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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章制度》

内容概要

笔者拟对《典章制度》各章做一简介，以供参考。在我国漫长的阶级社会中，君主专制政体一直是国
家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早在奴隶制时代，就出现了君主专制政体的初级形式——宗法等级制的君主
专制政体。战国以后，随着社会制度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中央集权制的君主专制政体代替了宗
法等级制的君主专制政体，君主专制政体也由初级形式发展至高级形式。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
皇权专制越演越烈，到明清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造成君主专制的恶性发展。中央集权制的君
主专制政体对传统中国影响至深。而这一政体的核心，无疑是皇帝制度。在中国古代，皇帝制度是传
统政治、社会和道德文化各方面统合的焦点。认识传统中国的典章制度，必须首先认识传统社会纽带
所系的皇帝制度。列于首章的“皇帝制度”，对其内涵及其创立、完备、终结作了论述。
在中国古代专制政体之下，天下大权，集于中央；中央大权，集于皇帝。历代帝王为了实现对全国的
绝对掌控，不仅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机构，而且不断调整政府行政体制。中央政府行政体
制的调整变化，在封建时代主要是围绕君权与相权的矛盾进行的。为了削弱相权，强化皇权，皇帝不
断扩大内廷机构，用分割中枢机关职权的办法，来均衡统治者内部的权力关系。于是，中央政府行政
体制从三公九卿制一变而为三省六部制、二变而为二府三司制、三变而为内阁六部制、四变而为内阁
军机处并行制。演变的结果则是：君权越来越大，相权越来越小；君权越来越集中，相权越来越分散
。

Page 2



《典章制度》

书籍目录

导言第一章　皇帝制度第二章　政府机构第三章　官吏选拔第四章　职官管理第五章　行政监察第六
章　赋税徭役第七章　军事法律第八章　教育图书第九章　婚姻礼仪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Page 3



《典章制度》

章节摘录

　　（二）皇权的行使制度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皇帝就是国家，国家
就是皇帝。在秦朝，“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
《史记·秦始皇本纪》），皇帝总揽了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司法、外交等大权。　　皇帝
的权力虽大，但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来行使。皇帝行使权力的方式是：在朝则听朝理政，批阅奏章：
外出则监临百官，体察民情。听朝又有朝议制度和朝会制度两种。朝议制度渊源于原始氏族议事会，
创设于商周。秦代在关于更号皇帝、国家体制、禁私学及收《诗》《书》等重大问题上，秦始皇都曾
让群臣朝议，甚至连博士弟子也有资格参与讨论，并且争论得还很激烈，最后由秦始皇裁决。朝议制
度对皇权行使有一定的制约作用。朝议又有集议与廷议之分。所谓“集议”，即有些事皇帝不在朝会
时提出，而“下其议”于百宫，讨论时皇帝也不在场，集议结果由参加集议的最高长官领衔奏报皇帝
，由皇帝裁决。所谓“廷议”，即按规定，皇帝在一个月内有几次在殿堂听政，百官按例朝，有事当
朝议论，意见不一时，由皇帝裁决。因为议事的殿堂称为“廷”，故名“廷议”。朝议可以集思广益
，有助于审慎决策；同时，皇帝亦可以从中了解文武百官的胆识才华，有助于任用贤能。因此，朝议
制度得以长期延续。朝会制度是关于皇帝临朝听政与朝会日期的制度。皇帝临朝时，入朝的大臣可以
当面向皇帝反映情况，也可以通过事先写好的文书向皇帝反映情况。前者称之为面奏，后者称之为书
奏。面奏是有一定等级的官员当面向皇帝反映情况；书奏是通过文书向皇帝反映情况，由皇帝审议批
示，再交有关部门执行。在汉代，奏事的文种有章、奏、表、书、议、疏、状、启、封事等，不同的
文种有不同的使用范围和作用，不得混淆。皇帝通过口头或文书下达制令，其形式有谕、旨、策、制
、诏、戒等，不同的形式用于不同的政务，其中谕和旨是皇帝口头下达的命令，“汉制，天子之书一
日策书，二日制书，三日诏书，四日戒策”（《唐六典》卷九《中书令》注）。　　皇帝外出巡幸则
通过自己的监察系统来监督和审察地方百官的言行举止和吏治状况，全面了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
乃至民情舆论情况，甚至直接受理民间投诉。如隋文帝就曾途中亲自接待过拦驾告御状的平民百姓。
当然，在外出途中，皇帝处理政事也必须遵章守典，若处断乖张，以情失法，也有大臣不为权势威严
所动摇，据理力争，甚至犯颜直谏，力求处断平允，量刑得当。《汉书·张释之传》记载：西汉文帝
刘恒有一次出行，路过中渭桥时，有一人突然从桥下探出头来，随即狂奔，以致“乘舆马惊”。后来
这个人被逮住，送交廷尉处置。张释之亲自审理此案，那人说：我是一个乡下人，听说皇上经过此桥
，一时来不及避让，就躲在桥下。过了很久，以为皇上一行已经通过此桥，就从桥下出来，瞥见大队
车骑尚在桥上，惊恐之下就拼命跑起来。张释之弄清原委后奏报皇帝说，此人惊犯皇上，应当罚钱。
皇上闻之大怒，说：此人亲惊吾马，好在马性情温驯，若是换上其他马匹，我能不受伤吗？如此重罪
，你竟然处以罚金！张释之解释说：法是天子与天下人约定了的，现在法律就是这么定的，若加重处
罚，则等于让老百姓不信任法律。如果皇上当时就把这个惊驾之人杀了也罢，现在送到廷尉审理，而
廷尉负有为国家量刑轻重的职能，犹如天平，天平一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老百姓如何措其手足
？请陛下察之。汉文帝思之良久说：廷尉判得对。身为一国之君，在外巡行的时间毕竟不可能太多，
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皇帝有时使用自己的亲信作为耳目，以“使者”的名义巡行各地，以及时掌握
地方吏治状况。　　（三）皇位的继承制度　　皇位继承制度是中央集权制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命根子
。这是因为，“太子者，天下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汉书·叔孙通传》）。能否将拥有至高
无上权力的皇帝宝座，顺利地传给自己的子孙，关系到政权能否保持连续性和稳定的大问题。在秦朝
，预立太子的制度尚未确立，所以后来有沙丘政变，宦官赵高伪造遗书，赐死长子扶苏，诈立次子胡
亥之事。西汉建立后，一些大臣认为，秦朝之所以速亡，乃是因为“秦以不早定扶苏，胡亥诈立，自
使灭祀”（《汉书·叔孙通传》）。所以，为造就一代英明之主以稳固封建统治，汉代正式确立了皇
位继承制度。　　汉代，太子预立已经成为定制。皇帝三宫六院，妻妾成群，诸子争夺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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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可以翻翻，知识有余，生动不足
2、对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一个概要性叙述，入门级
3、好书、介绍说明详细、语句优美、强烈推荐
4、朋友的老师写的。。。粗粗看来还是很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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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本书的性质比较像一本教科书。我最感兴趣的是本书的前五章：皇帝制度、政府机构、官吏选
拔、职官管理、行政监察。读罢感想颇多，择要而叙之。中国历史上自秦一下的宰相制度，是一大特
色，西方很少有同样的制度堪与相比。高中时学习历史，常听老师说道，王权与相权的矛盾是贯穿中
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一对重要矛盾，王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在历史上的演化与二者此消彼长的关系，亦
是复习考试的一大要点。我当时非常的不能理解，既然是君主专制，皇帝是天子，说的话就是法律，
天下乃为其一家一姓之天下，为何皇帝的权力会一直受到宰相权力的制约？一直到了明代，皇帝才下
令废除宰相，在明代之前的几千年里，皇帝为何甘愿让自身权力受外人所左右？如今才明白，王室与
政府有别，自秦一下早有此观念，而且此观念极为清晰。王室世袭罔替，表示国运之延绵；宰相更迭
相继，则为政事之时新。《出师表》中有云：“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宫中”指皇宫，“府中”
则指政府。可见在中国传统制度及传统观念之下，皇室与政府是有所区别的，西方所谓“朕即国家”
之说，在中国传统意见之下，是得不到认同的。这是传统文化之使然，即使皇帝也无能为力，正如黄
仁宇所说，有时候，皇帝也只是个牌位。自近代以来，国人只因为我们一时科学落后了，便误认为中
国以往历史上一切文物制度全都落后了。我承认我在进入历史系学习之前，也不免落此窠臼。今天上
午听国关学院的老师讲完了罗马史，觉得被西方人奉为其文明源头之一的古罗马也不过如此，特别是
在政治制度方面。古罗马虽为西方第一个“幅员辽阔”的统一大帝国，可其疆域与汉代之中国相比，
犹不及其二分之一。就整个国家政治架构和政治制度设计方面而言，二者相比，更犹如驽马之于麒麟
，寒鸦之于鸾凤。古罗马国祚虽绵延上千年，但始终未能实现文官对军队的有效控制，说它是帝国，
还有点言过其实，实则是军人政权而已。其从中央到地方的权力架构空洞简陋，根本无法支撑起一个
庞大国家的有效运转，只能采取由军人控制地方的模式，这也最终导致了罗马的分裂与崩溃，而在此
之后，则再也没有重新建立起来过。纵观中国历史，自秦汉伊始，便形成了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体制
，其政府机构复杂精致，选官制度细致合理，职官管理科学有效，行政监察完善到位。凡此种种，在
世界历史上均是领先的。在此仅举科举一例，加以说明。科举制度在我国隋唐时期便已形成，此制度
却影响了几千年之后的英国政府。1835年，居留中国的英国人格尔斯指出：“科举是古往今来的其他
伟大的君主制度所无法相比的。也许这就是他们所创造出来惟一值得保留的制度，而此制度还未被其
他国家所采用。或许将来有一天，它会像火药和印刷术一样，在国家制度，甚至是欧洲的国家制度中
，引起另一次伟大变革。”1855年5月，经过议会辩论之后，英国实行文官考试制度。19世纪60年代后
，美国也开始考虑采用择优录用的文官考试制度，然而，美国的文官考试制度基本上是仿效英国的产
物。1870年美国汉学家施惠廉说到：“中国人民的竞争使得整个政府管理的政治原则公开化。听吧！
西方国家，它没有世袭等级，或许没有个人荣耀，它没有财富的权力，它不主张任人唯亲，它也不去
迎合世俗的偏见和利益。”这就是说，当西方人正处在洪荒时代时，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在读书！“所
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是为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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