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版說明

11月中旬，三聯書店的孫曉林先生跟我商議《從爵本位到官本

位》的再版之事。我很高興此書有了再版的機會。隨後是修訂與否

的問題。因三聯書店計劃此書在明年春季面世，若有修訂，希望我

在 12月 15日左右完成。因時間無多，我考慮只對兩個地方略做加

工。一是序言部分，一是討論公府掾屬比秩原因的部分。

第一部分比較簡單，只是在「序言」中增加了一個段落三百多

字，對何為「爵本位」、何為「官本位」，做了清晰一些的界定：「爵

本位」是封閉性的、凝固性的、貴族化的，而「官本位」是功績制的、

流動性的、行政化的。

第二部分隨即發現比較麻煩。這部分之所以要修訂，是因為

2015年青年學者張欣有一篇文章，不贊成此書對公府掾屬之所以為

比秩的解釋。對張文曾大致瀏覽，覺得他的批評確有道理，自己的

論點確有問題，此時便想藉再版的機會調整訂正。

然而甫一接觸相關史料、論著，就看到了一些新現象，由此牽

引出了若干新問題，涉及了正任職吏與散吏、備吏的品位安排與等

級關係，值得詳論。這時候就感到，若對原書原文進行修改，頗不

便利。於是改變主意，打算維持原書的樣子，對新的想法另行作文、

另行發表。隨即向孫曉林彙報了這個打算，她希望我把這篇文章附

於原書之後，作為增補。我覺得這樣處理也蠻合適。首先是所增補

的第一節內容，是我對公府掾屬比秩原因的新解釋，附於新版將便

於讀者對照、參閱。進而所增補的其餘各節內容，大部分是從掾屬



秩級問題衍生出來的，轉而圍繞若干種散吏，通過「職吏—散吏」、

「無秩—比秩—正秩」、「員內—編外」幾個維度，論述官署人員的「品

位—編任結構」。這些討論與原書的主題是一致的，算是同一研究的

繼續延伸，置於新版之中是合理的。

最初估計，增補的篇幅將在七八千字左右。實際寫作中，隨時

都有此前未知的各種新細節浮現，主題、結構與論點不斷變化、調

整，篇幅也在不斷擴充。這同時還要應付課程和雜務，一個月的時

間過於緊迫了。無論史料檢索還是論著參閱，都只能浮光掠影，一

帶而過。幸好此時得到了學生們的幫助。半個月左右我拉出了一個

類似長編的草稿，通過電子郵件發出，並拿到研究生討論班上。隨

後葉煒、徐沖、孫正軍，以及研究生熊昕童、黃承炳、楊鑫、柴芃、

黃楨、單敏捷、張辭修等，從宏觀論述到具體闡述，直到文字標點

錯訛，提出了很多寶貴意見。藉此，我向他們深致謝意。隨後我繼

續突擊，得以在一月之內如期草成。

完成的篇幅，超過最初預想的若干倍，約 4萬字，給原書增加

了一章。這就是下編第七章「『品位—編任結構』視角中的散吏與比

秩」的那一部分。需提請讀者注意，這一章修訂了原書第五章第四節

與第六章第二節的觀點，但第五章第四節與第六章第二節的原文並

未改動。當然潛藏的各種錯訛，依然在所難免—畢竟寫作、思辨

能力都已衰退，又是匆匆趕出的急就章，大量史料、論著未及參閱。

甚至在已將交稿的前一天，又對章節安排做了大幅度調整，以使前

後邏輯關係更好一點兒。此時只是期望，其對公府掾屬之所以為「比

秩」的新解釋，尚能成為一家之言；從散吏探討官署「品位—編任結

構」的思路，尚有一定參考價值，僅此而已。

 2016年 12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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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1

序 言

若干年前，我的研究興趣被中國古代官階制佔用了。初步的思

考結果，曾結集為《品位與職位：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制度研究》（中

華書局 2002年版）。在此書中，我嘗試運用「品位分等」和「職位分

等」概念，構建了一個分析框架。把傳統王朝使用的各種等級序列，

如周代爵制、二十等爵、秦漢祿秩、魏晉南北朝的官品、中正品、

勳品、將軍號、文散官和文武散階制等，編織到一條連貫的變遷線

索之中；在此基礎上，對傳統官階制度的三千年演變，提出了一個

五階段的分期模式。

此後我一度想結束官階制研究，另覓課題，但張家山漢簡《秩

律》又把我拉回來了。張家山漢簡的公佈出版，為戰國秦漢的官階

研究提供了新鮮資料。《二年律令》中的《秩律》，加上其他相關律

文，透露了秦漢間秩級變遷的許多前所未知的細節。我的《品位與職

位》一書，還未及利用那些材料。後來閱讀《二年律令》時，很偶然

地注意到了「宦皇帝者」的問題，它展示了一種特別的官員職類管理

方式，具有明顯的早期社會色彩。以「宦皇帝者」為線索，還可以揭

示漢代「比秩」的起源，從而發掘出漢代官階的一些微妙之處。進而

《秩律》所提供的秩級結構成為一個新的參考點，把它跟先秦秩級、

漢初秩級以及其後的秩級變動聯繫起來觀察，則戰國秦漢間祿秩序



從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漢官僚品位結構研究2

列不斷伸展擴張，並與爵級並立的進程，就將更清晰地呈現在人們

的面前。

祿秩變遷過程的清晰化，只是個細部的推進而已。怎樣由此深

化對秦漢帝國等級結構的認識呢？這就得擴大視野了。《品位與職

位》一書出版後，朋友們提出了一些寶貴意見，我也在進一步思考傳

統官階制的結構與變遷。這時候就強烈感受到，各個細部的考察，

應在更系統的理論背景下展開，才有利於確定其宏觀意義。像「結

構」指的是甚麼？「變遷」應着眼於哪些線索？傳統官階制的研究對

象是甚麼？它應如何界定，才有利於研究的進一步深化？甚至一些

基本的理論前提，都有待澄清。比如說，如何理解皇權、官僚和貴

族的關係，就遇到過若干很不相同的認識。好比建一座樓，即便你

只承擔某一部分的修建，或只搞水暖、電氣、裝潢甚麼的，那也得

在着手之前，對那座樓的樣子心中有數。而在眼下，我感到了一套

「話語」的缺乏，一套可資描述傳統官僚等級管理制的概念的缺乏。

於是我來嘗試描繪搭建。首先「官階研究」只是一個粗泛說法，

若將之具體化，則它應包括歷朝各色等級和品位序列，甚至包括一

切具有等級或品位意義的制度安排。相應的研究任務，可以確定為

二：官員的分等與分類，及官職的分等與分類。官職的分等與分類，

主要是個官制史的問題，我是在其與官員分等分類的關係上，加以

考慮的。就是說，着眼點置於品位與職位之間的關係之上。進一步

說，傳統官階制的一個重大特點，就是職位結構與人員結構之不對

稱，後者遠遠大於前者。許多重大問題，就是由此而生發出來的。

統治者制定官階的基本出發點有二：身份考慮與運作考慮，由此將

導致不同意義的位階安排。在結構樣式上，傳統官階可稱為「一元化

多序列的複式官階體制」，它由多種功能不同的位階彼此搭配鏈接而

成。而位階的不同功能，可以通過其構成要素來表示。那些要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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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概括為五：權責、俸祿、資格、特權、禮遇；對「五要素」的配置

方式加以解析，有助於更精細地辨析各朝代對分等和分類的不同處

理。從職位分等與品位分等的關係看，傳統官階發展可以分為先秦、

秦漢、魏晉南北朝、唐宋、明清五大階段。其間具有重大政治意義

的變遷有「四線索」，即，那些事涉貴賤之分、士吏之分、文武之分

和胡漢之分的品位安排。官員地位處君、民之間，其官階是在君、

民之間被規劃的，所以官階的整體意義，涉及了君與臣、官與官、

官與民三個層面。應從等級金字塔的三層面架構中，考察傳統官階

的社會整合與調控功能。

對《秩律》進行若干具體考察、推敲作為前提的理論概念的同

時，還在思考秦漢官僚品位結構的問題。所謂「品位結構」，就是官

員與官職分等分類的特定樣式。某王朝品位結構的特點，是與前後

時代的差異中比較而言的。倘作最簡單表述，我想可以用「爵—秩

體制」，來概括秦漢帝國品位結構的特點；它是在與周代的「爵本位」

體制和後代「官本位」體制的比較之中，顯示出來的。

之所以把周代的品位結構稱為「爵本位」體制，首先是由於周代

的等級樣式—五等爵與公卿大夫士爵，本來就是稱為「爵」的。更

重要的，是周爵體制與帝制時代、官僚政治時代由品秩勳階等構成

的品位結構，存在着性質上的不同。「爵本位」與「官本位」的不同

之點，簡略概括如下：

爵本位：封閉性的，凝固性的，貴族性的；

官本位：功績制的，流動化的，行政性的。

周代「爵本位」體制下的爵號，面向特定集團、階層，很少變動升降，

通常世代傳襲，維繫着爵號擁有者的高貴身份地位，而且是「先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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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社會地位（ascribed status）。「官本位」下的各種品級位階，則

具有維繫官僚行政體制的功能與意義，按勞依功晉升，頻繁變動升

降。雖然「官」也是一種顯赫地位，但更多地屬於那種「自致性」的

身份地位（achieved status）了。

在秦漢的各種等級安排中，「爵」與「秩」是兩個支柱。「爵」即

封爵和二十等爵，它們主要用以安排身份，而且是用一種富有傳統

色彩的方式安排身份的；「秩」即「若干石」秩級構成的祿秩，它用以

保障行政，而且是用一種「以事為中心」的、具有濃厚「職位分等」

色彩的方式來保障行政的。當時這兩個等級序列是彼此疏離的，就

此而言，秦漢的等級管理手段呈現了一種「二元性」。「爵—秩體制」

既體現了早期「爵本位」傳統的深刻影響，又顯示了秦漢間官僚政治

發展的巨大動量。秦漢帝國的蓬勃政治活力，不能說與此無干。

當然，「二元性」並不是說秦漢的統治階級分裂了，「二元性」只

是就等級管理手段的新舊雜陳而言的。而且，「爵—秩二元體制」的

提法只是簡而言之，秦漢等級秩序還有更多鬆散粗疏之處。在管理

高低不同、職事不同、身份不同的各色官職與人員時，各種等級安

排疏離錯雜，缺乏一元性、整體性和精緻性。好比剛剛結合起來的

一夥創業者，雖已採用了公司的職稱頭銜，但親朋舊友同學戰友之

類關係又摻雜其中，誰大誰小、甚麼事誰說了算，還不是很確定的；

還不像歷時悠久的大公司那樣，等級清晰而秩序井然。但隨「帝國

公司」的不斷發展，隨新式行政吏員的逐漸「官僚化」，並向一個「官

僚階級」演化，「爵—秩體制」的「二元性」，還有各種位階間的散漫

關係，就逐漸發生變化。以魏晉官品的出現為標誌，傳統官階制初

步進化為一種多序列組成的、充分一元化了的「官本位」體制。簡言

之，周代的「爵本位」體制，經由秦漢具有二元性的「爵—秩體制」，

再逐漸進化為一元性的「官本位」體制。在這個過程中，權責、俸祿、



序言 5

資格、特權、禮遇的配置方式，「貴—賤」、「士—吏」、「文—武」方

面的相關安排，「君—臣」、「官—官」、「官—民」的等級關係，也發

生了相應的變動。

綜上所述，這份研究將包括三部分的內容：第一是由《秩律》引

發的若干秩級考證，第二是對中國官階研究框架的理論思考，第三

對秦漢帝國品位結構及其變化的闡述。第一項內容相當瑣屑，我想

不會有很多讀者關心那些繁雜的細節，為了閱讀方便，我把本書分

成了兩大部分：後兩項內容放在「上編」部分，對《秩律》的細節考

證置於「下編」，由《秩律》考證所引發的較重大論題，則置於上編闡

述。也就是說，有些論題將同時出現於「上編」與「下編」，如戰國秦

漢祿秩序列的伸展問題，「比秩」問題，「宦皇帝者」問題；但「上編」

重在闡述分析，「下編」則為「上編」的闡述提供細節考證作為基礎。

這樣，無須了解細節的讀者，就可以免去閱讀「下編」時的瑣細之感

了。最後還須說明，本書的敘述有時會有一些跳躍性。因為本書相

當於《品位與職位》一書的續篇，《品位與職位》中業已闡明的論點，

本書往往予以簡化。由此造成的跳躍感，只要讀者同時參考《品位與

職位》，問題就不大了。

本書的寫作拖得比較久。下編部分完成較早。曾以此申請了一

個科研項目，題為「秦漢官階制與早期帝國官僚等級結構研究」。但

中間一度被冕服問題吸引，停了很長一段時間。承擔項目的不好之

處，是把人套住了，與學術興趣的隨時轉移相衝突；好的地方是有

壓力，到期就得「交貨」。眼看不「交貨」不成了，趕緊回到原項目

上，把上編完成，鳴鑼收兵結項。但服飾方面的興趣對本書也有幫

助，使本書充實了一些，由此有了第四章「冠服體制」的內容。但因

趕進度，近年學界在《二年律令》上的新成果，不及一一參考。視野

之外，肯定有很多論著該看沒看。年齡增加伴隨着精力衰減，「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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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把人拋」，體力、精力和寫作能力的下降，是無可如何的事情。

幸好電子資源帶來了一些便利，節省了不少跑圖書館的時間。編輯

孫曉林先生仔細審讀書稿，糾正了我的疏誤錯漏，特此衷心致謝。

 2007年 9月 10日

 2016年 12月 15日補



第一章  
品位結構的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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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闡述，以秦漢帝國的官僚品位結構及其變遷為對象，那

麼甚麼是「品位結構」，就應先予以闡明。雖有句話說是「細節決定

成敗」，但那只在特定意義上才有效吧；《孟子．告子上》則云：「先

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細節考察是在整體考慮中獲得

意義的，而整體考慮要以一些基本概念為前提，它們應能互相支撐、

形成系統。本章的目的，就是對「品位結構」研究的那些前提性概念

進行闡述，以期為本書其餘各章的討論，提供一個較具系統性的框

架；讓隨後對秦漢官僚品位結構的性質、特點與變遷的闡述，得以

在其中展開。也許有人認為，構建理論不是歷史學的任務。但這問

題其實不大。只須這麼想：我們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理解，而不是

為了符合「歷史學」，就成了，不必畫地為牢。也許又有人認為，使

用模式是簡單化，是主觀剪裁歷史。其實那是個思想方法的誤區。

理解歷史與社會不止一種手段。正如彼得伯克所說：「模式的功能就

是簡單化，從而使真實的世界更易於理解。」〔1〕 使用模式肯定會發生

簡化，會忽略一些東西，但它也能提供其他手段（如敘述）所看不到

的新東西。制度史的研究是一種結構功能研究，而結構性分析需要

藉助模式。模式以簡化的方式使史實易於理解，但那並不等於說由

此而來的論述和證明也是簡單粗糙的。相反，可以通過努力，而使

之充實、豐滿和精緻起來，而那就是我們的嘗試方向。

一 品位結構：分等與分類

中國官階制經歷了三千年的連續發展。早在周朝，官員組織就

〔1〕	 彼得伯克：《歷史學與社會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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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具規模了，相應也出現了最初的官員等級制，如公、卿、大夫、

士那樣的等級。此後帝制的兩千年中，王朝使用過的位階序列，形

形色色而蔚為大觀。像周代爵命，秦漢祿秩，二十等爵和封爵，魏

晉以下的九品官品，九品官人法的中正品，將軍號，散官，唐朝文武

階官，勳官，宋朝的寄祿官，科舉功名或學歷，以及各種分等授予的

加官、銜號，等等。「官階研究」的提法只是為了便利，是簡化了的。

祿秩、官品等可稱「官階」，而把「爵」或「勳官」之類說成是「官階」，

其實不盡妥當。「官僚等級管理制度研究」的表述，可以涵蓋更多等

級序列，甚至把各種具有品位意義的安排都容納其中，例如朝班、

輿服及各種禮制等級。不過「官僚等級管理制度研究」的表述也略失

「技術化」了，給人一種只在管理技術層面上討論問題的感覺，其實

傳統位階品級向人們展示了更廣闊的政治、社會甚至文化意義。

前所列舉的各種等級序列，以往的學者已提供了大量研究，但

大多是分別考察的，例如封爵研究、官品研究、階官研究，等等。

這裏想嘗試的則是一個綜合性觀照，不但分別考察各種等級序列，

尤其要考察它們之間的關係，即，立足於不同位階的特定功能，進

而觀察它們是如何互相組合搭配在一起的，組成了一個甚麼東西。

那個東西，就是所謂「品位結構」。掃描歷朝位階，能看到各種序列

的各種組合樣式，例如周有爵命，秦漢有祿秩、二十等爵與封爵，

魏晉南北朝有官品、中正品、散官、軍號，唐代則是品、階、勳、

爵相互配合。這就提示人們，歷朝的「品位結構」是不斷變遷的。毋

庸贅言，揭示這種結構及其變遷，對認識中國官僚政治與制度，是

有意義的。

為甚麼要把官階結構表述為「品位結構」呢？還得回到官階研究

的對象上來。面對各種位階品級之時，我們想弄清甚麼？在這時候，

我把官階研究對象概括為兩點：官職的分等和分類，官員的分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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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下面加以闡釋。

也許有人認為，官階主要是用於「分等」的。但那看法並不全

面。「分等」是官階的主要功能，但官階也用於「分類」。「分等」和

「分類」問題的產生，來自官僚組織的結構特徵。官僚制是一種「科

層制」，其結構特點就是分科分層。「分層」就是「分等」，「分科」就

是分類。各種職位，是被配置於不同的「科」、「層」之上的。「事」

必須由「人」來承擔。行政事務之所以用「職位」做最小單位，是因

為「職位」對應着一個人，是分配給一位官員的一份權力、責任和資

源。所以等級管理的對象，除了「事」之外還有「人」。「人」的等級

管理，顯然構成了官僚組織的又一個子系統，如其考核、任命、薪

俸、待遇、獎懲、培訓等等。簡言之，官僚組織除了職位結構之外，

還有一個人員結構，二者都要分等分類。

官員不僅是一個行政工具，也是一個身份主體和利益主體。他

的職業動力在於尋求更高地位和更高報酬。為保障其身份與利益，

有時候就要在職位的等級與類別之外，另行安排官員的等級與類別，

為之制定相應的位階，以體現其資格、地位與薪俸，保障其升降調

動，並以此實施激勵獎懲。那種獨立於職位結構的官階，就是「品

位」。「品位」是官員的個人級別，是其待遇、資格和地位的等級，

而不是職位的等級。現代文官等級制被分為兩大類型，一類是「職位

分類」，一類是「品位分類」。若簡單說來，只給職位分等分類，不為

官員個人設置級別的等級制，就是「職位分類」。在這時候，官員居

於甚麼職位，就是甚麼等級，其地位依職而定。若在職位分類之外，

另行為官員個人設置級別的，就是「品位分類」。這時官員的實際地

位，是由職位等級和個人級別綜合決定的；職位等級與個人級別未

必一一對應，有較高級別任較低職位的，也有級別較低但職位較高

的。「職位」必須被納入不同的等級和職系，「品位」則是「可有可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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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時設置，有時候就不設置。很容易看到，兩種分類，就是對職

位結構與人員結構二者關係的不同處理。

發達的文官組織總會有一些基本的共性，中國傳統文官制度並

不例外。有學者這麼說：中國傳統官階只管分等，不管分類〔1〕。其實

不是那樣的。古代很多官階安排與「分類」相關。戰國以下，官分文

武。漢代文官與武官即有清晰區分，而且體現在官階上了：武官都

被列在「比秩」上，使用比二千石、比千石、比六百石等帶「比」字

的秩級。戰國秦漢還有一種「宦皇帝者」，就是一種非常特別的職類

概念，這個職類也用「比秩」〔2〕。唐代階官，有文散階與武散階之分。

宋朝的醫官有專用位階，與今天所謂「職稱」無大區別。到了金朝，

天文官、醫官、內侍和樂師，都有了專用「職稱」了，它們各分 25

階。可見中國傳統官階並非只管分等，不管分類。然則「分等」和「分

類」二者，都是傳統官階研究的基本問題。

美國經濟學家曼昆引用過一句俗話：「甚至一隻鸚鵡只要學會說

『供給與需求』，就可以成為一個經濟學家。」〔3〕 而官階研究的關鍵

〔1〕	 例如黃達強先生認為，中國古代「品秩制度」與西方公務員分類制度中的品位分類
是兩碼事。品秩解決官員的地位和身份問題，以及由此產生的俸祿問題，但它不涉
及官職的劃分。用現代術語表示，中國的品秩制度只解決分等問題，不管職位的區
分。西方的品位分類在功能上則二者兼有，即不但要解決公務員的地位高低與待
遇問題，同時要解決公務職位的分類管理問題。見其《各國公務員制度比較研究》，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0年版，第 170頁。黃先生說中國古代品秩不等於現代的
「品位分類」，是不錯的；但說中國古代品秩「不涉及官職的劃分」，則是對古代品
秩缺乏了解了。

〔2〕	 參看拙作：《由「比秩」論戰國秦漢間祿秩序列的橫向擴張》，北京大學傳統文化研
究中心編《國學研究》第 12卷，2003年 12月；《論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中的「宦
皇帝」》，《中國史研究》2003年第 3期。

〔3〕	 曼昆：《經濟學原理》（第 3版），機械工業出版社 2003年版，上冊第 94頁。曼昆
說「這種說法還是相當正確的」。很多人將此說成是薩繆爾森引用的，但薩繆爾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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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恰好也有這麼兩個：品位與職位。它們就是我們建構官階研究

框架的出發之點。參考現代文官體制的「職位分類」和「品位分類」

概念，我們將使用「職位分等」和「品位分等」二詞，指稱存在或不

存在官員個人級別的兩種等級安排。隨後的官階考察，就將圍繞職

位與人員的分等和分類而展開。單純的職位結構研究，在很大程度

上與一般官制研究相重合，不是官階研究的特殊任務；官階研究中

的職位分等分類，是在其與官員品位的關係之中，被觀察、被討論

的。這樣，該把甚麼事項納入官階研究的論域，就明確多了；諸多

重大問題和線索，將由此而生發出來。

現代文官理論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根據職位結構來考慮人員

結構。即，根據行政需要把職位劃分為不同等級和職類，再把適當

的人員任命到相應職位上去。不妨說那是一種「填充」的視角：用

「人」來填充職位，用中國古語說就是「為官擇人」。在那個視角中，

人員結構與職位結構在相當程度上是同構的。尤其是實行「職位分

類」的政府，可以根據職位的等級和類別來實施人員管理，包括等級

管理。在這時候，職位管理是「主體建築」，人員管理屬「配套設施」。

倘若中國古代也像現代政府那樣，傳統官階研究就簡單多了，

因為那樣一來，「人」的等級與類別就將等同於或近似於「職」的等

級與類別，弄清某「官」屬於某品、某階、某職類，就成了。但傳統

中國的情況大多不是那樣的。中國官階所面臨的重大問題，就是人

員結構遠大於職位結構。「官人」和「官職」不是一回事兒。「官人」

的數量，或說擁有朝廷位階名號者的數量，遠遠多於行政職位之數；

而那些「官人」，都在王朝人事管理的範圍之內，需要用各色位階銜

（接前）的引法並不相同：「你無法靠教會鸚鵡說『供給』和『需求』就能使它成為經
濟學家。」參看薩繆爾森、諾德豪斯：《經濟學》（第 17版），人民郵電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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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來標識區分。

隨手舉幾個例子。秦漢官制雖很簡練，但仍有「散官」存在着。

如郎官、大夫等等，他們多的時候可達數千人。而且他們不算行政

吏員，或說散官不算行政職位。漢朝經常向民眾賜爵，擁有爵位的

男子數量極其龐大，也許上百萬、上千萬。那些爵號都得由有司來

頒授。魏晉南北朝時，沒多少甚至根本沒有行政事務的府官、屬吏、

國官、東宮官和東西省散官，大量充斥着。魏晉還有一種叫「王官司

徒吏」的官僚候選人，其等級資格主要是中正品，在曹魏西晉其數量

約在兩萬以上，東晉初一度還達到了二十餘萬人〔1〕。北魏道武帝時，

僅一次向「諸部子孫失業」者賜爵就達二千餘人。北魏還曾向民間的

老者版授軍號和郡縣長官銜，那麼只要夠年齡就能成為「官人」了。

北齊、隋和唐初有一種「視品官」，據李錦繡先生研究，其數量在萬

人以上〔2〕，而唐初的職事官數不過兩千多員。唐宋朝廷想方設法解決

官人的「就業」問題，例如設置員外官、添差官等。宋明清時排隊候

選者是一支浩浩蕩蕩的隊伍，很多人十數年輪不到官做。選人資格

的「等」與「類」，與職門職系、與職位所需專業能力也不完全對稱。

類似事例還有很多，暫不贅舉。大量的類似事實告訴人們：傳

統王朝的人員結構、傳統王朝的位階名號的適用範圍，遠遠大於職

位結構。簡言之，中國傳統政府的職位結構和人員結構，在頗大程

度上是不同構的。官階不僅要覆蓋官職，還要覆蓋所有「官人」。

而那就將影響到品位和等級的結構上。第一，擁有「官人」身份

者，在多數情況下遠遠多於行政職位（通稱「職事官」），那麼其身份

〔1〕	 拙作：《北魏北齊「職人」初探—附論魏晉的「王官司徒吏」》，《文史》第 48輯，
中華書局 1999年版。

〔2〕	 參看李錦繡：《唐代視品官制初探》，《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 3期；《唐代制度史略
論稿》，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8年版，第 1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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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類別都需要某種品位來確認。第二，朝廷大量頒授銜號名位，將造

成大量「一人數銜」情況，從而大大增加了品位結構的複雜性。第三，

特定的人員結構，往往會導致特別的職類概念。例如漢代曾用「正

秩」標識行政官職，用「比秩」標識非行政官職，後者包括所謂的「宦

皇帝者」，「宦皇帝者」是帝國前期散官制度的一部分。早期散官的特

殊性，在於其有很強的品位意義，例如構成選官資格；但又不是全

無職事，文職散官往往是隨機事務的承擔者，武職散官有宿衛之責。

第四，人員結構還可能反作用於職位結構，從而導致「職事官的品位

化」。就是說，有時優待官員和安排人員的壓力是如此之大，迫使朝

廷把職位用如品位，把職事官當名號用了。官員有其位而無其事，

反過來令職位結構膨脹、扭曲了。魏晉南北朝時散官虛位的畸形膨

脹，就十分明顯。在唐宋間，「職事官的品位化」的巨大衝擊，甚至

令昔日的省部寺監之官大批量地轉變為「寄祿官」，變成了官僚個人

的資位尺度，王朝另用「差遣」寄託權責，原先作為職位架構的六部

寺監整個被架空，官品近乎失效了。那是中國官階史的一大變故，

不妨說是很「駭人聽聞」的。繼續觀察還有第五，銜號名位的擁有者

往往不限於正式在任官員，王朝品位的涵蓋面經常超越行政邊界，

而向民間和社會延伸和滲透。這包括三種情況：一是向民眾中的某

些分子頒授名號用作褒獎，那做法構成了調控整合社會的重要手段。

二是給特殊群體提供入仕機會，如士人、學子或官僚子弟。「入仕預

備隊」的存在，進一步擴大了人員結構的外緣。「官僚預備役」經常

變成了正式的品位安排。魏晉南北朝的「中正品」就是如此，只擁有

中正品並不等於入仕，但已在朝廷人事管理範圍之列了。三是官貴

家屬，如其父母妻子，因「子貴父榮」、「夫貴妻榮」而被給予名號。

人員結構和名號管理的範圍大於王朝職位結構的情況，不妨以

下圖顯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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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的朝廷名號擁有者

民間的朝廷名號擁有者

品位性官職銜號

品位性官職銜號

職位或
職事官

在上圖中，「職位或職事官」對應的是職位結構；「品位性官職銜

號」的擁有者也是官員，然而其官職銜號溢出職位結構了。進而「民

間的朝廷名號擁有者」連官員都不是，但其名位也由朝廷人事部門 

頒授。

中國傳統官階制和現代文官等級制的差異，開始顯露出來了。

現代文官等級管理的重心在於「事」、在於職位，是一種「職位管理」

的手段；相形之下，中國官階除了用於管理職位，在更大程度上還

是一種「身份管理」的手段。現代人事管理採用「為官擇人」原則；

而傳統人事管理則經常「因人設官」，即，先有了一支「官人」的隊

伍，再考慮如何安排他們，讓他們各得其所。因而絕大多數情況下，

這裏的人員結構與職位結構不對稱，「官」不等於「職」，「官」多於

「職」；王朝統治者不僅是在管理職位，還是在管理身份。這是傳統

官階區別於現代文官制的最大特點之一，從而也是傳統官階研究最

引人入勝的課題之一。對這個課題，現代文官理論為我們提供的分

析手段，是很不充分的，因為傳統官階面對的那些問題，在現代民

主國家不成問題，所以學者也措意無多。

以色列學者艾森斯塔得曾指出：「羅馬、拜占庭和中國，各自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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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雙重的銜號制度。一種銜號確認其擁有者具有從屬於某一特定階

級的一般標誌，……另一類銜號則確認其擁有者的職能和官位」，統

治者為了他的個人權力，將力圖「創置新的銜號與官位，對世襲性稱

號和職能性官位加以區分」。〔1〕艾森斯塔得也看到了，不同位階具有

不同的性質和功能，有用於確認身份的，也有用來配置職能的。「職

位管理手段」和「身份管理手段」的區分提示我們，在統治者規劃品

級位階時，他至少將有兩種考慮：「運作考慮」和「身份考慮」。

「運作考慮」着眼於行政運作和政治運作，可以說是以「事」為

本的，即按政務需要來安排行政層級、官署等級和職位等級，其目

的可以歸納為三：第一，標示職位的類別與統屬，確認其間的指揮

與協作關係；第二，標示各職位在行政或政治上的重要程度，把較

重要的職位置於較高品級；第三，為人員的錄用、酬報、激勵和獎

懲提供等級尺度。

「身份考慮」則以「人」為本，其目的也可歸納為三：第一，安排

地位與身份，用官爵去適應或去調整社會等級秩序。第二，分配權

勢利益，在這時候，官爵是作為一種「權益」甚至「福利」而被授賜

的，封官授爵是一種分配機制。如葛承雍先生的概括：「這套金字塔

式的官僚等級權力結構，使得各級官吏享有與其官品相應的政治經

濟特權，是社會財富的合法瓜分者。」〔2〕第三，維持政治效忠，比如

通過特定銜號等級來維繫「擁戴集團」，由此強化「效忠機制」。

就「運作考慮」而言，傳統中國王朝與現代文官制還是有很多相

通之處的。當然在職位結構上，傳統行政組織與現代行政組織的差

異也昭然可見。現代法制國家的行政部門只是三權分立下的一個子

〔1〕	 艾森斯塔得：《帝國的政治體系》，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 136—137頁。
〔2〕	 葛承雍：《中國古代等級社會》，陝西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 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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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而傳統中國政府卻是一個一元化體制，司法、立法與行政不

分立；現代政府的複雜程度適應了現代社會的高度分化，傳統政府

則相對簡單得多了，而且還存在着一些較原始的、或現代社會所沒

有的職類，例如皇帝侍從、後宮女官等等。

從「身份考慮」看，現代政府與傳統王朝的差異就更大了：中國

官階是一種安排社會身份的手段，是一種分配權勢利益的手段，是

一種維繫政治效忠的手段。那雖然也將體現於職位結構，例如為安

排人員的特殊需要而設置職位；但主要發生在人員結構方面，是通

過品位安排體現出來的。中國品位體制的繁複精巧，在前現代社會

中少有匹敵。

在「國家—社會」的二元對立視角中，「國家」往往被視作一個

施加政治調節的功能組織；然而換一個角度，中國國家也是一個身

份組織、「生活組織」，即一群人賴以謀生牟利的組織，它的內部就

是一個「社會」。除行政效率的最大化之外，安排身份的尊卑貴賤，

也是國家的重要組織目標。進一步說，國家的外緣是彌散的，還與

社會交織糾纏在一起，這從名號向民間頒授一點上，也能看得出來。

那個所謂「國家」是一個「大共同體」—古人所謂「天下」—的

一部分，是其核心、主幹部分；由此看過去，「社會」反而成了國家

的外圍、枝葉和根基了。因而「國家」的生活結構與身份結構，與外

部社會構成了連續體，王朝等級管理範圍的普泛化即其體現。

等級管理的「普泛化」，除了體現在管理範圍之上，還體現在「品

秩構成要素」上。位階是由「形式」與「內容」兩方面構成的。「形式」

就是品秩的樣式，如級名、級差等等；「內容」則是品秩所規定的權

責大小、資格深淺、薪俸豐薄之類。那些構成品秩「內容」的事項，

我們稱為「品秩的要素」。在現代法制國家中，品秩要素一般只包括

權責、資格、薪俸三項。但傳統中國就不是那樣了。還有多種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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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經濟特權、法律特權、選官特權等等，也構成了品秩的「含金量」。

甚至各種生活細節，都通過所謂「禮」而被納入了等級管理，廣及於

車馬、服飾、用具、住宅甚至墓地，幾乎無所不包。而且還能看到，

中國等級禮制廣泛使用數列手段，體現為十二、九、七、五、三、

一或八、六、四、二之類「禮數」。中國禮制是高度「數字化」的。

從無所不包和繁密精細上說，中國無愧於一個「禮儀之邦」，並使我

們不得不把「禮遇」也列於品秩要素之中。關於品秩要素，下一節還

要具體闡述。這又一次告訴人們，僅從技術角度或管理角度觀察中

國官階，是遠遠不夠的。中國國家不僅是一個功能組織，還是一個

「生活組織」；中國官階不僅是一種行政制度，還是一種社會制度；

中國官階的特點，除了「管理範圍的普泛化」之外，還包括「品秩要

素的普泛化」。

總之，基於中國傳統等級管理的基本特點，我們把研究對象「官

職和官員的分等與分類」，進一步具體化為「品位結構」。「品位結構」

的考察包括兩點：品位自身的樣式與特點，品位高下與職位等級的

關係。至於單純的職位結構，不是我們考察的重點。因為單純的職

位分等與分類，在相當程度上跟一般官制史的研究重合了，不能看

成官階史的特別任務。對王朝的職位結構，這裏只考慮其所採取的

官階形式，及其與品位結構的關係。也就是說，本書所將進行的，

是一種「品位視角的官制研究」。

二 品秩五要素與品位性官職

我們所面對的那些品秩位階，是為哪些東西分等分類呢？在它

們的各個級別之上，配置着不同的東西。學者在分析各種位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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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要分門別類地羅列相關待遇，例如政治待遇、經濟待遇、法律

特權、文化特權等。「品位結構」視角強調各種位階的分工配合樣

式，那就包括不同等級要素在各種位階上的配置樣式。構成品秩的

要素，我們概括為五：權責、薪俸、資格、特權及禮遇。簡稱「品秩

五要素」。

下面對「品秩五要素」略加闡釋。

第一是權責。權責是配置於職位之上的。品秩被用作權責的尺

度，傳統文官制亦然。若一個官號上配置有權責要素，那麼這官號

就是一個職位。俗話說「官大一級壓死人」，說的就是官階較高，則

權勢較重。權責配置之基本原則是：權力較大、責任較重之職，其

品秩應安排得較高；權力較小、責任較輕的職位，其品秩應安排得

較低。

第二是薪俸。品秩也是向官員付酬的依據，包括俸祿及其他待

遇，品秩高則薪俸厚，品秩低則俸薄。在這一點上，古今官階也無

大不同。

第三是資格。品秩經常用作資格的尺度。資格是從屬於個人的，

是個人的任官條件，它標示着某人可以升入的職級和可以進入的職

類，如文資、武資，以及其他專業資格。年資也是一種基本資格。

漢代的察舉科目、魏晉南北朝的中正品、唐宋明清的科舉學歷，都

構成了資格。文資與武資之別在宋以後日趨嚴格，文武職類間不容

易流動了。

第四是特權。傳統品階勳爵上總是附麗着各種特權，涉及政治、

經濟、法律、文教等方面的特殊待遇，如任子特權、佔田特權、官

當特權、入學特權。

第五是禮遇，例如輿服等級之類。應承認某些禮制也有維繫行

政秩序的意義，如印綬等級禮制、致敬禮制等。同時禮制等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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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官貴的特殊生活方式，是安排官場尊卑身份的重要手段。當然也

可以把禮遇劃入「特權」，但考慮到「禮」在中國政治文化中的特殊重

要性，我們將之單列一項。傳統國家具有濃厚「儀式組織」〔1〕 意味，

則等級禮制這個要素更需獨立考慮了。

「品秩五要素」的概念，可以協助我們進一步解析位階，具體觀

察權責、資格、薪俸、特權與禮遇諸要素，是如何配置於不同品位

或職位之上的。不妨想像：某王朝使用 A、B、C三種等級序列，

在這時候，有可能 A序列配置了權責和報酬，B序列主要用於確定

入仕遷轉資格，C序列則更多地附麗着特權與禮遇。它們各有分工，

並由此鏈接組合起來。

秦漢的二十等爵，是不能依爵敘官的，就是說爵級不構成資格；

可到了北朝隋唐，五等爵級可以敘階了，那麼資格要素轉而被配置

在爵級上了。由此「品秩要素」的分析，就使一個問題凸現出來了：

通過資格要素在爵級上的配置變化，去探討漢唐封爵的性質變化。

魏晉時中正品高下構成了任官資格，但不涉薪俸。官品在魏晉

時誕生時只有 9級。北朝對九品官品進行析分，先是分正從品、再

分上中下階，這樣官品就有了 54階；旋改正從上下 30階之制，加

流外九品，共 39級。隋唐承襲了北朝制度。明清官品，就只用正從

18等，無上階下階了。就是說歷代品級的疏密程度，是發生過變化

的。那是為甚麼呢？我們可以從「五要素」的角度去觀察。從行政

層級說，宰相、六部以下不過四五個層級；從官署和職位說，考慮

〔1〕	 任何組織都有兩個性質，技術性質和儀式性質。前一性質較強的組織，其生存能力
取決於技術效率；後一性質的組織，其生存能力則取決於制度本身。中國的「單位
制度」，被認為是技術性最差而儀式性最強的組織。參看周翼虎、楊曉民：《中國單
位制度》，中國經濟出版社 1999年版，第 81頁。傳統王朝亦然，等級禮儀本身就
是它的一種日常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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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長官、副職和屬員有別，設十多級一般也就夠用了。漢代祿秩有

十八九級，若不考慮「比秩」，也就十級上下。唐朝俸祿分 18等，上

下階無別。若從薪俸要素說，官品設正從 18等就夠了；那麼唐官品

的 30階（合流外則為 39階）是幹甚麼用的呢？顯然是用來處理「資

格」要素的。唐官品的階之繁密，表明此期的官僚等級管理特別重

「資」。明清官品只 18等，則說明王朝對「資」的重視程度相對下降

了。清朝的俸銀俸米大致只依九品，除了正九品、從九品略有區別

外，其餘各品的俸額都不分正從，總計止 10等而已，更為簡化了。

又如南朝蕭梁實行十八班制度，但九品官品不廢。表面上看，

十八班似乎只是九品官品的繼續析分，班、品兩套序列疊床架屋了。

但實際不是那樣。分析十八班中的官職就能看到，列在其中的主要

是文武職事官與散官，卻沒有爵級、也沒有軍號，爵級和軍號是另

成序列的。再把十八班與九品官品加以比較，後者就把爵級和軍號

都涵蓋在內了。這就告訴我們，十八班上配置的是資格，主要用於

標示任官資格的高下。

「權責」是職位的核心構成。不含權責要素，卻配置有薪俸、資

格、特權及禮遇要素的官號，就是品位。成熟的品位是序列化的，

有整齊的階次。此外王朝還經常使用品位性官號。這種官號尚未序

列化，或序列化程度不高。經常能看到一些官職，它們在形式上仍

是職位，同時又有強烈的品位功能，例如維繫身份和計算官資的功

能。那類官職，我們稱之為「品位性官職」。還有一些官號不大單獨

使用，主要用做加號，往往通過「兼」、「加」等形式授給職事官員。

它們在形式上也不是職位，是為「品位性銜號」。二者合稱「品位性

官號」，其特殊作用，包括提供一個起家之位，一個升遷之階，增添

一分榮耀，使之享有一分俸祿，甚至只是給人一個朝廷名號，使之

成為「官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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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說的「品位安排」，既包括「品位序列」，也包括「品位性

官號」。二者的區別是相對的，品位序列成序列，品位性官職和銜號

則還處於零散不成序列的狀態。「品位性官號」概念的建立，將大大

拓寬傳統官階的研究範圍。因為它們在各王朝被普遍使用，花樣繁

多，極大豐富了品位管理手段，堪稱「中國特色」。

品位序列與品位性官號通常變動不居，其變動會呈現出一些規

律性來。我們以「職階轉化律」、「品位趨濫律」和「品位價值變化律」

三律，來描述那些較具規律性的現象。首先是「職階轉化律」。中國

古代的很多品位序列與銜號，本來是職事官，因統治者將之用如品

位，結果其「職事」含量下降，日益「品位化」或「階官化」了，有時

為此還要另設職事官以資彌補。秦漢二十等爵的爵稱，很多來自軍

職，魏人劉劭即以軍職來解釋二十等爵稱的來源。漢朝的將軍是軍

職，而魏晉以下，將軍號大批演變為軍階，軍中另外形成了都督、

軍主、幢主、隊主的軍職體制〔1〕。唐朝勳官發源於西魏的府兵軍職，

如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及大都督、帥都督、都督、子都督，

因其越授越濫、有官號而無職事，最終演變為勳官序列，府兵系統

中另用大將軍、將軍、鷹揚郎將、鷹揚副郎將、校尉、旅帥、隊正

等為軍職。北宋初的「寄祿官」，使用唐代省部寺監的職事官稱，那

些職事官的原有職事另以「差遣」委寄。宋初的武階，來自唐五代的

內諸使職的階官化。清朝的民世爵最初也是爵、職不分的，後來逐

漸變成了世爵，然而仍經常稱為「世職」。所以職事官的品位化，在

中國古代是經常性現象。

其次是「品位趨濫律」。在中國古代，品位趨濫是經常性現象。

〔1〕	 參看朱大渭、張文強：《兩晉南北朝軍事史》，軍事科學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6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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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位趨濫的原因，在於品位授受的剛性：若官僚們消受某種品位的

權益榮望已成習慣，要想取消它們就很困難，只能繼續授下去，越

授越濫。分配利益時做加法容易，做減法難。歷史上的品位趨濫，

有時會濫到驚人的地步。就江陵張家山漢簡《奏讞書》所見，漢初的

求盜、亭校長、發弩、獄史之類走卒胥吏，都擁有了大夫、大庶長

的爵位。北魏後期，邊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

東魏北齊的尚書令史，皆加將軍之號。唐中後期，戰士授勳者動盈

萬計，論官品則與公卿齊班，論地位只在胥吏之下；州郡胥吏軍班

校伍，往往一命便帶銀青光祿大夫階。

品位趨濫到一定程度，王朝就無力向龐大的位階擁有者支付相

應利益了。於是又有了「品位價值變化律」。它表示某一位階的「含

金量」變化。一般來說，在職事官剛剛發生品位化時，其「含金量」

最高，因為職事官的全額待遇沒變，但擁有者又是在品位意義上佔

有它的，這意味着他不必承擔多少實際權責，卻能消受它的全部好

處。但那個官職用如品位的情況越來越多，其特殊榮耀就會因擁有

者的增多而降低，「百花齊放」而非「一枝獨秀」了。而且這時王朝

將着手削減其待遇，使之變成虛銜空名，最後在無可再濫時將之廢

止。然則所謂「品位價值」，涉及了待遇厚薄、權責輕重和頭銜多少

（官號設置的多少和擁有者多少）等三個變量。一般說來，「品位價

值」與待遇厚薄成正比，與實際職事的輕重和頭銜數量成反比。漢代

三公在西晉變成「八公」，則「公」的品位價值肯定是下降了。當然，

品位價值還要結合多種情況具體判定。

觀察歷代官階，能看到有些時代品位安排比較發達，有些時代

則沒那麼發達。然而在做出評估之前，「發達」與「不發達」是指甚

麼？這個要先弄清楚。這裏提示如下兩個評估指標：第一，品位待

遇的優厚或微薄程度；第二，品位安排的複雜或簡單程度。先說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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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若某時代官員的品位待遇優厚，則可以說其時品位分等比較

發達，若某時代官員的品位待遇微薄，待遇更多地附麗於職位，則

可以說其時品位分等不夠發達。再看第二項。一般說來，複雜的制

度總比簡單的制度的發展程度更高。所謂「複雜」至少包括兩點：一

是序列結構的複雜程度，例如位階本身的繁密整齊，多種位階的並

存互補；二是運用規則的複雜程度，例如遷降、轉改、回授等方面

的複雜細密規定。

優厚的品位待遇，在政權比較粗糙原始的情況下，照樣能夠出

現；但複雜的品位安排就不同了，它是精緻化的管理手段，只能出現

在高度發達的官僚體制之下。品位的結構樣式與運用規則的複雜程

度，也就是官僚體制的複雜程度。那在政治體制尚很粗糙原始的情

況下，是不會有的。在周王朝，以「世襲」和「采邑」為內容的爵級特

權是非常優厚的，然而其時爵序卻很簡單，只是公、卿、大夫、士數

級而已。構成對比的是唐宋，其時品、階、勳、爵繁複多樣，品位性

官號琳琅滿目。那是因為，唐宋官僚政治的發達程度遠遠超過周朝。

當然，品位的複雜性並不總與官僚行政的發達程度成正比。明清官

僚品位管理的複雜程度，比唐宋就有所下降；更不必說美國政府組

織高度發達，然而卻採用職位分等，沒給文官提供多少品位保障了。

進而分析品位之時，還要考慮第三個指標：品位的開放與變動

程度。它包括品位獲得的開放或封閉程度，與品位佔有的變動或穩

定程度。由軍功或考試獲得的品位，可以認為是開放的，往往也是

可變動的，即可晉升的。另一些品位則一旦擁有就不大變動了，如

周朝的公侯伯子男爵，以及卿、大夫爵。其時卿大夫出自少數家族，

往往世代執政。魏晉時的中正品還是有升降情況的，東晉南朝則「凡

厥衣冠，莫非二品」，社會分層的凝固性，造成了中正品的封閉性與

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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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品位結構變遷的四線索

「品位—職位」的概念，為觀察傳統官階提供了一個新視角。由

此視角審視三千年的官階變遷發展，可以看到變化的不止是級名、

級差和待遇而已，官階制的結構特性也有過重大變化。總的說來，

我們能看到一個「五階段」的歷史進程：

1. 周代：公卿大夫士爵級和命數，屬品位分等；

2. 秦漢：祿秩具有從屬於職位的性格，有強烈職位分等意味；

3. 魏晉南北朝：中正品、散官、軍號，顯示了這是一個「品

位化」的時代；

4. 唐宋：唐朝的文武階官和宋朝的寄祿官，屬品位分等；

5. 明清：階官制明顯淡化，各種待遇向職位靠攏，又向職

位分等有所偏轉。

這是我幾年前提出的論斷〔1〕。時至今日，又可以做若干補充訂正了。

較早對「官階發展五階段」的闡釋，主要是從「官階」入手的，

所以對非官階性質的品位序列的闡述不夠充分。例如秦漢爵級和

科舉學歷的意義，當時就未能充分發掘。現在我們不只是從官階，

而且是從「品位結構」視角看問題，就可以做兩點修訂了。第一，

確認秦漢之「爵」在品位結構中的位置。先前因為「爵」不是官階，

所以只用「職位分等」來概括秦漢官階的特點；但若着眼於品位結

構，則「爵」不能置之度外，「職位分等」的概括顯示出了一定的

〔1〕	 參看拙作：《品位與職位：秦漢魏晉南北朝官階制度研究》，中華書局 2002年版，
第 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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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性。對漢朝品位結構，本書將提出一個「爵—秩體制」的新論

斷。第二，把科舉時代的學歷或學位，即生員、舉人、進士、翰林

之類，視為一種品位。學歷決定官僚的任職資格，影響官員的分等

分類，維繫着一個作為官僚預備隊的士人階層，堪稱帝制後期的主

幹性位階。對歷史前後期加以比較，才能充分展示秦漢品位結構的

特殊性。秦漢用二十等軍功爵安排身份，宋明清卻用科舉學歷安排

身份，相形之下，我們就看到了歷史前後期品位結構的一個決定性 

變化。

進而對各階段品位結構的變遷線索，本書也打算做出新的歸

納。品位研究就是探討官員與官職的分等分類，這問題有兩個層面：

技術層面和政治層面。在技術層面上，品位分等和職位分等是兩種

文官等級，也可以說是兩種人力資源管理手段，各有優長。而在政

治層面上，不同的分等分類體制還跟每一時代、每一王朝的政治形

態、政治結構相關。皇帝之下存在着各種政治勢力，王朝官貴也是

劃分不同類型的，例如貴族、文吏、儒生、寒人、士族、宗室、外戚、

宦官、軍人、文人、胥吏，異族政權下還有部落貴族，等等。他們

的相互關係，及其與皇權的不同關係，影響着帝國的政治結構與形

態，也將影響到品位安排上來。那麼，在政治層面觀察官貴類型與

品位結構時，哪些線索特別值得關注呢？我們認為有四：「貴—賤」，

「士—吏」，「文—武」，「胡—漢」。它們可以簡稱為「品位結構變遷

四線索」。闡釋如下。

首先來看「貴—賤」。這是一條與「貴族化」相關的線索。古代

某些品位序列，具有區分身份與階層的意義。在周代，士以上爵的

擁有者是一個高貴的階層。可見周爵區分貴賤，這與貴族政治是相

適應的。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及官位「清濁」制，保障了門閥的

身份特權。南朝沈約云：「周漢之道，以智役愚，台隸參差，用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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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1〕秦漢「以智役

愚」，即選賢任能，品位秩序的流動性強、身份性弱；中古不相同，

變成了「以貴役賤」，很多品位安排用來維護門閥士族和部落貴族的

門第權勢。

曾有人強調，不管品位分等還是職位分等，關鍵在於特權。其

實那也正是我們所關注的地方，並在概念框架中給予了充分考慮。

傳統官階的發展歷程顯示，偏重品位分等的等級秩序，與官僚的「自

利取向」，即身份化、特權化、封閉化以至貴族化傾向，有較大親和

性；偏重職位分等的等級秩序，則與官僚的「服務取向」有較大親和

性，其時多半存在着強大的皇權。若作簡化表述，則品位結構的變

遷，是在皇權、官僚和貴族三者的關係變遷中展開的。這時要特別

強調，「官僚」與「貴族」概念應理解為「連續統」的兩極，有如色譜，

現實中的官僚可能處於居間的色層。

品位分等是「以人為本」的，或說是以人的身份為本的。所以當

官僚發生了身份化、貴族化時，就更容易出現品位化的等級安排。

這不但是我們對中國官階最基本的認識，而且通觀古今中外，往往

如此。有時能看到品位安排很簡單，甚至闕如的情況，有時卻看到

了發達的品位分等。在這時候，上述論斷就提示人們，這時應想到

甚麼。即，當你看到了偏重職位分等的等級秩序，那麼那裏的官僚

身份性可能較弱；而當你看到了較為發達的品位安排，那麼那裏的

官僚的身份性就是比較濃厚的。

以上只是個總體性的觀照，進一步的分析又顯示，品位發達程

度與官僚身份性的關係，還有更複雜的細節。前已設定了三個指標

來描述品位的性質：品位獲得的開放或封閉程度，品位待遇的簡薄

〔1〕	《通典》卷十六《選舉四》，中華書局 1984年版，第 91頁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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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優厚程度，品位序列的簡單或繁複程度。若涉及「貴—賤」的政治

局面發生變化，則三項指標都會相應變化，而且會出現「錯綜」的情

況。周朝的品位體制高度封閉，待遇優厚穩定，序列結構卻相當簡

單。魏晉南北朝的官僚品位，其穩定優厚不如周代，其複雜繁瑣則

過之。唐宋品位是開放、流動的，官僚的品位待遇比魏晉南北朝的

士族門閥少多了，但品位樣式和品位運用的複雜繁瑣則超過之。如

何認識這種差異呢？品位序列的複雜程度是以官僚體制相當發達為

條件的。所以繁複的品位安排可能有雙重意義：既意味着官僚政治

已相當發達，官僚升降頻繁，故管理手段繁複；也意味着其時官僚

的身份性、自主性較強，「貴族化」程度較高，「自利取向」較濃厚；

其時官僚有較大討價還價能力，從皇權那裏爭得品位利益。再看明

清，此時隨專制集權進一步強化，官僚們的討價還價能力下降了很

多，品位待遇和位階運用也相應簡化了一些，等級間的流動性提高

了一些。明清「紳士」階層的身份性，比中古文化士族淡弱多了。

再看「士—吏」問題。中國王朝的行政人員分為「官」與「吏」兩

大類，前者的主體是科舉士大夫、文人，後者是胥吏，這使流內流

外的劃分具有了特別意義，不止是高級文官與低級文官之分了。以

文人或士人居官，是中國王朝品位結構最富特色的地方之一，也是

中國「士大夫政治」的直接體現。對「士大夫政治」，我的《士大夫政

治演生史稿》一書有專門討論，兹不詳論。

周朝爵命體制中，已孕育着士、吏兩分的格局了。其時卿大

夫士也可以通稱「士」，是一個壟斷文化的階層，擁有「六藝」、「九

能」的教育，屬「君子」；其下由府史胥徒承擔各種細小職役，屬「小

人」，其分等用「稍食」之法，「稍食」就是主子發放的衣食。周朝士、

吏兩分的品位結構，可稱「爵—食體制」。「爵」係品位分等，既是

行政等級又是貴族等級；「食」適用於胥吏層次，它依事發放、依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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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等，蘊含着職位分等的種子。「士」不僅是貴族，還是文化貴族、

精神貴族，士、吏之別不僅是有爵者與無爵者之別，也是承載文化

者與不承載文化者之別。也可以說，二者不僅是分等之別，也是分

類之別。

與周相比，秦漢品位結構在分類上士、吏有別—儒生、文吏

是兩種不同資格，仕途不盡相同；但分等方面則士、吏無別，儒生、

文吏兼收並用，官資管理上明經、明法雙峰並峙，並無軒輊。不過

在兩漢的漫長發展中，儒生逐漸贏得了優勢。東漢後期的公府徵辟、

孝廉察舉，明顯優待名士，由此阻礙了單純職業吏員的進身之途。

實際上，那就是後世流內、流外之分的最初萌芽。

魏晉時出現了九品中正制，中正任以名士，定品依德行才能，

而那就意味着，中正品是一種面向士人的品位。非士人者難以獲得

中正品，只好屈就九品以下的吏職或軍職了。「士、吏有別」之制

由此強化了。北魏孝文帝把中正二品以上的官留在流內，把中正三

品以下的 7個等級轉化為流外官，從而形成流外七品，北齊又增為

流外九品。可見流外制度，直接來自九品官人法，與士階層的上升

直接相關。魏晉士族與東漢士人一脈相承，是由士人而形成的「官

族」。田餘慶先生曾揭示，「由儒入玄」是形成士族的必要條件〔1〕。士

族的形成竟與一種哲學思潮相關，其原因就在於，魏晉士族由文士

構成，是文化貴族。唐宋明清的科舉制下，學歷成為主要官資，「士

大夫政治」由此確立。學者往往把科舉制與中正制對立起來，不過

那做法忽略了如下情況：就品位面向文士而言，科舉學歷與中正品

倒是一脈相承的。此外，所謂「伎術」官（如天文官、醫官、畫師等）

往往近似於吏，對其品位王朝往往做貶抑處理，這也是傳統官階在

〔1〕	 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6年第 3版，第 35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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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等分類上有異於現代文官制的一個特殊之處。

再看「文—武」問題。「文武」首先是一種職類區分，文職、軍

職各自使用不同位階，現代社會也是如此。但文官和武官也是兩種

政治勢力，政權中哪種勢力佔優，可能影響那個政權的形態和傾向

性。李開元先生對「軍功受益階層」和「馬上天下」做過討論：「這是

一個武力的政治優先的社會，武力產生了政權，政治決定着經濟、

身份、文化等其他方面」，這「暗示了一種極為嚴重的破壞性和貧乏

的創造性」。〔1〕軍事、軍政，還有「武裝奪取政權」的政權更迭方式，

都是塑造王朝政治與制度的重要因素。但「破壞性」的提法略顯簡單

了。在王朝週期性地衰落崩解之時，「馬上天下」是一種通過改朝換

代而再度強化專制集權的有效途徑。羅素指出：「戰爭對於王權的加

強一定起過很大的作用，因為戰爭顯然需要統一的指揮。」〔2〕 梁啟

超亦言：「專制權稍薄弱，則有分裂，有分裂則有力征，有力征則有

兼併，兼併多一次，則專制權高一度，愈積愈進。」〔3〕軍事體制與官

僚體制具有重大同構性、親和性，它們都依賴於嚴格的等級制、法

制、功績制、集權制，以強制命令和高度服從的關係為基礎。亨廷

頓看到：「在君主集權官僚體制中，軍隊是最現代和最有內聚力的典

型。」〔4〕所以「軍事化」往往有強化等級制、強化法制、強化功績制

和強化集權制之功，這一點學界有普遍共識〔5〕。作為比較，由「禪讓」

〔1〕	 李開元：《漢帝國的建立與劉邦集團—軍功受益階層研究》，三聯書店 2000年
版，第 256頁。

〔2〕	 羅素：《權力論：新社會分析》，商務印書館 1991年版，第 53頁。
〔3〕	 梁啟超：《中國專制政治進化史論》，收入《梁啟超全集》第 3卷，北京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77頁。
〔4〕	 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三聯書店 1989年版，第 185頁。
〔5〕	 可參看陳明明：《所有的子彈都有歸宿：發展中國家軍人政治研究》，天津人民出版

社 2003年版，第 308頁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