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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清代的京官是指在京城供职的官员! 虽然身居京城!

为天子近臣!但是京官的实际生活并没有外表看起来那么
光鲜" 与地方官相比!京官的日子过得不是太好!那么!京

官的收入到底有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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俸银的规定及花销
清代京官的俸禄，初期沿袭明朝惯例，

从顺治四年到康熙八年，清朝统治者对官员
的俸禄进行了几次大的调整后遂成定制。清
《户部则例》卷七记载，清朝京官的俸禄，满、
汉都一律按品级发放俸银与禄米，具体数额
为：正、从一品官!"#两，正、从二品官!$$两，
正、从三品官!%#两，正、从四品官!#$两，正、
从五品官"#两，正、从六品官&#两，正、从七品
官'$两，正、从八品官'#两，正、从九品官%!($

两；此外，还发给与银两同数额的以斛计数的
俸米。

对于平常百姓来说，这些俸禄自然不
少，但是对于花销巨大的京官来讲，这算是
低水平的工资了。京官的花销主要包括日常
生活、人情来往、犒赏仆从等，其中日常生
活花费并不多，最大的一笔支出就是官场中
的人情来往了。一年的“三节两寿”（元旦、端
午、中秋三节和老师、师母的生日）等加起
来，没有个百八十两银子绝对下不来)还有长
官、上司、同乡、同僚的礼数更不能缺，这
方面的开销也不小)此外，给官员服务的仆
役、轿夫、门房的门包、门茶，一样也不能
少)就连本衙门的众多茶房、皂隶、仆役等，
也要按节犒赏。除此之外，吉庆吊丧、吃请
宴饮也是京官生活中的重要部分，这也是一
项为数不少的开销。

清康熙八年，监察御史赵璟上书提出，
这样低的薪俸，官员连维持生活都难，为了
生存，肯定就会想方设法搜刮下属、贪赃枉
法。因此，赵璟建议增加薪俸，但是没有被
采纳。雍正元年，京官的薪俸有所增加，下
旨给六部堂官“恩俸”，数额与正俸相当，但涉
及范围不大。乾隆即位后，才又一次给京官
加薪。朝廷下诏，京官不论品级高低，一律
按照原俸加倍发放，俸米也按照原数加倍发
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官员都可以搭

上加薪的顺风车，凡院部衙门中的额外官员
和候补官员都不能领取双俸。此外，由捐纳
出身、分发到各院部的小京官，在%年学习
期满之前，一律不给俸禄，其中只有被分发
到户部的人才可以领“养廉银”。到了晚清
时期，因为财政紧张，又减少了官员俸禄的
发放。

地方官员收入一览
那么，地方官的收入又是多少呢？自雍

正二年实行耗羡归公后，地方官在正俸之外
加发养廉银。养廉银的数量很多，一般是正
俸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而且是官级越高，
养廉银越高。例如，地方总督的养廉银，
最少的是四川总督为!(%万两，大多数总督
的养廉银为!("万两，最多的是云贵、陕甘
总督为*万两。巡抚的养廉银为!万!!($万
两，布政使为$###!+###两 （多数为"###

两），按察使多数在&###两以上，道员为
%###!&###两，知府为!###!'###两，知县为
&##!!$##两)其他如管河道员为*###!'###两)

盐务系统收入最丰，盐运使为*###!$###两，
盐法道为*###!'*##两，运同、运判都在
*###两以上。

两相对比，高下立判。京官的正常收入
是根本无法和地方官相比的。一个七品县令
的收入多数在!###两以上，同样的七品京官
收入却不足!##两)高级官员的差别更大，督
抚有!($万!*万两的进项，是同级京官的四
五十倍，这就是京官为什么都愿意外放的原

因。以翰林为例，如果%年得到一次担任地
方考试官的差事，所得“陋规”能用!#年；
如果外放学政，节俭的官员能够终身用之不
尽。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外放做官，各
部部曹的机会就更少了。

京官的外快
既然相对来说俸禄较低，为了维持必要的

排场和生活，京官就不得不想办法赚点外快。
印结银就是一种来钱的办法。所谓印结

银就是通过给同乡签署担保书获得收入的办
法，类似“保证金”。印结银究竟源于何时，
确切的时间已无法考证，但最晚在清嘉庆时
期就已经出现。咸丰、同治以后，由于捐纳
盛行，官员的出身比较杂，入京引见的人中
也不乏假冒的，吏部不知底细，就要求必须
有同乡京官写一个担保，方可掣签分派到各
省补用。当然，做担保就意味着承担责任，
捐官的人自然就会送一笔钱给京官作为酬
谢。后来捐官的人越来越多，久而久之，这
笔钱由各省收取，各设印结局，派专员管
理，统一分发。对于收入不高、难以外放的
部曹来说，印结银是一项重要收入。

然而，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捐官的数
额有很大差别，因此不同省区的官员印结银
的收入也相去甚远。寻常省份每年可以得到
二三百两)广东、浙江两省富饶，来自这两地
的京官每年收入甚至超过!###两。因而，来
自南方各省的京官生活相对要奢侈一些。

除了印结银和俸禄之外，京官的收入还

有外官馈赠的别敬、炭敬、冰敬等，这些都
是外官逢年过节以取暖费、消暑费、过年费
等名目来变相贿赂京官的。外官的高收入则
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浮征、加派等非法手段
聚敛而来，还有一大部分是介于合法和非法
之间的灰色收入———陋规。外官为了防止被
告发、尽快调动升迁，就必须要在京官中找
知己、结党羽、依靠山、花钱消灾，他们给
京官的馈赠自然也就成了常事。此外，凡是
京官外放或者外官归京，都要对京官进行馈
赠，这也是必不可少的规矩。京官每每得知
外官入京的消息，就会奔走相告，一起前去
拜谒祝贺，趋之若鹜。

但是，这些并不能够完全满足京官的庞
大支出。京官的人情礼数太多，外官的馈赠
和印结银又都是有限的，许多出身贫寒的京
官在无奈之下，只好进行借贷，大多数京官
都有过长期的借贷史。这样的事情令人惊
讶，但的确是事实。清政府禁止放官债，但
在巨大的需求下，官债市场还是异常火爆。
京官的高消费促使他们绞尽脑汁贪赃敛财，
再加之政府检查不力，这也成为当时吏治腐
败、贪渎横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摘自 $百科知识% !"#$年!月上

清代京官俸禄知多少 " 刘玉琪

共和国记忆
李 菁

! ! ! ! ! ! ! ! ! ! !!"走完了一生

!+'$年 "月 !+日清晨，刚开完中国共
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正准备回太行山的刘
伯承接到延安保育院来的电话，说大女儿华
北出事了。刘伯承夫妇急匆匆地赶到保育院
窑洞才知道，头一天晚上，有两个不明身份的
人闯进华北住的窑洞，将华北勒死在床上。不
仅如此，凶手还残忍地剖开了孩子的肚子。

看到女儿惨状的刘伯承忍不住地颤抖，
头上也渗出大颗汗珠，但他还是强忍悲痛，劝
慰已经痛不欲生的妻子。简单地安葬了华北
后，刘伯承又奔赴下一个战场。当时大家普遍
推测是国民党派特务下的手，目的是扰乱刘
伯承的军心———因为刘伯承马上要指挥与国
民党的上党战役。遗憾的是，小华北遇害一
案，却一直未能破案。而从某种角度说，生命
仅停留在四岁的小华北，也是为一个新政权
而失去生命的。女儿的死，是刘伯承与汪荣华
心底永远不能愈合的一道伤口。刘弥群说，父
亲晚年经常提起这段事，他会喃喃自语地说：
“华北，孩子可惜了……”“我从来没有见爸爸
哭过，但是他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那伤心的神
情，我永远不会忘掉……”回忆起来，刘蒙也
不禁陷入伤感。

!+&$年，刘伯承剩下的一只眼睛也失去
了光明，从此陷入了整整 *!年的黑暗。!+&+

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刘
伯承最后一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去参加大
会时他会忍着不喝水，因为不愿意麻烦陈毅
或是别人牵着他上厕所。有时他回来告诉儿
子，今天不小心又打碎了个杯子———过去，他
可以征服千军万马，而这一次，他却有了征服
不了自己身体的无奈。看不见东西后，他对孙
子辈表达感情的方式就变成了捏屁股，但有
一天，他对夫人说：“我以后不捏孩子们了，我
手重，怕捏坏了。”有时他似乎很想和孩子们
唠叨些过去的事，不过孩子们觉得，听父亲讲
故事的时间还有的是。!+,%年的一场变故，却
让孩子们永远失去了听父亲讲那些老故事的机

会。由于自主神经紊乱，刘伯承出
现腿部麻木、睡眠不好等症状，精
神科的医生让他服用了一种叫做
“奋乃静”的药物，刘伯承服药后却
出现拼命想走路、情绪烦躁甚至惊
恐等症状。刘解先说，她后来做了

很多调查，发现“这是药物造成锥体外系的损
伤”，遗憾的是，当时医生并没有意识到这是药
物的副作用，错误诊断，反而更大量地使用一种
未在中国临床使用过的进口美国药，“不但没抑
住病，反正使得整个肌肉不协调，最终连吞咽都
困难”。清醒时的父亲对药物产生的不适也倍感
痛苦，有一次他甚至大喊：“他们要杀害我！”
刘解先回忆，父亲住院时心肺功能都很

正常，“脑子也很清醒”。父亲住在 %#!医院，
在这里做医生的刘解先经常抽空陪父亲，刚
开始父亲还让她帮自己念报纸上的“要闻”，
“有时我一边念脑袋里还想着病人的事，溜号
了，父亲冷不丁地追问我报上提到的那个国
家领导人是不是叫某某，我赶紧找报纸看，可
见那时候他脑子还特别好使”。想起这一点，
刘解先仍觉得痛心不已。
周恩来听说刘伯承的病情后，还特地到

医院来看望他。“总理说：‘我来看你了！’他们
两人还谈起当年发动南昌起义的事———一个
是军代表，一个是参谋长，谈得特别高兴。”刘
解先回忆。可是，大量的药物作用下，刘伯承
的脑神经一点点被摧毁。提起这些往事，刘解
先带着委屈、痛苦，甚至愤怒。从那以后，曾经
鲜活的父亲渐渐遥远而模糊，曾经叱咤风云、
威名赫赫的“军神”也渐渐远离人们视野。
!+"&年，+'岁的刘伯承走完了一生。
晚年刘伯承对当年自己经历的那些金戈

铁马、气势恢宏的战争并不愿过多提及。孩子
们小时候一直好奇地问他淮海战役怎么打得
那么漂亮，他只是说：“你们知不知道每次问
我的这些问题，我想到的是什么啊？千百万的
年轻寡妇找我要丈夫，多少白发苍苍的老太
太找我要孩子，我心里很不安。”有一次孩子
们把他拽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想让他看坦克
被炸、士兵中弹而死的镜头都是怎么拍的，但
是刘伯承还是不愿看。平时在家里，如果看到
战争场面，他会立即换个频道或者干脆关掉
电视。他告诉子女，自己不过是走过这些战争
的幸运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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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十二!神秘的数字与克拉克娜有关"

琳娜李倒是很配合李茗沁在欧洲搜集文
物的工作，又根据张笺文提供的号码打了不
少电话，还做了记录与整理，其中企业的是多
少，私人号码是多少。她还告诉李茗沁，伦敦
的曹泰来有一批重要文物，她希望李茗沁直
接去找他，说没问题的，曹泰来是她创办的荷
兰华侨协会会员。李茗沁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要是能得到，可以给徐楣丽，皆大欢
喜。徐楣丽有兴趣，愿意去。李茗沁顺
水推舟道，那你辛苦一趟。

这天，李茗沁在房间里边抽烟边
踱步，觉得自己这般把徐楣丽支开，
有点儿绝情，因为克拉克娜已经决定
开一场小型的拍卖会，让李茗沁与太
平来争夺她祖上传下来的文物。按理
说，这么重要的场合，徐楣丽应该在
才对。要是徐楣丽去伦敦毫无收获，
而我在克拉克娜处得到了那批文物，
怎么办？

林老板特意来提醒他，第二天的
拍卖会会遇到麻烦，这件事传得很
快，好多人不希望中国人拿到这批文
物。消息果然传得快，刘唐也知道了，
打来电话询问。
琳娜李知道徐楣丽一个人去了伦敦，声音

顿然像小鸟一般扑哧扑哧飞翔开来，情不自禁
叹道，太好了。李茗沁问，好什么？琳娜李邀请
李茗沁给华侨协会作个演讲，讲讲中国文化。
李茗沁说，明天有一场很重要的活动，今天要
做些准备。琳娜李却说，你辛苦一些，让大伙儿
多了解了解中国文化，不是一桩好事？
李茗沁没有料到，他的讲座，引起了在座

所有人的热烈鼓掌。他说到，几百多前的中国
制造是高质量、高科技的代名词，那时代表最
先进科技文化的中国瓷器，传播世界一千年，
带动整个世界的瓷器生产。之所以能这样，是
因为那时的中国人兢兢业业，认真制作每一
件瓷器，有严格的质量控制。不仅是瓷器，还
有家具、漆器、丝绸、茶叶。我们现在要提高产
品质量，要向先进国家学习，更要向祖先学
习。讲座结束后，大伙聚在一起议论。一个老
华侨握住他的手，琳娜李介绍这老华侨很热
心，今天这个场地是他的私人会所，他经常免
费借给协会开会、举办讲座以及小型集会。老

华侨瘪着嘴，发着广东腔，说真没有想到中国
过去这么强大，以后要好好教育下一代。一个
老年妇女说，我听了很惭愧，几十年来，只知
道过自己的日子，不关心外面的世界，也不关
心国家，现在身边正带着一个小孙女，我要好
好向她灌输中国文化。不知谁说起了曹泰来，
大家又议论开来，说原来觉得这个人怪怪的，
现在看来，他与李先生一样，也在做中国文化

推广的事，组织过多场中国画展，开
过中国艺术史讲座。几十号人喝茶
聊天又花去了一个多小时。

协会没有讲课费，但可招待吃
饭，李茗沁说免了，琳娜李却一定要
请他，不管他同意与否就带他乘上
了车，说王子运河边的布兰科餐厅
很有名。来到这家餐厅，他才知别有
寓意，通常是情人约会之地。饭店开
在一座建筑物的地下室，显然要躲
避地面上的喧哗。内部装饰为巴洛
克风格，花卉、雕塑图案交叉组合，
墙面上还挂着油画、毯子，眼花缭
乱。桌子上放了一支蜡烛，令李茗沁
吃惊，那些烛台也是精心制作的，见
得出饭店老板注重细节。听说这家
饭店以营造亲密气氛而闻名，看来

此言不虚。上菜速度快，头盘、主菜和餐后甜
点，法国风味与荷兰风味交织，他俩喝了一点
红葡萄酒，都有点儿晕晕乎乎。
明天要参加重要的活动，今天真不该喝

酒。放松一下嘛，我还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什
么好消息？电话呀！就是你给我的五个数字，
后面再添两个，又依次打了一遍，这回换了花
样，推销产品、提供信息之类的，或者说，对不
起，我以为是伯伦的家，或者问，是不是古董
商蓬皮杜先生家，终于到最后，对方说，你打
错了，这儿没有蓬皮杜先生，只有克拉克娜小
姐，是古董商。
李茗沁迟疑片刻，几乎要跳起来，是真

的？你说说，怎么回事？琳娜李又说了一遍。李
茗沁感叹，我要找的就是克拉克娜！有这么巧
的事？不一会儿他就冷静下来，还得好好核
实。那个蓬皮杜先生呢？还是个谜。
他回到酒店，就担心起来，明天要跟太平

争夺那批珍藏，他人脉多，影响又大，无论从
哪方面比，我都没有胜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