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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将明代国家权力结构看成是一个动态过程，将特定时期因为“
阴差阳错”而发生的后来被证明是重要历史事件以及推动这些事件发生、发展并且对国家权力关系产
生影响的个人行为、群体行为纳入研究视野。
目的是动态地揭示明代国家权力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法则，以便客观地认识中国古代社会国家制度的一
些本质特征。
　　《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可供明代历史研究者及大中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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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方志远，祖籍安徽休宁，1950年2月出生于江西省吉安市。
历史学硕士、文学博士。
现为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教授，中国明史学会副秘书长。
从事明代政治及制度、明代市民文学、明清区域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明清湘鄂赣地
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明代卷》、《明清中央集权与地域经济》、
《明清江右商帮》、《王阳明传》、《苏东坡传》等。
在《文史》、《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另有史学杂文百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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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察院、通政司及大理寺三、太常、光禄及其他事务性衙门四、翰林院及其他近侍衙门第二节　内府
“二十四衙门”各司其职第三节　南北两京的定制及其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作用一、南北两京的权宜
与定制二、南京的地位及机构配置第八章　明代官员选拔、任用中的权力分配第一节　官员任用：吏
部的权威一、从荐举到科举二、出身与出路三、铨选与保举四、任职回避五、吏部的无奈：掣签法六
、传奉授官与捐纳入监第二节　科举取士：礼部的职权一、明代科举制度的确立及考试的程序化二、
乡试三、会试四、殿试五、明代科举制批判第三节　明朝的吏及其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一、“吏”的
种类与职责二、吏的来源三、吏的地位与“求充”第九章　明代财政管理中的权力关系第一节　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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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用诸监第二节　中央派出财政管理机关一、各盐运司及盐课提举司二、钞关与市舶司第十章　明代
的军事力量及领导系统的“三权分立”第一节　明代军队的编制与布防一、明代军队的基本编制：卫
所二、永乐、正统间的“京营”：京军“三大营”三、景泰、正德间的“京营”：团营与官厅四、嘉
靖以后的“京营”：“三大营”五、亲军与“四卫军”六、边军与地方驻军七、海防军与江防军第二
节　明代军事领导系统中的“三权分立”一、军事领导原则二、都督府与武职领导系统三、兵部、都
察院与文职领导系统四、司礼监、御马监与宦官领导系统第十一章　明代的法律与司法权力结构第一
节　明太祖的立法思想与明朝“国法”一、明太祖的立法思想二、律、例与《大诰》、《会典》第二
节　明代司法系统的权力结构一、“三法司”与司法权的分工二、厂卫的设置与明代的“另类”司法
三、宦官在司法过程中的权力参与第十二章　明代的监察权力及运行第一节　都察院与六科十三道一
、从御史台到都察院二、六科十三道的“以下制上”第二节　明代监察权力的运行一、职官监察二、
行政监察三、财政监察四、军事监察第三节　明朝监察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作用与局限下篇　明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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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家权力的调整与重组：抚按、司道与乡里组织第十三章　行省、三司与三堂：明代省级权力结构
的调整第一节　从行省到三司一、明初的“行中书省”二、“三司”并立与省级权力机关体制的下降
第二节　“三司”的弊病与“三堂”的出现一、“三司”并立的弊端二、镇守武臣、文臣、内臣并设
：“三堂”的出现第三节　镇守中官的设置及其普遍化和制度化一、永乐、洪熙时的“中官出镇”与
“镇守中官”二、宣德以后镇守中官的普遍设置三、镇守中官的类型与职责四、镇守中官的地位及所
受制约第四节　正德时镇守中官的泛滥及嘉靖初的革除一、正德时期的镇守中官二、嘉靖前期对镇守
中官的革除三、明代宦官及镇守中官再检讨第十四章　“三堂”到“巡抚”：明代省级国家权力结构
的定制第一节　“巡抚”的设置及地方化、制度化一、明代“巡抚”的出现二、宣德、正统间的文臣
镇守与巡抚三、景泰、正德间巡抚的地方化和制度化四、明代巡抚的类型第二节　巡抚在明代省级权
力结构中的地位一、巡抚的地位和职责范围二、明代巡抚的制约力量三、巡按监察御史与地方事务四
、国家权力在地方的聚散及其利弊第十五章　明代的“道”：分巡、分守与“整饬兵备”第一节　三
司职能的变化及分巡、分守道一、三司职能的变化及分巡、分守“道”的发生二、按察司副使、佥事
的“分巡”三、布政司参政、参议的“分守”第二节　整饬兵备副使、佥事：兵备道一、兵备道的设
置及地位二、兵备道的分布及其职责范围第十六章　明代府县“亲民官”及其施政方式第一节　府州
县机构的设置与调整一、府州县机构的设置及官员的职业道德要求二、县的增置与国家权力对地方控
制力的体现第二节　官的责任与吏的义务一、府州县的设官及派驻机关二、《到任须知》与“亲民官
”的职责三、“首领官”与“吏”四、《供报须知》与吏员的职责五、《备忘集》与《惠安政书》第
十七章　明代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延伸第一节　深入民间的礼乐教化一、国家的“教化”与《教民
榜文》二、申明亭、旌善亭与乡饮酒礼三、乡约与家规第二节　里甲、保甲与里老一、里甲与保甲二
、里老第三节　宗族与生员一、宗族势力与国家权力二、生员与地方事务引用文献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

章节摘录

　　既然是战争，就需要权威和专断，而一旦国家的形成是由军事征服来实现，一旦部落联盟或军事
集团转化为国家政权，一旦部落首脑或军事首脑转变为国家首脑，君主专制的局面就形成了。
此后在中国境内，全国性大帝国的建立，乃至地方性小朝廷的组建，也无不通过战争的途径来实现或
者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因此，几乎都实行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其权力结构，也是为维护这一体制服
务的。
　　当然也有例外。
秦亡后，项羽搞了大民主，分封十八位诸侯王，并且希望和刘邦通过谈判的方式结束战争、瓜分地盘
，结果弄得身败名裂。
五代时期的南唐后主李煜也是主张中国境内大小政权相安无事、和平共处的，但宋太祖赵匡胤则认为
这块大地上只容一人高卧，其余的只能匍匐在地，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可见，“天无二
日，民无二主”早已成为根深蒂固、深入人心的意识。
天上只能有一个太阳，如果出现十日，就要造出一位后羿，将多余的九个一一射落。
一个民族的国家权力潜意识，在传说和神话中也得到体现。
从秦汉到明清的全部历史表明，在以个体农业为基本生产方式的中国土地上，在无数自耕农像马铃薯
般散落的中国土地上，建立全国性统一政权的唯一途径就是战争。
其间或许有过无数次的使节往来和讨价还价，但最终还是要靠武力解决问题①。
因而，君主制也成为唯一能够存在的政治体制。
在这一点上，明代与秦汉、唐宋并无本质的区别。
但是，随着时代的推进、文明的发展、中外交流的频繁，明代的经济社会较之秦汉、唐宋确乎发生了
重大的变化，国家权力的构成方式、国家权力与其他社会权力的相互关系，也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
。
本书所讨论的，正是在明代的经济社会中产生并演进的国家权力结构模式及其运行情况。
　　二、国家权力与明代国家权力结构的演进轨迹　　国家权力是一种社会公共权力。
从社会政治学的角度来说，社会权力包括国家权力、家庭或家族权力、宗教及其他各种社会势力(如社
区、社会群体、黑社会、商会、会馆等)权力、个人(如商人、士绅、富民乃至贫民等)权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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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为明代国家权力结构及运行机制方面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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