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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钱穆作品系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3版）》为作者的专题演讲合集，分别就中国汉、唐、
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了提要的
概观与比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
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明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
。
言简意赅，语重心长，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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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穆，（1895—1990），字宾四，著名历史学家，江苏无锡人。
1912年始为乡村小学教师，后历中学而大学，先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
等数校任教。
1949年只身去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起定居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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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再说到汉代的选举制度，历史上称之谓乡举里选。
当时各地方时时可以选举人才到中央。
他们的选举，大体可分为两种，也可说是三种：一种是无定期的，譬如老皇帝死了，新皇帝即位，往
往就下一道诏书，希望全国各地选举人才到朝廷；或是碰着大荒年，大水灾，或是大瘟疫，这表示政
府行政失职，遭受天谴，也常下诏希望地方推举贤人，来向政府说话，或替国家做事。
这些选举是无定期的。
这样选举来的人，多半称为贤良。
贤良选到了政府以后，照例由政府提出几个政治上重大的问题，向他们请教。
这叫做策问。
策即是一种竹片，问题写在竹简上，故称策问。
一道道的策问，请教贤良们大家发表意见，这叫对策。
政府看了他们的意见，再分别挑选任用，这是一个方式。
这一种选举，既不定期，也无一定的选举机关。
地方民意也可举，三公九卿，政府大僚，也可举。
所举则称为贤良，贤良是指有特出才能的人。
第二种是特殊的选举，譬如政府今年要派人出使匈奴，出使西域，需要通外国语，能吃苦，能应变，
所谓出使绝域的人，政府常常下诏征求。
只要自问自己有此才干，可以自己报选。
又如军队里要用军事人才，或如黄河决口，需要晓习治水的人，大家知道有这种人才，大家可以举，
自己觉得有把握，自己也可直接来应选。
这是一种特殊的选举。
后来又有一种有定期的选举，那就是选举孝廉。
汉代一向有诏令地方察举孝子廉吏的。
但地方政府有时并不注意这件事，应选人也不踊跃。
汉武帝时，曾下了一次诏书，大意说：你们偌大一个郡，若说竟没有一个孝子一个廉吏可以察举到朝
廷，那是太说不过去的事。
而且地方长官的职责，不仅在管理行政，还该替国家物色人才；若一年之内，连一个孝子一个廉吏都
选不出，可见是没有尽到长官的责任。
于是汉武帝就下令叫大家公议，不举孝子廉吏的地方长官应如何处罚。
这一来，就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有定期的选举。
无论如何，每郡每年都要举出一个两个孝子廉吏来塞责。
汉代一百多个郡，至少每年要有两百多孝廉举上朝廷。
这些人到了朝廷，并不能像贤良般有较好较快的出身，他们大抵还是安插在皇宫里做一个郎官。
如是则一个太学生，当他分发到地方政府充当吏属之后，他仍还有希望被察举到皇宫里做一个郎。
待他在郎署服务几年，再分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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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讲题大体规定是讲中国历代的政治得与失。
一讲汉代，二讲唐代，以后继续讲宋、明、清。
一次讲一个朝代，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五个朝代。
只讲此五个朝代，大体上便可代表中国历史之全进程。
以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来看中国历史上政府职权分配之演变，我们便可借此认识中国传统政治之大趋
势，及其内在之根本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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