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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若干年前，我的研究兴趣被中国古代官阶制占用了。
初步的思考结果，曾结集为《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
在此书中，我尝试运用“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概念，构建了一个分析框架，把传统王朝使用的
各种等级序列，如周代爵制、二十等爵、秦汉禄秩、魏晋南北朝的官品、中正品、勋品、将军号、文
散官和文武散阶制等，编织到一条连贯的变迁线索之中，在此基础上，对传统官阶制度的三千年演变
，提出了一个五阶段的分期模式。
　　此后我一度想结束官阶制研究，另觅课题，但张家山汉简《秩律》又把我拉回来了。
张家山汉简的公布出版，为战国秦汉的官阶研究提供了新鲜资料。
《二年律令》中的《秩律》，加上其他相关律文，透露了秦汉间秩级变迁的许多前所未知的细节。
我的《品位与职位》一书，还未及利用那些材料。
后来阅读《二年律令》时，很偶然地注意到了“宦皇帝者”的问题，它展示了一种特别的官员职类管
理方式，具有明显的早期社会色彩。
以“宦皇帝者”为线索，还可以揭示汉代“比秩”的起源，从而发掘出汉代官阶的一些微妙之处。
进而《秩律》所提供的秩级结构成为一个新的参考点，把它跟先秦秩级、汉初秩级以及其后的秩级变
动联系起来观察，则战国秦汉间禄秩序列不断伸展扩张、并与爵级并立的进程，就将更清晰地呈现在
人们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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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重心是讨论秦汉时的官僚等级制度。
作者把官阶研究的对象，定义为“官职的分等分类”和“官员的分等分类”两点；基于“品位一职位
”视角，提出了“品位结构”概念，用以观察各种位阶的组合、搭配和链接样式；对品秩的构成要素
、品位结构变迁的主要线索、官阶研究的各个层面，进行了建构性的阐述。
在此基础上，本书对早期帝国品位结构的变迁，提出了一个“爵本位”——“爵一秩体制”——“官
本位”的变迁模式，并从分等分类角度对之进行了系统论证。
书中还利用新出史料，对秦汉官阶史的若干要点进行了考证，使一些前所不详的暧昧史实，如“宦皇
帝者”问题、“比秩”问题等，得以浮出水面，并做出了富有新意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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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编　　第一章 品位结构的研究框架　　本书的阐述，以秦汉帝国的官僚品位结构及其变迁为对
象，那么什么是“品位结构”，就应先予以阐明。
虽有句话说是。
细节决定成，败”，但那只在特定意义上才有效吧，《孟子，告子上》则云：“先立乎其大者，则其
小者不能夺也”。
细节考察是在整体考虑中获得意义的，而整体考虑要以一些基本概念为前提，它们应能互相支撑、形
成系统。
本章的目的，就是对“品位结构。
研究的那些前提性概念进行阐述，以期为本书其余各章的讨论，提供一个较具系统性的框架，让随后
对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的性质、特点与变迁的阐述，得以在其中展开，也许有人认为，构建理论不是历
史学的任务。
但这问题其实不大。
只须这么想：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而不是为了符合“历史学”，就成了，不必画地为牢，
也许又有人认为，使用模式是简单化，是主观剪裁历史。
其实那是个思想方法的误区。
理解历史与社会不止一种手段，正如彼得伯克所说：“模式的功能就是简单化，从而使真实的世界更
易于理解。
”使用模式肯定会发生简化，会忽略一些东西，但它也能提供其他手段（如叙述）所看不到的新东西
。
制度史的研究是一种结构功能研究，而结构性分析需要借助模式。
模式以简化的方式使史实易于理解，但那并不等于说由此而来的论述和证明也是简单粗糙的。
相反，可以通过努力，而使之充实、丰满和精致起来，而那就是我们的尝试方向。
　　一 品位结构：分等与分类　　中国官阶制经历了三千年的连续发展。
早在周朝，官员组织就颇具规模了，相应也出现了最初的官员等级制，如公、卿、大夫、士那样的等
级。
此后帝制的两千年中，王朝使用过的位阶序列，形形色色而蔚为大观。
像周代爵命，秦汉禄秩，二十等爵和封爵，魏晋以下的九品官品，九品官人法的中正品，将军号，散
官，唐朝文武阶官，勋官，宋朝的寄禄官，科举功名或学历，以及各种分等授予的加官、衔号，等等
。
“官阶研究”的提法只是为了便利，是简化了的。
禄秩、官品等可称“官阶”，而把“爵”或“勋官”之类说成是“官阶”，其实不尽妥当。
“官僚等级管理制度研究。
的表述，可以涵盖更多等级序列，甚至把各种具有品位意义的安排都容纳其中，例如朝班、舆服及各
种礼制等级。
不过“官僚等级管理制度研究”的表述也略失“技术化。
了，给人一种只在管理技术层面上讨论问题的感觉，其实传统位阶品级向人们展示了更广阔的政治、
社会甚至文化意义。
　　前所列举的各种等级序列，以往的学者已提供了大量研究，但大多是分别考察的，例如封爵研究
、官品研究、阶官研究，等等。
这里想尝试的则是一个综合性观照，不但分别考察各种等级序列，尤其要考察它们之间的关系，即，
立足于不同位阶的特定功能，进而观察它们是如何互相组合搭配在一起的，组成了一个什么东西。
那个东西，就是所谓“品位结构”。
扫描历朝位阶，能看到各种序列的各种组合样式，例如周有爵命，秦汉有禄秩、二十等爵与封爵，魏
晋南北朝有官品、中正品、散官、军号，唐代则是品、阶、勋、爵相互配合。
这就提示人们，历朝的“品位结构”是不断变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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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赘言，揭示这种结构及其变迁，对认识中国官僚政治与制度，是有意义的。
　　为什么要把官阶结构表述为“品位结构”呢？
还得回到官阶研究的对象上来。
面对各种位阶品级之时，我们想弄清什么？
在这时候，我把官阶研究对象概括为两点：官职的分等和分类，官员的分等和分类。
下面加以阐释。
　　也许有人认为，官阶主要是用于“分等。
的。
但那看法并不全面。
“分等”是官阶的主要功能，但官阶也用于“分类”。
“分等。
和“分类。
问题的产生，来自官僚组织的结构特征。
官僚制是一种。
科层制”，其结构特点就是分科分层。
“分层”就是“分等”，“分科。
就是分类。
各种职位，是被配置于不同的“科。
、“层”之上的。
“事”必须由“人。
来承担。
行政事务之所以用“职位。
做最小单位，是因为“职位。
对应着一个人，是分配给一位官员的一份权力、责任和资源。
所以等级管理的对象，除了“事”之外还有“人”。
“人。
的等级管理，显然构成了官僚组织的又一个子系统，如其考核、任命、薪俸、待遇、奖惩、培训等等
。
简言之，官僚组织除了职位结构之外，还有一个人员结构，二者都要分等分类。
　　官员不仅是一个行政工具，也是一个身份主体和利益主体。
他的职业动力在于寻求更高地位和更高报酬。
为保障其身份与利益，有时候就要在职位的等级与类别之外，另行安排官员的等级与类别，为之制定
相应的位阶，以体现其资格、地位与薪俸，保障其升降调动，并以此实施激励奖惩。
那种独立于职位结构的官阶，就是“品位”，“品位”是官员的个人级别，是其待遇、资格和地位的
等级，而不是职位的等级。
现代文官等级制被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职位分类”，一类是“品位分类”。
若简单说来，只给职位分等分类，不为官员个人设置级别的等级制，就是“职位分类”。
在这时候，官员居于什么职位，就是什么等级，其地位依职而定。
若在职位分类之外，另行为官员个人设置级别的，就是“品位分类”。
这时官员的实际地位，是由职位等级和个人级别综合决定的。
职位等级与个人级别未必对应，有较高级别任较低职位的，也有级别较低但职位较高的。
“职位。
必须被纳入不同的等级和职系，“品位”则是“可有可无”的，有时设置，有时候就不设置。
很容易看到，两种分类，就是对职位结构与人员结构二者关系的。
　　发达的文官组织总会一些基本的共性，中国传统文官制度并不例外。
有学者这么说：中国传统官阶只管分等，不管分类。
其实不是那样的。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从爵本位到官本位>>

古代很多官阶安排与“分类”相关。
战国以下，官分文武。
汉代文官与武官即有清晰区分，而且体现在官阶上了：武官都被列在“比秩”上，使用比二千石、比
千石、比六百石等带“比”字的秩级。
战国秦汉还有一种“宦皇帝者”，就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职类概念，这个职类也用“比秩”。
唐代阶官，有文散阶与武散阶之分。
宋朝的医官有专用位阶，与今天所谓“职称”无大区别。
到了金朝，天文官、医官、内侍和乐师，都有了专用“职称。
了，它们各分25阶。
可见中国传统官阶并非只管分等，不管分类。
然则“分等”和“分类。
二者，都是传统官阶研究的基本问题。
　　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引用过一句俗话：“甚至一只鹦鹉只要学会说‘供给与需求，就可以成为一个
经济学家”。
而官阶研究的关键词，恰好也有这么两个：品位与职位。
它们就是我们建构官阶研究框架的出发之点。
参考现代文官体制的“职位分类”和“品位分类”概念，我们将使用“职位分等。
和“品位分等。
二词，指称存在或不存在官员个人级别的两种等级安排。
随后的官阶考察，就将围绕职位与人员的分等和分类而展开。
单纯的职位结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与一般官制研究相重合，不是官阶研究的特殊任务。
官阶研究中的职位分等分类，是在其与官员品位的关系之中，被观察、被讨论的。
这样，该把什么事项纳入官阶研究的论域，就明确多了，诸多重大问题和线索，将由此而生发出来。
　　现代文官理论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根据职位结构来考虑人员结构。
即，根据行政需要把职位划分为不同等级和职类，再把适当的人员任命到相应职位上去。
不妨说那是一种“填充”的视角：用“人。
来填充职位，用中国古语说就是“为官择人”。
在那个视角中，人员结构与职位结构在相当程度上是同构的。
尤其是实行“职位分类。
的政府，可以根据职位的等级和类别来实施人员管理，包括等级管理。
在这时候，职位管理是“主体建筑”，人员管理属“配套设施”。
　　倘若中国古代也像现代政府那样，传统官阶研究就简单多了，因为那样一来，“人”的等级与类
别就将等同于或近似于“职。
的等级与类别，弄清某“官。
属于某品、某阶、某职类，就成了，但传统中国的情况大多不是那样的，中国官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就是人员结构远大于职位结构。
“官人。
和“官职。
不是一回事儿。
“官人。
的数量，或说拥有朝廷位阶名号者的数量，远远多于行政职位之数，而那些“官人”，都在王朝人事
管理的范围之内，需要用各色位阶衔号来标识区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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