补 一人

同治朝 左都御史 从一品 二人

侍郎 正二品 一人

左副都御史 正三品 一人

内阁学士 从二品 一人

光绪朝 大学士 正一品 五人

尚书 从一品 十一人

左都御史 从一品 一人

侍郎 正二品 八人

其中刚毅'

林绍年分

别以开缺

巡抚候补

侍郎入值

总督

正二品

"加尚书衔

者从一品#

二人

巡抚

从二品

"加兵部侍

郎衔为正

二品#

一人

!!

备注%因缺乏雍正朝军机大臣的准确资料$故暂时空缺!

本表起始时间为乾隆二年十一月$雍正朝时入值军机处者$

如张廷玉'鄂尔泰等$亦作为第一次入值计入!此表未计入值

军机处的亲王$仅计第一次入值军机处者的官衔&其人数统

计仅计实任军机大臣"包括奉差在外者'病假修养者'请假回

籍#和学习行走者$不计暂行行走者!表内资料来源于*清代

职官年表+及*枢垣记略+&

此外$嘉庆朝军机章京的选任资格逐渐规范&

在雍正朝$军机章京多由军机大臣在自己所管阁部

中挑选$充任者多为内阁中书$故王昶认为军机章京

(例用内阁中书舍人)

-

>

.

!$@

&雍正朝军机章京入职时

的职务分布情况大致如表
%

%

表
%

!

朝代
满军机章京 汉军机章京

入值时职务 人数 入值时职务 人数

雍正朝 内阁侍读
#

内阁侍读
!

内阁中书
>

内阁中书
#C

兵部主事
!

礼科给事中
#

兵部笔贴式
%

起居注主事
#

刑部员外郎
#

翰林院编修
#

刑部主事
#

理藩院笔贴式
#

理藩院侍郎
#

太仆寺典簿
#

内务府笔帖式
#

銮仪使
#

宗人府员外郎
#

庶吉士
!

合计
!# #@

!!

备注%此表格根据梁章钜所著*枢垣记略+和吴孝铭所著

*军机章京题名+"道光戊子版$沈云龙编*近代史料丛刊+$第

>CC

册#二书相关内容所作!如军机章京仅存姓名$入值职务

不详者$略而不计&

从表内可知$雍正朝满汉军机章京共计
C"

人$

出身内阁中书及侍读者共计
!!

人$占总数的
>>d

&

汉军机章京中出身内阁中书及侍读者占汉军机章京

总数的
AC<!#d

&

至乾隆朝$军机章京的选任范围开始扩大$内阁

及各部院衙门司员均得选用&史载%(挑选军机章

京$旧只内阁保送中书$继而已有六部尚书司员&工

部虽保送$而司员邀用者独少$盖衙门次序在后故

也&)

-

$

.

#@乾隆十三年"

#E$$

#$军机处曾开列一份军

A"#



!

总
%!

卷 宋希斌$杜晓燕%嘉庆朝军机处规制的完善与成熟

机章京名单$从中可知当时兼任军机章京者的职名

包括%顺天府府丞'内阁侍读'内阁中书'吏部郎中'

理藩院员外郎'兵部主事'户科给事中'户部司库'兵

部笔贴式'工部主事等-

>

.

>%

$几乎囊括了中央所有重

要的部院衙门&乾隆朝军机章京入职时职务分布情

况$详见表
C

%

表
C

!

朝代 满军机章京 汉军机章京

衙门 入值职务 人数合计 衙门 入值职务 人数 合计

乾隆朝 内务府
笔帖式

学士

#

#

!

内务府 主事
#

内阁
中书

侍读

%!

E

%@

内阁 中书
##! ##!

吏部

员外郎

主事

笔贴式

%

%

%

@

吏部 主事
% %

户部

员外郎

主事

笔帖式

郎中

司库

E

%

%

#

#

#>

户部

员外郎

主事

%

C

E

礼部 主事
# #

礼部

兵部

郎中

员外郎

主事

笔贴士

#

C

%

@

#E

兵部 主事
#

刑部

郎中

员外郎

主事

笔帖式

#

#

#

#

C

刑部

员外郎

主事

#

#

#

#

工部
员外郎

主事

#

!

%

工部 主事
# #

理藩院

主事

员外郎

侍郎

郎中

笔帖式

>

%

%

%

#C

!A

翰林院 笔帖式
! !

国子监 助教
# #

中书科
笔帖式

二等侍卫

#

#

#

中书科 中书
# #

銮仪卫主事
# #

湖广道御史
# #

侍卫处 笔帖式
#

银库

员外郎

笔帖式

员外郎

#

!

#

C

缎趸库 司库
# #

颜料库
大使

员外郎

#

#

!

甘肃按察使
# #

!!

备注%此表格根据梁章钜所著*枢垣记略+和吴孝铭所著*军机

章京题名+"道光戊子版$沈云龙编*近代史料丛刊+$第
>CC

册#二书

相关内容所作!如军机章京仅存姓名$入值职务不详者$略而不计&

由上表可知$在乾隆朝$内阁中书和侍读是军机

章京的主要担任者&汉军机章京的担任者主要集中

在六部$满军机章京的分布则较为广泛$几乎遍及清

廷各个衙门&

到嘉庆朝$充任军机章京者的职务分布范围较

乾隆朝更加固定$无论满汉均以内阁中书及六部司

员为主要担任者&详见表
>

%

表
>

!

朝代 满军机章京 汉军机章京

衙门 入值职务 人数合计 衙门 入值职务 人数 合计

乾隆朝 内阁 中书
#> #>

内阁 中书
!" !"

吏部 笔帖式
# #

吏部
员外郎

主事

#

C

>

户部

员外郎

主事

笔帖式

%

!

>

#"

户部

郎中

主事

员外郎

#

A

#

#"

礼部
主事

笔帖式

#

%

C

礼部 主事
$ $

兵部

郎中

员外郎

笔帖式

#

#

#

%

兵部
员外郎

主事

#

C

>

刑部 笔帖式
% %

刑部

主事

郎中

七品小京官

>

#

!

A

工部
郎中

笔帖式

#

%

C

工部 主事
$ $

理藩院

员外郎

主事

笔帖式

司库

#

#

>

#

A

起居

注馆
主事

# #

总计
CA $#

!!

备注%此表格根据梁章钜所著*枢垣记略+和吴孝铭所著*军机

章京题名+"道光戊子版$沈云龙编*近代史料丛刊+$第
>CC

册#二书

相关内容所作!如军机章京仅存姓名$入值职务不详者$略而不计&

可见$军机章京的选任资格逐渐固定$由雍正朝

的(例用内阁中书舍人)$经乾隆朝扩大到中央各部

门"尤其是满军机章京#$固定到嘉庆朝满汉军机章

京均选自内阁中书和六部司员&此后$道光'咸丰'

同治各朝军机章京的职务分布情况均与嘉庆朝相

似$可见嘉庆朝所确立的选任标准被后世所沿袭&

在选任制度方面$嘉庆朝也较前朝更加规范&

一是确立了军机章京的额数&嘉庆四年正月十六

"

#E@@

年
!

月
!"

日#$(定满汉章京各十六缺)

-

E

.

%C

&

后又于嘉庆十一年"

#A"$

#设(额外行走)一名-

A

.

&嘉

庆二十一年"

#A#$

#$又设(额外章京一员&)

-

A

.此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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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

汉章京人数变化不大$直至(咸丰三年"

#A>%

#$因军

务较繁添传汉章京四人在额外章京行走$七年添传

之员均已补额$复添传二员在额外行走&同治十一

年"

#AE!

#$因军务渐平奏停添传$嗣是以十八员

为率&)

-

A

.

二是嘉庆帝确立了带领引见制度$以确保所选

军机章京的质量&嘉庆四年正月十六"

#E@@

年
!

月

!"

日#$嘉庆帝下令%满汉章京(内阁'六部'理藩院

堂官于司员中书'笔贴式等官择其人品端方$年力富

强$字画端楷者交军机大臣带领引见$候朕简

用)

-

>

.

#%"

&如此$皇帝便可直接插手军机章京的选

任$既能保证所选军机章京的质量$又加强了皇帝对

军机处的控制&嘉庆十一年"

#A"$

#$在选任军机章

京时又增加了考试环节$(试时限以三刻$文须满三

百字&)

-

E

.

%C此后$军机章京的选用形成了初试'复试

及面试等一整套完整的考选办法$被后世沿袭&

三$军机处基本职掌定型

嘉庆朝是军机处各项职掌最终定型的时期&嘉

庆朝*大清会典+首次将军机处载入*大清会典+$与

光绪朝*大清会典+相比较可知二者对军机处职掌的

记载相同&梁章钜曾于嘉庆二十三年四月"

#A#$

年

>

月#由礼部主事充任汉军机章京$著有*枢垣记略+

一书$详细记载了当时军机处的各项规章制度&由

此推知$军机处的基本职掌至迟到嘉庆二十三年

"

#A#$

#就已经固定下来&

军机处协助皇帝处理奏折$已有文述之甚详-

@

.

$

嘉庆朝承袭乾隆朝惯例$无太大的变动$故不赘述&

此外$后世军机处掌管之事多在嘉庆朝定型$现举其

大端者如下%

&一'辅助皇帝撰拟谕旨

军机处撰拟谕旨之职掌$在乾隆朝已经确立&

嘉庆朝则对军机处该项职掌做了进一步的完善$主

要集中在廷寄格式的完善之上&

廷寄之初$列衔署名者不定&乾隆年间$则多以

领班军机大臣署名&后至嘉庆二年九月"

#E@E

年
#"

月#$始取消军机大臣个人署名之法$概用(军机大臣

字寄)或(军机大臣传谕)字样$该格式被后世所

沿用&

-

#"

.

嘉庆九年"

#A"C

#$为防止廷寄内容泄漏$清廷对

地方官员拆阅廷寄也作出了规定%(军机处交兵部加

封寄往各省书字$其封面书写何人姓氏者$应交本人

拆阅$如本任官升调他处并来京陛见$其护理暨接任

之员不得拆阅$即转递交本员祗领&若寻常印封无

本员姓氏交该衙门开拆者$方准署任之员拆阅查

办&)

-

>

.

#%E此规定被后世沿袭成为定制&

&二'会议政务

军机大臣奉旨会议政务亦是其日常职掌之一$

嘉庆朝*大清会典+载%(议大政$谳大狱$得旨

则与&)

-

%

.

A!

凡是国家之施政方略'军事谋略以及官员的任

免惩处等等政务$皇帝令交军机处议$或会同各相关

衙门会议$则军机处可参议其间$并将会议结果奏报

皇帝裁定&(如特交军机大臣议奏者$即由本处查

议$其交军机大臣会同该衙门议奏者$或由本处主

稿$或有所会衙门主稿$临时酌定&)

-

%

.

A%

若有重大案件$皇帝也特交军机大臣审理&军

机大臣奉旨后$即在军机处传讯&若需刑训$则在内

务府公所$或(就步军统领衙门公所提讯$其皂役刑

具$皆于刑部传用&)若传旨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

拟$(或刑部堂官前来会讯$或就刑部会讯$临时

酌定&)

-

%

.

A!

虽说议政王大臣会议与军机处会议政务均需奉

有皇帝特旨$然二者又稍有不同&议政王大臣则非

奉旨少有会议之事$且未必能每日受皇帝召见&但

是军机大臣是每日进见皇帝$除有重大事故外$皇帝

必逐日召见&所以军机大臣可于每日召见之时$对

政务发表意见&较之议政王大臣会议$军机处参议

政务更为主动$次数更加频繁&

&三'参予清廷人事任免

清廷文武官员奉旨特简者及差使特简者$军机

大臣承旨则进其名单'缺单$即所谓的军机处进单&

清廷重要文武官员之任免及各部尚书'侍郎'各省总

督'巡抚'以至道'府'学政'关差'盐政以及驻防将

军'都统'驻各边疆地区之领队大臣'办事大臣等官

员的补放$均由军机大臣负责开列应补人员名单$交

皇帝选择任用&遇科考$也由军机大臣开列主考'总

裁名单$奏请皇帝选用&复试或殿试$军机大臣负责

核对试卷'检查笔迹或任命阅卷官&这是军机处的

日常职能之一&

-

%

.

AC?A>这些名单缺单经过皇帝御览

朱笔圈定人名后$多被收录在(上谕档)中$数量很

大$兹不一一列举&

进单之外$还有军机处记名&军机处有(记名

档)$专记那些经过军机大臣或兵部'吏部等官员带

"##



!

总
%!

卷 宋希斌$杜晓燕%嘉庆朝军机处规制的完善与成熟

领引见之后奉旨记名的官员$(凡有旨存记者$皆书

于册而藏之$届时则提奏&)

-

%

.

A%内容涉及官员的是

非功过$人品考述$是皇帝选任官员的重要依据&

*大清会典+载%(凡文武官记名者$遇缺则奏其名)$

(道若府记名者$遇请旨缺则奏焉&)

-

%

.

A$?AE军机大臣

通过进单这一方式得以参与清廷重要的人事任免及

选拔考试$虽然军机处无最终的用人权$然而通过记

名及进单这种方式获得了举荐官员的职权&

&四'充任皇帝顾问

该项职能$集中体现了军机处为皇帝秘书处的

性质&军机大臣常侍皇帝左右$皇帝外出巡差$游猎

等均要随行$以备回答皇帝提出的问题&尤其是军

旅途中$一切山川道里$兵马钱粮$均需考察确实$以

备皇帝垂询&

遇到清廷举行大的典礼$须查考旧例时$则由军

机处行文相关衙门查考档案$再由军机处缮拟始末

详情或摘叙节略呈报皇帝审阅&此即*大清会典+所

记%(皇帝举巨典$纪成宪$有旨考证$则书其事之本

末进焉&)

-

%

.

@@

&五'承担奏折录副$缮修档案之工作

清廷十分重视档案文书的保存工作$为了防止

胥吏篡改档案还建立了副本制度$以便于存案备查&

军机处成立之后$也建立了一套严格的档案管理制

度$奏折录副制度即是其中之一&军机处经手的奏

折在发还原具奏人之前$凡是奉有朱批的奏折$皆录

一份备案称为(录副)&*大清会典+载%(奉有朱批之

者$发抄不发抄$皆另录一份&)

-

%

.

@@正是由于奏折录

副制度的实施$才使得许多奏折的内容得以保存

至今&

军机处为清廷中枢决策机构$与各部院各衙门

及地方官员之间文书往来频繁$为了便于日后检阅$

(凡清字'汉字档案岁久则缮&)

-

%

.

@@军机处所存档案

(清字'汉字档案每届五年或十年由军机大臣奏明另

缮一份)

-

%

.

@@

$与原档一并存储&军机处固定的进行

缮修档案活动$始于乾隆年间$于乾隆五十四年

"

#EA@

#开始形成议叙参与缮档之军机章京的惯

例-

>

.

#>!

&至嘉庆年间$军机处每五年缮写档案及照

例给以议叙已成定例$定期由军机大臣奏请&直至

咸丰四年"

#A>C

#$因(军报纷急)档册繁多$且档案

(不时翻阅$磨损过甚)$故将汉字档改为三年一重

修&

-

>

.

#>>后相沿为例$光绪朝续修会典时便将此载入

会典&

-

##

.

!C

总之$军机处职权完善与成熟于嘉庆朝$此后因

制度惯性$及维护中枢决策体系稳定的原因$历朝均

大致沿袭嘉庆朝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可见$经过雍

正'乾隆两朝的发展$到嘉庆朝时军机处作为清廷的

中枢决策机构已发展成熟$基本规制也趋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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