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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秘书史》

前言

我国的秘书工作已经存在了几千年，早在商朝就产生了专职秘书史官，商末建立起中央秘书机构——
太史寮。此后，秘书机构不断演进成熟，秘书官吏名目纷繁，各项秘书工作制度与法规逐渐完备，秘
书官吏秉笔直书等优良传统世代相传。这些自然也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然而，却无人对之作过系
统的研究。寻溯中国秘书工作产生、发展、成熟的历史轨迹，重现历代秘书工作的面貌，探究其规律
，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这既有助于弘扬中华文明，也能取其精华，古为今用
，有益于现实的秘书工作。　我是历史专业的毕业生，又在高校担任过秘书，专业的训练和职业的经
历使我对这一领域颇感兴趣。于是，我一头扎进了故纸堆，从汗牛充栋的古籍中搜求寥若晨星的史料
。经数年排除困难，艰辛耙梳，考订甄别，探索构思，撰写成20多万字的《中国秘书史》一书，1988
年7月问世后获得学术界好评，先后获得所在大学著作评选一等奖、上海市高教系统优秀著作奖、全
国学会著作评比一等奖。被众多高校用作教材后，又被逐级评为国家级高校优秀教材，并被《文汇报
》等媒体介绍，被国外翻译。此后，笔者继续在此领域探索、笔耕，发表了60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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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秘书史》

内容概要

《中国秘书史》讲述了：我国的秘书工作已经存在了几千年，早在商朝就产生了专职秘书史官，商末
建立起中央秘书机构——太史寮。此后，秘书机构不断演进成熟，秘书官吏名目纷繁，各项秘书工作
制度与法规逐渐完备，秘书官吏秉笔直书等优良传统世代相传。这些自然也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
然而，却无人对之作过系统的研究。《中国秘书史》在寻溯中国秘书工作产生、发展、成熟的历史轨
迹，重现历代秘书工作的面貌，探究其规律，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这既有助
于弘扬中华文明，也能取其精华，古为今用，有益于现实的秘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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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秘书史》

作者简介

杨剑字，1947年生，上海外国语大学对外汉语系主任，兼任教育部全国考委文史专业委员会委员等学
术职务。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后长期在高校任教。主要研究方向为汉学、秘书学。出
版教材和专著《中国历代帝王录》、《中国历代宰相录》、《中国秘书史》等共32部，发表论文120多
篇，个人成果共1 200多万字。有10多种论著先后获国家级、省部级、全国学会级等奖；有的著作被海
内外媒体广为推荐、畅销海内外；论文中有多种被权威性文献收录。曾应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之邀
赴中央党校讲学。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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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秘书史》

书籍目录

自序第一章 古代秘书官职和秘书工作的界定第一节 “秘书”一词的古今区别第二节 古代秘书官署和
官职的界定第二章 中国秘书工作的起源第一节 孕育于部落联盟昌盛时期第二节 萌发于夏朝第三节 形
成于殷商第三章 两周时期的秘书工作第一节 秘书机构第二节 秘书官吏第三节 文书档案工作第四节 西
周的社会调查制度第四章 秦汉时期的秘书工作第一节 秘书机构的确立和演进第二节 秘书官吏第三节 
文书档案工作第五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秘书工作第一节 秘书机构和官职第二节 主官与秘书的关系第
三节 文书档案工作第六章 唐宋时期的秘书工作第一节 朝廷秘书机构第二节 皇宫秘书机构第三节 秘书
官吏第四节 文书档案工作第七章 辽金元时期的秘书工作第一节 辽金时期的秘书工作第二节 元朝的秘
书机构和官职第三节 元朝的文书档案工作第八章 明朝的秘书工作第一节 秘书机构和秘书官吏第二节 
秘书人员的来源和地位第三节 文书档案工作第九章 清朝的秘书工作第一节 中央秘书机构第二节 秘书
人员第三节 文书档案工作第十章 近代的秘书工作第一节 南京临时政府的秘书工作第二节 北洋政府的
秘书工作第三节 国民政府的秘书工作第十一章 中国共产党建国前的秘书工作（上）第一节 党内秘书
和秘书机构的出现第二节 中共中央秘书处的扩展第三节 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秘书工作的建立第四节 文
书档案工作第十二章 中国共产党建国前的秘书工作（下）第一节 中央秘书机构的发展第二节 其他秘
书机构的发展第三节 文书档案和保密工作第十三章 历代秘书工作的经验和鉴戒第一节 秘书机构设置
的经验教训第二节 秘书官吏的选拔和管理第三节 历代秘书人员的优良传统第四节 主要秘书业务的经
验教训第五节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秘书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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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秘书史》

章节摘录

（三）地方政府中的秘书人员《礼记·内则》篇载，西周的州府、闾府中有专职官员将庶人、工、商
按人户编制成册，称丁籍，并定期按丁籍检查人户，再逐级上报，作为摊派赋役的依据。这些官员当
是秘书人员，说明地方政府中也有了秘书人员。综上所述，西周时秘书机构已经从中央政府发展到诸
侯国、地方官署，推行于四方。这标志着秘书工作在全国范围已初步建立，也说明对于任何权力部门
而言，秘书机构是不可缺少的辅助性部门。（四）信访机构诞生人类出现了社会权力组织之后，就产
生了信访活动。部落联盟昌盛时期的进善族、诽谤木、敢谏之鼓就是我国最早的信访活动的形式。进
入阶级社会后，有了国家机构和各级官府，信访活动增多，建立信访机构成为客观需要。据古籍记载
，西周初年，周公下令在朝堂外设置了一大块颜色赤红如肺的石头，委派“士”专职掌管。周公号令
民众：“凡远近孤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其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
。”[1]原来，西周上诉须事先交纳保证金，贫苦百姓往往无力交付这笔保证金，周公这一命令的意思
就是说，不管远近，凡孤独无援，无力交纳诉讼保证金的百姓，如上诉后地方官扣压冤情不上报，百
姓可以站在肺石上三日，表示自己有冤屈要申诉。这时，掌管此事的“士”就得出来接见，倾听百姓
的陈诉，并将情况上报六卿或天子，调查核实后予以处理，并要处罚扣压冤情不上报的地方官。这“
士”就是专职的信访官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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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秘书史》

编辑推荐

《中国秘书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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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秘书史》

精彩短评

1、心在滴血⋯⋯注定无缘⋯⋯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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