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史研究评介〕

一项填补空白的清史研究

一 《清代军费研 究 》评介

陈桦

陈锋同志的新著 《清代军费研究 》
,

最近作为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之一种
,

由武汉大

学出版社出版
。

全书八章
,

约三十一万字
,

研究了有清一代
,

重点是鸦片战争前八旗兵
、

绿

营兵的兵响制
,

以及军费状况
。

战争是阶级社会中政治斗争 的一种特殊形式和手段
,

而维持战争过程本身所必需的物质

经济条件
,

则直接关系着作战双方军事的成玫
,

以及它们各自代表的政治集团的 兴 衰
,

由

此在一定程度上
,

也影响着整个社会发展的走向
。

故尔
,

军费间题是历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

同样也是清史研究的重要领域
。

有清一代战争频繁
,

清王朝本身就是在隆隆的炮声中诞生的
。

催毁南明诸政权
,

剿杀李

自成
、

张献忠等农民义军
,

以至削平三藩
、

统一台湾
,

清初近三十年
,

战火遍及全国各地

无疑
,

这些战争的胜败
,

决定着新生封建政权的命运
。

同样明显
,

清政府用在战争 七的人力

物力
,

其数 目相当惊人
。

间题在于
,

当时的社会早 已千疮百孔
。

由于明末政府的腐朽统治
,

以及明清之际长年战争 的破坏
,

人 口逃亡
,

土地荒芜
,

灾荒遍野
。

当成千上万的人们连 自身

生存都难以维持的时候
,

要筹措巨额的战争费用
,

其难度并不亚于以弱敌强的两军对垒
,

而

其重要至少与战争本身相等同
。

进入
“

康乾盛世
” ,

各类战争仍然没有停止
。

一直为乾隆皇帝及其身后的厉朝封建统治

者们津津乐道 的
“

十全武功
” ,

虽然 由于当时国力的强盛
,

不必象清初那样艰难 地 筹 措 经

费
,

而且将清朝的军事发展推向了顶峰
,

但是现代的研究者们认为
,

全部战争消耗掉巨大的

社会财富
,

这不能不成为导致
“

盛世
”

结束
,

以致清王朝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

在嘉庆
,

道光时期
,

波及川
、

楚
、

陕等五省
,

持续近十年时间的白莲教起义
,

各地此伏

彼起
,

连绵不断的各族人民起义
,

迫得清朝军队东奔西跑
,

使政府 已经相当拮据的财政经济

更加捉襟见肘 统治者们为维持王朝的生存
,

不得不硬着头皮拆东墙补西墙
。

战争伴随着清王朝走过了二百六十七年的历史
,

而与战争相关联 的巨额军费的筹措
,

在

不同的历史时期
,

也给与社会 的政 治
、

经济
、

军事
,

以及政府的政策以不同的影响
,

并产上

相应的社会后果
。

然而
,

军费这徉重要的研究课题
,

在清史研究蓬勃发展的今天
,

几乎可 以认 为 仍 是 一

个空白
。

尽管许多专家学者在各 自的研究中涉及这一领域
,

但专门的文论屈指可 数 不 能

不说是一大缺憾
。

《清代军费研究 》填补了空白
。

作者从一九八一年到一九九一年用了十年时

间
,

广泛搜求史料
,

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

以其坚忍不拔
,

勤奋刻苦的治学精神
,

完成了全书
。

《清代军费研究 》一书
,

首先从军费与军政的关系方面探讨了清代军费间题
。

作者详细

分析了 旗和绿营—
清朝两大军事支柱的兵制与炯制

,

指出虽然在兵额方面
,

八旗兵只有

不工工



二十个万 绿营有六
一

卜余厅
,

差额 号殊
,

但清廷视 人旗为国家根本
,

绿营为偏左之师
。

前者

驻札京师及
一

并地要津
,

而后者仅充 当环卫的角色
。

在军事攻守体系中
,

八旗 占据 着 主 导 地

位
。

与此相一致
,

八旗与绿营也有不同的响制
,

不同的经济待遇
。

无论是常规晌制还是战时

晌制
,

八旗都优
二

绿营
,

体现着清朝 绝治者压抑绿营
,

恩养八旗的政策主旨
。

然而在思养政策之下
,

八旗竟相奢糜
,

不尚习武
,

生计问题也 日趋困窘
。

事与愿违
,

事

物的发展走向了它的反面
。

八旗与绿营在政治
、

经济上待遇的差别
,

导致了两者间的不协调
,

直接影响军事力量的

发挥
。

军费与财政
,

这是全书的第二个着眼点
,

意在剖析军费问题所及与清政府财政的影响
。

清代军费根据其基本用途可分为常额军费与战时军费两大类
。

平常时期的常额军费除包

括了各直省
“

兵恫马乾
”

的开销之外
,

还有制造兵器
、

火药之费
,

军费工程与修 造 营房 之

费
,

骡站工食转输之费
,

武职养廉与红白事例之费
。

据作者考证
,

以
“

兵晌马乾
”

为主的常

额军费支出
,

约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百分之七十
。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 数 目
,

始 终 是 清 政

府的巨大负担
,

可 以说
,

也是中央财政所能承受的极限
。

由此不难理解
,

清代军队为什么实

行定额制
,

而且其数量的增减
,

一直围绕着八旗二十万
,

绿 营六十万上下波动

战时军费
,

顾名思义
,

即是发生战争 时的军费
,

显然它要比平常时期有更多的支出
。

据

作者估算
,

鸦片战争 前
,

战时军费的支出
,

总数约在七亿两 以上
,

平均每年支出四百万两

如果 按用兵时间计算
,

一些重要的战争
,

每年耗银都在一千万两左右

巨额的战时军费
,

给清政府财政造成极大影响
。

作者认为
,

这种影响体 现在四个方面 第

一
、

战时军费的支出往往 导致财政的入不敷出
。

第二
、

国家财政由
“

量入为出
”

转变为
“

量出

制入
” 。

第三
,

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在新的形势下
,

再度加以调整
。

第四
,

战时军费供应
、

支出
、

奏销头绪 的纷繁
,

造成了财政制度上的诸多弊端
。

军费与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
,

是作者的另外一个视角
。

作者认为
,

封建国家的军队是为

封建政治服务
,

为养活军队而开支的军费
,

也就具有了维护封建统治集团利益的特点
。

但是封

建王朝的军队除主要用于镇压农民起义之外
,

又具有安定社会
,

巩固边防
,

防止外来侵略 的功

用
。

从这个基点上说
,

为维持国家机器而开支的常额 军费又必不可少
,

并且有相应 的积极意义

不过作者也看到
,

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百分之七十的常额军费支出不仅给政府财政造成巨

大压力
,

归根结底
,

也给整个社会
,

全体人 民带来极大的负担
,

并直接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

展
。

特别是战时军费头绪纷繁的筹措
,

导致官吏乘机营私舞弊
,

任意需索
,

虚报滥支
,

造成经

济秩序的混乱
,

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

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成破坏
。

而那些由军费支撑的非

正义战争所及与社会生产能力的直接
、

巨大的破坏
,

则是有 目共睹的
。

因此
,

军费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
,

正如同军费与整个社会 的联系一样
,

是多方面和多层

次的
。

清代军费研究 》一书正是从上述三个方面
,

具体地研究了清代 的兵制与恫制
,

律晌管

理与军费奏销
,

常额军费及其在财政中的地位
,

战时军费支出
,

战时军费筹措
,

以及战争
、

军费与社会经济等问题
,

为人们勾画出清代军费的来源
、

管理
、

使用
、

及其社会 影 响 的 全

过程
。

资料翔实丰富是该书的一个突出特点
。

作者搜集和使用了大量历史档案和官 书 材 料
,



这在以往的这方面研究中是仅见 的
。

不仅如此
,

作者还对所掌握的史料进行了认真的爬梳整

理和去伪存真的工作
,

考订史实
,

搞清了许 多一直模糊不清的问题
。

《清代军费研究》一书

共列出各种表格七 十八幅
,

仅此一点
,

就足以说明作者在资料 的搜集与整理方面所做出的艰

苦努力
。

然而也正因于此
,

才使得整部著作显得充实
,

富于创新
。

读了全书之后
,

仍有不满足之感
。

《清代军费研究 》只是重点地 向人们展示了清前期的

军费状况
,

鸦片战争后很少涉及
。

不过也正如作者在
“

引言
”

中所讲 鸦片战争后不仅社会

性质发生变化
,

兵制
、

军费及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等方面也发生了变化
,

并且出现了新兴的

军事企业
,

巨额的战争赔款
,

由此带来了新问题
,

对于研究者来讲
,

就相应地需要新的体例

和研究视角
。

尽管如此
,

我们仍希望作者在这方面继续用力
,

在不久的将来
,

完成关于晚清

军费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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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生机

但是
,

无论是国家机器
,

还是文书制度
,

都是作为统治者的工具而产生的
。

所以
,

它们

也必然随着统治阶级的兴衰而不断地发展
、

变化
。

到清代晚期
,

一个织造衙门的驻京人员
,

既能经常深入内廷
,

走动于军机处
,

又能事先索得朱批内容
,

探询到一切密务
,

其清廷政治

之腐败 已可概见 而官员为办妥一事
,

上下内外交通
、

请托关说
,

已习以为常 象丝价报销

之事
,

其
“

答情费
”

之巨
,

亦可见吏治败坏 已极 官员利用奏折
,

筹划布置
,

精 心 润 色折

稿
,

巧设时机呈递
,

以影响皇帝
,

最后利用皇帝的批示要挟有司
,

使奏折的承办
,

完全置于

官员的计谋控制之下
。

加之
,

晚清奏折在撰拟
、

进呈中的诸多弊端
,

亦可见奏折制度随着行

政的腐败而不堪一提
。

笔者反复赘述
,

通过奏折制度的衰落
,

以反窥晚清政治之一斑

爆指江宁织造衙门驻京办事人员来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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