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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收藏的一张光绪三十三年买官卖官收据

88

其来源有恩、荫、优、例。科举难，“拼爹”也没有，提

高身份，只有“例”了。“例”监是指资质一般，且没有

祖上“恩荫”的普通生员（秀才）通过向国库捐一部分钱

（粮）而取得监生资格，称为“捐监”。乾、嘉、道 , 年

间捐纳监生平均每年约 12000 人，政府每年所得银两在

百万两以上。显然，捐监制度既能增加财政收入，又能收

关于红顶商人胡雪岩帮人买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

事。还在钱庄当“跑街”的他，有一天怀中揣着好不容易

才要回来的 500 两“呆款”，在茶馆中结识落魄文人王有

龄。王是官宦世家，家道中落，变卖了所有家当，才捐了

个候补浙江盐大使的虚衔。胡雪岩知道此人非等闲之辈，

此时若能出手相助，日后定有厚报。于是他将 500 两银子

交给王去“打点”，很快王就在浙江省海运局补到“坐办”

的肥缺。之后，王又在胡雪岩的建议下，将挣来的钱继续

买官，最后官至浙江巡抚。在王有龄的“回报”下，胡雪

岩的钱庄等事业也开始起步。

中国的买官卖官即捐纳制度历史悠久，它始于秦汉时

期，几乎遍及各朝，清代则将之制度化，在户部设立“捐

纳房”，堪称政府的另类理财。因为买官的人很多，为防

止官员中饱私囊，清政府统一印制买官收据，发给加盖官

府印信的收条以作凭据，上面印有“正实收”三个字，即

正大光明收取之义。其统一文书如下：“奏”字抬高一格，

奉“旨”的“旨”抬高两格，三代姓名低一格单列出来，

捐款人名、金额、报绢官衔、填写时间与文书编号用毛笔

书写，其他内容为印刷体。批复“实”字等用红色。收据

留有存根，且盖骑缝印。

要买官先得有监生资格文凭，监生即国子监的学生，

金融史话       Financial History

清政府的另类理财
中国的买官卖官即捐纳制度历史悠久，它始于秦
汉时期，几乎遍及各朝，清代则将之制度化，在
户部设立“捐纳房”，堪称政府的另类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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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了个监生。

8 年后的夏秋之际，江皖地区再遇水灾，几成泽国，

米贵如珠，致使饿殍在途，流亡满邑。有鉴于此，为筹集

钱粮救灾，不得已，时任安徽巡抚恩铭再次奏请朝廷，按

照光绪二十四年安徽赈捐模式并参考江南、湖北、山东等

省捐例，将 8 年前本省赈捐展期，以资赈济，当年 12 月，

度支部奉旨批准此案。于是安徽赈捐总局与布政使司、按

察使司等开始具体筹办赈捐事宜。

笔者就收藏了一张光绪三十三年买官卖官收据，这份

名为“正实收”的清代卖官文书共 254 字。文书中的捐监

人为泾县箫笃，其身份是“俊秀”。当时没照片，但有身

份外貌描述 :“身中面白无须，三十八岁”，加上三代姓名，

也算是一种防伪假冒标志吧。他以监生资格加捐职官，前

面的 43.2 两为买监费用，后面的“请奖 108 两”是买具

体官位的钱，加上买监的钱，这位 38 岁的中年人买官共

花费 151.2 两。至于是什么官位，文书中则没有什么说明。

但笔者从另一张宣统元年的买官文书中看到，湖北有一位

买官者，买监后，又加捐“布政司理问”( 从六品 ) 一职，

一共花了 163.2 两。两份文书只相差两年，且捐官条例类

似，以此推之，估计箫笃在安徽布政司或按察使司谋到类

似的候补官职，何时有缺，天知道。

对于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买监是笔不小的开支，如

果再捐官的话，财力就更加吃紧。有专家测算，晚清时期，

对于拥有 80 亩土地的中小地主家庭，捐纳一个监生至少

需要三年以上的积蓄；有三四十亩土地的自耕农中、上等

户，则需五六年。萧家是当地的大户，151.2 两也够他们

家折腾数年的。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对于一些花 5000 两捐到

知府级别的买官者而言，一旦等到候补，走马上任，拼命

捞钱收回其“投资”成本，便是他们的第一要务。对于一

些特别成功的商人，他们更看重的是身份，如著名红顶商

人盛宣怀用 30 万两买了个被视为无油水的邮传部尚书，

不到一年，大清就灭亡了。

买人心，还能备水旱灾荒时赈济之用，清政府乐此不彼。

刚开始，只有生员才能捐监，至乾隆时期，庶民也可

捐监了，以庶民身份捐监的人称“俊秀”。不同身份，捐

监的价格是不同的。以乾隆三年为例，“俊秀”报监108两，

相当于一个四品京官的年薪，而廪生（成绩优秀获得国家

补助的秀才）只须 60两。捐监价格稳定了相当长的时间，

之后随行就市波动。“俊秀”捐监价格长时间维持在108两，

咸丰三年（1853 年）之后监生文凭大甩卖，同治时期价

格降至 88两，至光绪年间再跌落至 50两以下。有人戏言，

清末的监生成了“一种比乌鸦还多的东西！”

“河工、赈济、营田、军需”是清代开办捐纳的四大

理由，尤以军需为甚，曾国藩的湘军经费来源中便有卖官

收入。而“赈济”理由则最充分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安徽凤阳、颖上与泗县等地发生水灾，虽然清政府

拨款救灾，并“展办江南赈捐一年，加办七项常捐”，以

资赈扶，但灾情仍很严重，百姓生活困苦。时任安徽巡抚

王之春向中央政府奏请开办捐纳，打折优惠出售官位与监

生文凭，以补充赈灾款项的不足，当时有人以 32.4 两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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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经济史博士，专注证券研究、土地金融及文物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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