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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官制的有益探索

—
《中国历代官制 (上册 )》评介

张 俊 超

我国是一个有着 4 0 0 0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
,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

逐渐形成了一套适

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古代官制
,

如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
,

秦汉时期的三公九卿制
,

隋唐

时期的三省六部制
,

明清时期的内阁制
,

地方制度的郡县制或省州县三级制
,

以及培养
、

考

试
、

选拔
、

监察
、

弹幼官吏制度
,

等等
。

作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
,

国

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

这些制度既有其合理
、

进步乃至科学的一面
,

也有其落后
、

腐败
、

有冉的
一

面
。

J笃进步面表现为
:

它们对维护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

巩固和发展政权建

设
,

改善吏治
,

提高政府工作效率
,

促进社会物质生产
,

推动文化教育事业
,

促进朝政清明
,

国 家昌盛起到了积极作用
,

而且对世界许多国家的政治制度
,

尤其是现在正在西方一些国家

盛行的文官制度的形成
,

发展
。

曾产生过巨大影响
。

落后的一面表现在
:

古代官制中的权力

过分集中
,

官僚主义
、

家长制
、

机构重迭
、

人浮于事
、

任人唯亲
、

以权谋私
、

世袭世禄制
、

终身制等等
,

不仅在
、

毕时起到了阻滞民族经济发展
,

残酷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
,

加速各代政

权衰亡的作用
,

而且至今仍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有着极其深刻的消极影响
。

因此
,

整理 矛研究中国古代官制
,

考其源流因革
,

明其得失利弊
,

取其精华
,

除其糟粕
,

不仅有着

深刻的历史意义
,

而且更有着深远的现实意义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应该说
,

邓德龙同志编艺

的《中国历代官制》是作了一次极富价值的有益探索
。

《 中国历代官制》分为上下两册
。 _

匕册叙述了中国夏朝至唐朝的官制
,

已由武汉大学出版

社 出版
。

按作者计划
,

下册准备从五代十国写至清朝末年
。

研究中国古代官制
,

古往今来不乏其人
,

专著和论文比比皆是
,

而邓著《中国历代官制 》

却有其独到的长处和特点
:

第一
,

体系完整
。

在此之前已出版的 l司类书籍
,

大体上可分为三种体裁
:

一是选取一
、

二个朝代
,

对其官制进行详细的叙述 ; 二是采用通史式的结构方法
,

概要陈述历代官制的沿

革 ; 二三是论文集
,

选择一个侧面进行专题探讨
。

第一种书籍 内容详备
,

资料丰富
,

但时限很

小
,

一

不能给人以完整
、

系统的古代官制知识
,

不便 于读者对 备朝官制作对比研究
。

第二
、

三

种 }汁行
。 ’

{丫制发展变化脉络清楚
,

系统而简明
,

有利于普及基本知识
,

但由于其体裁所限
,

一般只能叙其梗概而不能展示全貌
,

尤其是对清代以前的官制都写得极其简略
。

这类著作虽

长 犷门纳论述
,

但篇幅小
、

史料略
,

因此
,

难以满足高层次读者和专业研究人 员 的 需 要
。

《 `
扣国历代官制》根据古代官制的特定

一

含义
,

在体例上采用 了通史式的辞书结构形式
,

集中国

·

1 2 8
·



女2隶社会朴
}

封建社会所有 丁 惚
J

一

心制于一卜
,

纵则可考查厉代官制的源流因革
,

横则叙述各代

丫f {日的详
`

洁概貌
。

该 }弓以协个侧代为
一

编
,

使 JU}折代成 卞
,

务具规 {负
,

自成体系
,

史料虽亦

有 t }` 了J’ 略
,

子!王结钩比较尤整
.

L{}l r吏忿.{]务
` 、 一

二个机构
、

J{} {
`

}
`

犷
,

也决不会疏漏一代官制
。

此 1弓

刘
一

夏
、

商
、

周 几个恻代的官制 也 广J’ i不细的叔述
,

这在此 前的 1弓籍
`
1

,

还很少见到
。

该 1弓采取中

州儿构按性
! l

创 }类归 日
,

地方机钩按政卜
_

分等划级的 方法
,

使务代
`

闭卜叮 J成规模
,

内涵较深
,

外延 较宽
,

史料齐 { {
_

大
,

不同层次 的女价邵
} ,

丁坦 少U所而
。

第 二
,

论述系统
。

此前的同类片作 在日!
`
1

,

臾
`

!
’

洲巾 {
、

j
一

,

大 郑遵循传统的级别观念
,

或按

几公少L卿论到
,

二省
、 ’

` 门 序议
,

}山将 J U他机 钧
、

职
`

!
`

f附 了。内极 J醉次要的 位优 或以机构
、 `

亩

料的脚名分类
、

将不 }
,

弓性质的机沟按
`

’

省
” 、

于女
` ’

邵
` , 、

按
“

于
” 、

按
` ’

}鹿
”

士1卜列在一起
。

邓著 《中

卜
,

jJJ 代
`

.
’

}
’

制 今则打破 J’ 这此传统的做法
。

采 l日系统 !
一

程的方法
.

按机构 (或职官 ) 的性 质分类

少!日
,

如政务弓
,

框系统
、

人事工流察系统
、

经济管理系统
、

礼宾文教系统
、

军事兵器系统
、

司

法刊狱系统
、

官廷服务系统等
。

以揭刁孙 1J类机构之 介l] 的 {勺在联系和 区另lj
,

较完整地系统地反

映 j
’

我国古 比务朝少扣洲污l度
,

脉纤礼
,

’ ; 晰
,

使 J
飞

读行理解
1
1代灼机构形飞能

,

进行分类研究
。

第 二
,

{亥 书以机钩和
`

f f职为线索
。

币点 论述 了官 吏枷度
、

并而评其利弊得失
,

给读者不

少 Ji }
,

后
。

现有的 同类艺泊
,

大都
、

}凡少二
,

斤攫 j
几

机沟
、

职
`

}
’

f的称 i胃
、

品秩
、

职掌
、

职官人数
、

内

部机沟
、

历史沿革等内齐
。

邓 片川
,

国历代
`

{
’

f制》 则根据
`

}片为今川
”

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
,

币点 i创主务机 {夕J I
’

{勺班(
「

{( 了币务
、

权 {̀I
、

}范 !1
0

1
、

办
`

l犷j见尸
;
{
、

介年工,11方法及 1鱿利弊得失
。

有机地反映 r

甘l’ 代的政治
、

军书
、

{流察
、

经济竹理
、 l

d社、公安
、

文化教育
、

官廷服务管理方而的制度
。

这

拭使读扦既能 工
’

解到官职的设段
`

睛况
,

义能知道
、

甲 l,l 的从本制度及 j红利弊件失
。

第四
, 、
卜 }5采明 I二具 1弓式的词 {比

!、构
。

为读 者查阅检索提供 J
’

方便
。

此前的同类 著作
,

大 多沿川旧史传统习惯
。

以
`

{
’

;
`

吏名称 为条日
。

山 犷我国儿 干年的 占代政权先后产生过数以万

计的宜吏名称
。

按官名列 日
。

难 j
几

做到个 而 ; 且我国官 吏名 目繁杂
,

有同名异职的
,

一

也有同

职异名的
,

在一个机 关或
’

f丫咐中
,

了卜往是儿个官 吏同一职掌
,

如果按官史介绍职掌任务
、

办

事规程
,

既双复累赘 又会疏漏 单个官吏职掌 以外的规 草制度
。

邓著采取以机构
、 `

言署为词

条 通傲安排
’

f丫吏名称及工U相 义内容
,

各条之间既有其相对的独立性
,

一

又有相
一

互的连赞比
,

做到 j’ 既全 而又具体
。

有 利 j
几

读者在阅检索
。

第五
,

资料 卜富
,

释义有据
,

知识而宽
。

可读性强
。

该
一

”旁征博引
,

广
一

泛搜集
,

运用了

大 墩的资料
,

吸收了数十种旧史新著的精辟沦述和观点
,

释文有据
,

说理深入浅出
,

通俗易

忧
。

该 伟还结合官制的内齐
,

分别介绍 r 一些占代文化知识和历史知识
,

对涉及官制理论和

思想体系的治困之道
、 `

交邝之策
、

用人之术
、

决胜之计芳典型
,

、

i
`

例 也作 了必要的录述
,

增强

了知识性和可读性
。

此外
,

该 }弓还 在排个 卞节之了f
,

介绍 」
’

该片如钓兴亡 {付间
、

帝 王代数
、

地

理躺域
、

官制特点
,

协 取之后 都附有本初的帝 l: 世系表
、

中央官制表和地方官制表
,

有 刊于

增强读者对我国古代
`

f f司的系统概念
。

纵观全 朽
,

《中国厉代官制 》 不失为论述 中国占代官制方面的一部史料 丰富
、

体系完整
、

论述系统的力作
,

它倾注 J
’

作者数年的心 血
。

它的向 世
,

对 1
:

深入发掘
、

整理
、

研究我国 f甘

代官吏制度和各种管理制度
。

对 J
二

推进我国 }内加1在进行的政治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
,

对 犷

提高各级政府部门公职人员的行政效率
,

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
。

仁〔该 1弓也还存在着
一

此不足 之处 如在 草 肯的女排 L: (J’ 倚币倚轻之感
,

在史料的取舍和

运川上 也有些不
’

当之处 对 备朔制度 利弊得夫玉陈还
,

议沦评介笔墨 衣少
,

等等
。

这些都击

要作者在修订及在撰写本书下册时
,

引起足够的注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