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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瓶颈

— 读 《 明代政治制度研究 》

张 星 久

在众多的社会科学研究门类中
,

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可以说是一个与历史学
、

政治学
、

社会学等多学科

相交叉的
、

具有多重身份的跨学科领域
。

从历史学的眼光看
,

人文意义上的历史无非是由人的活动以及人活

动于其中的经济
、

政治
、

文化环境构成的
,

故理解中国政治制度史就成为理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门径
;
就

政治学的立场而言
,

政治制度乃是政治现象中最具稳定性和规范性
、

也最容易把握的部分
,

因此制度研究就

成为政治学研究的起点和基础
,

只有经过制度研究阶段
,

才能谈得上向政治行为研究阶段发展
;
从社会学的

角度看
,

政治制度史又构成了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
,

要想全面深刻地分析社会
,

当然不能回避这部分社

会生活内容
。

这样
,

由于在
“

身份
”
上的多重性

,

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一方面吸引了政治学
、

历史学和社

会学等许多学科研究者的兴趣
,

一方面对这些研究者来说也极富于挑战意义
:

它要求研究者既要具备扎实的

史学功底
、

丰富的史料积累
,

又要具有较高水准的政治学
、

社会学等多方面的理论修养
,

同时也需要一定科

学方法的训练
,

才能显出大手笔
,

写出真正激动人心的传世之作
。

这十几年来
,

有关中国政治制度史方面的

著述不谓不伙
,

但由于作者知识结构的残缺不全
,

它们或者偏于材料的简单堆积
,

缺乏理论的分析与整理
,

被著名学者蒋天枢批评为肪列恒钉
;
或者

“

理论
”

水分太多
,

实证考察太少
,

且所谓
“

理论
” 又无非 口号与

标签
,

缺乏政治制度研究的独特语言
。

由此之故
,

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长期处于低迷徘徊阶段
,

令人满意

的作品似不多见
。

值得庆幸的是
,

近年来已经有不少学者意识到了这一点
,

并身体力行
,

着意于从史料占有

和理论分析两个方面
,

突破目前研究的
“

瓶颈
”

状况
。

不久前面世的 《明代政治制度研究 》 一书 (关文发
、

颜

广文合著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 9 9 5年版 ) 就向人们报道了这方面的消息
。

本书可谓关于明代政治制度的全景式透视
,

是国内迄今为止这个研究领域中较系统也最有深度的研究

著作
。

该书对举凡明代政治制度的所有重要内容
,

尤其是对于那些属于明代始创的
、

最能反映明代政治制度

特点的制度
,

如内阁制
、

总督巡抚制
、

翰林制
、

监察制
、

县制
、

官吏任用回避制度
、

官制与吏制的比较
、

官

员职前培训制度 (观政进士制度
、

监生历事制度
、

庶吉士制度 ) 以及官吏的法律责任制度等
,

均作了全方位

的考察和深入透彻的分析
;
既有较高理论水准和统揽全 局的开阔视野

,

又材料丰富
、

考证翔实
,

在研究的深

度和广度方面都有突破
。

具体来说
,

该书有以下几方面的显著特点
:

首先
,

该书史料丰富
,

对历史事实考订和 阐释得翔实透彻
。

本书一方面广泛搜集和 采用了大量的第一手

资料
,

同时对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都尽量地加以搜集利用
,

并证之 以史实提出自己的取舍观点
。

在此基

础上
,

以专题研究的形式
,

对所涉及的每一个问题都进行了非常详细填密的考证与清理爬梳
,

显示出作者非

常扎实深厚的史学功底
,

从而使得该书内容十分丰富
,

信息含量非常大
。

以第二章对巡抚制的探讨为例
,

从

巡抚制的历史渊源
,

到它在明代的萌芽与基本形成
,

从这一制度由局部地区到全国普遍推广
,

再到巡抚与巡

按的区别
,

以及巡抚制在各地的具体设置沿革情况
,

每一个阶段
、

每一个细节都作了令人信服的考论
。

其次
,

这本书还具有较高的理论深度
,

观察分析问题的视野也比较开阔
。

作者对政治制度的一个基本看

法是
,

任何政治制度的基本要求就在于实现权力的制衡与均衡
。

但是制衡又必须合理
,

必须达到均衡的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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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发挥其积极有效作用
,

所以均衡与非均衡的矛盾可谓一切政治制度沿革变迁的直接原因 (见该书的 《前

言 》 )
。

作者正是秉持着这样一种基本思路
,

对明代制度的利弊得失作出了中肯的评判
。

比如在讨论明代督抚

制的积极作用时
,

作者指出
,

随着督抚制的确立
,

不仅在中央和地方之间
,

而且在地方各政权系统之间形成

了一种新的权力制衡与均衡关系
,

这既有利于保证中央政令的畅通
,

又可有效地防止出现地方割据分裂 (参

见该书第 93 页 )
。

再比如作者在分析明代县制时指出
,

明代县衙官员最多不过四人
,

以区区四人既要应付来

自中央六部这些
“

条条
”
的任务

,

又要应付来自省
、

府这些
“

块块
”

的各种指令和检查
,

还要从钱粮
、

刑名
、

学校
、

风化和生产各方面有效地统治全县十几万人 口
,

这从行政管理的一般要求来看
,

实在是无法胜任的
;

再加上县官主要由研读儒家经典
、

参加科举考试进入仕途
,

行政能力先天不足
,

其结果往往是于县政把持群

吏之手
,

在其位者不谋其政
,

不在其位者反倒谋其政
,

角色与职权关系混乱
,

不仅造成明代县政弊端百出
,

而且也是明代官弱吏强
、

吏治腐败的滥筋之一 (参见该书第 1 9 6
、

247 一 248 页 )
。

又 比如说
,

过去人们往往对

于 明代吏治之坏注意较多
,

但对于明代何以 出现官制和吏制的区别则不甚了然
,

而该书却从管理的角度作出

了精当的分析
。

根据作者的考证
,

明代吏员的法定人数为官员人数的一倍多
,

实际上却高达七倍之多
。

如果

全国十数万吏员
、

外加几万人的官员都是由一个中央吏部直接管理
,

显 然管理幅度太大
,

吏部无法胜任
,

故

只能由各级地方政府担负管理吏员之责
,

而中央吏部则着重管理官员
; 又加上官员因任期制和 回避制度的限

制常常转迁不定
,

不熟悉地方情况和管理业务
,

这就必然要求保持吏员阶级的稳定以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

转
,

从而也必然需要一套特殊的方法来管理这些吏员 (参见该书 243 一 245 页 )
。

这样
,

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
,

明代出现官制与吏制的区分乃是势所必然
。

可见
,

由于作者较好地动用了相关的背景知识和理论分析框架
,

使得全书立意高远
,

跨越时空
,

揭示 了政治制度乃至政治现象的普遍规律
。

第三
,

提出了许多新的有说服力的见解
,

对于前人的失误也多有辨正
。

如关于内阁制的基本形成时期问

题
,

作者的观点就不同于 目前颇占主导地位的看法
,

指出内阁制的基本形成应该是在永乐时期
,

而不是在其

后
。

为了论证这一观点
,

作者花费了大量的篇幅旁征博引
,

并对一些人的观点进行了详细的证 伪
,

论证之严

密
,

证据之充足有力
,

几乎让人有无懈可击之叹
。

另外像在探讨巡抚制的萌芽时问问题上
,

以及在对关于
“
明代无言谏制度

”

这一流行说法的驳正等许多方面
,

都不光见解独到
,

而且理由充足
,

令人信服
。

第四
,

本书不仅深化了以往的研究领域和 内容
,

而且发现和确立了一些新的研究课题
,

拓宽了明代政治

制度的研究领域
。

比如明代的观政进士制度
、

国子监生历事制度
、

庶吉士制度等
,

从现代行政学的角度看都

属于官员的职前培训制度
,

本是官僚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
,

过去却没有进入研究者们的视野
,

这本书首次以
“

明代官员职前培训制度
”
为题

,

将这些问题纳入范围
。

又如明代的地方政治制度中的巡抚制
,

以往的研究

也比较少
,

各书在谈及这一问题时常常是浅尝辄止
;
至于作为基层政治制度的县制

,

也往往被一笔带过
,

不

加深究
,

而该书首次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较大规模的
、

系统全面的考察
。

另外
,

该书还单独列出一章
,

专门对

明代的官制与吏制进行比较研究 (第七章 )
,

这种独具慧眼的角度在以往的研究中也是不多见的
。

第五
,

在论题的选择和对具体内容的阐释方面
,

都处理得轻重适度
,

详略得当
。

它重在对明代始创的
、

具有明代特色的政治制度进行探索
;
对于学术界已有定论的问题

,

除非有了新材料和新研究收获才加以补充

订正
,

除非为了印证研究结论的必要才加以涉及
,

不求面面俱到
,

或者强不能为能
。

这就使本书真正有新意
。

不过
,

从
“

责备贤者
”
的古训来看

,

这本书当然也存在着一些足为缺憾的地方
。

如果本书能够更多地借

鉴一下政治学
、

管理学甚至统计学的理论与方法
,

就更能发挥其在多方面
、

多学科的启示意义
。

说这样的话

决不是苛求于作者
,

而恰恰是要通过这样一本已经难得的好书
,

对我们这些后来者发起挑战
,

使我们获得压

力和动力
,

以更加踏实和有效的劳作演出研究政治制度史的大场面
。

作 者
:

张星久
,

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
,

式汉
,

43 00 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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