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唐代吏部尚书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唐代吏部尚书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500497974

10位ISBN编号：7500497970

出版时间：2012-1

出版时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作者：董劭偉

页数：32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唐代吏部尚书研究>>

内容概要

　　唐代吏部尚书位居尚书六部之首，是尚书省最为重要的部门之一，为专职负责人事政务的中央行
政机构。
对唐代吏部长官吏部尚书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则是进一步深入认识唐代政治、制度史的重要环节。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唐代吏部尚书研究》分上下篇，上篇从行政制度层面考察吏部组织与
吏部尚书职能及其与唐代政治的关系，下篇从人事制度层面论述吏部尚书担任者的出身与仕履情况。
《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唐代吏部尚书研究》既注重宏观考察也注重微观分析，通过对大量传
世文献、碑刻等资料的仔细钩稽考索，对唐代近三百年间吏部尚书的制度沿革、人选、职能及其政治
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分门别类、条分缕析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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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劭伟，男，1979年生，河北鹿泉人。
现任教于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
吉林大学法学博士后。
2005年毕业于河北大学人文学院，获历史学硕士学位。
2008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中国唐史学会、中国法律史学会会员。
主要从事魏晋隋唐史和中国法律史研究，侧重于制度史、行政法史。
已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主持完成省部级课题两项。
现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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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根据以上统计可见唐代吏部尚书迁出官有如下特征：　　1.除15任临时兼任吏部尚书外，另有王
徽、刘崇望授予吏部尚书而未拜，以上17任其迁入官仍作分析，不过其迁出官与吏部尚书无关则不计
。
这样考察144任吏部尚书的兼任官，迁出官则考察127任。
其中计有119任迁出情况可考，包括18任非正常迁转者。
正常迁转为他官者为101任，占84.87（101：119），非正常迁出者中卒于任上者有10任，前期2人，中
后期各4人。
致仕与免官者各2人，皆属前期。
因故被杀者前期3人，中期1人，后期无。
由此可见前期非正常迁出者较多，之后递减，中期与后期相差不大，相对而言，后期非正常迁出者比
例最小。
　　2.吏部尚书迁出官机构较多者依序为宰相机构（37）、地方官属（21）、尚书省（18）、东宫官
属（18），另有非正常迁出者包括致仕、卒官等18任，占可考迁出者比例为78.99%（94：119），应是
迁出者的主要途径。
相对于主要迁入官途径，迁出比迁入多出东官官属一类。
其中除宰相任数略有增加外，尚书省与地方官各项则较迁入者数量与比例相对减小。
　　3.就宰相迁出官而言，前期与中后期较明显不同即宰相官职之差异，前期种类较多，计5种。
以中书令最多，侍中次之，右仆及右仆加宰相衔再次之，户部尚书加宰相衔最少。
中期亦有5种，每种数量皆不多，侍中2任，其他各1任，出现门下侍郎加平章事。
后期大量出现迁转为门下侍郎加平章事者，这反映了前后期宰相制度的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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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本书是对唐代吏部尚书研究的重要成果，选题颇具学术价值。
全书分上、下篇，分别从行政制度和人事制度两个层面对吏部尚书进行系统考察。
该书既具有填补唐代官制史研究空白的意义，同时在中国古代官制史断代、个案研究方法上也具有启
示作用。
全书又以考据见长，史料来源广博，对于史料的考订颇见功力，得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认识，可谓具
体而微，创获良多。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黎虎）　　　　吏部在古代六部职官系统中地位甚为重要，以
往系统研究成果尚不多见，该书以此为题作专门探讨，选题很有意义。
该书系对唐代吏部尚书群体进行研究，爬梳大量分散的史料，工作难度大。
作者在此基础上，力图概括出唐代吏部尚书在前期、中期及后期在政治作为和仕途升迁上的不同特点
和趋势，因而深化了对唐代政治史的认识。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陈其泰）　　　　本书围绕行政制度与人事制度这两个关乎
古代职官制度实质的核心问题，对学界未曾进行专门研究的唐代吏部尚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具
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该书对吏部尚书铨选职能及其担任者籍贯、素养、出身、履历等方面的情况，运用统计学方法，借助
图表等手段，对相关资料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整理，并对其历史内涵作了深入翔实的分析，尤其通过对
吏部尚书仕途位置变化的研究，考察其在唐代整个官僚体系中的地位，见解独到，发前人之所未发，
是一项极富开拓性的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于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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