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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盘古用他的巨斧，为我们这个世界分出了阴阳；人类用黑暗中萌生的眼睛，分辨出这世界上的万物。
我们的远古祖先将分类作为一种智慧的基因遗传给我们，让我们越来越清晰地洞察这个世界。

本书分上下两篇十余辑，分别就自然、人事与人的思想进行了一次分类学角度的思考与探索。
并在这个过程中，对我们先人的那一颗颗灵心和一双双慧眼，报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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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透过历史看分类
　第一辑　分类：开天辟地的事
　第二辑　原始而朴素的分类思想
　第三辑　成语中的分类
　第四辑　历代职官与爵位的分类
　第五辑　不入流的吏胥幕随
下篇　透过分类看历史
　第六辑　语言与文字的分类
　第七辑　知识与科学分类
　第八辑　生物分类
　第九辑　兵器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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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辑　医药的分类
　第十二辑　文献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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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地方官吏设置上，汉初沿秦制，唯改郡守为太守，郡尉为都尉，诸侯王国的官制与中
央官制相仿。
汉武帝时，划全国为十三州（又称部），每州设刺史一人，奉帝命巡察诸郡、国。
东汉末年，为镇压农民起义，改刺史为州牧，居郡守之上，掌一州之军政大权。
晋代将汉代的侍中改为门下省，作为皇帝的侍从、顾问机构，长官为侍中。
侍中地位虽不高，但因接近皇帝，故很有权势。
至南北朝，凡属国家重要政令，皇帝都征求侍中的意见，这样，门下省便成为参预国家大事的部门了
。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政权基本上是州、郡、县三级。
州的长官或称州牧或称刺史，主一州之民政。
县的长官一律改称为令。
同时，有些州的刺史往往加以“使持节都督某州军事”或“假持节都督某州军事”之头衔，总揽本区
军政，权势很大。
隋唐时期，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同为国家最高的政务机构，分别负责决策、审议和执行国家政务。
并把原尚书省诸曹正式定为吏、民（李世民登基后民部改称户部）、礼、兵、刑、工六部。
各部长官称尚书。
隋唐三省六部的确立，是秦汉以后封建国家中央官制制度变化的结果。
其组织较完整，分工较明确。
从隋唐至明、清，六部基本相沿未改。
但是原来分立的三省到唐太宗以后却逐渐起了变化。
由于唐太宗在即位前曾当过尚书令，故当他做皇帝后，大臣多不敢任其职，于是这个职务就不再授人
，尚书省的长官就只设左、右仆射，但不久，左、右仆射成了听令执行的官员，不能参加大政。
至高宗时，则用其他官员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头衔参预朝政，执行宰相
职务，中书令、侍中就不常设了。
地方官吏设置上，隋末改州为郡，唐又改郡为州，都是两级制。
唐还在全国设置十个监察区，称为“道”，每道派高级京官一人，先后称黜陟使、按察使、采访处置
使等，掌监察州、县官吏违法事件，并有权罢免或提升地方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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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分类溯源》是文献史话系列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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