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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历代的统治阶级都根据自己统治职能的需要，建立起一套选拔官吏的制度，以便不断补充和调整各级
官僚队伍，保证本阶级统诒意志的顺利推行。
这种选拔官吏的制度已成为封建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形态下，都必须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选官制度。
    在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中，实行“选贤任能”的民主制度。
当时由于生产力低下，生产方式简单，人们共同劳动，收获共享，和睦相处。
由于社会分工的需要，人们便推选富有生产经验的劳动能手和具有指挥才能的英雄，充当本部落联盟
的带领者、组织者、管理者和保卫者。
人们所信任的英雄，必须能尽心尽力领导人民同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敌人作斗争。
如果被推选者不称职，便可以通过民众大会随时罢免他们，另推举在实践考验中有才能的人充任。
    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主贵族掌握政权，各级官吏都是由国王、诸侯按自己亲属血缘关系的远近，相
应地把土地、臣民分封给他们作为食邑，让他们世代相传，称为“世卿世禄”制度。
    当封建地主阶级刚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时，由于阶级关系和生产关系的改变，封建统治者逐渐改变了
世卿世禄制度，采用军功爵位制和养士的办法，来重新组建自己的官僚队伍。
封建制度完善以后，各级官吏都由封建国家采用不同方式选拔并加以任用。
在封建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选官制度也相应地随之演变和发展。
    秦朝在统一战争中就选拔了许多有实际经验的人才，当时的“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同时还实行了“王者不却众庶”的政策，大量地引进并重用客卿，终于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
在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之后，军功爵位制就不能像以前那样有力地发挥作用了，而养士
又容易造成分裂势力，不利于统一的集权政治。
但是，应该采用什么样的选官制度，才能适应中央集权政治的需要呢？
这个问题，由于秦朝国祚短促，没能解决。
    在西汉王朝建立以后，封建地主阶级的选举制度才逐渐确立。
这种制度包括“任子”之类的“任人唯亲”和“察举”、“征辟”的“任人唯贤”两个方面。
察举、征辟这种选官制度，实际上是到汉武帝时代才完全确立起来的，此后，地方上的人才就可以通
过这一制度被推荐给朝廷。
朝廷掌握了官员的任命权。
这种制度的推行，虽集中了官员的任命权，但仍把荐举权交给地方官府和某些高级官员，朝廷对他们
所荐举的人才，一般都予以接受。
由于各级官员控制了荐举权，便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朝廷对官吏的任命权，尤其是在昏庸国君执政时
期，往往奸佞得宠，贤能受阻，荐举之制有名无实。
    到了东汉后期，由于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政治黑暗，地方上形成了势族豪门世代为官和地方缙绅
控制“乡闾评议”、操纵地方选举的局面，使得荐举选官制度走向反面，已经完全不能适应封建政治
的需要了。
东汉末年，曹操针对当时荐举制度的腐败，实行了“唯才是用”的方针。
他主张不拘家世出身，不重品德，只要有治国用兵的才能，便可以任用。
曹操采用这种选举方针，把许多中小地主和下层知识分子，都吸收到自己的麾下，从而增强了自己的
实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采用“九品中正”制度选拔各级官吏，在州、郡、县等地方政府设置大、小
“中正”官。
这些中正官负责察举本地区的士人，把他们分为九品，然后按品级向主管选官的吏部推荐，吏部根据
中正的报告，依品授官。
名列高品的可以做大官，下品的只能做小官。
这种制度在魏文帝初期，还能做到“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
但是时隔不久，由于司马氏建立的西晋政权竭力扩大贵族地主的利益，门阀世族的势力不断增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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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官大都被他们控制。
他们品评人才的标准，单凭门第出身，“高下逐强弱，是非随兴衰”。
所谓“强”、“兴”，都是世家大族的子弟。
于是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九品中正制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九品中正制和汉代的任子制相比，虽然两者同样都体现了封建社会的上层统治者所享有的任官特权，
但是任子制给高级官员提供的入仕特权尚有数量和对象的限制，只能保举他们的子弟一人为郎，而九
品中正制却使门阀世族的全宗全族都能享受到任官特权，保证他们世世代代占据朝廷的高官显位。
所以，九品中正制为世家大族操纵政权提供了保证，堵塞了庶族地主做官的道路。
随着封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数比士族地主众多的庶族地主，经济实力日渐增强，便要求占有政治地
位，掌握政治权力。
因此，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便不断激化。
    到了隋朝，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又把选官的权力重新收归中央，废止
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度。
    到了唐代，便在全国推行了科举考试的取士办法，这是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
科举制度的确立，对于摧垮豪门世族的残余势力，扩大官吏来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种选官制度保证了朝廷对全国士人的考试录取权和任用权，同时也使朝廷能够在更广泛的范围内选
拔中小地主及下层知识分子充任各级官吏，使这些人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抱负和才干。
以至出现了“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故忠贤隽彦，韫才毓行者，咸出于是”的现象。
这种选官制度可以使封建政权获得更多阶层的支持，有利于提高封建官僚队伍的政治、文化素质，起
到强化封建统治的作用。
所以，自隋唐至明清，科举制度成为封建国家选官的基本制度。
    科举制度虽然是隋唐以后选拔官吏的重要途径，但并不是唯一途径，另有一些官吏则是由保举和捐
纳等途径入仕的。
捐纳就是用资财买官，这种办法自秦汉以来历代都有，特别到清末鸦片战争以后，国家财政空虚，更
是广为推行，由此而产生了大量腐败而昏愦的官吏。
此外，封建社会中的恩荫制度和残存的世袭制度，也是产生大批官吏的途径。
    本书录引的资料，主要来自各朝史籍文献及有关专著、朝野笔记等；同时，还吸取了古今学者、专
家的一些研究成果，以便于论题的深化研究。
限于本人水平，书中错谬一定不少，希望专家、读者不吝赐教。
    陈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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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历代选官制度》以中国朝代顺序为线，围绕官员的选拔与任用，逐次考察在当时的政治社会背
景下，有什么样的制度，用什么样的做法，出现什么样的现象，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中国历代选官制度》详细评说中国历代统治阶级，如何挑选社会管理者和治国工具。
对中国官员选拔制度的历史发展，进行系统梳理，并以大量的事例，描画漫漫仕途上无数为官者复杂
的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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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商汤听了伊尹的论说，觉得此人确是一位治国的贤士，决定聘请他，便立即派出使者，带
着礼物到乡下去找他。
伊尹是个耿介自负、乐天知命的人，根本不想到朝中去做官。
他对使者说：“我是一个过惯自由生活的人，自耕自食，不会治理国家大事，多谢商王的关照。
”婉言谢绝了商汤的聘请。
不久，商汤又第二次派使者带着更多的礼品去请伊尹。
伊尹十分惶恐，说：“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庄稼汉，没有一点功劳，怎敢随便接受商王的礼物而坦然
受任呢？
”再次拒不受命。
商汤对伊尹的推辞并没有发怒，他认为真正有才能的人不会轻易像奴仆一样，一招即来。
商汤第三次聘请更加隆重，命使者带着许多珍贵的礼品，赶着装饰一新的马车去迎请他。
伊尹看到商汤确是一片真诚，才欣然从命。
商汤得知伊尹受命而来，便亲自率领百官恭敬地前来迎接，待之以嘉宾，并与之攀谈数日，两人越谈
越投机，相见恨晚。
商汤觉得伊尹确有奇才，便把他推荐给夏桀。
可是夏桀见到伊尹，随便问了几句话，再也不理他了。
伊尹看到夏桀倒行逆施，荒淫无道，料定夏王朝一定要灭亡。
而商汤看到夏桀不肯重用伊尹，便把他请到商都，拜他为相，授以国政。
伊尹执政后，努力帮助商汤发展农耕，铸造兵器，训练军队，使商很快强盛起来。
 不管伊尹是以厨师的身份见汤，或是以处士而被汤所聘迎，都表明他是出身于低贱阶层而被汤选拔出
来的。
后来，伊尹辅助商汤为推翻夏王朝的统治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殷本纪》这样记载道： 武丁夜梦得圣人，名目说。
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
于是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
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
见于武丁，武丁日是也，得而与之语，果圣人，举以为相。
 据说武丁继承王位后，有三年时间不问政事，把朝政委任给冢宰大臣去处理，以便有足够的时间观察
国内局势，留心察访贤才。
武丁认真观察了周围群臣，觉得没有一个是王佐之才，于是便深入到百工中去访求。
在奴隶中，他发现了一个名叫傅说的，很有才能，想任用他为相，治理国家。
但在当时，要把一个奴隶一下子提拔为相，肯定会受到奴隶主贵族激烈反对的。
他便想出一个巧妙的办法：一天晚上，武丁睡觉时，便故意放声大笑起来，侍卫以为他是在梦中笑醒
，立刻向他祝贺，问他做了什么好梦。
武丁高兴地说：“振兴商朝，大有希望了。
我刚才梦见先王商汤给我推荐了一个大贤人，名叫傅说。
希望你们赶快把他找来。
”古人信神，群臣听说是商汤推荐的大贤人，都不敢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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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编写缘起于1962年。
当时我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论文，题目为《明清科举制度沿革概述》，由福建师范学院（今福建师范
大学）中文系《函授教学》铅印单行本。
这篇文章曾经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钱履周（前清秀才）和历史系刘蕙荪先生（《老残游记》作者
刘鹗之孙）认真修改并增补了许多材料。
文章印发时，我在篇末特署他们的名字，以表谢意。
当时钱履周化名为“左尚”，因为他曾是右派（后改正），所以“文革”时就因此酿成一桩公案，“
红卫兵”说他“想爬到左派之上”。
钱教授说这是《左传》中“楚人尚左我亦左”的意思，“左尚”即“尚左”，就是想靠近左派。
但当时“红卫兵”不买这些典实的账，把他惨斗了八场。
1981年冬，我在福州见到钱教授，当时他已是八十七岁高龄了，眼睛半瞎。
他很激动地给我叙述了这起冤案，并说，今后写自传一定要把这件事作为一生的重要内容写进去。
不意自传未写成，他便于次年（1982年）夏仙逝了。
我研究古代选官制度与这两位老师的指点和引导有很大的关系。
这本书在多年间虽然几经易稿，全书的规模、体例与内容和当时比较已经面目全非了，但这两位老师
的“启蒙”之功，使我不能忘怀。
故特在书后对刘蕙荪先生表示感谢！
对钱履周教授为我而经受磨难致以哀思！
    本书在撰写和定稿过程中，得到我的爱人庄丽琴的全力支持，她不但帮助整理资料，还承担了绝大
部分的抄写誊清工作。
同时她安排好家务，使我无后顾之忧，能集中精力从事笔耕，拙著问世也有她一份贡献。
不幸的是，在此书将要出版之时，她却与世长辞，使我悲痛万分，久久不能平息。
    陈茂同泣记    2012年7月12日于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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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历代选官制度》为国内第一部全面论述中国历代选官制度的著作。
书中记载了自原始社会禅让制到奴隶社会世卿制，到封建社会各种选官途径。
介绍了选贤任能、军功晋爵、世官世禄、招贤纳上、征如辟除、察举荐举、恩荫承袭、权力赀选、计
吏拜官、技艺入仕、九品中正、世家门阀以及隋唐朝以来普遍采用的科举考试制度等等。
书的后半篇罗列“君权论”、“宰相论”、“将帅论”、“宦官论”、“外戚论”、“关系论”、“
党争论”、“贤材论”、“荐举论”、“科举率”等十大论题，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种官员及与选官
制度有密切关系的各种问题，作了深入、系统的剖析。
《中国历代选官制度》录引的资料，主要来自各朝史籍文献及有关专著、朝野笔记等；同时，还吸取
了古今不者、专家的一些研究成果，以便于论题的深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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