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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素有崇尚文化的传统，不仅汉族如此，各少数民族亦莫不如此。
清代，满族入主中原，全面接受儒家文化和一整套政治制度，并增革损益，将自身诸多文化成分融人
中原文化，大大丰富了中华文化体系的内涵与外延。
满族以少数民族身份行使统治权，并以“满蒙一家”相标榜，将蒙古视为得力助手，昂扬进取，颇多
创获，其诸多做法不仅对当时产生过重大影响，且留在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诸多痕迹至今仍随处可见
，不胜枚举也。
    翰林院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项重要制度。
两宋至明清时期，其与科举制度建立了日益密切的联系，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由于该制度的创立与实行，形成了科举制度的最高人才层次——翰林群体。
对于翰林院制度，及门邸永君同学曾进行过全面研究，并有专著《清代翰林院制度》行世，对制度的
来龙去脉和作用影响等问题叙述甚详，堪称佳作。
而对翰林群体的全面系统的研究，至今仍无人问津。
尤其是对翰林群体中少数民族民族成员的研究，就更显薄弱，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邸君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后，主要从事满族史研究。
近年来渐入佳境，成果颇丰。
他在对满族等少数民族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清代由于其特殊的历史
原因，在翰林群体中有相当数量的满蒙和八旗汉军籍成员，共计达6 00人之多，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
最为庞大的少数民族高级文官集团和上层知识分子群体。
在有清一代长达近300年的时间里，他们活跃于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学术和艺术等各个领
域，对清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本群体出现和发展的过程中，满蒙两大民族
形成了敦儒重教的浓厚风气，满蒙翰林世家和科举世家也随之应运而生，对于这两个在清代政治军事
等诸多领域居于主导地位的民族而言，满蒙翰林群体对各自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和满蒙汉不同民族文
化的融合，均起到过重要的促进作用。
由于文化的传承性特点，满蒙翰林群体后人中不乏名家大师，翰之挚友、当代著名书画大家启功先生
，便是清代宗室父子翰林溥良和毓隆太史的直系后人。
正所谓“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者也。
    自古以来，士大夫一直是中国社会中坚，进则为官，可辅佐国君之政务；退则为绅，可引导乡里之
风俗。
清代由满蒙翰林群体所构成的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中国传统社会少数民族士大夫集团，
对中国社会进程的影响不言而喻。
邸君慧眼独具，捷足先登，在其对翰林院制度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大量第一手资料，对
不同阶段、不同类别、不同领域、不同旗籍的满蒙汉军翰林群体成员的出身、功名、经历、境遇、结
局和历史地位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用史实描绘出具体生动的历史画卷，故颇值得一读。
    将邸君过去所撰《清代翰林院制度》与此新作相较，前者研究制度沿革，后者研究人员构成；前者
注重脉络的延续，后者注重空间的拓展；前者突出国家制度方面的共性和延续性，后者突出民族层面
的个性和特殊性。
二者堪称双璧之玉，姊妹之篇，可谓互为补充，相辅相成，足见作者颇具匠心。
而今此作付梓在即，邸君特索序于翰，以曾为导师，又何敢辞?聊书所感，草成兹篇，故无暇深虑其谫
陋少文也。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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邸永君，笔名朝天，男，1957年5月7日生于河北固安，汉族，历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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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某日我突然领悟到，清代的玉堂前辈中为数众多且地位突兀的满蒙两族成员的境遇与更具备诸多
少数民族自身的特点，譬如：就作为而言，既有文臣；更多武将；就出身而论，既多官吏、平民、又
有觉罗、宗室，就人选途径而论，虽少一甲，但多庶常，虽无制科征士，但多特授外班，从心理特征
方面考察，其既有高深的汉文化造诣，又有强烈的对自身民族的感情；从性格方面分析，既拥有草原
民族的豪迈爽朗，又具备中原文士的细腻深沉。
从清初至清末，其影响如日中天，甚至到民国，仍有不少人活跃于不同领域。
    自古以来，士大夫一直是中国社会中坚，进则为官，可辅佐国君之政务，退则为绅，可引导乡里之
风俗。
清代由满蒙翰林群体所构成的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中国传统社会少数民族士大夫集团，
对中国社会进程的影响不言而喻。
邸君慧眼独具，捷足先登，在其对翰林院制度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大量第一手资料，对
不同阶段、不同类别、不同领域、不同旗籍的满蒙汉军翰林群体成员的出身、功名、经历、境遇、结
局和历史地位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用史实描绘出具体生动的历史画卷，故颇值得一读           
                                               ——王钟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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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古以来，士大夫一直是中国社会中坚，进则为官，可辅佐国君之政务，退则为绅，可引导乡里之风
俗。
清代由满蒙翰林群体所构成的层次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中国传统社会少数民族士大夫集团，
对中国社会进程的影响不言而喻。
邸君慧眼独具，捷足先登，在其对翰林院制度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大量第一手资料，对
不同阶段、不同类别、不同领域、不同旗籍的满蒙汉军翰林群体成员的出身、功名、经历、境遇、结
局和历史地位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用史实描绘出具体生动的历史画卷，故颇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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