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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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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东晋兴宁二年
,

桓温 主持推行并官省职政策
。

这次活动涉及到政府各邵 门官职 的裁

省和人事 的变动
。

该政策推行达 10 年之久
,

桓温 立后渐废 弛
。

它 由桓温强制推行
,

违背 了巧史发展

的必然趋势
,

其结局是人亡制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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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偏安江左
,

地狭民寡
,

国弱官多
,

并官省职

似势在必行
。

上层社会要求并省官职的呼声屡见
,

稍

有成效者则少见记载
。

一代权 臣桓温于此有所建树
,

今本《晋书 》以人废事
,

甚少涉及
。

本文拟爬梳残篇断

简
,

以图略现桓温并官省职之具体内容并稍作评论
。

一
、

一条不受关注的材料

《北堂书钞 》卷 58
“

散骑常侍
·

集比诏策
”

条引

《晋中兴书 》 :

熙宁二年
,

桓温奏请散骑常侍二人
,

复

五四人
。

凡一省文书奏表意异者为散骑常

侍比于侍 中
,

貂 播右
,

黄初始里四人
,

出入

侍从
,

与上谈议
,

不典事
,

后 因以 为加 官
。

孔广陶《校勘记 》指出
:

今案陈
、

俞本
“

奏请
”
作

“

春省
” ; 又 陈本

.

“
初

”
下有

“
中

”

字
,

无
“
后 因

”
句

。

俞本无
“ 黄

初
”
以下

。

考
“

散骑比侍 中
”
至

“
典辜

”
廿九

字
,

亦见 《御览 》二百三十四引《魏略 》
。

《校勘记 》为我们解读这段材料提供了线索和帮助
,

但仍有不足处
。

据语意和语境看
, “

散骑常侍比于侍

中
”
之后一段话显然不是桓温奏表内容

,

当为 《书钞 》

整理者将介绍散骑常侍的相关文字误植于此而未注

明出处
。

《校勘记 》指出此条
“

亦见《御览 》二百三十四

引《魏略 》” ;
按 《御览 》卷 23 4 所述为著作郎等职官

,

并不涉及散骑常侍
; 《御览 》卷 2 24 乃述散骑常侍

,

则

此处
“

二百三十四
”

为
“

二百二十四
”
之误

。

查《御览 》

卷 22 4 “

职官部
·

散骑常侍
”
条下引《魏略 》

,

有
“

散骑

常侍
”
至

“

不典事
”

一段文字
,

且
“

黄初
”
后有

“

中
”

字
,

但未见
“

后因以为加官
”

句
。

《初学记 ))卷 1 2 “

散骑常

侍
·

与上谈议
”

条与同卷同 目
“

赐床帐
”

条下所引《魏

略 》与《御览 》所引同
,

末有
“
后遂以为加官

”

句
。

则 《书

钞 》注文中自
“

散骑常侍比于侍中
” 至

“
后 因以为加

官
”

一段 皆采自《魏略 》 , “

遂
”

与
“
因

”
盖传抄之异

。

据《史通
·

古今正史 》载
: “

魏时京兆鱼豢私撰

《魏略 》
,

事止明帝
。 ”
然 ((三国志集解 》武帝纪建安二

十年 (公元 2 15 年 )注引 ((典略 》后卢弼云
: “

近人张鹏

一有 《魏略 》辑本
,

… …云其记载讫于陈留王灸时
。 ”

则 《魏略 》记事不及于晋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

《书

钞 》整理者将其列为《晋中兴书 》内容
,

显然有误
。

但《晋中兴书 》记载仍有可疑处
。

该书为宋人何

法盛撰
,

所载为东晋一朝事
。

按东晋无
“
熙宁

”

年号
,

据桓温生活时代
, “
熙宁

”

为
“

兴宁
”
之误

,

是哀帝司马

工年号
,

共 3 年 (公元 36 3 一 3 6 5 年 )
,

兴宁二年即公

元 3 64 年
。

《隋书 》卷 2 6(( 百官志上 》载
,

集书省所领

散骑诸官
“

掌侍从左右
,

献纳得失
,

省诸奏闻文书
。

意

异者
,

随事为驳
。

集录比诏比玺
,

为诸优文策文
,

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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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温并官省职考释
·

4 4 7
.

诸文章诗颂
” ,

则梁
、

陈时散骑诸官有驳奏及
“

集比诏

策
”

之权
。

宋
、

齐改散骑省为集书省
,

梁
、

陈职官多沿

宋
、

齐之旧
,

则桓温奏文中
“

凡一省文书奏表意异者

为
”
后可补一

“

驳
”

字
。

又据《书钞 》编写体例
,

每一条

名目为注文 内容之概括
,

且文字必取 自注文
,

而此段

引文名
“

集 比诏策
” ,

注文中却未出现类似文字
,

疑所

引《晋中兴书 》文字有脱漏
。

据 《晋书
·

职官志 》
、

《宋

书
·

百官志 》
、

《隋书
·

百官志 》等史籍
,

晋朝正员散

骑常侍常为 4 人
,

疑桓温奏省 4 人为 2 人
,

后来又复

置 4 人
。

由此
,

《晋 中兴书 》此条似可复原为
:

兴宁二年
,

桓温奏省散骑常侍二人
,

后

复五四人
。

集比招荞
,

凡一省文书奏表
,

意

异者为驳
。

桓温于兴宁二年 (公元 3 64 年 )裁减散骑常侍一事仅

《书钞 》有载
,

虽引文多有缺漏
、

讹误
,

但它是关于桓
温并官省职的一条重要材料

。

二
、

桓温并官省职内容索隐

《晋书 》卷 9 8(( 桓温传 》载
:

朝 廷加桓温侍 中
、

大司马
、

都督 中外诸

军事
、

假黄钱
。

温 以既总督 内外
,

不宜在远
,

又 上硫 陈便 宜七卒
:

… … 其二
,

户 口 凋寡
,

不 当汉之一郡
,

宜 并官省职
,

令久于 其辜
。

… …有司皆奏行之
。

本传关于桓 温并官省职事记载极简略
。

《御览 》卷

20 3职官部一
“

总叙官
”

条引《桓温集
·

略表 》曰
:

今天 下 分崩
,

丧乱珍瘁
,

虽道隆 中兴
,

而户 口 凋寡
。

近方汉时
,

不 当一郡之 民
。

民

户既少
,

则势 (疑应为务 )不 多
,

而 当必 同古

制
,

百 官备职
,

实炸大易
,

随时之宜
,

且设官

以理务
,

务 寡则官省
,

官省以 国治
,

则职显

而人清
。

故光武初兴
,

多所并省
;
诸 葛亮相

蜀
,

简才并官 : 旗匕皆达 治之成规
。

今 日之所

先也
,

宜从权制
,

并官省职
。

愚谓 门下三省 、

秘书
、

著作
,

通可减半
。

古 以九卿综辜
,

不专

尚书
,

故重九棘也
;
今事归内台

,

则九卿为

皮设之位
;唯太常

、

廷尉
,

职不 可阔
; 其诸员

外
、

散 官及 军府参佐 职无所 掌者
,

皆并
。 ①

若车驾
、

郊庙
、

籍田之属
,

凡诸大卒
,

于礼宜

里 者
,

临时权兼
,

事讫 则罢
。

职既并则官少

而 才精
,

职理则无 害民而治道康炎
。

此段奏表大意与《桓温传 》中史官所概括的陈便

宜七事之
“

其二
”

相 同
,

无疑
,

此即桓温上疏中内容
。

它说明桓温对当时形势的分析
、

并官省职的理由及

总体设想
。

具体而言
,

桓温对并官省职的总体规划包

括四方面
:

( 1 ) 门下三省
、

秘书
、

著作减半
;

( 2) 九卿除廷尉
、

太常外裁省
;

( 3) 诸员外
、

散客及军府参佐职无所掌者皆并
;

( 4) 车驾
、

郊庙
、

籍 田之属 临时权兼
,

事讫即罢
。

据《桓温传 》载
,

对桓温上疏提出的建议
, “

有司皆奏

行之
” ,

则并官省职应是得到实行的
,

《书钞 》所载裁

省散骑常侍二人即一例证
。

史籍中关于兴宁二年 (公元 3 64 年 )桓温主持下

的并官省职尚有零星记载
,

兹考列于下
。

1
.

门下三省等职官减半之例证

《晋书
·

职官志 )}( 以下简称《晋志 )}) 载
:

侍 中
,

… …魏晋以 来呈四人
,

别加官者

则昨数
。

… …及江左哀帝兴宁四年
,

桓温奏

省二人
,

后 复旧
。

《通典 》职官三
“

侍中
”
条采用《晋志 》之说

; 《唐六典 》

卷 8 亦载此事
,

但未言 明时间
。

按兴宁只有 3 年
,

就

前引兴宁二年 (公元 36 4 年 )省散骑常侍等事可知
,

侍中减半应在兴宁二年 (公元 36 4年 )
。

《唐六典 》卷 8’’ 黄门侍郎
”

条载
:

魏 氏 ( 当作晋 ) 呈四人
,

东晋桓温奏省

二人
,

后 又复旧
。

同书卷 10
“

著作佐郎
”
条云

:

晋定 员八人
,

哀 帝兴宁二年
,

大 司马桓

温表 ( 当作奏 ) 省四人
; 孝武帝 宁康元年复

里八人
。

唐之著作佐郎即晋时佐著作郎
。

据上引《唐六典 》 2

则材料可知
,

黄门侍郎和佐著作郎均减半
。

《晋志 》载
:

中书侍郎
,

… … 魏黄初初
,

… … 呈通率

郎
,

… …及晋
,

改 曰 中书侍郎
,

员四人
。

中书

侍郎盖此始也
。

及江左初
,

改 中书侍 郎曰 通

事郎
,

寻复为中书侍郎
。

中书舍人
,

案晋初

初呈舍人
、

通辜各 一人
,

江左合舍人
、

通事

谓之通辜舍人
,

掌呈奏案章
。

后省
,

而 以 中

书侍郎一人直西省
,

又掌诏命
。

中书侍郎为中书 省副长官
,

江左一度与舍人合为一

职
,

其时间不可考
,

但值桓温时合并也极可能
。

以上侍中
、

黄门侍郎为门下省正
、

副长官
,

散骑

常侍掌散骑省
,

佐著作郎隶属秘书省之著作局
,

四者

人员 皆减半
;
中书侍郎一度与舍人合为一职

。

此正与

桓温并省官职计划的第一条相合
。

唯秘书郎未有裁

省记载
,

恐因与士族子弟居其职有关
。

2
.

九卿裁省之例证

《宋书 》卷 3 9(( 百官志 )}( 以下简称《宋志 ))) 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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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禄勋
:

晋哀帝兴宁二年
,

省光禄勋
,

并司

徒
。

幸武宁康元年复里
。

《晋志 》
、

《通典 》职官七
、

《唐六典 》卷 15 记载与此同
。

《宋志 》又云
:

大 司农
:

晋哀 帝末
,

省并都水
,

幸武世

复里
。

《晋志》
、

《通典 》职官八
、

《唐六典 》卷 19 与此同
。

《宋志 》又云
:

少府
:

晋哀帝末
,

省 并丹 阳尹
。

考武世

复里
。

《晋志 》
、

《通典 》职官九
、

《唐六典 》卷 22 大意与此同
。

《通典 》职官九
“

少府笋
·

中尚署
”

条载
:

汉末分 尚方为 中
、

左
、

右三尚方
,

魏晋

因之
。

自过江
,

帷里一尚方
,

哀帝以 隶丹 阳

尹
。

《唐六典 》卷 22
“

少府监
·

甲尚署
”

条所载与此相似
,

后有
“

孝威 (当作武 )帝复旧
”
句

。

按少府既并于丹阳

尹
,

其属下的中尚署自然亦属丹阳尹
,

孝武帝时脱离

丹阳尹独立
。

《晋志 》载
:

宗正
,

… … 及渡江
,

哀帝省并太常
,

太

医 以给 门下省
。

《通典 》职官七
“

宗正卿
”

条载
:

东晋省之
,

属太常
。

(原注
:

桓温奏省
。

)

则明言是植温奏省宗正并入太常
。

同篇
“

太常卿
·

鼓

吹署
”

条下载
:

元帝省太 乐并鼓吹
,

哀帝复省鼓吹而

存太 乐
。

则太常属下机构亦曾改置
。

综上所述
,

九卿中宗正
、

大司农
、

少府
、

光禄勋四

卿于哀帝时曾省并
。

据 《宋志 》
、

《晋志 》 ,

太仆
、

大鸿

护
、

将作大匠三卿自晋室渡江后有事则权置
,

无事则

省
。

太常虽未省并
,

但其属下机构于哀帝时有改置
。

只有廷尉一卿无改动记载
。

这是桓温并官省职政策

第二点的实施概况
。

3
.

罢省军职之例证

《宋志 》载
:

羽林监
,

… …汉 东京又呈 羽林左监
、

羽

林右监
,

至魏世不 改
。

晋罢羽林中郎将
,

又

省一监
,

呈一监而 已
。

自虎贡至 羽林
,

是为

三将
,

哀帝省
。

宋高祖永 初初
,

复里
。

江右

领管兵
,

仁左无复领 (据文意补 ) 营兵
。

《通典 》职官十
“

左右羽林军
”

条下载
:

晋罢羽林中郎将
,

又省一监
、

王一监而

已
。

哀帝省 (以 下与上 引《宋志 》同 )
。

《唐六典 》卷 25
“

左右羽林军
”

条下载
:

哀 帝时
,

桓 温执政
,

省 羽林 中郎将
,

唯

五一监
。

综上可知
,

哀帝时桓温曾省一羽林监
,

唯置一监
,

又

省羽林中郎将等三将
。

《世说新语
·

言语 》注引刘谦

之 《晋纪 》曰
:

,’( 桓 )玄欲复虎贵中郎将
,

疑应直与不
,

访之僚佐
,

咸莫能定
。 ’ ,②可作为虎贵中郎将曾被裁

省的旁证
。

《晋书 》卷 8(( 哀帝纪 》载
:

(兴宁 ) 二年春 二月
,

… … 改左 军将军

为游击将 军
,

罢右 军
、

前 军
、

后 军将 军
、

五

校
、

三将官
。

《宋志 》云
:

自游 击至五校
,

魏
、

晋逮 于江左
,

初扰

领营兵
,

并呈司马
、

功曹
、

主薄
。

后省
。

二中

郎将本不领营也
。

“

自游击至五校
” ,

包括游击将军
、

四军
、

二中郎将
、

五

校
。

东晋初
,

除二中郎将本不领营外
,

其它诸将校犹

领兵
,

并置有属官 ;极可能至东晋中期 已不领兵
,

故

裁省
。

《晋志 》记载与《宋志 》不同
,

仅于
“

五校
”
后云

:

魏
、

晋逮于江左
,

犹领营兵
,

并里 司马
、

功曹
、

主薄
。

后省
。

.

改 (据文意补 ) 左军
、

右

军
、

前军
、

后 军为镇 卫军
,

其左右 营校尉 自

如旧
,

皆中领军统之
。

其意似仅省五校
。

《御览 》卷 24 2 职官部四十
“

屯骑校

尉
”
条引陶氏《职官要录 》曰

:

屯骑
、

越骑
、

步兵
、

长水
、

射声五校尉
。

案晋官
:

晋承汉五
,

以 为宿卫 官
,

各领千兵
。

兴宁三 (按
,

应为二 )年桓温奏省五校尉
。

永

初元年复里以 叙勋旧
。

《隋书 》卷 3 3《经籍志二 》著录有陶淇撰 《职官要录 》 ,

陶氏当为南朝人
,

其所述应可信
。

《宋书 》卷 3《武帝

本纪 》载有永初元年 (公元 4 20 年 ) 秋 7 月辛卯 日复

置五校
、

三将官一事
,

可以为证
。

五校
、

三将的裁省是

可 以肯定的
;
但关于 四军的改革前引 《晋志 》

、

《宋

志 》
、

《晋书
·

哀帝纪 》互相矛盾
,

具体情况不可考
,③

无疑是有所变动的
。

综言之
,

哀帝时在植温建议下
,

对军队系统官员

曾裁省
,

编制有变动
。

其他员外
、

散官之类闲杂人员

依理也应有省并
,

惜史无相关资料佐证
。

可以肯定的

是
,

桓温并官省职政策的第三点是曾严格执行了的
。

至于该政策第四点即车驾
、

郊庙
、

籍 田之属
,

临

时权兼而不常设一项因史无载而不可考
。

从太仆
、

大

鸿护
、

将作大匠三卿和九卿属官时省时置推测
,

这一

项也应是得到执行的
。

据 《晋书 》卷 8(( 哀帝纪 》 ,

兴宁元年 (公元 3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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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月
,

朝廷加桓温侍中
、

大司马
、

都督中外诸军
、

录尚书事
、

假黄锥
,

桓温 已总督内外事务
;
而兴宁二

年 (公元 36 4 年 )2 月对军队系统加以改革
,

3 月大力

推行
“

庚戌制
” ,

则桓温上疏必在兴宁元年 (公元 36 3

年 )5 月至二年 (公元 36 4 年 )2 月间
。

值得注意的是
,

桓温并官省职 的许多措施在孝武帝执政时不再有

效
,

如大司农
、

少府于孝武世复置
;
光禄勋

、

佐著作郎

于宁康元年 (公元 37 3 年 )复置
。

据《晋书 》卷 9(( 孝武

帝纪 》 ,

宁康元年 (公元 37 3 年 )秋 7 月己亥
,

桓温去

世
。

则桓温逝世后
,

他所主持的并官省职政策未得到

当局支持而坚持下去
;
然间或有继续贯彻下去的

,

如

宗正一职
,

自桓温奏省属大常
, “
宋

、

齐并不置
,

梁天

监 七年乃置焉
。 ”
lj[ (《唐六其》卷 16 ) 自兴宁二年 (公元

36 4 年 )2 月政策始推行至宁康元年 (公元 3 73 年 )7

月因桓温去世而政策废弛
,

其间已有 10 年之久
。

这
一政策的实施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不容忽视

。

三
、

略评桓温的并官省职政策

东晋形成了皇族司马氏与门阀大族共同把持政

权的门阀政治格局
。

为维持相安局面
,

调整南北士人

关系
,

协调各大族间利益
,

当局尽量安排士族子弟入

仕
,

这样
,

造成了冗官局势
。

职官众多
,

人浮于事
,

机

构臃肿
,

办事效率低
;
而

“

官众则 阿多
,

网 多则迁

速
”
图“ 晋书 》卷 7“ 王彪之传 》 )

,

官员的频繁更换使政

事不恒
;
晋朝又盛行迎新送故之风

,

对于百姓而言
,

迎新送故所需人力
、

物力
、

财力更是一项不堪承受的

额外负担
。

民寡官多
,

不利于政
,

也不利于民
。

对此
,

当时有

识之士 已认识到并主张并官省职
。

庚亮《让中书笺 》

云
: “

方今并省
,

不宜多官
,

往以中书事并附散骑
,

此

事宜也
。

方今喉舌之要
,

则任在门下
,

章表诏命
,

则取

之散骑
,

殊无事复立中书也
。 ’
心〕 (卷 8) 他建议撤销 中

书
,

似未见施行
。

稍后
,

在穆帝永和年间 (公元 34 5一

35 6 年 )
,

王彪之上疏指出
: “

职事之修
,

在于省官
;
朝

风之澄
,

在于并职
。 ”

他还进一步提出
: “
六卿之任

,

太

常望雅而职重
,

然其所司
,

义高务约
。

宗正所统盖匙
,

可以并太常
。

宿卫之重
,

二卫任之
,

其次晓骑
、

左军各

有所领
,

无兵军校皆应罢废
。

四军皆罢
;
则左军之名

不宜独立
,

宜改游击以对绕骑
。

内官自侍中以下
,

旧

员皆四
,

中兴之初
,

二人而已
。

二人对直
,

或有不同
,

愚谓三人
,

于事则无网也
。

凡余诸官
,

无综事实者
,

可

令大官随才位所帖而领之
。

若未能顿废
,

自可因缺而

省之
。 ” [ 2〕 (第 2 0 0 5一 2 0 0 9 页 ) 此次上疏后

,

朝廷并未采

纳其建议有所动作
。

不难发现
,

王彪之与桓温的并官

省职设想相似
。

疑兴宁年间官制改革曾参考王彪之

的意见
,

如前述改左军为游击一项措施
,

于桓温上表

中未曾提及
,

却得到了实施
。

由上可见
,

并官省职 已

成东晋一朝大势所趋
,

廷 臣呼声很高
,

然成效甚微
。

桓温身居重位
,

把持朝政
,

利用权势强制推行改

革
,

诚为顺应人心之举
。

尽管如此
,

在改革推行已达

10 年之久后
,

随着桓温的去世
,

一系列措施未能贯

彻下去
,

说明了什么问题 ?

首先
,

职众官多是东晋立国江南需要安抚南北

大族子弟
、

协调诸大族关系的必然结果
,

它与东晋门

阀政治格局密切相关
。

桓温秉政
,

强制推行并官省职

政策
,

实际上破坏了东晋的人事方针
。

他乘机排挤其

它对立大族势力
,

安排自己势力于各要职
,

必然遭到

其它大族以及皇族司马 氏的抵制和反对
,

其失败不

可避免
。 ④

其次
,

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处于官制变革的

过渡期
。

决策
、

政务
、

事务三权从混淆不清到逐渐分

离并归属于相应机构
,

是封建专制制度下官僚政治

发展的必然趋势
。

桓温改制未能从分清机构
、

官员的

职能性质入手进行梳理
,

淘汰冗杂
; 而是在维持职权

不清
、

从属混乱的基础上简单地省并裁减
。

这固然有

其时机尚不成熟的客观原因
,

但强制性行政措施的

必然结果
,

只能是
“
人亡制废

” 。

最后
,

在东晋门阀政治格局下
,

桓温以一介武夫

独掌朝政达 10 年之久
,

最后几欲攫取晋鼎
,

在当时

以至后世声誉不佳
。

桓温并官省职
,

人逝制废
,

今本

《晋书 》几近失载
,

则又有其社会心理因素
。

释
:

严可均《全晋文 》于此节文字采自《太平御览 》卷 203 职

官部一
“

总叙官
”

条
,

作
“

皆并于尚书
”

。 ’

参《通典 》职官一
“

历代官制总序
”

引植温上表及桓温改制内容
,

作
“

皆并
”

更合适
。

又见《太平御览 》卷 241 职官部三九
“

虎贵中郎将
”

条
。

参后文
:

因植温并官省职可能参考王彪之意见
,

四军的

变动似以《晋书
·

哀帝纪 》较确切
。

参日本学者川合安《植温
“

省官并职
”

政策及其背景 》
,

见

《集刊东洋学 》第 52 号
,
1 9 84 年

。

该文从政治史角度探

讨了植温省官并职政策的推行
、

人事变动
、

与王
、

谢诸大

族及司马氏皇族矛盾等问题
,

揭示该政策在晋宋政治史

上的影响
。

注①

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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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世纪中国财经新闻高级论坛
”
在武汉举行

新千年伊始
,

由武汉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和 《证券时报 》联合主办的国内首次产学结合的财经新闻研讨

会—
“
21 世纪中国财经新闻高级论坛

”
于 2 月 26 一 27 日在武汉举行

。

中国人民大学方汉奇
、

蓝鸿文
、

喻国

明
,

中国社科院陈力丹
,

复旦大学李良荣
,

清华大学刘建明
,

南京大学丁柏栓
,

武汉大学马费成
、

罗以澄
、

单波
、

秦志希
,

郑州大学董广安
,

《证券时报 》武凤仪
,

《中国记者 》幸培瑜
,

《经济 日报 》李洪波等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和

实务界的代表 7 0 余人出席了研讨会
。

与合代表围绕着当前理论界与实务界十分关注的
“
21 世纪中国财经新

闻走势与对策
” 、 “

互联 网与传统媒体
” 、 “

财经媒体与财经报道实务
”

等论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
。

与会代表们认为
,

我国的财经新闻现在正处于空前的繁荣期
。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化

程度的不断提高
,

一大批应运而生
、

特色鲜明的财经媒体迅速崛起
,

财经新闻在综合性媒体中所占比重也越

来越大
。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加入 W T O 日期迫近
,

如何更好地满足受众对财经信息越来越高

的需求
,

适应国际化竞争
,

是当前新闻界和实务界面临的紧迫课题
。

财经传媒不仅要按照新闻规律办事
,

还要

按照经济规律办事
,

将市场理念
、

投资理念注入到财经传媒之 中
。

(晓 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