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巴县档案编研工作概述

刘 君

四川巴县档案是我国现存时间较长 ( 1 75 1一 1 9 1 1年 )
、

内容较为完整
.

涉及政治
、

经济
、

军事
、

文化等方面卷峡最为浩繁 (共计 1 1 3 0 0 0 多卷 )的清代县级政权档案
。

因此
,

自从 50 年

代该档案被发现以来
,

一直受到各级领导和学术界的重视与关注
。

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

放历史档案以来
,

四川省档案馆利用现有条件
,

较为充分地开发了这部分档案
。

当然
,

由于

各种原因的限制
,

也存在不尽人意之处
。

下面拟就请代巴县档案利用
、

编辑
、

研究的现状作

一概述
。

清代巴县档案 自 1 9 5 3 年在巴县乡村一座破庙发现以后
,

即运回重庆由西南博物院保管
。

该院撤销后移交四川省博物馆
,

暂存四川大学
。

这段时期
,

川大历史系组织人力物 力对其进

行了初步整理
,

并开始了史料编辑与研究工作
。

至 19 6 5 年
,

四 川省档案馆将它 收 回
,

重 新

区分整理
。

特别是 19 7 8 年以来
,

省馆花费大量人力财力
,

对其进行了整理
、

缩微
、

裱糊
、

编

辑
,

巴县档案才得以受到真正的重视和利用
,

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

洁代巴县档案在编史像占
,

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作用
。

早在民国时期
,

向楚等

人撰修 《巴县志
》
时就利用了巴县衙门档案

。

在近年编史修志热潮 中
,

由于档案形成的地域原

因
,

重庆市有关撰修部门志
、

县志的同志更是络绎不绝地来馆
,

大量查阅利 用 了这 部 份档

案
。

同时
,

中外许多专家学者
一

也来馆查阅有关档案
。

据统计
,

即使在编史修志热潮消退之后

的 1 9 9 2 年
,

仍有不少中外学者来馆查阅档案
。

50 年代中叶
,

四川大学历史系在初步整理分类的同时
,

即开始 了编辑公布档案史料的工

作
。

他 :I’] 相继发表 了
《刘仪顺 自述

》 《 自立军全党名单
》 、 《 四川义和团灭清 剿 洋 兴 汉 揭 碟

》 、

余栋 臣与四川农民运动史料补辑
》
等

,

供学术界研究之用
。

19 61 年
,

出版了 《四川人民反帝

斗争档案资料
》 。

此书共分
: “ 四川教案档案资料选辑

” 、 “ 四川人民收回重庆王家沱 日租界斗

争档案资料选辑
” 、 “ 四川人民抵制日货斗争档案资料选辑

”

三个专题
。

“ 文革
”

时期
,

清代巴县档案编辑出版工作处于停滞状态
。

直到 1 9 8 0 年
,

省档案馆 才又

开始了清代巴县档案的编辑工作
。

在整个 80 年代
,

相继出版了
《四川保路运动档 案选 编

》 、

《 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
》 。 《四川档案史料

》上
,

刊发了有关清代巴县档 案 的 一些 专 题
。

同

份
,

为了尽快地向社会披露这部分档案
,

省档案馆还采取与学术界合作的形式
,

编辑了数种

档案资料
。

下面择要介绍
。

犷习 11保路运动在辛亥革命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

为纪念辛亥革命 70 周年
,

四 川 省 档

案馆骗辑 了
《 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

》 ,

全书收入 12 3 题计 25 9 件档案
。

这本史料的出版
,

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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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界研究保路运动史提供了新的重要史料
。

该选编还编译了部分清代英法教 会 和 重庆 海关

(英 )代理税务局有关保路运动的书信
,

将它与清代官方档案对勘
,

颇具研究价值
。

四川人民反对外国教会势力的斗争
,

在中国近代反帝斗争史上 占有相当重要的一页
。

四

川大学历史系从巴县档案中精挑细选
,

并对其原编辑出版的有关教案史料校订外错
,

一并编

成
。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

》 。

由于
《
选编

》的完整性及其重要价值
,

该书获得了四川省政府颁

发的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

中国档案学会颁发的档案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

`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
》
是四川档案界与史学界合作的成果

。

全书分上下两册
。

上册

为经济部分
,

分为农业生产和土地关系
、

工商业两个部分
。

下册分财政
、

政治概况
、

平定少

数民族暴动三部分
。

该书收录了乾隆二十二年 l( 7 5 7) 至道光三十年 ( 1 85 0 ) 长达近百年的档

案
,

比较系统全面地反映了此时期政治
、

经济概况
,

从地方县级政权这个角度为研究清朝由

盛而衰的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翔实史料
。

为了更全面地向学术界展示清代巴县档案的全貌
,

四川省档案馆决定按朝 代
,

以房设

类
,

以年为序
,

编辑
《
清代巴县档案汇编

》 。

兹以 (乾隆港 ) 为 例
,

该书按 吏
、

户
、

礼
、

兵
、

刑
、

工六房设类
,

各房之中再以问题设 目
,

以具文时间先后为序编排
。

由于乾隆中叶巴县衙

门曾数次发生火灾
,

因此乾隆十七年以前档案无一存世
,

乾隆十七年以后的 档案也 有所 毁

损
,

如吏房档案原缺
。

该书户房包括赋税
、

田土买卖
,

礼房有书院
、

庙宇
、

打会
,

兵房有军需

优抚
、

过境迎送
。

工房与刑房档案最多
,

·

内容较为完整
,

刑房有人犯管理
、

命案
、

盗匪
、

欺

诈
、

拐卖人 口
、

风化
、

赌博
、

租佃
、

寺庙
、

家族
、

乡保
、

差役
、

洋教等项
,

工 房内容有商

行
、

工矿
、

地产
、

城建
、

禁私
、

运输
。

三

在整理编辑档案史料的同时
,

清代巴县档案的研究工作也开始了
。

目前
,

已发表专门介

绍与研究清代巴县档案的文章约 30 余篇
。

在各种论著特别是有关清代四川地方史方 面 的 著

作
,

利用巴县档案的更是不计其数
。

这些论文的内容大体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

1
.

清代巴县档案内容介绍
。

比较重要的文章有伍仕谦的
《
一座内容丰富的文献宝库—

巴县档案》 《《 文献
》
第 1辑 )

、 《关于巴县档案
》 ( 《 中国 史研 究动 态

》 1 9 7 9 年 第 4 期 )
,

张 仲

仁
、

李荣忠的
《历史的瑰珍— 清代四 llJ 巴县档案

》 ( 《 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 ,’ 中华书局 1986

年出版 )
。

2
.

清代巴县衙门文书
、

差役研究
。

张永海的
《巴县衙门的文书档案工作

》 ( 《档案学通讯
,

1 9 8 3年 2一 3 期 ) 以档案为依据
,

否定了传统
“
六房

”
;

之说
,

提出了从乾隆中叶直 至 清 末
,

巴

县衙门除了一般学术界认同的吏
、

户
、

礼
、

兵
、

刑
、

工六房之外
,

尚有盐
、

仓
、

承发
、

柬房

之设
,

共计 10 房 , 并从承办文书机构和人员
、

文书处理制度
、

公文传递
、

文书档案管 理捌

制方面
,

探讨 了巴县衙门的文书档案工作
,

可补清代州县衙门文书档案管理 工作研究 之 不

足
。

李荣忠的
《
清代巴县衙门书吏与差役

》 ( 《历史档案
》 1 9 8 9 年第 1期 ), 则从 书差的 角 度入

手
,

对清代所谓
“ 与胃吏共夭下

”
之说的地方州县书差制度进行 了较为深人的考察

。

该文详述

了书吏与差役的职掌
、

员额的设置
,

特别是掩集了书差经济收人的大量材料
,

排比出了书差

应差办案的各种规费实数
,

从而回答了以前大批书差人员收人来 自何处的问题
,

并直接从经

济性质方面分析了形成书差积弊的原因
。

3
.

近代四川人民斗争与外国教会
。

(四川大学学报 ) 1 9 8 5 年第 4 期林顿
、

刘君的
《清代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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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教会势力述论夕 ,

该文根据档案描述了清代四川外国教会势力的发展概况及其种种 罪 恶 活

动
,

为四川教案频繁发生找到了一个答案
。

冉光荣的
《
清前期天主教在四川的活动与清政府的

查禁
》 ( 《社会科学研究

》 1 .98 5年第 4 期 )
,

以巴县档案为例
,

分析了清前期四川地区夭主教秘
密传教的基本特点

,

比较了清政府严禁夭主教与中国传统秘密宗教的异同户并认为天主教秘

密传教不仅盛行于清前期
,

即使在取得条约特权的后期也曾采用
。

4
.

经济史研究
。

发表较早的是李映发的
《
清代重庆地区租佃关系中的几个间题

》 ( 《
历史

档案
》 1 9 8场年第 1 期 ), 作者借与省馆合作编辑巴县档案之机

,

参证文献史料
,

对清代前期
、

中期重庆地区农 田租佃关系中押佃作用
、

地租形态
、

顶打转租
、
当出佃转问题作了讨论

,

最

后阐述 了租佃关系中的新动向— 佃农争夺永佃权的斗争
。

交通运输方面的代表作有两篇
,

一篇是张永海的
《
论清代巴县邮政传递工作

》
(
《 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札 中华书 局 19 86 年 )

,

另一篇是张永海
、

刘君的
《
清代川江铜铅运输简论

》 ( 《历史档案》 1 98 8 年第 l 期 )
。

前者对 清

代巴县释传的设置变迁
、

邮政传递管理制度
、

骚递积弊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

从中可以了解

清代内地州县一般邮政工作 , 后者则对清朝统治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滇黔铜铅 出 人川江 的路

线
、 ’

转运组织制度
、

运输规模与运价
、

历史作用进行了初步探讨
。

手工业研究方面是清代巴

县档案的一个重要课题
。

冉光荣的
《
清前期重庆行会简析

》 (四川大学历史系编
, 《
徐中舒先生

九十寿辰纪念文集 》 ,

巴蜀书社 19 叻 年 )
,

对清前期重庆行会对工商业发展 的抑制性作 了初

步讨论
,

一

指出手工业经营者设立行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应付官府浩繁的差役 , 随着工商业的

日益发展
,

手工业行会也愈为发展
,

行业分工愈来愈细
,

帮 (会 )规 日趋严厉
,

经营产品愈加

单一
,

活动范畴 日益狭窄 , 行会帮规的发达与沉重的官府差务二者相互制约
,

互为作用
,

最

终成为窒碍工商业向前发展的枷锁
。

刘君的
《
清前期巴县城市工商业者差役初探

》 ( 《历史档案
》

1 9 9 1 年第 2 期 ) 则详细阐述了城市工商业者对官府负担的差役种类
、

手工业行会应差规则以
\

及办差人员藉差扰害
,

旨在说明官府荐务负担阻碍了城市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
。

综上所述
,

我们可以看出
,

作为清代一个地方政权的档案
,

开发出了如此之多的信息资

氮 在利用
、

编辑
、

研究方面取得较为显著的成绩
,

确实令人欣慰和鼓舞
。

同时我们也应肴
到

,

无论从史料出版还是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
,

就时间跨度而言
,

均集中在清朝乾嘉道三

朝
,

以后几朝基本没有涉猎 , 就使用档案而言
,

乾嘉道朝档案总计不到 3 5 0 0 0卷
,

而咸
、

同
、

光
、

宜四朝档案则有 7 8 0 0 0 多卷
。

显然
,

其中还有大潜力可挖
,

但要在近期内改变这种状况
卜

,

又殊非易事
。

这是因为
,

长期以来清代巴县档案的利用编研工作一直受到一个关键环节的制

约
,

即档案抢救修裱工作
。

众所周知
, 巴县档案在被发现之前弃于破庙 多 年

,

任 凭 凤 吹 雨

打
,

虫蛀鼠咬
,

加之形成年代久远
,

损坏较为严重
,

有的已成纸砖
,

如不加以修裱
,

根本无法

无晏月卿
` 〕办奔卒亲护 四双!孝档鑫悠为站淤脚了葬扔钓努力

尹

脚于毒龄汾黑
尹

工作量尤
任务艰巨

,

至今虽已完成乾
、

嘉
、

道
、

咸四朝档案近 80 万张的修裱工作
,

但这也仅仅完成 了

约一半的工作量
。

所以
,

欲进一步开发巴县档案利用编研工作
,

档案的抢救修裱工作必须早

日完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