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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研究》2011 年第 4 期刊登的乌云

毕力格、宋瞳的文章 《关于清代内扎萨克蒙

古盟的雏形———以理藩院满文题本为中 心》
一文的 第瑏瑤注 释 中，涉 及 了 笔 者 所 点 校 的

《乾隆朝内府抄本 〈理藩院则例〉》一书。该

注释中说: “关于该书，点校者误将其作为乾

隆朝内府抄本 《理藩院则例》。据达力扎布

《关于乾隆朝内府抄本 〈理藩院则例〉》 ( 载

《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四辑，中央民族大学

出版社，2011 年 1 月) 一文考证，该史料所

用版本，应为嘉庆朝编纂之 《大清会典》中

关于 理 藩 院 之 资 料，并 非 理 藩 院 自 身 所 纂

《理藩院则例》。”① 乌云毕力格等在这里搞错

了，乾隆朝内府抄本 《理藩院则例》怎么可

能是 “嘉庆朝编纂之 《大清会典》中关于理

藩院之资料”呢? 看来，有必要对乾隆朝内

府抄本《理藩院则例》及相关问题做些说明。
第一，有没有乾隆朝内府抄本 《理藩院则

例》一书? 答案是肯定的。这可以从以下几

个方面看出: 1、早在上世纪前半叶，邓衍林

先生编辑的《中国边疆图籍录》 ( 商务印书馆

版本，又见沈云龙主编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续编》第 105 册第 5 页) 中，就有此书的记

述: 《理藩院则例》，清理藩院编，清乾隆间

抄本。存宾客清吏司、柔远清吏右司、柔远清

吏左司、理刑清吏司、录勋清吏司、银库。2、
笔者根据邓衍林先生的提示，在上世纪 80 年

代初，在北京图书馆 ( 今国家图书馆) 善本

特藏部的目录卡片中，找到了这部书。该目录

卡片中写道: 理藩院则例，乾隆内府抄本，8
册。考虑到研究工作的需要，我把这部书全文

抄录了下来。1987 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

心的吕一燃、马大正先生知道了此事，建议我

编一部理藩院的资料书，他们负责联系出版。
我请示了当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负责人杨讷先

生，问可不可以出这部书? 杨讷先生认为可

以。这就是 1988 年出版的 《清代理藩院资料

辑录》一书的由来。乾隆朝内府抄本 《理藩

院则例》就收在该书中。此外，在 1989 年中

华书局出版的拙著《清代蒙古政教制度》中，

也附有乾隆朝内府抄本 《理藩院则例》的书

影。3、若干年之后，达力扎布先生在国家图

书馆善本部也看到了这部书，并对该书的封面

和规格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 此书为线装，

黄绫封面有云龙纹，题签也是绫子。书内有红

格，单鱼尾纹为红色，花口，版心有 “理藩

院则例”书名。版框高 23. 2 厘米，宽 17 厘

米。卷首题签: 理藩院则例。钤有红色京师图

书馆藏书之印。从此书的装帧来看，应为乾隆

二十一年上呈的黄册。② 4、2010 年 5 月，全

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出版了 《理

藩院公牍则例三种》，其中就有乾隆朝内府抄

本《理藩院则例》。该书的前言中说: 《理藩

院则例》，清乾隆内府抄本，共存八卷。宾客

清吏司一卷，柔远清吏右司一卷，柔远清吏左

司二卷，理刑清吏司一卷，录勋清吏司二卷，

银库一卷。综上所述可知，确有乾隆朝内府抄

本《理藩院则例》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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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是

一种什么性质的书? 关于这个问题，在上世纪

90 年代学界多有讨论，最后基本上已达成共

识，这就是: 乾隆朝内府抄本 《理藩院则例》
是乾隆朝会典馆编纂的 《大清会典则例》中

理藩院部分的则例，是给皇帝看的呈进本，未

刊本，而不是理藩院编纂的 《理藩院则例》。
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在又讨论起这个问题来

呢? 这与笔者 2006 年点校出版乾隆朝内府抄

本《理藩院则例》的前言有关。
2005 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相关方面负

责人要编一套和西藏有关的汉文资料书，以推

进藏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他们征求意见时，

我向他们推荐了乾隆朝内府抄本 《理藩院则

例》，并就一些问题做了说明。后来，经过国

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同意，该书列入出版计

划。当时，我正承担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托

的一个项目，时间很紧，任务也重。在这种情

况下，乾隆朝内府抄本 《理藩院则例》的前

言，就用了 1988 年写成的旧稿，而没有重新

改写。这样一来，也就给人一种印象，怎么我

还坚持旧观点，甚至在 1995 年的观点上倒退

回去了呢? 我想，这也是达力扎布先生 《有

关乾隆朝内府抄本 〈理藩院则例〉》一文的由

来。因此，有关乾隆朝内府抄本 《理藩院则

例》讨论中的这种 “回流”现象，我应当负

责。
第三，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的

学术价值。2010 年 5 月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

复制中心影印出版的 《理藩院公牍则例三种》
前言中，关于乾隆朝内府抄本 《理藩院则例》
还有这样的说明: 清乾隆内府抄本 《理藩院

则例》在体例和内容方面都与以前的不同，

是理藩院在处理蒙古事务进程中，由有关人员

对顺治以来颁布的零散蒙古例和大臣所奏稿案

进行收集整理，分类编辑抄正，以备各司在处

理蒙 古 事 务 或 修 改 法 规 时 使 用。内 府 抄 本

《理藩院则例》是乾隆朝 《大清会典则例》、
《理藩院则例》编纂过程中的未刊本。这段话

的不足之处是，没有更进一步说明乾隆朝内府

抄本 《理藩院则例》和刊本乾隆朝 《大清会

典则例》理藩院部分的则例有什么不同。达

力扎布先生的 《有关乾隆朝内府抄本 〈理藩

院则例〉》一文，比较详细地分析了乾隆朝内

府抄本 《理藩院则例》和刊本乾隆朝 《大清

会典则例》理藩院部分的则例的差别，不足

之处是没有进一步指出乾隆朝内府抄本 《理

藩院则例》的学术价值。
达力扎布文章中指出，乾隆朝内府抄本

《理藩院则例》和刊本乾隆朝 《大清会典则

例》理藩院部分的则例，差别主要表现在六

个方面: ( 一) 理藩院机构发生了变化。( 二)

理藩 院 机 构 改 变 后 各 司 的 职 掌 有 所 调 整。
( 三) 删除了“准噶尔互市”条。 ( 四) 增入

了乾隆二十年以后直至二十七年的新内容。
( 五) 增 补 了 乾 隆 二 十 年 以 前 的 个 别 内 容。
( 六) 增删修改了个别内容和词句。既然如

此，乾隆朝内府抄本 《理藩院则例》的学术

价值是明显的。它使人们进一步认识了理藩院

机构在演变过程中的具体变革情况，进而也深

化了人们对清朝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发展过程

的认识。
最后 还 需 要 说 明 的 是，达 力 扎 布 先 生

《有关乾隆朝内府抄本 〈理藩院则例〉》一文

的附录，指出了 2006 年出版的乾隆朝内府抄

本《理藩院则例》一书中的脱漏等错误，很

好。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利用该书。

① 达力扎布文章的题目是 《有 关 乾 隆 朝 内 府 抄 本

〈理藩院则例〉》，而不是《关于乾隆朝内府抄本〈理

藩院则例〉》。顺便指出，乌云毕力格等文的注释①
中，把笔者发表在 1994 年第 3 期 《中国社会科学》

上的文章《清朝治理蒙藏地区的几个问题》，写成了

《清朝治理蒙藏地区的几个政策》，也是不妥当的。
② 见前引达力扎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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