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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介绍】

清代的户口循环册
刘　猛

户口循环册 （下文简称循环册）① 是清代保甲制度中的册籍之一，与保甲册、保甲门牌等均为清

代户籍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户口循环册由循册和环册两部分组成，一存官府处，一存保甲长处。

相关人员将规定内容填写后，在规定时间内呈送官府核查、缴换。循去环来，循环往复。循环册记

载了辖区居民的居地、丁口、年龄、田产、职业等多项内容，随时修改，动态管理，并有单独的特

殊人群登记，为政府了解人口的流动提供了较为直接的证据。现存清代户口循环册多为清代后期，

清代中前期的相关资料有待进一步挖掘。

一　户口循环册的表征

户口循环册由官府编制，当堂派发，最后装订成册，与编制保甲时所推行的保甲册、门牌等相

似，无论是其外在形式，还是具体内容，均有相对统一的规定。

首先，材质与数量的规定。为保证册籍的循环使用，官府对刊刻循环册所使用的纸张形制、质

地等均有一定的要求。如庐州府在编制循环册时，要求使用较为耐用的坚细 棉 纸②；阳 曲 县 规 定：

“牌册之式，计一邑若干户，需循册、环册二本，门牌一张，册用坚纫 （韧）棉纸，牌方尺余为度，

该县先刊刻牌册空白印板各一块。”③ 曾任职湖南布政使的叶佩荪亦令 “每户须循环册二张、门牌一

张，册用坚韧棉纸，牌方尺余为度”④。

清代保甲的编制是按照一保十甲、一甲十牌、一牌十户的标准进行，因此，作为保甲册籍重要

组成部分的循环册，其所需纸张的分派与保甲的编制方式密切相关。所需循环册一般是按照一户２
张，每牌２０张的标准分派。纸张由官府统一准备，一般由保甲长当堂收领，随后派发与牌长。如

叶佩荪规定 “当堂发给空白循环册二百页、空白门牌一百张，俱交甲长收领，谕令持归。各里按一

甲百户中分作每十家一牌，各举晓事牌长一人，每牌长交与空白册二十页、空白门牌十张”⑤。嘉庆

年间，庐州知府张祥云分派循环册的方式与叶佩荪如出一辙，同样 “当堂发给空白循环册二百页、

空白门牌一百张，分交甲长收领持归。各 甲 令 其 按 百 户 分 作 十 牌，又 于 各 牌 中 每 牌 举 晓 事 牌 长 一

人，交与空白册二十页、门牌十张”⑥。道光年间，兴安知府徐栋令 “每牌长分与循环册各十页、十

家牌一页、门牌十张，令将所分地段，无论荒山僻野，但有人居，即确切查明，于空白牌内填注”，

门牌填写完成后，“各照牌再写空白循环册各十页”⑦。直至同光时期，循环册纸张的数量及其分派

方式仍大致如此。如同治年中汉阳县编制循环册，即要求甲长领回空白循环册、门牌后，“每一牌

长处交给空册二十页、空牌十张，令其将所管十家人户姓名、丁口、年岁、生业分填牌册内”⑧。光

绪年间，黎平府规定 “各十家甲 长，以 每 门 牌 百 张 配 发 空 白 册、牌 各 二 百 张，谕 以 牌、册 两 相 符

合，统由总甲里长督同各寨十家甲长，挨户查挂”⑨。

由于各地人口分布状况不同，每牌派发的纸张数量可能会有所调整，遇有 “州县边境太广、丁

户太繁者，不妨酌为变通”⑩。对于居住过于分散的人口，地方官府也要统一管理。如平湖县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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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有 “山乡海陬，居民四散不足十家者，必须遵用七并八分之法，牌首方易于经理。或七八家为

一牌，或十五六家为一牌，甲亦如之。悉从其稽察之便，而不必予以限制，故每本必得多钉四五张

以备用”瑏瑡。保定府规定，府域 “内有居民四散，不足十家者，遵用七并 八 分 之 法，以 十 四 家 为 一

牌，若剩八家以上，即另立一牌，所发循环册，除十页之外，多订五页备用”瑏瑢。均要求按照实际的

人口分布情况，因地制宜调整所需循环册纸张的数量。

编制循环册所需纸张等项的经费，由州县公费支出，或由官员捐俸办理。乾隆三十九年 （１７７４
年），直隶总督周元理奏请 “设立循环二簿以及门牌，其纸笔等费，在于州县办公项内支给”瑏瑣。庐

州府则是 “自捐廉俸，买备纸张，刷订齐全，当堂给发，计户若干，需用牌册若干”，规定 “牌册

之纸张，始终官备，不派累一钱”瑏瑤。对于循环册的编制，官府要求不得 派 累 民 众，对 于 勒 索 钱 财

者，要严加惩处。如思恩知府李彦章要求 “一切牌结、循环册纸张，俱系本□捐办，倘有书役、保

正及各项人等需索钱文，立拿重究”瑏瑥。阳曲县亦规定 “官备纸张，刷印给发，计官所备不过纸张一

项，缮写工费，毋庸官吏捐资，所需无多，谅无吝惜。如有书役借名派费，严拿重究”瑏瑦。

其次，外封题签等的一致。循环册封面除题写 “□□循册”或 “□□环册”字样外，一般还题

有村落名称和保长姓名等。在桑植县的循环册中，无论是正册，还是另册，都要求 “循、环二字，

两本分注”瑏瑧。平湖县的循环册封面题 “平湖县某某坊第□□甲保甲循环册”，并要求 “循”、 “环”

二字，两册分别标注；在其附录的 《另户册》中，签标则书 “平湖县某某坊第几甲另户”，册面注

“地保某某”字样瑏瑨。刚毅在编制循环册时，其册面标签题 “某府某州县某某坊村第几甲保甲循 环

册”，要求 “循”、“环”二字，两册分别标注，以凭按季倒换稽查瑏瑩。

现存循环册题签与此基本相同。如安 徽 省 档 案 馆 藏 《光 绪 二 十 九 年 太 平 县 阜 成 图 第 四 甲 循 环

册》封面题 “太平县阜成图第四甲环册，松林岗、朗溪、美口、庙下等处，地保芮永茂”瑐瑠。《清光

绪五年祁门县十一都一图户口环册》题 “祁门县户口 环 册”，题 有 “东 乡 十 一 都 一 图 金 璧 坳 村 镇，

距城五十三里，共编七甲共四牌，共三十六户，经董李柏如，地保汪林”字样瑐瑡。

第三，内容格式的统一。循环册由官府统一编制，虽然各地编制的循环册可能存在差别，但总

体而言，循环册的内容大致相同，主要包括告示、正文、附录等几个部分。

循环册正文前均载有地方官府的告示。如光绪五年 （１８７９年）祁门知县为编造循环册所发布的

告示曰：“祁门县正堂柯为给发循环册事。照得现办保甲，按十户立一牌长，十牌立一甲长，十甲

立一经董。责 成 挨 户 编 填，互 相 稽 查，以 清 盗 源。为 此，给 发 循 环 册，即 将 保 内 丁 口、籍 贯、执

业，挨户编填。其册一本存署，一本存经董处，于地保春秋点卯之便，当堂呈换，循去环来，每年

皆依此例。”瑐瑢 详细规定了循环册的具体编造与运作制度。作为附录的一些特殊人群户口册籍，亦是

如此。如光绪间 “清查孤村独户册籍”告示：“祁门县正堂柯为清查孤村独户册籍事。查有庵观庙

院、砖窑灰窑灰棚以及孤村独户，不与民居毗连，相离村镇窎远，不能编入十家总牌，自应由地保

查明报明经董，另给门牌取具，不敢为匪不法及窝藏盗贼，愿甘治罪切结，并令央人出具保结，以

备查察。”瑐瑣

告示之后，便是户口统计部分，这是循环册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一般是根据官府印制的格式

填注相应的内容。笔者通过对现存 《清光绪绩溪县九都户口环册》所记载的内容，整理出循环册正

文基本形式瑐瑤，各地循环册大体与之相同：

×乡×都第×甲第×牌小地名×距城×里

经董×甲长×牌长×地保×
一户×现年×岁系×省×州县人于×年迁居以×为业男×丁女×口奴仆男女×人工伙男女×人

住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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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都第×甲第×牌具互保切结人

根据上述内容可知，循环册的编制由官府施行，其填写的内容也是按照既定的格式填写。无论

是正册内容，还是记载特殊人群的附 录 内 容，只 需 按 照 官 府 分 发 的 循 环 册 格 式，填 注 相 应 内 容 即

可。相关人员在按照上述格式填写完成后，装订成册，即可循环往复。

循环册在编制完成后，有时还 需 钤 盖 县 印。如 嘉 庆 中，宁 乡 知 县 王 余 英 规 定，需 将 门 牌 内 容

“照誊循环簿内，送县盖印”瑐瑥。同治年间，汉阳县要求循环册 “限二十日内办完缴县，听候查察盖

印”瑐瑦。黎平府规定 “其册篇二百张，分为循环二册，由总甲带引各寨里长，亲赍缴官，当堂校对钤

印”瑐瑧。循环册的编制与审核，皆与官府紧密相关，官府对之有一定的管理与控制。

二　户口循环册的内容

编制户口循环册主要目的在于及时掌握人口流动情况，人口情况统计便成为循环册的最主要组

成部分。

第一，循环册所填注的内容，各地 或 有 所 不 同，且 详 略 不 一，但 基 本 上 包 含 了 辖 区 居 民 的 居

地、丁口、年龄、田产、职业等多项内容。循环册的编制，随时间变化而有所调整，其运作方式则

趋于完善。

在循环册实行的早期阶段，其记载内容相对简略。如乾隆四年 （１７３９年），湖广总督德沛奏请

设立循环簿，记载居民名姓，遇有迁徙之人，方令保甲填注瑐瑨。乾隆二十二年，方观承奏请设立循

环二册，只载有 “村庄、户口、生故、迁移、改习行业，以及外出流寓”等内容瑐瑩。随着循环册的

不断完善，其内容逐渐趋于详细。如嘉庆年间，庐州府要求循环册填注的内容包括 “某里、某甲、

某牌、某户、某人、年岁，地粮亩数，作何生理，并妻妾、兄弟、子女、孙媳、奴婢某名某氏，左

右邻某人”等，规定州县官应将循环册等 “分交甲长收领持归，各甲令其按百户分作十牌，又于各

牌中每牌举晓事牌长一人，交与空口册二十页、门牌十张，令其将本牌人户姓名、丁口、年岁、作

何行业等项，查照旧章，于空白册牌内，详悉填注”瑑瑠。道光年间，阳曲县令各牌首 “将本牌人户姓

名、丁口、年岁等项，于空白册牌内，详悉填注”，其填注内容主要包括 “某里、第空甲、第空牌、

第空户、某人空岁，地粮空亩数，作何生理，妻妾、兄弟、子女、孙媳、奴婢某民某氏，左右邻某

人”瑑瑡。直至同光时期，循环册所需要填注的内容仍与之基本相同。如同治中，汉阳县规定 “每一牌

长处交给空册二十页、空牌十张，令其将所管十家人户姓名、丁口、年岁、生业分填牌册内，有伙

计、雇工者一并注入。牌则挂门 首，册 则 交 保 甲 统 行 收 齐，分 订 循、环 二 本，限 二 十 日 内 办 完 缴

县，听候查察盖印，将环册发交该保甲收存，遇有迁徙、增减户口，随时向牌长问悉，于环册内注

明”瑑瑢。光绪中，保定府 “将委员所查该坊牌册给发，其各户姓名、年岁、田产及作何仕宦，作何行

业，妻妾、弟兄、子女、奴婢，均经一一填明”瑑瑣。

现存册籍的记载内容，详略不一，但基本与上文所述相差不大。如 《清光绪绩溪县九都户口环

册》除载有南乡都、甲、牌小地名，距城距离以及经董、甲长、牌长、地保姓名，其主要记载有户

主姓名、年龄、籍贯、迁居时间、职业、丁口、奴仆人数、工伙人数等瑑瑤。《清光绪十一年祁门县十

四都户口循册》除记载地名、经董、甲长、牌长及地保姓名外，户口内容则有姓名、年龄、职业及

丁口数等瑑瑥。

虽然各个时期所记载的内容不尽相同，但是诸如居地、丁口、年龄、田产、职业等内容基本上

均包含其中。刚毅在编制保甲时，规定循环册的正文内容包括保甲长姓氏、居地、人口、田产、行

业、奴仆、邻里、附户等瑑瑦，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清代的户口循环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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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循环册除载有民户册外，特殊人群的户口情况常常附录于循环册后或者文后。如现存的

《清光绪五年祁门县二十二都户口环册》中将 “棚民册”附于该棚民附近地方所编户口册后，“另户

册”附于该户所居地方编查户口册后瑑瑧。 《清光绪祁门县十五都户口循环册》在民户册后另有 “附

编”，共附载寄户五牌３８户、世仆庄户十三牌１０５户、客户一牌５户、孤村独户４户、另户１户瑑瑨。

作为附录人群的记录，其填写主体、方式等与民户册基本一致，只是增加了一些此类人群的特

有的信息。如在编制另户册时，王凤生特别增加了另户居民的犯罪记录。当其 “讯有娼赌贼匪及不

法之徒”时，便在 “审理词讼之时”，“当堂查察”，并用 “朱笔注其犯案缘由，改写 ‘另户’，一面

谕知乡里耆按册除名，饬地保编入 ‘另户册’”瑑瑩。平湖县所编制的另户册，也增加了曾否犯罪的记

录：“册注 ‘第几甲、第几牌、另户某某、年月、生理、丁口’，或犯窝窃，或聚娼赌，容隐奸拐诸

不法事，曾否犯案，一一声明，暂交地保收管，如果不知改悔，令该保随时禀报提究。其曾犯窝窃

有案之另户，倘该坊报有窃案，饬地保严行盘诘，责令随同捕保查缉务获。”瑒瑠

在平湖县的循环册中，也反映同居人、牌甲中的只户等信息。如同居人的信息，各户丁口空格

之下一格有 “附”字，为 “前屋租店、后屋住家者，即以屋主作为正户，将店主、店伙人等附入屋

主户下填写。抑或该户有远方兄弟、叔侄、亲戚，或男或女，只身依倚同居者，亦附入屋主户下填

写”。或 “牌甲内有只身之家，如查系身家清白、本家有亲族知其底里者，准作为只身零户”，允许

在本甲册后空白页注明 “零户某某、年岁、生理”，并仍归甲耆管理瑒瑡。

此外，循环册还包括棚民册、寄户册、世仆庄户册、客户册、孤村独户册等瑒瑢，多种信息的填

注均是官府了解人口动态的需要。虽然侧重点不同，却为官府掌控基层社会信息提供了一手材料。

第三，循环册的填写与运作。循环册 内 容 的 首 次 填 写，或 由 乡 人 各 自 填 写， “令 其 自 为 缮 填，

乡邻互相查对，自不致有舛错遗漏之弊”瑒瑣；或由保甲长、牌长及当地绅士、馆师、医技人等粗能写

字之人，直接誊抄门牌瑒瑤，如平湖县要求将循环册 “照各门牌一样填注明晰”瑒瑥，保定府要求 “每甲

给册二本，十页备为循册，十页备为环册，照门牌一样填写”瑒瑦。

循环册日常人口变动的填注方式，与循环册的运作问题密切相关。根据规定，一地人口 “如有

迁移、生故、婚嫁、增减，随时添注涂改”，该地之 “牌首随时告知甲耆改注，于季终换册之前三

日，挨户查封牌册是否相符”瑒瑧。遇有人口变动，须由牌长告知里甲长，由里甲长当面于循环册、门

牌内改写清楚，牌长在日常运作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如宁乡知县王余英令编制保甲，“如各

户口有孳生死亡以及迁徙者，牌头查明，于门牌内添注明白，即告知保正登簿，以备查核”瑒瑨。六合

县关于循环册运作过程的规定则更为细致，要求 “各户如有搬去迁来者，牌长查明搬住何甲何牌，

迁自何甲何牌，十日内告知甲长、团总，于牌册内后幅注明，每季将搬去者门牌缴县，迁来者禀请

补给。各户中一家男女几口远出外乡及自外归家，均随时报明牌长、甲长，注明牌册”瑒瑩。

循环册分别收存于官府和保甲长处。在规定时间内，保甲长收存的循环册要呈送官府核查，将

已经填注的信息誊抄于官府收存的循环册上，并随之上缴官府收存；而官府收存的、已经填注内容

的循环册则由保甲长领回，循环往复。如德化县 “设循环印簿二本，给发保长收执，所管村庄内户

口之初生已故、迁去移来、改习行业以及外出未归、流寓无定者，先于循册内开注，季终缴送本州

县查核，州县于存贮册内照填，俟下季缴送环册，时再将所造循册给发。其门牌有应改填者，即同

循环簿，缴送换发”瑓瑠。由于循环册所采用循环往复的运作方式，因此，循册、环册基本上是相互抄

录、改添而成，内容大致相同。洪洞县规定，“牌内户口遇有生死嫁迁，该管牌头随时于该户门牌

上添注，并告知甲长添注册内，每岁正月无事之时，该甲长将环册送官，与循册对正添注后，将循

册即交甲长领回，随时稽查添注，环册存署，每年一次，循去环来，周而复始”瑓瑡。

　２０１６年 第２期



－１３９　　 －

三　户口循环册的价值

通过对现存清代户口循环册表征、内容及其相关资料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清代保甲制度和户籍

管理制度中循环册的作用和地位，循环册有着一些独特的研究价值。

首先，地方保甲的实物资料。随着清代保甲制的推行和保甲组织编制实践的不断深入，地方官

府和保甲组织编制了保甲门牌、十家门牌、保甲册、循环册等册籍，从中可窥见清代保甲编制以及

官府对地方社会进行控制的一些具体细节瑓瑢，现存循环册为研究清代保甲制度提供了第一手的实物

参考与不可多得的文献依据。

包括循环册在内的保甲册籍，可以反映清代保甲制度的推行时间和范围等情况，亦可反映其实

际的运转过程及其可能产生的各种弊端等。虽然这些册籍的登载范围和内容稍有差别，但均生动地

反映了明清时期地方官府对民间社会控制的严密程度瑓瑣。

其次，户口变动的及时记录。户口循环册作为清代保甲册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户口统计等方

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循环册在运作过程中，一般都要求将 “迁徙、生故、婚嫁、增减等项，由本

户随时报明牌甲长，于牌册内旁添注涂改”瑓瑤，对于及时反映人口变动有一定作用。如王凤生要求册

籍编制完成后，甲长等须 “将后有更改之户，随时陆续更改”瑓瑥，如此方能保证 “循、环二册，虽历

二三年之久，添改尚不至模糊，则缮册不烦，户口得实”瑓瑦。在现存的循环册中，《清光绪绩溪县九

都户口环册》的记载尤具代表性，其内容即是随时修改，对于该地户主更换、人口去世、外出注销

等事，皆在册中添注涂改，一一标明。如吴灶福户的记录被删除更改，被吴正金户所代替；程茂华

户的记录，在其去世后，即被删除，且标以 “去世无传”四字；程定金户外出经商，其户名旁注以

“全家出外”四字。这些修改填注，为及时记录人口变动提供了依据。

户口循环册在运作过程中，具有 “循去环来”的动态特点，使得官府对于保内或宗族村庄的实

际人口，有较为客观、动态的掌握，故而较之十年一造的黄册和五年一届的编审册更接近户口变化

的实际情况瑓瑧。

第三，行业分布的真实汇集。循环册所记载的内容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尤其是记载的居民从业

的信息，更是一般正史、方志等文献所没有的，为反映社会实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记录。

循环册一般会记录本地居民所从事的行业，反映一地行业分布状况及居民的组成情形。由于循

环册的填注或由民人自填，或由保甲长、粗能写字之人抄录门牌，均为基层民众，因此，循环册所

记载的内容较为接近现实，人口职业乃至本地的行业分布都可以得以还原。如 《清光绪祁门县十五

都户口循环册》中除务农、经商外，亦存在着驾舟、手艺、训蒙、医术、扇业、药材、店业等多种

行业瑓瑨。《清光绪绩溪县九都户口环册》记载内容更为详细，反映出光绪年间绩溪县的从商人数及行

业分布等状况：在该 地６１６户 居 民 中，除１３５户 不 明 外，共 有 士１４户、农１８０户、工４８户、商

２１６户、兵１户、公差２户、打工９户、教馆１户、裁缝１户、店２户、油坊１户、工店３户、面

点１户、店工２户，显示出该地行业分布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在６１６户中居民中，共有商２１６户，

从商的户口数量远远大于其他几个行业。可以推断，在光绪年间的绩溪县，虽然已无徽商兴盛的局

面，但是其地从商之风依然盛行，经商人数众多，人口流动频繁。这些内容都是研究村落社会史不

可多得的原始记录。

户口循环册在清代户口统计和管理 上 的 作 用 也 有 一 定 局 限 性，正 是 由 于 循 环 册 由 基 层 民 众 填

注，相关统计、记录有可能存在一定数据失真现象，如果能与更多的文献材料，尤其是与同时同地

的保甲册、门牌等资料相结合，户口循环册的探索与研究会更加翔实。同时，户口循环册及其相关

清代的户口循环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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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的寻访、搜集，依然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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