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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奏议是我国古代社会臣下上奏帝王文书的统称，也是最高统治者掌握情况，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甚
至是其加强统治的工具。
奏议属于上行公文，是古代最常见应用文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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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启才　安徽阜阳人，复旦大学文学瞎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博士后，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
，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与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近年出版专著、合著有《吕氏春秋研究》、《周易与生》等7部，并在《文献》、《文学遗产》等期
刊发表论文50多篇，主持国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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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要议探源从战国、秦汉以迄清末，奏议一直是使用较多的应用文体之一．大致相当于现在上行的
书面请示、报告，只不过其内容更宽泛而已。
奏议可分为奏言（口头）和奏章（书面形式）两种形式。
奏议起于何时，尚未有明确、具体的考证。
通常认为，作为口头形式的奏言，在上古时期业已存在；作为书面形式的奏议，产生于春秋、战国，
定型于秦、汉。
在奏议起源问题上，通行的观点如下：1．奏议源于社会发展的需要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
题》说：生产往前发展，出现了阶级，出现了文字，出现了国家的萌芽，更需要有条理的来往书信。
包括奏议在内的公文，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在人类社会产生了阶级，出现了文字，有了部落或国
家的萌芽，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而产生的。
晋代李充在论述议、奏的渊源与特征时说：“在朝辨政而议、奏出。
”可见，奏议和诏令等公文一样，都是人类由个体信息阶段进入社会信息阶段，出于交流、管理的产
物。
晋人崔豹的《古今注》说：远古的帝尧，因选鲧作继承人不孚众望，于是设“华木表”，让大家发表
意见。
此说如属实，那么，这种刻在“华木表”上的符号，当是奏议的萌芽，但传说是不足信的。
“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刘勰的话似更可信。
因为在唐尧、虞舜时代，文字还没有产生，臣民只能是口头进言。
但“奏言”的出现，也有赖于阶级的产生，国家的萌芽。
因为没有阶级，就没有上下级关系，就只能出现“平行文”，而不会出现下行的诏令与上行的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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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汉代奏议的文学意蕴与文化精神”项目于2∞5年6月立项。
2008年6月按时完成同名专著成果的修改稿，在《文学遗产》、《文学评论丛刊》等杂志发表阶段性成
果11篇，同年11月被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鉴定为“优秀”等级。
本书得以顺利完成，是与国家、省哲学社科规划办、项目组所在学校阜阳师范学院党政、科技处、文
学院党政的指导与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也是与蒋凡、黄霖、曹旭、胡晓明、刘永翔、朱易安、张宏
生、徐兴无、杨义、刘跃进、党圣元、傅刚、范子烨，课题组成员程勇、张明华等先生的指导或帮助
是分不开的，还有一些给予指导或帮助尚未留下姓名的先生，责任编辑林敏老师为本书的出版，付出
了辛勤的劳动，在此谨表示衷心的感谢与崇高的敬意！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书的出版只是对过去一段工作的回顾与总结，对将来的研究工作来说，它
只是一种锻炼和新的起步。
现在随着大型丛书、奏议基本文献不断地被整理、出版，可以查阅运用的资料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方
便，项目组将沿着奏议研究这条路走下去，力争写出更多的论著，实现更大的创新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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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汉代奏议的文学意蕴与文化精神》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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