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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宋辽金元是我国城市迅速变革的时期，重要表现之一在城市管理制度的重大调整。
城市由此前的京县或附郭县管理转变为宋代的都厢、辽代的警巡院、金元时代的警巡院、录事司、司
候司专门机构管理，城市拥有明确的行政界限、市域范围和职能完善的城市行政管理机构，管理城市
的这些行政机构与管理城外郊区的京县及附郭县已明显分离开来，显示了社会的进步，推动了城市的
发展和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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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如卜并吉曾于大定初任单州司候判官①，程鼎曾于大定中任濮州司候判官，程震曾于
泰和中任忻州司候判官②等。
证明《金史·百官志》关于诸防刺州司候司在置司候之外又置司候判官一员并非误说；并且与司候、
司吏等组成一完整行政机构。
另一方面，据《金史·百官志》，诸防刺州均置有“军辖一员，掌同都军，兼巡捕，仍与司候司同管
城壁”。
军辖官与都军司都军或称都指挥使一样，专“掌军率差役、巡捕盗贼，总判军事”③，是一地方军职
，但并非诸防刺州的属官，从《金史·百官志》的职官记述中可以得出此判断。
由于“兼巡捕使”，才与诸防刺州加强了联系，并与州治城市司候司一起，参与城市的管理。
壁即垣，城壁即城墙，用以指称城市。
军辖尚有属官军典二人，构成了一个城市社会治安、巡捕防盗的专职机构，与司候司形成明确的分工
。
而司候司的职责则如前所述，是专门管理防刺州治所城市民政事务及司法的独立行政机构，一如录事
司是专门管理诸府节镇治所城市民政事务的独立行政建制。
司候司的隶属亦如前述，与防刺州属各县平行地隶属于所在防刺州，一如录事司与诸府节镇属各县平
行地隶属于所在府镇。
防刺州军辖兼巡捕使，秩从九品，低于九品司候，虽不从属，但便于关系协调；同时还确立了二者在
防刺州治城市管理中的地位轻重差异。
仍需指出的是，无论都军司还是军辖，除负责所在城市，前者是诸府节镇城市，后者即诸防刺州城市
的巡捕盗贼、维持社会治安外，还要负责诸府州县的军事与巡捕职责。
概因司候司和录事司均不负城市巡捕之责，故不设巡捕官（表4-1），因而司候司与录事司在《金史·
百官志》所列诸种行政建制中均低府州县及警巡院乃至镇一等。
二、以泽州为例考证司候司的建置与职能按《金史·地理志》，泽州属河东南路，元光二年（1223年
）升为节镇，应循例设置录事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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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研究》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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