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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高層文官》

内容概要

繼《唐代基層文官》、《唐代中層文官》後
第三部曲《唐代高層文官》
以研究唐代五大類高層文官：宰相、詞臣、史官、財臣、牧守為主
本書研究有三大主題：
第一、探討他們的「使職化」，如何從普通的職事高官，演變成皇帝的特使；
第二、釐清他們官職的特徵和深層意義；
第三、解讀他們經常複雜的官銜，好讓讀者讀唐人官歷，好像讀今人履歷表那麼有趣、那麼透徹。
「高層文官」，指唐代「最有權勢，最接近皇帝皇權，最全面掌控國家財賦，以及在地方上治理百姓
最重要的官員」。疏理了他們使職化的過程，讀者就能看清唐代的官制，如何從唐初的三省六部職事
官制，逐漸轉變為玄宗以降，比較鬆散的、隨意的使職制。所謂使職，簡單說，就是皇帝的特使或特
使的僚佐。唐經常以特使的方式來治國，意味著唐皇權的進一步擴張。
然而，唐高官們的這種使職化，也使得他們的官銜變得異常複雜，不易解讀。最大的問題是，單看那
一長串官銜，我們常常不知道這位官員，當時的主要專任官職是什麼，而有所誤判。《唐代高層文官
》剖析了這些官銜的作用，並論證唐代的使職，如何演變成北宋更冗雜的「官、職、差遣」制度。本
書以「破案式」的方式敘寫，網羅了墓誌、史書、文集、詔令等史料，把各種疑難問題，當成一個個
懸案來破解，希望讀者讀後，能津津有味地細品唐人的官銜，並且能解開他們種種使職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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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導言
一、「兼」字真義和本官
二、本官、閒官和使職的出現
三、本書以使職為切入點
四、為何挑選此五大類官員？
第一部分　使職和職事官
第一章　使職的起源與職事官的相互演變
一、唐代的「官」與「職」
二、使職新論：人類先有使職，後有職事官
三、從使職演變為職事官
四、從職事官演變為使職
五、結語
第二章　錢大昕與唐代使職的定義
一、錢大昕的使職論
二、唐代使職的定義
三、為何唐代使職皆無官品？
四、結語
第三章　唐職官書不載許多使職的前因與後果
一、載與不載
二、唐的職事官和使職
三、四大職官書的原始材料
四、為何只載職事官，不載許多使職？
五、職官書所造成的後果
六、結語
第二部分　宰臣
第四章　唐宰相的使職特徵和名號
一、宰相的使職特徵
二、宰相的各種使職稱號
三、知政事和參知政事型宰相
四、同中書門下型宰相
五、同平章事型宰相
六、宰相的其他名號
七、結語
第五章　唐宰相的權力與下場
一、宰相的權力基礎：皇帝的信任
二、皇帝—宰相—翰林學士—宦官
三、宰相的命運下場
四、結語
第三部分　詞臣
第六章　唐中書舍人的使職化
一、中書舍人在唐代演變的大略
二、中書舍人的使職化
三、北門學士
四、翰林學士和中書舍人的糾葛情結
五、中書舍人作為本官
六、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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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唐知制誥的使職本質
一、動賓結構的官名
二、使職常以他官充任
三、白居易的見證
四、結語
第八章　唐三大類型知制誥的特徵與區別
一、第一型知制誥
二、第二型知制誥
三、第三型知制誥
四、中書舍人不帶知制誥
五、知制誥的雙重含義
六、出土墓誌中的知制誥
七、結語
第九章　唐後期三大類詞臣的升遷與地位
一、郎官知制誥的升遷：白居易和元稹的案例
二、兩種中書舍人：權德輿和李德裕的案例
三、翰林學士的權位
四、文士之極任
五、結語
第四部分　史官
第十章　劉知幾與唐史館史官的官與職
一、撰文修史，豈任秘書？
二、奇異的插曲
三、解謎之樂：子玄的官歷
四、劉知幾的「官」與「職」
五、結語
第十一章　唐史官的使職化
唐史館史官的任命
史官的使職化即專業化
唐史館史官的使職官名
史館設立的後續效應
專任史官？兼任史官？
結語
第五部分　財臣
第十二章　宇文融和唐玄宗朝的財稅使職
唐初的財政職事官
宇文融登場
宇文融的出身與仕歷背景
毛遂求官模式
宇文融的覆囚使和租庸地稅使
常賦外的徵稅：羨餘和進奉
四族皆覆，為天下笑
玄宗朝財稅使職的特徵和意義
結語
第十三章　第五琦和鹽鐵使及理想的稅法
第五琦的崛起
毛遂模式和鹽鐵使的誕生
榷鹽為理想稅法
鹽價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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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鐵使及其地方附屬組織
結語
第十四章　楊國忠和度支司的使職化
一、判度支和度支使
二、楊國忠登場
三、太府司農及度支司的使職化
四、度支漸權百司之職
五、結語
第十五章　李泌和戶部錢及戶部司的使職化
一、李泌登場
二、第一位戶部使
三、除陌和墊陌
四、戶部錢的特點
五、戶部司的使職化
六、結語
第六部分　牧守及總結
第十六章　唐州府的定位和刺史的職望與選任
一、州府定位的分類與目的
二、州府定位的變動
三、州府定位和刺史職望
四、刺史的官品和職望
五、州府定位和刺史俸錢
六、州府定位和刺史的選任
七、結語
第十七章　唐刺史的稅官角色
一、職官書中的刺史職掌
二、撫字黎庶和稅務
三、刺史收稅和考課
四、額外加徵
五、結語
第十八章　唐刺史和他的使職帽子
一、刺史和他的使職帽子
二、刺史兼充都督
三、刺史或都督兼充都護
四、刺史或都督兼充節度使
五、刺史兼充的其他使職
六、刺史兼充各種使職的意義
七、刺史兼使職的官銜解讀
八、二級制或三級制？
九、結語
第十九章　總結
附錄　唐職事官和使職特徵對照表
後記
參考書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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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非常棒！继续看中层文官！
2、如果只看目录题名，会很有兴趣，觉得应该是一部能给读者惊艳的唐代官制著作，看过之后确实
有点让人失望。对于非专业读者稍显枯燥，对于专业读者又略显“浅显”。要说作者的贡献，当然也
不可否认，对于唐书《官志》、《六典》、《通志》及当代唐史等官僚制度著作的拾遗补缺实有裨益
，但仅此而已。
3、本以爲以我的速度，怎麼也得讀一個月，居然一個春節假就看完了。對於一個制度史白癡來說，
這書還挺友好的。這書應該起一個主標題：《制度和補丁》，副標題才叫《以唐代高層文官爲研究中
心》
4、不少部分来自赖瑞和先生原先的论文，早已读过。在“职”和“官”两面上，赖先生选择“职”
作为解析唐代文官制度的突破口，个人觉得是较为科学的。在使职的角度下，以一些官员的个人经历
为主线，许多问题确实讲得很透彻。不过个人以为完全忽略职事官方面或有其偏颇之处，比如讨论高
级文官时不及御史台的大御和中丞等等。
5、读的是在淘宝上买的台版。不像前两本那么罗嗦。对于使职的概括也很精炼。但是有些错误。P163
：文宗的父亲是穆宗，而不是文中的宪宗。P180：书中说给事中是闲职，恐怕不妥吧？ 9@2017
6、1依舊絮叨；2使職化這個概念概括力還蠻強的，賴老師的理論野心啊，個人覺得刺史那部分比宰相
部分更有價值；3等待賴老師的唐史小說，尤其是在被盧建榮鬱悶過又被賴老師學生寫的《拍翻御史
大夫》驚艷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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