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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是一个内容宽泛的概念，人类一切的精神与物质的创造都可以纳入文化的视野之中。
今天，我们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全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这是中国人的骄傲，是中国文化
的骄傲。
作为有着五千年文明发展史的泱泱大国，作为古代四大文明古国延续至今的文化奇迹，中国的文化源
远流长，博大精深。
本书名为《中国传统文化》，但是要在这样一本小书中，把传统文化作全面系统的介绍，是不现实的
。
所以作者只能从若干角度出发，对传统文化的若干方面作简要的介绍和说明，请读者举一反三，而推
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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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职官制度文化：　　中国古代从中央职官到地方职官，种类众多，体系庞杂。
早在4000多年前，夏的统治者就开始设官分职，治理国家和民众。
中国的职官文化反映了古代官僚制度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特点，也反映了古代政治文化的特点。
　　一、宰相制度：　　宰相一词意为辅助君王、宰制万端。
古代一般都把执掌朝政、统领百官、政治权力和地位仅次于帝王的中枢职官泛称为宰相。
战国时代，各国先后设相职，统领百官。
官名除称“相”外，有时也称作丞相、相邦、相国、令尹等。
宰相位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既是君主的最高幕僚，又是百官的首长。
历史上，宰相无定称，无定职，无定员，官称各有不同，人数可少至一二，也可多至十余，因时而异
。
宰相并非都是当朝一品，有时四、五品官也可拜相。
战国以来，宰相制度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即秦汉的三公制、隋唐的三省制和明清的内阁制。
　　1．秦汉的三公制以及尚书台的出现：　　秦初，所设大夫或左庶长，其职位类似宰相，但不以
宰相相称。
秦称相始于惠文王十年（前314年），以樗（chu）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丞相开始成为专门官称
。
庄襄王元年（前249年）以吕不韦为相国，秦宰相又有相国之称。
秦王政九年（前238年），嫪毐作乱，王派相国昌平君、昌文君（俱失姓名）攻之。
此时加上吕不韦，秦国则有三个相国。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古代行政机构的框架大体形成。
秦始皇废相国，复置丞相。
设一员称丞相，设二员称左、右丞相，秦二世诛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后，以赵高为中丞相。
于是秦宰相又有中丞相的称谓。
秦人尚左，左丞相职位高于右丞相；但赵高为中丞相后，则大权独揽，而且权力重于二世。
秦朝中央除丞相外，还有太尉、御史大夫，为中央政府最高官员，并称三公，位同后世的宰相。
其中丞相之职，“掌丞天子，助理万机”，是最高的行政长官。
太尉是最高的军事长官。
御史大夫为副丞相，既是皇帝的机要秘书长，又掌管朝廷内外监察，是全国最高的监察长官。
　　汉代任宰辅执掌相权的有上公、三公、从公等。
上公为太师、太傅、太保。
西汉初年，并不全设。
到哀平之时，开始将太师、太傅、太保并置，职位在三公之上。
从公，是诸杂号将军的称谓，如车骑将军、骠骑将军等。
汉初，将军本是武官，主征伐，为将军者并不干预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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