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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京官的“养廉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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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美 术 学 院 人 文 学 院 副 院 长 、

教 授 李 军 作《可 视 的 艺 术 史 ：从 教 堂

到 博 物 馆》，围 绕“ 可 视 的 艺 术 史 ：从

教 堂 到 博 物 馆 ”这 一 核 心 问 题 ，讨 论

了博物馆、艺术史、可视、图像四个分

问 题 ；又 围 绕 四 个 分 问 题 ，讨 论 了 与

之相关的问题群落，譬如什么是博物

馆 ，博 物 馆 是 如 何 起 源 的 ，什 么 是 艺

术 史 ，谁 发 明 了 艺 术 史 等 ，在 古 今 的

视野之下，研究了空间与时间的复杂

变动关系。

第一编为《收藏与展览的考古学》，

尤可注意者有二。第一节分析“收藏”

的观念，作者做了概念考古，考辨了收

集、收藏、私人收藏、公共收藏，又研究

了礼器、古物、古董、宝物、文物、珍宝、

杰作、文化遗产等概念。语言是名，乃

实之反映，词语的变化就是世 界 的 变

化，词语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第

二节考察博物馆源于缪斯神庙说，做

出结论，缪斯神庙很可能是早期哲学

家聚会的场所，“充塞其中的不是收藏

物，而是哲学家的身影和哲学讨论的

激辩之声”。世人皆言博物馆源起缪

斯神庙，作者廓清了迷雾。第二编为

《现代艺术史体制》，尤可注意的是指

出了意大利艺术史家、《艺苑名人传》

的作者瓦萨里的重要性，实际上作者

对瓦萨里的研究与推崇贯穿了全书。

作者认为，瓦萨里才 是 名 副 其 实 的 现

代“ 艺 术 史 之 父 ”，而 非 黑 格 尔 或 温

克 尔 曼 ，因 为 他 创 立 了 一 种 艺 术 、艺

术 史 与 博 物 馆 三 位 一 体 的“ 艺 术 世

界 ”或“ 现 代 艺 术 体 制 ”。 第 三 编《历

史与空间》讨论瓦萨里艺术史模式的

具 体 空 间 来 源 ，追 溯 与“ 最 后 的 审

判”系列图像和梵蒂冈西斯廷礼拜堂

图 像 与 布 局 的 联 系 ，追 溯 了 与《方 济

各生平》祭坛画的关系。第十四章是

全书精华所在，着力讨论了阿西圣方

济各教堂的图像与布局。第四编《图

像的物性》与前面章节既有联系，又相

对独立，作者追溯了树形结构的历史

渊源，讨论了风格树、家谱树、知识树

等。篇末李军将目光“面向了东方”，

初步展示了东方的树状结构，以后如

若集中于树形与东方关系的考辨，或

能开出崭新的学术成果。

作者不仅研究上述 4 个问题，更要

研究博物馆、教堂、艺术史和关于艺术

史的图像四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如在

怎样的条件下相互渗透与转换等。读

罢《杜 尚 传》，李 军 作 诗《伟 大 的 逃 遁

者》，末二句为“一只鸟鸣叫着离去，落

下天空中唯一的雨。”若稍作引申，鸟

者，可谓博物馆、教堂、艺术史和关于

艺术史的图像之间的复杂联系；“雨”

者，鸟屎讳称也，可谓只执一端不知内

在关系。鸟屎易执，因其不变，因其可

控，故执之者众。鸟则难执，因行踪不

定，忽飞忽止，方执之方变之，如何可

执？治美术史者，执鸟乎，抑或执鸟屎

乎？求古今变通，明整体情况，抑或只

拘一端？这是重要的抉择。李军是欲

执 鸟 者 。 其 诗《三 十 万 个 太 阳—— 五

七走过雷峰塔》，可见志向与境界。“这

个 地 方 ，曾 经 没 有 水 塘 ，没 有 楼 塔 。

曾经没有人，走过这个地方。曾经有

三 万 个 太 阳 ，走 过 这 个 地 方 ，曾 经 有

三 十 万 个 太 阳 ，走 过 这 个 地 方 ……现

在，独自一人，我走过这个地方。”这个

“地方”到底有没有水塘和楼塔？没有

亦有，有亦没有。不可执一端，必也肯

定曾经没有或曾经有。到底有多少人

走 过 这 个 地 方 ？ 一 个 ？ 三 个 ？ 三 万

个？三十万个？是亦不是，不是亦是。

执着于没有这个地方或有这个地方，执

着于三个或三 万 个 ，皆 是 逐 鸟 屎 而 非

逐鸟。是亦不是，不是亦是，方可方不

可，方不可方可，勿意勿必勿固勿我，

此谓逐鸟，此谓研究内在复杂关系。

李军引用了法国艺术史家达尼埃

尔·阿拉斯所言与艺术作品相关的三种

时间：作品的当世存在、问世时代及从

问世到当世的过程时代，以为应具备此

三重视野，方可真正了解艺术。作者在

这本书中实践了此种观看问题的方式，

讨论“可视的艺术史”，研究从教堂到博

物馆的演变，明了变化中的艺术史和艺

术史的变化，捉住“可视的艺术史”这只

活鸟。时间流动不居，艺术史变化不

止。唯有明了变化，方可见出艺术史的

复杂性与变动性，见出博物馆和教堂之

间的隐秘关系。

研究从教堂到博物馆的转变，确实

抓住了重要问题，由此使人了解近代以

来欧洲甚至世界的巨变。从教堂到博

物馆的变化是象是形，固关乎艺术，然

又不仅与艺术有关，其内在原因是人民

地位的变化，是欧洲政治体制的深刻变

革。教堂非自古有之，是宗教的产物。

博物馆是近现代社会的产物，今发展如

火如荼。教堂曾是少数人垄断政治和

教育的体现形式，是神的栖居地；博物

馆则是民主政治的体现形式，是民众的

道场。

古代，民是被教育者，如今人民处

于当家做主的地位。读罢此书，不免令

人深感，时代不同，时代精神外在表现

形式亦不同，然虽曰不同，又有关联。

博物馆既新亦旧，既旧亦新。懂得整

体，明白变化，“立足当代性视野”，方能

作出如此通达的判断。

（《可 视 的 艺 术 史 ：从 教 堂 到 博 物

馆》一书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 2016 年

1月出版）

时间流动不居 艺术史变化不止
——评李军《可视的艺术史：从教堂到博物馆》

杨 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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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养廉银”制度实际上设立在

雍正、乾隆两朝，分为外官和京官两个

阶段进行。清代外官“养廉银”发放在

雍正朝财政改革后，已为学者所论证明

晰。清代京官“养廉银”问题则是在乾

隆朝解决的，学界关注较少。

雍正即位之初，各地官吏征收钱粮

火耗日渐 增 加 ，按 惯 例 地 方 官 向 户 部

交纳钱粮，每一千两税银，加送余平银

二十五两，饭银七两。雍正帝进行财

政 改 革 实 行 耗 羡 归 公 。 通 过 耗 羡 归

公，清政府将原分散在各地方的耗羡

收入的所有权、支配权收归国有。同

时将其中的一部分拨出通过“养廉银”

的方式补贴外官的私人生活或一些公

务开支。此次财政改革对各级官吏来

讲是变暗收为明补，革除了地方私征

滥派的弊端。耗羡归公与养廉银的发

放 既 是 清 代 雍 正 财 政 改 革 的 重 要 内

容，也是清王朝加强中央集权在财政

上的一个表现。

外官经过雍正朝养廉银制度的实

施解决了后顾之忧，京官的养廉问题也

逐渐被提出。雍正六年（1728）开始给礼

部以外的五部尚书、侍郎多发一份俸

禄，称“恩俸”，但是标准远远低于外官

的“养廉银”。乾隆帝即位后，体恤京官

的艰辛，特意在户部余银中拨款养廉，

通常以饭银的名义从地方征收并发放，

如有剩余兼做办公之用。“朕临御以来，

洞知京员俸禄所入，未足供其日用，深

为厪念。以量入为出，国有常经，必须

筹划周详，始可施行久远。今查得户部

有平余银两，系各省与正供随解之项，

每年约有十六七万金不等。此项银两，

在内在外，原存贮以备公事之用者，若

即以分给部院办事之人，作为养廉，于

情理亦为允协。着总理事务王大臣等，

查明部院各衙门事务之繁简、官员之多

寡。其原有饭银，已足敷用者，无庸赏

给。其不敷者，酌量加添。其向来并无

饭银者，酌量给与。至翰詹京堂等衙

门，虽事务不繁，而淡薄较部院更甚，均

当令其一体沾恩，可按数分派。”

当然京官因所在部门不同，饭银的

收入会有很大的区别。乾隆七年（1742）

故刑部尚书刘吴龙遗疏内称：“在京部

院衙门，皆有饭银，而户部银库养廉，尤

为丰厚。惟内阁、吏部、礼部等衙门，未

获一体邀恩。”

乾隆帝解决京官的“养廉银”问题

最后的落实情况如何？京官“养廉银”

的发放标准、时间、数额等如何？清代

乾隆朝户部尚书王际华自撰的《王文庄

日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视角和

资料。

王际华，字秋瑞，号白斋，别号梦舫

居士，浙江钱塘人。生于康熙五十六年

（1717）七月二十五日，卒于乾隆四十一

年（1776）三月十六日。他是乾隆十年

（1745）一甲第三名进士，随授编修，三年

后升侍读学士。乾隆十四年（1749），奉

命入值南书房。后充湖北考官，擢内阁

学士、礼部侍郎，辗转任职，乾隆三十四

年（1769）升 礼 部 尙 书 ，乾 隆 三 十 八 年

（1773）充《四库全书》正总裁，后迁户部

尙书。乾隆四十一年（1776）三月卒，赠

太子太保，祀贤良祠，谥文庄。

《王文庄日记》为王际华乾隆三十

五年（时为礼部尚书，乾隆三十四年十

一月，王际华以户部左侍郎擢为礼部尚

书）。和乾隆三十九年（时为户部尚书，

乾隆三十八年八月，调礼部尚书王际华

为户部尚书）。所记日记，国家图书馆

藏有手稿本，影印版收录于《历代日记

丛抄》。该日记逐日记录，通常依次记

录，包括时间、天气、工作、交际等情况

和重要家庭事务。当然，其中还记录有

每日生活的经济状况，包括收入、支出

的情况。关于经济方面的记录，在乾隆

三十五年日记中记录较少，在乾隆三十

九年日记中较多。王际华身为户部尚

书，亲笔记录收支情况的经济资料非常

难得。

清代官员的俸禄，清初承袭明制实

行低俸制度。京官正从一品俸银 180

两，禄米 90 石，依照品级而递减。王际

华 当 时 除 俸 禄 之 外 的 主 要 收 入 是 饭

银。饭银，是清代京官俸禄之外的补

贴 ，各 部 之 间 并 不 一 致 ，名 目 也 有 区

别。王际华日记中出现了各种“饭银”

的记载，如“正月廿八，收铜批银二百三

十二两。”“二月十二，收正月开印后八

日捐纳库平银三十六两一钱一分零。”

以上各种“饭银”，名目多样。铜批

银，也称为铜批饭银，是“饭银”的一种，

时间较为固 定 ，基 本 每 两 个 月 记 录 一

次 ，全 年 共 6 次 ，每 次 二 百 余 两 ，总 计

约一千三百两。其余的饭银总计约七

千六百两，其中以头卯、二卯等饭银为

最多。头卯、二卯、三卯等饭银，从其

字面意义上理解，似乎就是因当差而

发放的津贴。各类饭银总数约近九千

两，这些“饭银”即是以不同名目发放

的“养廉银”。王际华收到的各种补贴

收入数额远远高于自身品级所应得的

俸禄。除饭银外，京官还会有一些地

方官员孝敬以及其他的灰色收入。应

该说，王际华身为户部尚书要职，所得

待遇比其他京官更加丰厚、优渥。

《王文庄日记》中所记录的经济资

料比较真实可信，尤其是日记私密性使

其中记录的数据很真实、鲜活和具体，

同时弥补了正史中有关京官“养廉银”

资料的匮乏，并且可以让我们在一位户

部尚书整年家庭经济情况的背景下考

察“养廉银”的数额和作用。王际华每

年饭银大约在万两左右，这与经过规范

过的外官“养廉银”大体相当，足以让其

过上安逸体面的生活。“养廉银”是其家

庭基本生活消费之外进行社会应酬和

经济往来的强大经济后盾，这与雍正帝

进行财政改革设立“养廉银”是为了防

止官员腐败，补贴官员的俸禄不足的初

衷是契合的。

《王 文 庄 日 记》对 清 代 京 官“养 廉

银”进行了印证，京官“养廉银”从乾隆

元年的“酌量加添”“酌量给予”到后来

逐步形成惯例。从这些真实的、具体的

记录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清代统治者雍

正帝和乾隆帝在财政改革和政治治理

方面的轨迹。

《元西域人华化考》

本书是我国史学泰斗陈垣先生前期的代表著作，它从文学、儒

学、美术、礼俗等各个方面考察了元代进入中原的西域人逐渐为中

原文化所同化的情况，显示出当时中原文化的先进性和生命力。全

书资料丰富、考证精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一代经典。书前收入

陈垣之孙陈智超教授撰写的“导读”，说明了该书的写作背景、主要

内容、国际影响、版本流变等情况。

（陈垣 著 中华书局2016年9月出版）

《中国历史研究手册》

本书作者魏根深是英国著名汉学家、外交家。作者曾凭本书获

得国际汉学界久负盛名的儒莲奖。本书编写初衷是为西方学界提

供有关中国研究各个领域的概况与资料，历经 40多年的扩充和完

善，最终形成了这部篇幅达 290余万字的百科全书式著作。本书收

录 1万余种中外文资料，其中大量外文资料，从目录学角度看，为中

国学界提供了极大便利，中西比较的视野也给予国人很多启发。

（【英】魏根深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

《城：我与北京的八十年》

今年88岁的孔庆普先生，1950年分配到北京市建设局工作，参加

了北京城墙、城楼的拆除工作，见证了老北京城的消逝。在这本回忆

录中，他一方面讲述自己的生平故事，另一方面记录北京城古建筑拆

毁、修缮与维护的往事，其中关于那些城墙、城门、古桥、牌楼、门楼的

技术资料，以及反映那些古建筑风貌的老照片，都弥足珍贵。

（孔庆普 著 东方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

《林纾家书》

林纾（1852—1924），近代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本书分为两部

分：其一为林纾训子家书，共104通，信中林纾向子辈传授处世之道，

可见传统教育的理念和方法，也透露出社会新变于传统家庭的冲

击；其二为经林纾批阅的四子林琮的作文 13篇，展示了林纾教读古

文的方法及评判标准，可感其力延古文之一线的殷殷期许。书中所

收书信、作文多为首次整理，北京大学教授夏晓虹参与编辑校注，并

称其为“所编书中费力最多的一册”。

（林纾 著 夏晓虹 包立民 编注 商务印书馆2016年5月出版）

《烟河》

这是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希计划的三部曲小说中的第二部，

所写的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鸦片战争，不过是从印度的视角——因

为鸦片贸易，恒河岸边茂盛繁密的罂粟花田和广东人头攒动的后街

小巷似乎紧紧相连。上一部《罂粟海》中的故事主要发生在印度，

《烟河》中，小说人物则陆续来到鸦片战争爆发前的广东，继续演出

他们的爱恨情仇。除曲折的故事之外，书中还有学者型作家高希对

殖民主义历史的深刻反思。

（【印度】阿米塔夫·高希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

《往来于故土之间》

托马斯·林奇是获美国图书奖的《殡葬人手记》一书的作者，他

透过殡葬业来讲述一座美国小镇的生死更迭与世事变迁，也折射出

现代人的迷惘与缺失。这一切都来源于他 20多岁接手家族在密歇

根州小镇米尔福德的殡仪馆，开始的殡仪员生涯。此外，他还任教

于韦恩州立大学殡葬系，著有诸多诗作和散文，并于上世纪 70年代

初起，与生活在爱尔兰的族人取得联系，30多年间他数十次横跨大

西洋，往返于爱尔兰和美国两地，沿着自己家族的迁徙轨迹，回溯它

的历史与故事，思考族裔归属与身份认同等问题，写就了这部半似

回忆录、半似文化研究的《往来于故土之间》。

（【美】托马斯·林奇 著 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9月出版）

本报讯 近 日 ，《亚 洲 周 刊》

十 大 小 说 奖 得 主 、香 港 作 家 葛 亮

历时 7 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北鸢》

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青年作家

蒋 方 舟 、著 名 学 者 止 庵 及 编 剧 史

航 就 小 说 中 的“ 民 国 书 写 ”展 开

讨论。

该书是葛亮书写近代历史、家

国兴衰的“南北书”之“北篇”。小

说起笔于民国商贾世家子弟卢 文

笙的成长，收束于上世纪中叶，将

波诡云谲的民国动荡史寄予两个

家族的命运沉浮。葛亮以家族故

事 为 引 ，描 写 了 军 阀 、名 人 、知 识

分子、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令读者

感受到了动荡时代下人们情感的

分量。

评论界认为，该小说勾勒了政

客、军阀、文人等上百位民国人物，

内容涉猎政经地理、城郭样貌、书

画烹调、服饰曲艺，不啻为一幅“民

国清明上河图”。 （陆云红）

本报讯 （记者张妮）近日，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和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在京联合举办了“记住乡

愁——让地方志延续北京历史文脉”新闻发布会。

会上，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陈玲介绍了

地方志的定义、起源及发展历程，以北京 30 余年丰富的修志

成果，重点阐述了地方志“存史、育人、资政”三大功能。她表

示，到 2020 年，北京全市地方志系统将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

规划任务，实现市、区两级综合年鉴全覆盖。

据介绍，地方志主要包括地方志书和地方综合年鉴两

大类。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谭烈飞介

绍，从 2004 年开始，市地方志办首次对北京传承至今的 100

余种从元代到民国年间的旧地方志进行系统、完整、大规模

地整理出版。目前，《北京旧志汇刊》已整理出版了《通州志

略》、《（民国）密云县志》、《延庆卫志略》及《（永乐）顺天府

志》、《（万历）顺天府志》、《（康熙）顺天府志》等 15 种。近年

出版的《北京胡同志》、《北京四合院志》记录了北京四合院

的形制面貌、历史变迁以及文物遗存。目前正在整理的《通

粮厅志》概括了通州命名的来源，《北京地名标准词典》计划

在 2020 年出版。

截至 2015年底，北京市累计编纂出版各类年鉴 300余种，

其中有市区两级综合年鉴 17种。预计到 2020年，实现两级地

方综合年鉴一年一鉴、公开出版的目标。

地方志延续
北京历史文脉

亚马逊中国启动
“书路计划”公益项目
本报讯 （记者胡芳）亚马逊 中 国 日 前 在 京 宣 布 ，

Kindle 再 度 携 手 中 国 扶 贫 基 金 会 ，共 同 启 动 2016 年 度

Kindle“书路计划”公益项目，旨在改善欠发达地区农村

小学的阅读现状，并激发边远农村青少年的阅读和写作

热情。

2016 年，Kindle“书路计划”正式成为各行各业广泛参

与的创新公益平台。除了亚马逊继续独立捐建的 Kindle电

子图书馆之外，华勤、读客、磨铁、优酷、爱奇艺等 8 家来自

不同行业的合作伙伴正式加入该计划，与亚马逊一起为四

川省、云南省的 22 所农村小学捐建 Kindle 电子图书馆，惠

及近 9000 名农村小学生。每一所 Kindle 电子图书馆将配

备 50 台 Kindle Paperwhite 电子书阅读器以及由出版社合

作伙伴捐赠的 500余本适合儿童阅读的电子书。

Kindle“书路计划”是由亚马逊中国与中国扶贫基金会

于 2015 年共同发起的创新公益项目，旨在改善欠发达地区

农村小学的阅读现状，并激发青少年的阅读和写作热情。

2015 年，亚马逊独立捐建了 10 所 Kindle 电子图书馆，惠及

云南、贵州、河南、河北以及甘肃五省的近 5000 名农村小学

生；同时，Kindle 还从受捐赠学校的同学中征集并甄选出

600 篇文章集结成册，出版作文选集《书路童行》，在 Kindle

电子书店进行义卖。所有善款都用于 Kindle电子图书馆的

建设和维护。

葛亮长篇小说
《北鸢》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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