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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着重探讨中国古代官僚等级制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问题。
作者参考了社会科学的相关理论，对古代官阶的研究模式进行了系统建构，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线
索及相应的研究方法与概念。
基于“品位—职位”视角，把官阶研究对象定义为“官职的分等分类”和“官员的分等分类”，分别
讨论品秩的构成要素权责、资格、薪俸、特权、礼遇，品位结构的样式与间架，品位性官号和位阶运
用规则等。
进而由技术层面进入政治层面，从功能组织与身份组织的二重性出发，对中国古代官阶制的特点、品
位结构变迁的重大线索和各个层面，提供了较全面的阐述。
本书对中国古代官僚等级制研究，以及认识中国古代的集权官僚政治，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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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大夫有羊馈，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鱼炙之荐。
”从《商君书》里，能看到与爵级、秩级相涉的法令的存在。
秦简有《军爵律》，是关于军功爵的法规。
张家山汉简中有《爵律》和《秩律》，分别是关于二十等爵和禄秩的法规。
汉代还有《禄秩令》。
魏晋以下律、令分途，品级由《官品令》之类文件规定之，此外还有大量法规礼典涉及了等级管理。
现代“职位分类”制度对每一职位都提供“职位说明书”；而在中国古代的法典上，对百官权责、级
别与待遇，通常也都有正式的规定。
　　第二，中国官阶是一个“一元化多序列的复式品位结构”。
这是经过漫长发展而逐渐形成的。
周朝有两套爵级：公、侯、伯、子、男和公、卿、大夫、土。
前者用于国君，后者标志着贵族官员的位阶。
这是一种“爵本位”的等级秩序。
战国秦汉出现了二十等爵，以及由“若干石”构成的禄秩。
其时的品位结构，可以称为“爵一秩体制”。
魏晋时九品官品问世，又提供了一个容纳各种位阶的一元性框架。
由将军号等构成的武阶、由大夫等散官构成的文阶，以及来自北周府兵官号的勋官，在南北朝逐渐形
成。
唐帝国以“职、阶、勋、爵”组成位阶体制。
在这个过程中，“一元化多序列的复式品位结构”得以形成。
除此之外，古人还使用过繁多的品位性官号，如员外官、检校官、祠禄官、加宪衔、加宫衔、功臣号
等。
魏晋南北朝的中正品，科举时代的功名，也是重要的资格尺度。
可见中国的制度规划者，在等级管理上经验丰厚、手段老道。
当局经常显示了这样的倾向：只要可能，就尽量用位阶形式来实施等级管理。
总之，中国位阶是“复式”的，由繁多的序列和丰富的等级手段构成，各种位阶各有其用，互相配合
而相得益彰；同时又是一元化的，各种位阶共同支撑着一个等级金字塔。
这是一种“官本位”的等级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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