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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选考史鉴》

内容概要

《官员选考史鉴》从官员选与考这个很窄的切口进入广袤的历史领域，涉及的研究范围专一狭窄，可
供研究的历史资料十分零散，无疑加大了研究难度。这也恐怕是多年来专家所不愿涉及此一领域、具
体从事人事工作的实际工作者无力进入这个领域的原因所在。也正因此，我也敢知难而进，带着拓荒
者的蛮勇，选择古代官员选考问题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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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选考史鉴》

章节摘录

　　述职就是诸侯要定期朝觐天子，并向天子陈述自己履行职责的情况。据《孟子·梁惠王下》记载
：“诸侯朝于天子日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这种述职很多时候其实是周天子控制诸侯的一种手
段，因为分封制明确规定诸侯的义务中就有定期朝觐这一条。后来的汉朝将一点学习得很好。西汉司
马相如的《上林赋》中也说： “夫使诸侯纳贡者，非为财币，所以述职也。”当然，诸侯在履行义务
、定期朝觐的时候，总不能喊完几句表示忠心的话后就告退吧，多多少少还是要讲一讲自己的政绩，
以讨天子的欢心。故东晋的袁宏在《后汉纪·光武帝纪论》中云：“诸侯述职，必以山川为主。”自
西周始创后，述职这种官员考核方式被以后历代所继承，如宋代的历纸、明清的自陈等等，直到今天
还依然存在，只不过是述职的对象、形式和内容有所变化而已。　　述职只是对诸侯的定期检查，诸
侯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自己的封地里活动，因此为了控制诸侯，西周还在各诸侯国设置“三监”进行监
督。《礼记·王制》日：“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对此，清朝孙希旦在《
集解》中进行解释“方伯之国设三监，经传皆无其事，而惟见于此篇，既使为方伯，而又立为三监，
以窥伺其动静、牵制手足，此乃示世猜防之习，曾谓先王之世而有足乎。”这种方式也是自西周开始
。武王伐纣灭商后，虽留下了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并将部分原商朝王畿土地分封与他，但武王还是不放
心，又将原商朝其他土地封为两国，由管叔和蔡叔控制，并令霍叔担任武庚封国的相进行监督，谓之
“三监”。后来西周就将这种形式扩展到所有的诸侯国，加强对他们的监控。另外，鉴于管叔、蔡叔
与武庚勾结发动叛乱，周王还时不时地会派官员到各诸侯国明察暗访，以防止“三监”与诸侯同流合
污，这成为了后来封建王朝钦差大臣制度的起源。　　夏、商、西周三代尤其是西周时期，基于分封
制与宗法制之上，对诸侯国进行考核的内容主要是看其是否遵守应尽的义务，如服从命令、纳贡等。
西周初年，武王在灭商两年后病逝，其幼子周成王即位，其弟周公旦摄政，结果引起管叔、蔡叔的不
满，纣王之子武庚乘机拉拢他们发动叛乱，以图复国。周公历经三年，终于平定了这场叛乱，还乘势
灭掉了东方参与叛乱的数国，史称“周公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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