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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政权在封建统治中具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各个时期对县衙机构的设置和人员
编制各有不同。清代《清会典》、《吏部处分
则例》等典籍中都对县署的编制有相关法规
条令,另外清廷还编修了《钦颁州县事宜》，
使县衙门行政有章可循，达到了封建社会基
层行政组织较完备阶段。但是具体到不同
地区、不同县域又会根据实际情况对县衙的
各机构有所合并和裁撤。济阳于金天会七
年（1129 年）设县，至清末历经700 多年，济
阳县署的机构设置和人员构
成也是在历史的大潮中不断
演化的。在这里笔者结合相
关史料对发展到清代的济阳
县级官府机构的设置及人员
编制情况作一个简单阐述。

县署，民间俗称县衙，是
一县之长知县办公和居住的
地方。济阳县署，位于济阳
县城的东北角（今老城区老
县委家属院附近），初建于
1137 年，历经各朝各代完善
修葺，发展到清代已经颇具
规模。对于济阳县衙的建筑
情况《乾隆版济阳县志》和

《民国版济阳县志》在建置一
卷中都有详细的描述。

根据县志文字记载和县
署图描述，清代济阳县衙大
致包括谯楼五间、仪门三间、
大堂三间、库房、吏户礼兵刑工六房、皂隶
房、壮班房、监狱、收粮房、捕役房、耳房、茶
房、东西书房、马厂、东西厢房、草房、煮料房
以及内宅等等。通过对县衙建筑的分析，里
面有很多济阳官府机构设置的相关信息，这
里暂且按下，后文详谈。

《乾隆版济阳县志》卷六秩官志开篇所

载：“旧额，县置知县一员，县丞二员，主簿一
员，典史一员，教谕一员，训导二员，驻防一
员。县丞，明嘉靖末裁。主簿，明末裁。教
谕，国朝康熙三年裁，十九年复设。训导裁
一。外有阴阳学、医学、僧会司、道纪司”。
由此可知，官员设置各朝有增有减，到乾隆
时期济阳县的主要官员设置为：知县一员、
典史一员、教谕一员、训导一员、驻防一员，
外有阴阳学、医学、僧会司、道纪司等。

具体分工为，知县是县衙的最高行政长

官，为正七品；典史为知县的佐杂官，虽然未
入流没有品级，但是协助知县负责缉捕、监
狱等事项，权力很大，有朝廷任命；教谕为县
儒学署首席学官，正八品，掌管县学，负责考
试生员、祭孔等事务，直接听命于省学政；训
导为儒学署副学官，从八品，协助教谕处理
相关事宜。驻防官，济阳县自雍正三年始置

把总，正七品，驻防县城。以上诸官，知县和
典史主管县衙，而教谕和训导属于县属官，

受知县和省学政的双重领导，驻防把总则受
制于兵部，他们都是有品级的，属于“朝廷命
官”。

另外，尚设有掌管天文、占卜的阴阳学
官“县训术”1人；医学署主管全县人医和兽
医的“医官”1人；僧会司“僧会”1人，掌管全
县僧人；道纪司“道会”1人,掌管全县道人。
这些都不是正印官,亦不给予俸银,故称“杂
职官”，县志存名目，但职官表多不记载。

知县和典史主管县衙工作，事务繁杂肯
定需要大量的办事人员，即衙门各房“胥
吏”。济阳历代县志对县衙各房胥吏未曾有
详载，但是从我们开头对县衙建筑的介绍仍
然可以看出些许端倪。济阳县署建筑中设
有“吏户礼兵刑工六房”正是主要的县衙办
事机构。 县衙六房，是县级政府机构对中

央六部制的模仿，“六房”仅是一个俗称，每
个县衙具体设置多少数量的办事“房科”并
没有定数。参考其他地方的县志，对县衙各
房的设置情况，有的记载详细，有的未曾祥
述，但根据各县事务繁杂程度，设置六房、七
房乃至十几房的情况大量存在，各房名称也
有不同。例如：台湾新竹县设置八房，另设

承发房、堂事房；山东广饶县则设置了十三
房，有吏、户、礼、兵、刑、工、监法、杂课、招、

柬库、承发、税契等。
有清一代，济阳县衙的“六房”设置情况

是怎么样呢？对于县衙“六房”《乾隆版济阳
县志》并未有详载，《民国版济阳县志》卷十
三新政志，对于清代县府内部组织记曰：“外
有吏、户、礼、兵、刑、工六房科。每科经承主
政,房书办公。又就户科中,分设库吏杂科。
清末,因筹备立宪,另设宪政科。”那么我们
是否就能认为这就是清代济阳县衙机构设
置的真实形态呢？但是当我们翻阅其他县
区的民国县志对于“县署”或“县府”的记载，
你就会发现，这样的文字记载，各地县志用
词基本上通篇一律，《民国临邑县志》、《民国
齐东县志》、《民国青城县志》皆如此。这样
的表达可能是民国编撰县志对清“县署”机
构介绍的定式。前段我们讲过，每个县根据
事务的繁杂程度，对县衙机构各房科的设置
从数量上和名称上是多有不同的。所以单
从民国县志记载来看，并不能真实反映济阳
清代县衙各房科设置的实际情况。

笔者藏有一份《济阳县各房经管事宜》
清抄本资料，非常详细的记述了当时济阳县
衙各房科的设置和经管事项，此旧抄本完美
的填补了史志记载之缺失，无论是研究济阳
地区历史还是对整个清代县衙分房史研究
都是很好的文献资料。根据此旧抄本所载，
济阳县衙设有：吏房、兵房、工房、仓房、户南
科、户北科、盐科、卫房、招房、承发房、刑房、
礼房等12房科。 由此可见，当时济阳县衙
的“六房”设置是把户房，细分为：户南科、户
北科、仓房、和卫房，原先户房的职能有这四
房分担，另外增加了：承发房、盐科、招房等
三房，从而形成 12 房科。这种设置在其他
县也有类似情况，比如：直隶获鹿县，从明代
到乾隆，户房皆没有细分，在光绪县志中则
显示分为户南科、户北科；山东利津县，户房
则分为户北房、户南房。

据《济阳县各房经管事宜》详载：
吏房，经管六房典吏、经管六房书吏印

簿、书吏被控案件、报捐文职各员、各官履
历、各官参罚、奏销案件等。

兵房，经管驿站钱粮、俸工杂支、正额孤
贫、浮额孤贫、各役印簿、捐纳武职、考试武

童、马铺公文等。
工房，经管城池河道桥梁、部闽二硝、宅

基夥巷树株词讼、挑壕截道场地词讼、奉摊
修理工程各款等。

仓房，经管常平仓谷一万四千石、四乡
积谷三千二百四十一石六升四合、支放养济
院孤贫口粮八十名、支放浮额孤贫口粮十八
名、支放普济堂孤贫口粮五十一名等。

户南科，经管征收地丁正银三万八千三
百伍十七两五钱七分一厘、征收地丁耗银五
千三百七十两六分和地方印簿等。

户北科，经管征收漕粮、漕米词讼等。
盐科，经管盐务案件、灶地钱粮、鱼船私

盐鱼卤等。
卫房，经管并卫地丁正银七百四两二钱

五分七厘、耗银九十八两五钱九分六厘、併
卫词讼案件、併卫地亩过割税契、併卫地方
印簿等。

承发房，经管刷卖状式、三八放告、外县
关文、上下文移、禄批挂号、缮写状榜等。

招房，经管随堂录供、叙详写结等。
刑房，经管人命盗案、闹殴打伤、娼赌奸

拐、私开汤锅、宰杀耕牛、私刨人参、强抢侵
占、偷窃田禾、来历不明、隔属民词、外县关
文、强当硬赌、偷刨树株、放火讼棍、编查保
甲、伪造私铸、保正印簿、军流点册、造卖赌
具、平毁坟墓、讹赖当商、呈首案件等。

礼房，经管祭神、祭孔、庆典等事宜。
以上记载甚为详细，值得一提的是，所

记载的仓房、卫房、户南科、户北科所经管的
赋税银两数目皆与《济阳县志》卷四赋税志
所载数目分毫不差，可见此抄本反映的史料
是很准确可信的。

济阳县衙分 12 房科，每房科都设有办
事人员。根据《民国济阳县志》卷十三新政
志记载：“每科经承主政，房书办公”。经承
就是典吏，是县衙中各房科的主事之人，典
吏手下有房书负责具体的工作。各房的典
吏和房书，不属于朝廷命官，都没有俸禄，县
衙会支付一定的工食银，靠微薄的“纸笔费”

“抄写费”“饭食费”等维持生计。各房胥吏
虽然没有朝廷薪俸。但却握有县衙办事的
实权，所以多是横征暴敛，索贿受贿，俗语
曰：任你官清如水，难免吏滑如油。

为了使得县衙正常运转，除了设置诸多
的房科以外，还设有“三班”：即皂班、壮班和
快班。皂班，负责知县升堂问案时站班、行
刑等事宜；壮班，又称民壮，承担力差、催科、
征比等；快班又称捕快，负责缉奸捕盗破案
解囚等事。另外还有门子、仵作、稳婆、以及
轿伞扇夫、马夫等。但是别看他们在县衙工
作，看似风光，但是根据《大清律例》这些人
都被划为贱籍，其子孙三代不得入仕为官。

根据以上阐述，大致可以列一个清代济
阳县衙和县署官配置的图表如左图：

当然此图表反映的济阳县衙及县署官配
置也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演变的，不能一
概而论，但大体如此，可作为一个参考。另外
作为知县本人也会私人聘任一些幕僚，这些
人善长刑律、能写能算，精于出谋划策，辅助
知县处理政务，被称为“师爷”，另外还经常会
有“候补知县”“候选训导”等候补待任的官员
驻县辅助知县工作，他们对县署政务的处理
和正常运转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时下学界对地方文献的整理研究方兴
未艾，但问题实在太多。因为制度下沉到基
层，往往会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有很多变
化，而这种变化往往又不被国家编撰的典籍
所收录，只能依靠原始留存的文献资料慢慢
梳理，以求最大可能还原史实，笔者根据各
版县志和一些文献资料，梳理还原清代某个
时期济阳县衙及县署官设置的相关情况以
成此文，希望可以进一步完善对济阳近代行
政制度史的研究。

（作者系城区居民）

清代济阳县衙及县署官设置探析
曹磊

小
说
连
载

小
说
连
载

鞠
慧
鞠
慧\\

著著

“丽春，相信我，不是那样的。”明德稍稍停顿了
一会，说，“丽春，你知道的，自古咱滩里人，祖祖辈
辈就只能生活在滩里，从生到死。到了咱这一辈，
终于有了能走出来的机会，我再也不想跟老一辈那
样老死在滩里了。丽春，从咱这辈上起，能成了城
里人，咱豌豆往后就是城里人。想想，死了也能闭
眼了。丽春，啥都别管啥都别问了。半年以后，等
咱的房子交了钥匙，咱一家人，就算真正在城里落
下脚了。金丽春，你不高兴吗？”或许是太激动了，
明德说着，声音里竟带了哭腔。

“明德，我不明白，你为啥非要把自己变成城里人
呢？开始的时候，你来城里打工，是为了挣钱养家。
可现在，在家也不少挣钱呀。即使我不问这套房子的
首付是哪来的，那以后的贷款呢，你咋还？城里人还
贷款还那么大的压力，你一个农村来的，没有固定的
收入，靠啥去还贷？我真不知道你那贷款是咋办下来
的。”金丽春心里突然空得厉害，身边的这个人，自己
真的了解吗？这念头冒上来，金丽春吓了一跳。

“丽春，你不用管。等交了房，你只管带了豌豆
过来住就行了。”

“我心里不明白，哪能住的下！”金丽春说，“明
德，把这房子退了，该是谁的还给谁。明德，你不是
说年底回去的吗？咱家的大棚已经建好了，黄瓜苗

也种上了，等你回去的时候，正是咱的黄瓜大量上
市的时候。我跟咱爹妈也商量了，等你回家了，咱
再扩建一个棚。”说到刚刚建成的蔬菜大棚，金丽春
的话流畅起来。

明德忍着，他不想听金丽春叨叨她那大棚的
事，但他也不好过分反驳，就只能耐着性子听着。
明德不明白，金丽春和金桃在同一个学校毕业，又
是这样好的朋友，为什么两个人的思想会有这么大
的距离呢？

“丽春，以前我也跟你说过好多次了，我不想回
去。现在，在城里终于有了咱自己的房子了，我更
不会回去了。”

明德声音不高，却很坚决。
金丽春的思路一下被明德给截断了。
这个夜晚，明德和金丽春各自想着心事，都难

以入睡。天快亮的时候，明德翻了个身，手臂试探
着搭在了金丽春的胸口上。金丽春既没有把那只
手臂推开，也没有把那只手臂搂住。明德又试着把
一条腿搭在了金丽春的腰上，见金丽春依然没有反
抗的迹象，明德的胆子大起来。翻身爬起，他宽大
的身体，罩在了金丽春的身上。

没有飘飞起来的感觉，也没有下沉到不可知的
黑暗中的恐惧，整个过程，金丽春都木木的，没有任

何反应。
越战越勇的明德，好像并没有发现金丽春的不

同以往，他没有停下，浓烈的激情在这间小屋里无
所顾忌地横冲直撞。

明德翻身从金丽春身上下来，没有说话，也没
再有任何动作。半支烟的功夫不到，他便沉沉地睡
了过去。梦中，明德不停地说着：“1803，我的房子，
我的，我的……哈哈哈哈。”明德在梦中笑出了声。

在明德的鼾声、嘟囔声和笑声中，金丽春仰躺
着，依然是一动不动，眼泪顺着腮边，一串串滚落下
来。

金丽春望着灰乎乎的房顶，各种猜想塞满了她
的脑袋。明德是靠什么交了首付的呢？他又是怎
样把贷款办下来的呢？

他说自己没偷没抢没犯法。偷和抢这样的事，
明德不可能去干的吧！

以往也曾听陈萍说过，工地上有的工人，晚上
吃了饭，实在闲得无聊，也会去赌、去嫖、去偷。你
想呀，那么长的夜晚，他们实在没什么事可做。你
总不能让他对着工棚顶上那只灯泡看上几个小时
吧？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也需要找点事来填充
一下下班后的那些时间。老婆孩子又不在身边，也
没啥约束。特别是再喝点酒，那就更是啥都敢干

了。也偷不到很大的东西，无非就是电动车、井盖
啥的。遇到个啥，顺手就拎走了呗。那种偷，好多
时候并不只是为了钱。好多时候，是因为不知道晚
上那漫长的几个小时应该干点啥，就随手就近地找
点事来填补。难道明德也会去做这种事？不会，肯
定不会！

是出门捡到一大笔钱？那样的可能虽然很小
很小，但也不是没有。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他为什
么不肯告诉我呢？

是像刘雪的那个男人薛勇一样，误入歧途，帮
人贩毒？贩婴？不，不，他说过没有犯法。他也肯
定不会做那样的事！肯定不会！

是因为工作努力，续金宝奖励他一笔钱？或
者，直接就奖励了他个首付？那倒是有点可能的。
可是，得到奖励，是光荣的事呀，有必要那样严严实
实地盖着，不跟自己的老婆说吗？

第一个问题想不明白，金丽春转而去想第二个
问题：这套房子的手续和贷款是怎么办下来的呢？

金丽春以前不止一次听金桃抱怨过，说买房真
是件很麻烦的事。因为金桃有好几套房子。有一
回，正赶上金丽春来城里，金桃恰巧看中了一套房
子，就带了金丽春一起这里那里地跑，一直跑了好
几天。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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