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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变革期枢密院研究》

前言

　　中国人民大学汉唐研究丛书，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学科建设的成果。　　汉唐两
朝，以其大一统的格局、强盛的国力、开放进取的时代精神、应时而变的制度活力，在中国历史上具
有特殊的地位。从汉到唐。是中国古代大一统政治文化由奠基到鼎盛的发展时期，对中国政治传统的
形成影响至深。唐代是中国中古历史的转型期。唐以后的政治文化出现了许多与此前不同的因素，构
成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新的源流。汉和唐作为中国历史上较早时期的盛世，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原本
一直受到关注。自宋人以来，一直到清朝学者，就多有将汉唐看成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值
得重视的政治文化命題。但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史学研究中，存在断代分割的趋势，即秦汉史和隋唐
史被分割成两个断代，而少有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程放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发展演变的大背景下提出
问题。局限在传世史料中按朝代分别进行研究。实际上也使汉唐时期历史研究的问题空间在萎缩。近
年来，由于新史料的出土和研究视角的转换，汉唐研究领域也呈现出新的学术转机。如汉魏简牍的陆
续出土，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的发现和整理刊布，都为汉唐制度和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学
术增长点。在国外，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也存在着对中国历史文化片面
的理解，缺乏对中国文化复杂性的认识。国外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加强了解和对话的需求，对以汉
唐为中心的中国中古史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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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中晚唐、五代、十国、北宋前期作为一个唐宋变革期，在这样的时空之内观察枢密院的发展变
化，探讨唐宋之际中枢体制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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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李全德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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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内枢密——枢密使的唐朝形态　　始置于唐代的枢密使和枢密院，历五代至宋而发展成
为最高军政机构，与中书门下对掌文武大政，形成二府制，并深刻影响了此后数百年数个政权的中枢
体制。本章对枢密使的讨论首先从正名开始，认为“内枢密使”与“内枢密院”才是唐代枢密使、院
的正式名称。“内枢密使”与“内枢密院”不管从职能，还是地位上看都与宋制迥异，站在二府制的
立场上看，可谓是枢密使的唐朝形态。　　一、唐代枢密使的设置　　关于唐代枢密使一职的初置，
五代、北宋所修之两《唐书》、两《五代史》均无明确记载。对此宋人叶梦得曾有解释云：　　枢密
使，《唐书》、《五代史》皆不载其创始之因，盖在唐本宦者之职。唐中世后，宦人使名如是者多，
殆不胜记，本不系职官轻重，而五代特因唐名而增大之，故史官皆不暇详考。据《续事始》云：　“
代宗永泰中，以中人董秀管枢密，因置内枢密使。”《续事始》为蜀冯鉴所作也。①　　叶梦得认为
枢密使本为由宦官所任众多内诸司使之一种，“不系职官轻重”，故不为当时史官所重，而后来史官
无所依傍又不暇详考，因而诸书皆失载其创始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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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五代十国就翻过去了
2、终于看完了。
除了对绪论里说寻找唐宋变革基本变革期有点不以为然，
对十国那两章因为不熟看得不太明白以外，
满心欢喜，通体舒畅，从此有了榜样~
3、枢密使问题是一个老问题。本书针对在唐宋变革的历史变迁下探讨此问题，从而得出新颖的结论
。但有些问题显得削足适履。
4、很好的书，值得一看
5、唐宋变革期枢密院研究，这个商品不错哦。。。。。。。。。。。。。。。。。。。。。。。。
。。。。。。。。。。。。。。。。。。。。。。。。。。。。。。。。。。。。。。。。。。。。
。。。。。。。。。。。。。。。。。。。。。。。。。。。。。。。。
6、题有余义待后来~
7、作者是小南帝姬的学生，文笔流畅，考证精准，破了不少陈说，有祝总斌先生的风范，强烈推荐
！
8、唐宋枢密制度的演变基本上考证清楚，有新见解，玉梁天锡的书参看更好。
9、作为工具书，只看了唐代内枢密使的设置部分和北宋真宗之前中书门下和枢密院的关系调整及职
权划分。于理解北宋枢密院制度的设立，又很大裨益。
10、二刷扣一星，当然并不是对作者的否定，这书依然是相当优秀的唐宋变革时期的制度史作品。但
是对于早期枢密院和某些细节的考证上，还有提高的空间。
11、考证详实，不过对发展的脉络没有做决定性评价。
12、從這本書其實可以發現，我們在討論唐末五代時期的很多事情時往往是一個從宋人的“唐史觀”
、“五代觀”中不斷剝離出來的過程。該書的好處就在於討論樞密使的起源時著重於職能而非名號，
討論五代時期樞密使的職能時能剖析反例。但在宋初這一段，很大程度上是襲用鄧小南老師的觀點，
創見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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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唐宋变革期枢密院研究》的笔记-第1页

        “枢密院没有如中书、门下般沿着程序分工的路径发展成为与尚书鼎足而立的宰相机构，而是沿
着职能分化的路径发展为‘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的最高军政机构，形成了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分掌民
政、军政的二府体制。”

“兵权制于三卫，本之枢府，枢府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殿省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而汰之
极少，治之极严，教之极精，则兵非五代之兵，我朝之兵矣”
                                                        ——吕中《宋大事记讲义》
“国之大权二，政与兵而已。政权宜专不宜分，分则事无统；兵权宜分不宜专，专则乱生⋯⋯宋兴，
内则政事归于中书，故外戚不得挠，宦官不得干。兵典以枢密，宰相可知之而不可总之，三帅可总之
而不可发之，发兵之权归枢密，而枢密置使必置副，欲彼此相制也”
                          ——罗璧《识遗》卷一“有国二权”条
“宰相制国用，从古然也。今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
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材不已，中书视民之困而不知使枢密院减兵、三司宽财以救民困者，制国用之
职不在中书也。”
                            ——范镇《上仁宗乞中书枢密院通知兵民财利》《宋朝诸臣奏议》卷四六，493页；《宋
史·范镇传》

王曾瑜先生指出宋代的枢密院与秦汉的太尉府较为相似，同时也有两点差别：一是秦汉时尚无尚书省
兵部，而宋代有，枢密院事实上侵夺了并不的事权；二是秦汉的太尉一般由武官充当，而宋朝的枢密
院长官却基本上由文臣担任。——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

“宋太祖注意发挥枢密院军政职能的同时，又将枢密院副使以下属官大量运用于各种临时差遣。主要
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以枢密副使和枢密承旨统兵；一是以枢密直学士出外权知州军事”
建隆元年李重进反，以宣徽北院使李处耘为都监
建龙三年张文表反，以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
乾德二年，枢密副使王仁赡为都监，枢密承旨曹彬为都监
乾德元年二月，遣枢密承旨王仁赡赴荆南为巡检
“枢府统兵只是临时差遣而非日常职掌。从功能上看，枢府统兵与其他普通内职并无不同，其作用一
在于监视，二在于代皇帝掌兵权，是皇权的延伸”
宋太祖一朝枢密直学士共七人：赵普，高防、杜韡，薛居正，吕余庆，赵逢，冯瓒。
高防，乾德元年五月权知凤翔府。
薛居正，乾德元年平湖湘后，四月权知朗州。
吕余庆，乾德元年三月，权知潭州，八月，权知襄州。
赵逢，乾德三年，平蜀后，出知阆州。
冯瓒，乾德三年二月，权知梓州。

“所谓相权之分割更应该是削枢密之权，以实中书之任。换言之，这毋宁是重建中书宰相制度的开始
，而非分割与削弱的肇端”——苏基朗《五代的枢密使》21页你

“太宗朝枢密院长贰选人表现出典型的武正文副的特点⋯⋯太宗朝枢密院正职的一般迁入途径为在任
或前任的武资枢密副职。凡是太宗朝之武资枢密副职皆有出任正职之可能，而以武资出任副使者，则
必是太宗亲信或藩邸旧人。”
“就枢密院之发展而言，太宗朝枢密使之选任原则不在于才能，亦不在于资历，而重在亲疏，这本身
便已经是枢密院选官上的一大倒退，而枢密院以最高军政机关、西府之尊，行刺探、告密等阴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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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说是加强了枢密院等权势，不如说是降低了枢密院之地位，不啻是一种更大的倒退。⋯⋯太祖文物
并进，所用之‘文臣’多吏能突出之文吏型人物；而太宗则立武正文副之局，所用之‘文臣’多文学
优长之‘文士’。⋯⋯可以说尽管宋太宗时期文臣们尚难以进身枢密使，但已经使文臣在枢密院这一
长期由武人与文吏所控制的‘右府总戎’之地彻底站稳了脚跟，为真、仁时期‘以文制武’原则的确
立和文臣全面接管枢密院奠定基础。”

“岂有议边陲、发师旅而宰相不与闻？若宰相非才，何不罢免？宰相可任，何不询谋？⋯⋯臣闻偏信
生奸，独任成乱。⋯⋯伏乞陛下一一与宰相谋议，事事与宰相商量，悔自前独断之明，行今后公共之
理，则事无不允当，下无不尽忠矣”
                                ——田锡《咸平集》卷一《上太宗答诏论边事》
“端曰：‘若边鄙常事，枢密院之职，端不敢与知；若军国大计，端备位宰相，不可以莫之知也’” 
                       ——《涑水记闻》卷二，35页
中书、枢密分掌兵民庶务，常事之内，可以两不相知，而军国大计，则二府同议。

真宗景德四年诏：“自今中书所行事关军机及内职者报枢密院，枢密院所行事关民政及京朝官者报中
书”形成了互报制度      ——《长编》卷六五

“臣僚自外到阙，及在京主执，如有公事，并日逐于巳时以前，中书、枢密聚厅相见。”
                                ——《春明退朝录》卷中32页
“自今凡更定刑名、边防、军旅、茶盐酒税等事并令中书、枢密院参详施行”
                                ——《长编》八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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