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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1978-2008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然走过了整整三十个年头。
思想的不断解放、观念的不停进步、科技的迅猛发展带来了中国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今日之中国与
三十年前之中国几有天壤之别。
变化无时不有，变化亦无处不在。
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作为社会科学之一的历史学。
回首过往的三十年，中国历史学在承继前代之功与反思旧有之弊中不懈前进，其变化为学界有目共睹
。
一方面史学走出“家门”，国际化的趋势日益显著，中国史学已融入国际学术体系；另一方面，中国
史学遵循自身发展的轨迹，不断演化着学术转型，寻找本土化的学术路径。
其中，一个巨大的成就令人瞩目，这便是与传统史学迥然不同的社会史的崛起。
　　社会史研究在中国之兴起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文化大革命”之后再度
复兴，此已成史学界之公论。
从“文化大革命”结束迄今，三十年的历程，中国社会史完成了从边缘到主流的发展过程，其成就不
言而喻，伴随着社会史领域一批优秀成果的推出，一批学人迅速成长、成熟，开放的学术心态、广阔
的学术视野、良好的学科素养、明确的学术目标、新颖的研究视角、多维的研究方法将中国社会史的
研究不断向纵深推进；而强烈的问题意识，则使得这个领域弥漫着浓烈的对话氛围和创新意识，充满
着勃勃生机。
　　面对史学领域的变化和社会史研究取得的成绩，欣喜之余，静心思考，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日渐明
晰，以下数端应是目前社会史研究中亟须解决的问题。
　　其一，社会史秉承“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坚持写出“底层的历史”，无疑是符合这一领域学
术研究主旨的，但一味地、长期地目光向下，排斥对于国家政治以及精英层面的关注，则有可能使社
会史的研究矫枉过正，走向另一个极端，将社会史研究引入误区，犯下与传统精英史学相同性质的学
术弊病，即重视一端，忽视一端，形成学术视阈中的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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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前，社会史的研究方兴未艾。
注重长时段和整体史的研究，注重国家与社会及精英与民众的互动研究，注重多学科的交叉研究。
在这种知识背景下，将地方力量和社会群体作为研究国家事务和地方社会的视角，将各种社会力量的
参与进一步细化，从更深入的层面进行考察，探求其中的个性、共性及畦代意义，则显得尤为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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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明代言官制度　　一、言官制度源流与明代言官建制　　在明代，言官是给事中和御史的
合称，其组织机构为六科和都察院。
由于六科多简称为省，都察院简称为台，合称省台。
给事中又称谏官，御史也称台官，所以明代言官又称台谏官、台省官，或取六科给事中的科与十三道
监察御史的道，合称科道官。
明代以前，给事中掌“言”，被称为言官或谏官；御史主“察”，即纠察，被称为察官，共同对政治
进行监督。
到了明代，“御史为朝廷耳目，而给事中典章奏，得争是非于廷陛间，皆号称言路”，二者的具体职
权虽有区别，但交叉重叠之处很多，均以言论为其职责；加上明朝在前代的基础上，台谏合一的趋势
日益明显，因而在实际运作中往往将二者相提并论，合称言官。
　　明代以前，给事中制度存在已久。
“给事中”三字，原意为服务于内廷，“以有事殿中，故日给事中”。
据《晋书?职官志》载：“给事中，秦官也”，《文献通考?职官四》也说给事中是“秦置汉因之”，
说明给事中创置于秦代。
给事中在汉代并非正式官称，常为大夫、议郎的加官，凡加给事中者俱可在皇帝左右顾问应对。
魏晋以降，给事中逐渐成为正式官称，其职掌同于汉代。
唐代给事中隶门下省，掌封驳之事，即封还皇帝失宜诏令、驳正臣下违谬章疏，对政治有一定影响。
宋代元丰改制前，给事中仅为寄禄官，元丰以后又恢复了封驳的职能。
　　经过曲折发展，给事中到明代时已日臻完善。
明太祖立国后，总结前代官制，完善了给事中的组织系统。
为了强化皇权，明太祖革除了丞相制，分相权于六部，提高部权。
他担心部权过重而威胁皇权，又对应六部而在中央设给事中之职，加以牵制和监督。
洪武六年三月将六部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每科设给事中二人，品秩定为正七品（洪武
六年六月改为从六品），独立地直接对皇帝个人负责。
洪武二十四年，明太祖更定科员，每科设都给事中一人，正八品，左、右给事中各一人，从八品，给
事中吏科四人，户科八人，礼科六人，兵科十人，刑科八人，工科四人，共四十人，均为正九品。
与前代相比，明初给事中员额有定制，共计五十八员，分工细密，且职掌和权力有了很大的扩张和加
重。
六科曾一度隶属承敕司和通政使司，以后又独立自成机构。
建文元年，惠帝改官制，升都给事中正七品，给事中从七品。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仍留六科，每科设给事中一人。
此后给事中的人数、品秩基本确定下来，直到明亡，变动甚微。
　　给事中制度，经明代的极盛时期，到了清代，逐渐走向削弱乃至衰亡。
清初仍沿明制，设有六科给事中，但职能逐步削弱。
清前期君主一般比较精明强干，亲操政柄，不让皇权旁落，也不许朝臣干扰皇权。
所以，到了雍正初年，便彻底废除了给事中封驳制度，将六科给事中合并到都察院。
台谏合一的结果，削弱了给事中的谏议权、监察权，致使这一制度名存实亡，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御史之名始见于《周礼》，“御史之名，周官有之”，古籍中有御史“掌赞书而授法令”的记载
。
春秋战国时期，御史为诸侯王亲近之职，掌文书及记事。
秦置御史大夫，始专弹劾纠察之职。
汉代御史职掌与秦相同，居殿中兰台议事，故御史官署称为御史台或兰台。
魏晋仍汉之制，御史台遂为监察机构名称。
唐代御史台按职能分台、殿、察三院。
明太祖建国，仿唐制设御史台，御史大夫、御史中丞、侍御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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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十三年，明太祖在废除丞相的同时置御史台，并于洪武十五年改设都察院，隶御史于都察院。
都察院始设时有监察御史八人，秩正七品，分监浙江、河南、山东、北平、山西、陕西、湖广、福建
、江西、广东、广西、四川十二道，各道又置御史三人、四人、五人不等，秩正九品。
洪武十七年，都察院建制初步确定，设左、右都御史各一人，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正三
品，左、右佥都御史各二人，正四品。
道的建置在永乐中有所变更，直到宣德十年才最后确定为十三道，一行省为一道，各道所设监察御史
则为定员，其中浙江、江西、河南、山东道各十人，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贵州道各七人，陕西
、湖广、山西道各八人，云南道十一人，共计一百一十人。
另外，南京都察院有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右佥都御史各一人。
南京十三道监察御史的分布是，福建、湖广、广东、广西四道，每道三人，其他九道，每道二人，共
计三十人。
自景泰四年以后，由朝廷派遣地方的总督、巡抚等官，往往加有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等宪衔
，隶属于都察院系统。
由于明代督抚派遣并无定额，因此，直到明末，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实际上都没有固定员额
。
　　和前代相比，明代言官制度在性质、职权等方面发生了很大改变。
明代以前，给事中和御史区别很大，谏诤规诲、封驳制敕是给事中的职权，纠举官邪、肃清吏治则是
监察御史的主要职掌；给事中属门下省，御史属御史台；给事中主言为言官，御史掌察为察官。
宋代渐开台谏合一之端，御史始兼言职，但言官并不得司纠举之任。
到了明代，纠弹百官仍然是御史的主要职掌，“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
耳目风纪之司”，十三道监察御史“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
同时御史的言事职权得以继承，明代虽不专设言事御史，但承宋制，论事谏诤成为御史的当然职责，
“御史入台，逾十旬无言，有‘辱台’之罚”。
明初君主也多鼓励御史直言谏诤。
明代给事中发生了较大变化，虽然从表面上看其职权与唐宋言官的职权区别不大，均“掌侍从规谏，
补阙拾遗”，但其性质已发生了变化，在其兼有的言谏和监察两种职权中，唐、宋固有的言谏职权弱
化，而更偏重于监察，主“稽察六部百司之事”。
这种变化在元代已开始，元代重御史轻言谏，不设谏官，言谏职能由御史兼任。
明代谏无专官，给事中和御史均可行言谏之职，而给事中的纠弹职能得以强化，纠举官吏的违法失职
，历来多为御史职掌，但明代给事中对百官的弹劾权与御史的纠弹权并无实质的区别。
故于慎行云：“本朝给事中沿门下旧僚，主于封驳，各道御史沿台官之旧，主于弹击，今皆以纠劾为
事，亦非设官之意也。
”给事中和御史职权的混同，表明至明代，台谏合一的趋势加强。
明末，孙承泽云：“昔言官、察官，截然二项，如宋时亦尚如此”，“后世有纠劾而鲜规正，盖以言
官、察官浑之为一也”。
　　和清代相比，明代言官在职权、地位等方面均有高出之处。
清代言官建制与明代相比，最大的变化是最终完成了台谏合一制度的变革过程。
雍正元年，清世宗把六科“始隶都察院”，六科仅存的对皇帝监督进谏之权被取消，六科“有科抄而
无封驳，一次奉依议之旨，即付施行。
又使谏臣之职混合于台臣”，“其于主德之污隆，王言之得失，士大夫无纠绳之责”，其权力和地位
大为下降。
和明代设六科相比，清代仅“得其完具之躯壳，而不用其厉世摩钝之精意”。
　　御史和给事中职权的演化，与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逐步强化密切相关，“御史最初不过
掌记事，其权甚小，然为时愈后其权则愈重，盖御史者代表皇帝与中央以正官邪而肃纲纪也，故随中
央集权之趋势与日并进，遂以扩张其职能。
而言官（指给事中，笔者注）之发展趋势则适与此相反；盖言官掌谏议司封驳，所以防止皇帝与政府
之专断也；皇帝专制与政府集权之程度则愈趋愈甚，言官之权乃因之而日见削减；其中关系实互为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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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者”。
　　此外，明代言官的组织规模与历代相比也空前扩大。
明代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共八人，十三道监察御史一百一十人
，南京都察院长官和属官三十三人，加上带宪衔出巡的督抚，明代御史人数在一百五十人以上，远远
超过前代。
六科给事中制度由明代创设，其人员配备亦众，定额为五十八人。
这样，在定制上明代言官总人数在二百人以上，成为历史上人数最多、组织最完备的监察队伍。
　　作为君主专制政治的产物，言官建制必然随着集权程度的深浅、官僚组织的伸缩而变化。
君主专制集权到明代已达巅峰状态，与此相适应，作为君主耳目之用的言官制度也相应发展到极致，
“其组织之密、职权之广、权威之重、委寄之深，历代均不能望其项背”。
明代严密完备的言官制度，将我国古代社会的监察制度推向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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