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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整个古代官制史中，秦汉的官制有其特殊重要的意义。
　　秦汉以前的官制，班固说是“夏、殷亡闻焉”。
师古曰：“盲夏，殷置官事不见于书传也。
《礼记&#8226;明堂位》曰：‘夏后氏官百，殷二百’，盖言其大数而无职号统属也。
”①当然，事实上并不是毫无所闻，只不过无系统的记载罢了。
而班固所说的。
周官则备矣”②，也不尽然，《周书》、《周礼》的记载也不是完全可靠的。
总之，秦汉以前的官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但是，秦汉以后在官制上有一个大的变化，《汉书&#8226;百官公卿表》说。
“自周衰，官失而百职乱，战国并争，各变异。
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
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
其后颇有所改。
”一方面是“汉因循而不革”，即所谓的“汉承秦制”，另一方面同时又是“颇有所改”。
改变的地方实际上很多，本书中随处可见。
“因循”当是就主要方面或者说主要精神而言，从这方面说，不但是“汉承秦制”，在某种意义上秦
汉宫制又影响着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朝代。
这就是秦汉宫制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和意义。
　　秦汉宫制的特殊地位又是和秦汉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一致的。
毛泽东同志在论述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时指出：“如果说，秦以前韵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
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
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
”①作为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或者说是一种政治制度，放在世界史中去考察，这种专制主义的中央集
权制，确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之一。
这一特点是秦朝开始，汉朝逐渐完善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秦汉官制史稿>>

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编　中央官制　第一章　三公和丞相　　第一节　秦汉时期的三公和上公　　　一、三公　
　　二、上公　　第二节　丞相制的确立和发展　　　一、秦丞相制的确立　　　二、汉丞相制的演
变　　第三节　御史大夫　　　一、御史大夫的设立和发展　　　二、御史大夫的属官　　第四节　
太尉　　　一、秦的国尉　　　二、汉太尉的设置及其演变　第二章　诸卿　　第一节　太常和宗正
　　　一、太常　　　二、宗正　　第二节　光禄勋和卫尉　　　一、光禄勋　    二、卫尉  　第三节
 太仆　  第四节  廷尉　  第五节  大鸿胪（附典属国）　  第六节  大司农　  第七节  少府（附水衡都尉
）  　第八节  执金吾　  第九节  将作大匠　第三章  中朝官  　第一节  大将军（附各种武官）　    一、
大将军和列将军　    二、将军幕府　  第二节  尚书台  　  一、尚书台的沿革　    二、尚书台的职权　    
三、尚书台的组织机构　    四、领、平、视、录尚书事　  第三节  侍中，给事中等加官　    一、侍中
　    二，左右曹、诸吏　    三、散骑、中常侍　    四、给事中　    五、给事黄门　第四章  官官　　第
一节  太子官　　　一、太子太傅、少傅　　　二、太子官属　　第二节　皇后官　　　一、皇太后
宫官　　　二、皇后宫官　附录：论秦汉郎官、博士制度第二编　地方官制第三编　官吏的选用、考
课及其他各项制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秦汉官制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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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