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明会典
此《大明会典》为明代李东阳等奉敕撰，申时行等奉敕重修  。全书共二百二十八卷，

以六部官职为纲，分述各行政机构的职掌和实例。在每一官职之下，先记载有关的律

令，再载事例。从其内容、性质作用来看，是调整国家各级机关权力职责的行政法典。

此为明万历十五年內府刊本。

《大明会典》是记载中国明代典章制度以行政法规为主的官修书。简称《明会典》。始

纂于弘治十年（1497）三月，180卷。经正德时参校后刊行。嘉靖时经两次增补，万历

时又加修订，撰成重修本228卷。明代前中期的社会发展、程朱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和

分化以及明代官修史籍活动是其产生的社会学术背景。《大明会典》一书主要根据明

代官修《诸司执掌》、《皇明祖训》、《大明集礼》、《孝慈录》、《大明律》等书

和百司之籍册编成，记载典章制度十分完备，凡《明史》所未载者，多有交代，为研

究明代史的重要文献。

《大明会典》以六部官制为纲，以事则为目，分述明代开国至万历十三年200余年问各

行政机构的建置沿革及所掌职事。首卷为宗人府，其下依吏、户、礼、兵、刑、工六

部及都察院、六科与各寺、府、监、司等为序，计吏部12卷，户部29卷，礼部75卷，兵

部41卷，刑部22卷，工部28卷，都察院3卷，通政使司、六科、大理寺、太常寺、詹事府

（及左右春坊、司经局、顺天府、应天府）、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国子监、翰

林院、尚宝司、钦天监、太医院、上林苑监（及五城兵马指挥司）、僧禄司（及道录

司、神乐观）各1卷。以上为文职衙门，共226卷。武职衙门仅2卷，列叙五军都督府和

锦衣卫等22卫。各官职之下多列有详细统计数字，如田土、户口、驻军、粮饷等。(介

绍参考)

御制大明会典序、御制大明会典序、御制重修大明会典序、敕谕、会典书名、会典文

册衙门、会典凡例、续纂凡例、重修题本、重修凡例、重修表、重修职名、目录

宗人府

●●卷一：宗人府、南京宗人府

吏部

●●卷二：官制一：京官

●●卷三：官制二：南京官

●●卷四：官制三：外官

●●卷五：选官、推升、保举、改调、降调附、开设裁并官员、还职官员、给假

验封清吏司

●●卷六：功臣封爵、功臣推封、功臣袭封【衍圣公袭封附】、土官承袭、文官封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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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叙、诰敕、散官

●●卷七：吏员

●●卷八：吏役参拨

●●卷九：行移勘合、关给须知

稽勋清吏司

●●卷十：稽勋、勋级、资格

●●卷十一：贴黄、丁忧、侍亲、更名复姓、杂行

考功清吏司

●●卷十二：考核一官员、京官、考核二吏员【承差知印附】、责任条例

●●卷十三上：朝觐考察、京官考察【王府官附】、举核、致仕、事故、访举

南京吏部

●●卷十三下：文选清吏司、验封清吏司、稽勋清吏司、考功清吏司

户部

●●卷十四：十三司职掌

●●卷十五：州县一

●●卷十六：州县二

●●卷十七：田土、给赐、农桑、灾伤

●●卷十八：在京锦衣等五十四卫并后军督府、北直隶各卫所、南京锦衣等四十二卫、

南直隶各卫所、十五都司并各行都司

●●卷十九：户口一、户口总数、富户、逃户、流民、附籍人户

●●卷二十：户口二、黄册、赋役、婚姻、读法

●●卷二十一：仓庾一、京仓【永次仓附】两直隶府州县都司卫仓

●●卷二十二：仓庾二、各司府州县卫所仓、十三省布政使司、预备仓

●●卷二十三：仓庾三、马房等仓【草场附】二十三马房仓并象房牛羊房仓、京草场

五处、边草场六处、马房牧地、马房仓场通例、盘拨粮斛

●●卷二十四：会计一上、税粮一、洪武二十六年实征夏税秋粮总数、弘治十五年实

征夏税秋粮总数

●●卷二十五：会计一下、税粮二、万历六年实征夏税秋粮总数、弘治十五年各司府

州实征马草数、万历六年、各司府州实征马草数

●●卷二十六：秋青草会计二、起运、弘治十五年起运数目、万历六年起运数目

●●卷二十七：会计三、漕运

●●卷二十八：会计四、京粮、边粮

●●卷二十九：征收

●●卷三十：库藏一、内府库、太仓库、在外诸司库、赃罚

●●卷三十一：库藏二、钞法、钱法

●●卷三十二：课程一、盐法一、两淮、两浙、长芦、山东

●●卷三十三：课程二、盐法二、福建、河东、陕西、广东、四川、云南



●●卷三十四：课程三、盐法三、盐法通例、盐引式

●●卷三十五：课程四、钞关、商税、税课司局、各司局衙门、税课数

●●卷三十六：课程五、鱼课、河泊所、各河泊衙门、鱼课数

●●卷三十七：课程六、茶课、金银诸课、权量、时估

●●卷三十八：廪禄一、宗藩禄米、公侯驸马伯禄米

●●卷三十九：廪禄二、俸给、廪给、行粮马草

●●卷四十：经费一、赏赐

●●卷四十一：经费二、月粮、【月盐附】、月盐、官民户口盐钞、杂支、勘合

南京户部

●●卷四十二：司职掌、黄册、差役、屯田、仓庾、粮储、粮长勘合、草场、草料、

银库、派纳绢布、内库课钞、盐政、铺行、官吏俸给、官军匠役俸粮、赏赐

礼部、行人司

●●卷四十三：朝贺

●●卷四十四：朝仪、诸司奏事仪、诸司朝觐仪、入朝门禁、东宫朝仪

●●卷四十五：登极仪

●●卷四十六：册立一、皇后册立仪、遣使册立、受册受贺、百官称贺上表笺、谒庙、

皇妃册立仪、皇嫔册立仪

●●卷四十七：册立二、皇太子册立仪、册立颁绍、皇太子朝谢中宫、诸王贺东宫、

诸王贺中宫、百官进庆贺表笺、百官进庆贺东宫笺、内外命妇庆贺中宫、谒庙、皇太

子妃册立仪

●●卷四十八：册立三、亲王册立仪、亲王年幼受册宝仪、朝谢中宫、谢东宫、亲王

自行贺及百官贺诸王、东宫及百官称贺上表笺、东宫贺中宫、中宫受内外命妇贺、东

宫受百官贺、亲王妃册立仪、公主册立仪

●●卷四十九：皇子诞生仪、皇子命名仪、皇女诞生仪、皇女命名仪

●●卷五十：上尊号、皇太后上尊号仪、告祭、上册宝、谒谢、庆贺、太皇太后上尊

号仪、皇太后上徽号仪、告祭、上册宝、谒告、受贺

●●卷五十一：耕耤【西苑耕敛附】、谒谢、庆贺、西苑耕敛、视学、乐章、还宫奏

万岁乐、大射礼、策士、殿试仪、读卷仪、传胪仪、状元率诸进士上表谢恩仪、亲蚕

●●卷五十二：经筵【日讲并讲大学衍义等附】、日讲仪、午讲仪、讲大学衍义仪、

无逸殿讲仪、东宫出阁讲学仪、初出阁仪、每日讲读仪、诸王讲书仪

●●卷五十三：巡狩、亲征、论功行赏仪、献俘【宣捷附】、宣捷

●●卷五十四：东宫监国、皇太孙监国

●●卷五十五：王国礼一、封爵、奏报格式、玉牒册式、奏请格式

●●卷五十六：王国礼二、之国、庆贺、朝见、庆祝【表笺进贡附】、表笺、进贡、

迎诏【迎祭受历附】、迎祭、受历、来朝、奏事、祭祀、筵宴、乐

●●卷五十七：王国礼三、婚姻【仪演婚配及奏式附】、请婚格式、奏请格式、选娶



继妃、奏选格式、选娶妾媵、妾媵册式、仪宾婚配、奏请格式、宗学【书院附】、书

院、府第、内官内使【厨校及收买子女物件附】、厨校、收买子女并物件、奖谕、过犯

【禁例附】、禁例

●●卷五十八：蕃国礼、蕃王来朝仪【蕃国遣使进表朝贡仪附】、蕃国遣使进表、蕃

使进贡、圣节正旦冬至蕃国圣阙庆祝仪、蕃国迎诏仪【受印物仪附】、蕃国受印物

●●卷五十九：官员礼、庶人礼

●●卷六十：冠服一、皇帝冕服、衮冕、皮弁服、常服、武弁服、燕弁冠服、皇后冠服

【册宝附】、礼服、常服、册宝、皇妃冠服【册印附】、礼服、常服、册印、皇嫔冠服

【册附】、册、内命妇冠服、皇太子冠服【册宝附】、衮冕、皮弁服、常服、册宝、

皇太子妃冠服、礼服、常服、亲王冠服【册宝附】、衮冕、皮弁服、常服、保和冠服、

册宝、亲王妃冠服、礼服、常服、公主冠服、册印、世子冠服、衮冕、皮弁服、常服、

保和冠服、世子妃冠服、郡王冠服、衮服、皮弁服、常服、保和冠服、郡王妃冠服、

长子冠服、朝服、公服、常服、保和冠服、郡主冠服、长子夫人冠服、镇国将军冠服、

镇国将军夫人冠服、辅国将军冠服、辅国将军夫人冠服、奉国将军冠服、奉国将军淑

人冠服、镇国中尉冠服、镇国中尉恭人冠服、辅国中尉冠服、辅国中尉宜人冠服、奉

国中尉冠服、奉国中尉安人冠服、县主冠服、郡君冠服、县君冠服、乡君冠服

●●卷六十一：冠服二、文武官冠才、朝服、祭服、公服、常服、忠静冠服、仪宾冠

服、命妇冠服、礼服、常服、进士巾服、状元冠服、生员巾服、吏员巾服、士庶巾服

【公使人等附】、士庶妻冠服【婢使人等附】、教坊司冠巾服

●●卷六十二：房屋器用等第

●●卷六十三：冠礼一、皇帝冠礼

●●卷六十四：冠礼二、皇太子冠礼

●●卷六十五：冠礼三、皇太孙冠礼、亲王冠礼

●●卷六十六：冠礼四、品官冠礼、士庶冠礼

●●卷六十七：婚礼一、皇帝纳后仪

●●卷六十八：婚礼二、皇太子纳妃仪

●●卷六十九：婚礼三、亲王婚礼、洪武二十六年定、纳征、定亲礼物、媒人、开合、

纳征礼物、媒人、开合、发册命使、册至妃家、发册礼物、催妆礼物、铺房、醮戒、

妃家醮戒、亲迎、庙见、合卺、朝见、盥馈、王与妃见东宫、回门、回门礼物、供用

器皿、纳征发册催妆、妃家受聘、二十六年弘治中续定、纳征、王受醮戒、朝见、盥

馈

●●卷七十：婚礼四、公主婚礼【选择驸马教习驸马附】、谒庙、公主受醮戒、驸马

受醮戒、亲迎、谒祠堂、合卺、见舅姑、赐驸马冠带衣服、选择驸马、教习驸马

●●卷七十一：婚礼五、品官纳妇、纳采、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同牢、庙见、

见舅姑、盥馈、舅飨丈夫送者、姑飨妇人送者、庶人纳妇、纳采、纳币请期、亲迎、

见舅姑、见祖祢、婿见妇之父母、飨送者其礼如品官飨送者之仪

●●卷七十二：宴礼、大宴礼【中宴常宴附】、中宴常宴、诸宴通例



●●卷七十三：大宴乐、小宴乐、东宫宴乐

●●卷七十四：传制仪、誓戒仪、遣祭仪、传制乐、进春礼【有司鞭春仪附】、颁诰敕

【官员受诰封赠并焚黄仪附】、祝文式、开读仪【迎接诏赦等仪附】、迎接敕符制论

仪、进书仪、进实录仪、进重书训录仪、进玉牒仪、纂修书籍进呈仪

●●卷七十五：表笺仪式、进表笺仪、表笺式、圣节正旦冬至亲王上表、太皇太后寿

旦正旦冬至亲王上表、皇太后寿旦正旦冬至亲王上表、圣节正旦冬至群臣上表、太皇

太后寿旦正旦冬至群臣上表、群臣谢恩表、中宫寿旦正旦冬至亲王上笺、东宫千秋节

正旦冬至亲王上笺、东宫千秋节正旦冬至群臣上笺

●●卷七十六：奏启题本格式、奏本式、题本式、行移署押体式、在京、在外、照会

式、咨呈式、平咨式、札付式、呈状式、申状式、平关式、牒呈式、平牒式、牒上式、

右牒上、故牒式、下帖式

●●卷七十七：贡举、岁贡、科举、科举通例、乡试、会试、殿试

●●卷七十八：学校、儒学、选补生员、学规、廪馔、考法、风宪官提督、社学

●●卷七十九：乡饮酒礼、旌表、印信、印信制度

●●卷八十、建言、会议、节假、养老、恤孤贫、自宫禁例

祠祭清吏司

●●卷八十一：祭祀通例、郊祀一【合祀】

●●卷八十二：郊祀二、圜丘

●●卷八十三：郊祀三、方泽、朝日坛、夕月坛

●●卷八十四：郊祀四、祈谷、大享、雩祀、节拜

●●卷八十五：社稷等祀、太社稷、帝社稷、神祇、太岁月将

●●卷八十六：庙祀一、庙号、时享

●●卷八十七：庙祀二、祫祭、奉祧、升祔、大禘

●●卷八十八：庙祀三、荐谥号

●●卷八十九：庙祀四、奉先殿【崇先殿附】、忌辰、荐新品物、奉慈殿【弘孝殿神

霄殿附】、景神殿【玉芝宫附】、庆源殿

●●卷九十：陵坟等祀、陵寝【后妃太子诸王公主坟附】、国初追封诸王坟、外戚王

者坟

●●卷九十一：群祀一、历代帝王、先圣先明、先师孔子【释菜启圣祠附】、月朔释

菜仪、启圣祠祭仪

●●卷九十二：群祀二、先农、先蚕、先医、旗纛【冯祭及祭所过山川祭神旗附】、

祃祭、及祭所过山川仪、仲秋祭仪、岁暮祭仪、朔望日祭神旗仪、五祀

●●卷九十三：群祀三、京都祀典、京师、南京、有司祀典上、岳镇海渎、帝王陵寝

●●卷九十四：群祀四、有司祀典下、社稷、仪注、祝文、风云雷雨山川城隍之神、

祝文、岳镇海渎帝王陵庙、祝文、旗纛、祝文、祭厉、仪注、祭文、告城隍文、里社、

仪注、祝文、乡厉、祭文、祭告城隍文

●●卷九十五：群祀五、品官家庙、祠堂制度、时祭仪节



●●卷九十六：丧礼一、大丧礼

●●卷九十七：丧礼二、皇太后、皇后

●●卷九十七：丧礼二、皇太后、皇后

●●卷九十八：丧礼三、皇妃、皇太子、亲王【世子世孙附】、亲王妃【郡王妃世子

世孙妃附】、公主、郡王【长子附】

●●卷九十九：丧礼四、品官

●●卷一百：丧礼五、庶人

●●卷一百零一：丧礼六、恩恤

●●卷一百零二：丧礼七、丧服、斩衰三年、齐衰杖期、齐衰不杖期、齐衰五月、齐

衰三月、大功、小功、缌麻

●●卷一百零三：历日、东宫进历仪、祥异

●●卷一百零四：艺术、僧道、教坊司承应乐舞

主客清吏司

●●卷一百零五：朝贡一、东南夷上

●●卷一百零六：朝贡二、东南夷下

●●卷一百零七：朝贡三、北狄、东北夷、西戎上

●●卷一百零八：朝贡四、西戎下、土官、朝贡通例

●●卷一百零九：宾客、会同馆、各国通事

●●卷一百十：给赐一、在京官员人等【公差附】、登极、纂修、经筵、视学、耕耤、

大阅【遣阅营操附】、册立东宫、节令【时鲜附】、庆贺、陪祭扈从、大臣特赐、给

假、公差、功赏、杂给、王府【回赐附】

●●卷一百十一：给赐二、外夷上

●●卷一百十二：给赐三、外夷下

●●卷一百十三：给赐四、土官、给赐番夷通例、岁进

精膳清吏司

●●卷一百十四：膳羞一、筵宴、郊祀庆成、圣节、正旦节、冬至节、皇太后圣旦节、

皇后令旦节、东宫千秋节、立春节、元宵节、四月八节、端午节、重阳节、腊八节、

祭、太庙享胙、祭社稷享胙、祭、先农享胙、太祀、圜丘文武百官汤饭、孟春祈谷夏

至、方泽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祭毕内外官酒饭、耕厝三公九卿执事等官酒饭、蚕坛

酒饭、驾幸太学筵宴、进士恩荣宴、纂修宴、武举宴、经筵酒饭、日讲酒饭、殿试酒

饭、文华殿读卷官宴、吏部兵部选官酒饭、朝贡见辞酒饭、管待番夷土官筵宴、筵宴

番夷土官卓面、番夷人等朔望朝及见辞酒饭、番夷人等领宴

●●卷一百十五、膳羞二、下程、王国下程、衍圣公张真人下程、番夷土官使臣下程、

常例下程、钦赐下程

●●卷一百十六：厨役【王府典膳厨役附】、光禄寺厨役、太常寺厨役、二寺厨役通

例、王府典膳厨役、牲口、藏冰、器皿、行移



南京礼部、行人司、南京行人司

●●卷一百十七：仪制清吏司、祠祭清吏司、主客清吏司、精膳清吏司、行人司、南

京行人司

●●兵部：武选清吏司

●●卷一百十八：铨选一、官制【资格附】、勋禄、陞除

●●卷一百十九：铨选二、推举、考选、降调【立功为民充军附】

●●卷一百二十：铨选三、武职袭替

●●卷一百二十一：铨选四、官舍比试、旗役升用【并枪附】、土夷袭替

●●卷一百二十二：优给【优养附】、贴黄、诰敕

●●卷一百二十三：军务、功次、达贼功次【辽东女直附】、番贼功次【苗蛮倭贼

附】、反贼功次【流贼附】、功次通例、赏格、给赏、加赏、量赏

职方清吏司

●●卷一百二十四：城隍一、都司卫所、五军都督府所属卫所、南京五军都督府所属

●●卷一百二十五：城隍二、属夷、东北诸夷、都司一、卫三百八十四、所二十四、

站七、地面七、寨一、西北诸夷、卫六、属番、都指挥使司二、指挥使司一、宣慰使

司三、招讨司六、万户府四、千户所十七

●●卷一百二十六：镇戍一、将领上、蓟州镇、昌平镇、辽东、保定镇、宣府、大同、

山西、延绥、宁夏、甘肃、陕西

●●卷一百二十七：镇戍二、将领下、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广、广东、南直

隶、浙江、福建、河南、山东

●●卷一百二十八：镇戍三、督抚兵备

●●卷一百二十九：镇戍四、各镇分例一、蓟镇、辽东、保定

●●卷一百三十：镇戍五、各镇分例二、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

肃

●●卷一百三十一：镇戍六、各镇分例三、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广、广东、

南直隶、浙江、江西、福建、山东、河南

●●卷一百三十二：镇戍七、各镇通例

●●卷一百三十三：镇戍八、图本

●●卷一百三十四：营操、京营、旧三大营制、旧团营制、令定京营制、营政通例、

将军营、四卫营

●●卷一百三十五：大阅、武举、举用将材

●●卷一百三十六：巡捕、在京、在外、赏罚

●●卷一百三十七：军役、收补、重役、冒名、老疾、存恤、佥充民壮【机兵附】

●●卷一百三十八：关津一

●●卷一百三十九：关津二

车驾清吏司

●●卷一百四十：卤簿、大驾卤簿、洪武二十六年、永乐三年、丹陛驾、武陈驾、太



皇太后卤簿、皇太后、中宫卤簿、羽仪

●●卷一百四十一：仪仗、东宫仪仗、洪武二十六年、永乐三年、亲王仪仗、洪武二

十六年、永乐三年、郡王仪仗、皇妃仪仗、东宫妃仪仗、亲王妃仪仗、郡王妃仪仗、

郡主仪仗

●●卷一百四十二：侍卫、东宫侍卫

●●卷一百四十三：守卫【食钱牌面附】

●●卷一百四十四：力士校尉【王府校尉附】

●●卷一百四十五：驿传一、会同馆、水马驿上

●●卷一百四十六：驿传二、水马驿下

●●卷一百四十七：驿运三、递运所

●●卷一百四十八：驿传四、驿递事例、应付通例

●●卷一百四十九：驿传五、符验、勘合【火牌附】、急递铺、马快船

●●卷一百五十：马政一、民间孳牧、军卫孳牧、京府寄牧

●●卷一百五十一：马政二、营卫放牧、牧马草场、南京太仆寺所属孳草场、太仆寺

所属孳牧草场、营卫放牧草场、在京各营卫、在外直隶卫分、山东卫分、各边草场

●●卷一百五十二：马政三、起解、印俵、关换、买补、禁约

●●卷一百五十三：马政四、比较、收买【贡马附】、内府供应

武库清吏司

●●卷一百五十四：军政一、根捕、勾补、编发

●●卷一百五十五：军政二、起解、清理、册单【事产户籍附】、禁令

●●卷一百五十六：武学、考核、军器、勘合、给聚、柴炭

●●卷一百五十七：皂隶、军士盐粮【布花附】、拘收皮张

南京兵部

●●卷一百五十八：武选清吏司、职方清吏司、车驾清吏司、武库清吏司

刑部

●●卷一百五十九：十三司职掌

●●卷一百六十：律例一、名例上、五刑、十恶、八议、应议者犯罪、职官有犯、军

官有犯、文武官犯公罪、文武官犯私罪、应议者之祖父有犯

●●卷一百六十一：律例二、名例下

●●卷一百六十二：律例三【吏律】、职制

●●卷一百六十三：律例四【户律一】、户役

●●卷一百六十四：律例五【户律二】、仓库

●●卷一百六十五：律例六【礼律】

●●卷一百六十六：律例七【兵律一】

●●卷一百六十七：律例八【兵律二】

●●卷一百六十八：律例九【刑律一】、贼盗、人命



●●卷一百六十九：律例十【刑律二】、斗殴、骂詈、诉讼

●●卷一百七十：律例十一【刑律三】、受赃、诈伪、犯奸、杂犯、赌博、阉割火者、

嘱托公事、私和公事、失火、放火故烧人房屋、搬做杂剧、违令、不应为

●●卷一百七十一：律例十二【刑律四】、捕亡、断狱、吏典代写招草

●●卷一百七十二：律例十三【工律】、营造、河防、侵占街道、修理桥梁道路

●●卷一百七十三：罪名一、洪武初定、真犯死罪、律令、大诰、杂犯死罪、律令、

大诰、洪武三十年定、决不待时、秋后处决、工役终身、永乐元年定、迁发种田

●●卷一百七十四：罪名二、弘治十年定、真犯死罪决不待时、凌迟处死、斩罪、绞

罪、真犯死罪秋后处决、斩罪、绞罪、杂犯死罪、斩罪、绞罪、嘉靖二十九年定、真

犯死罪、斩罪、绞罪、万历十三年定、真犯死罪、斩罪、绞罪

●●卷一百七十五：罪名三、充军、洪武二十六年定、嘉靖二十九年定、万历十三年

定、编发囚军

●●卷一百七十六：五刑赎罪、拘役囚人

●●卷一百七十七：问拟刑名、详拟罪名、朝审、热审、决囚、恤刑

●●卷一百七十八：伸冤、检尸、打断、相视、提牢、狱具、勘事、抄札、献俘

●●卷一百七十九：岁报罪囚、计赃时估、类进赃物、类填勘合、收买纸札、申明诫

谕、官吏过名、朝觐纠劾、漕运理刑

南京刑部

●●卷一百八十：十三司带管衙门

工部：营缮清吏司

●●卷一百八十一：营造一、内府、王府、亲王府制、郡王府制、给价则例、山西、

湖广、陕西、河南、山东、江西、四川、广西

●●卷一百八十二：营造二、仪仗一、大驾卤簿

●●卷八十三：营造三上、仪仗二、皇后卤簿、太皇太后卤簿、皇太后卤簿、乐器制

度

●●卷一百八十四：营造三下、仪仗三、东宫仪仗

●●卷一百八十五：营造四上、仪仗四、亲王仪仗、世子仪仗同、郡王仪仗

●●卷一百八十六：营造四下、仪仗五、皇妃仪仗、东宫妃仪仗、亲王妃仪仗、公主

仪仗、世子妃仪仗、郡王妃仪仗、郡主仪仗

●●卷一百八十七：营造五、城垣、皇城、京城、坛场、庙宇、公廨、文职公廨、武

职公廨、仓库、京仓、通仓、营房、狱具

●●卷一百八十八：工匠一、准工则例、囚徒该拨厂分

●●卷一百八十九：工匠二

●●卷一百九十：物料

虞衡清吏司

●●卷一百九十一：采补、野味、皮张、翎毛【牛斤角附】、禁令

●●卷一百九十二：军器军装一、军器、在京成造衙门、在外成造衙门



●●卷一百九十三：军器军装二、火器、战车旗牌、军装

●●卷一百九十四：窑冶、陶器、铸器、铸钱、冶课

●●卷一百九十五：颜料、纸札

都水清吏司

●●卷一百九十六：河渠一、运道一【海道附】

●●卷一百九十七：河渠二、运道二、湖泉、闸坝

●●卷一百九十八：河渠三、运道三、夫役、运河钱粮、黄河钱粮

●●卷一百九十九：河渠四、水利、卢沟河、滹沱河、桑干河、胡良河、琉璃河、蓟

州河、昌平河、密云河、天津海口新河、浙西诸水

●●卷二百：河渠五、桥道、船只【河泊麻铁课附】、黄船、马船、快船、海运船、

供应船、后湖船、备倭船、战船、粮船、河泊麻铁等课、车辆

●●卷二百零一：织造

屯田清吏司

●●卷二百零二：屯种、开垦、农具、牛只

●●卷二百零三：山陵、坟茔、王府坟茔、职官坟茔

●●卷二百零四：抽分

●●卷二百零五：柴炭

●●卷二百零六：夫役、砍柴夫、抬柴夫、杂行

●●卷二百零七：四司经费、四司岁额、内府题办

南京工部

●●卷二百零八：营缮清吏司、虞衡清吏司、都水清吏司、屯田清吏司

都察院

●●卷二百零九：风宪总例、督抚建置、各道分隶、纠劾官邪、考核百官、急快选用

【考授附】

●●卷二百十：奏请点差【各差附】、巡按、刷卷、提学、巡京营、印马、屯田、清

军、巡盐【巡河附】、攒运、巡仓、巡茶马、巡关、巡视光禄寺、巡青、巡库【内府

监局附】、巡视皇城、巡视五城、监课、监试、杂差、出巡事宜、照刷文卷、在京十

三道照刷卷宗衙门、在外各处按察分司

●●卷二百十一：回道考察、问拟刑名、追问公事【伸冤附】、审录罪囚【审决附】、

监礼纠仪、抚按通例、南京都察院

通政使司、中书舍人

●●卷二百十二：通政使司、士纳帝命、通达下情、开拆实封、关防公文勘合、月奏、

杂行、南京通政使司、中书舍人、南京中书舍人

六科

卷二百十三：六科、吏科、户科、礼科、兵科、刑科、工科、南京六科、南京吏科、

南京户科、南京礼科、南京兵科、南京刑科、南京工科

大理寺



●●卷二百十四：大理寺、二寺分属、审录不详、请旨发落【奉旨推问附】、详拟罪

名、月报囚数、类奏南京罪囚、处决重囚、审录在外罪囚、南京大理寺

太常寺

●●卷二百十五：太常寺、南京太常寺

詹事府、顺天府、应天府

●●卷二百十六：詹事府、左春坊、右春坊、司经局、南京詹事府、南京左春坊、南

京右春坊、南京司经局、顺天府、应天府

光禄寺

●●卷二百十七：光禄寺、大官署、珍羞署、良酝署、掌酝署、司牲司、南京光禄寺、

大官署、珍羞署、良酝署、掌酝署

太仆寺

●●卷二百十八：太仆寺、南京太仆寺

鸿胪寺

●●卷二百十九：鸿胪寺、南京鸿胪寺

国子监

●●卷二百二十：国子监、监规、洪武十五年定、十六年定、二十年定、生员入监、

课试、廪馔、给赐、给假、依亲、拨历、考选、禁令、膳夫【庙户等役附】、勋戚习

学、南京国子监

翰林院

●●卷二百二十一：翰林院、南京翰林院

尚宝司

●●卷二百二十二：尚宝司、南京尚宝司

钦天监

●●卷二百二十三：钦天监、南京钦天监

太医院

●●卷二百二十四：太医院、南京太医院

上林苑监、五城兵马指挥司

●●卷二百二十五：上林苑监、蕃育署、嘉蔬署、良牧署、林衡署、五城兵马指挥司、

南京五城兵马指挥司

僧录司、道录司、神乐观

●●卷二百二十六：僧录司、南京僧录司、道录司、南京道录司、神乐观、南京神乐

观

武职衙门：五军都督府

●●卷二百二十七：五军都督府、南京五军都督府

锦衣卫等二十二卫

●●卷二百二十八：锦衣卫、旗手卫、金吾前卫、金吾后卫、羽林左卫、羽林右卫、

府军卫、府军左卫、府军右卫、府军前卫、府军后卫、虎贲左卫、金吾左卫、金吾右



卫、羽林前卫、燕山左卫、燕山右卫、燕山前卫、大兴左卫、济阳卫、济州卫、通州

卫、南京锦衣卫





李东阳，字宾之，号西涯，谥文正，明朝内阁首辅大臣，文学家，书法家，茶陵诗派

的核心人物。湖广茶陵县人，金吾左卫军籍。

申时行，字汝默，号瑶泉，晚号休休居士。明代大臣。明朝中南直隶苏州府长洲（今

江苏苏州）人  。嘉靖四十一年殿试第一名，获状元。历任翰林院修撰、礼部右侍郎、

吏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首辅、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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