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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或许是因为专业的缘故吧，整天优游于史传、掌故之间，耳濡目染，心应手得，遂使我萌发了一种挖
掘历史底蕴的念头。
在开始，这不过是一种时断时续的奇想，但后来却越来越强烈，以至于无法按捺得住。
这个念头的萌生，大概也还是受了诗人们的启发吧！
诗人总喜欢说：“历史如是说。
”怎样说呢？
说什么呢？
越是说不清的东西，似乎就越是接近那个底蕴。
而说实在的，在我的专业领域内，还很难为这诗的语言做注解。
终于有一天，我在翻阅行政管理方面的资料时，意外地发现其中许多内容很近似中国古代的权力行使
类型理论，据说有一些还是借鉴国外成果。
何不把古代的这个理论系统地归纳一下，介绍给学界同仁们呢？
我似乎猛然觉得“历史如是说”的诗的意境，被我真正抓住了：历史是过去，也包含着现在，更预示
着将来！
过去的人们在创造着历史，也在割断历史，使我们难以一下子看清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内在联结。
现在，应该把它们连接上了！
这个意外的心得给了我极大的鼓励，遂使我集中全力终于完成了这本小作。
其实，就是古代的权力行使类型理论，也何尝不是我意外的收获！
在给学生讲授“中国古代行政法史”的时候，我总是搜集一些行政行为的实例，而且总是感觉这些实
例有一种说不出的近似或雷同——事实是近似的，语言是类似的，观念是雷同的。
干吗要用一个腔调说话？
干吗非得用一个模式行事？
绝不是史家们只会这几句套话。
难道有一种既成的理论在支撑着不成？
我试着翻了一下汉唐文集，发现源头在先秦诸子；再往前追溯，最早的竞到了《尚书》那里。
这是何等的古老啊！
原来我经常翻阅的经史类书目中的这些议论，竟被我无数次地、漫不经心地轻轻看过去了。
我这才开始看重它们，并把它们定名为“权力行使类型理论”。
再请教专家们，才知道历史研究有形式的、条文的、表面的、静态的研究与本质的、功能的、深层的
、活动的、研究的区别。
我过去的研究，大抵只属前者。
于是，我力图用“权力行使类型理论”的动态来补足制度层面的静态，用深层补足表面，用功能补足
条文，用本质补足形式，逐渐地形成了这个稿子。
书名定作《权力场》，意在说明“类型”的“场定律”或“场效应”性质，并无贬义。
古代的“权力行使类型理论”，确实是现在所有涉及权力问题研究的理论家们和从事一切类型管理工
作的领导者们应该刻意研究和悉心体会的大课题。
副题先后用过“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研究”、“中国人的政治智慧”、“中国政治的智慧”，今定名为
“中国传统政治法律智慧”；因其中不仅论述政治，也多集中于法律。
至于我的所谓“类型”的说古，能否概及当今，以及能否统驭中外，那是研究现实的学者们的事。
作为史学工作者，我只能做到这一步。
但这仍不妨用《权力场》这样一个大书名，来酬答启发我的那句诗——“历史如是说”，以及所有用
过这个诗句的诗人们；也不妨顺这个思路斗胆再说一句大话：历史应该是一本读不完的百科全书。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权力场>>

内容概要

摆在您面前的是《权力场》一书的最新版本，它对原作了少量的修订和补充，因而是迄今为止最完善
的一个版本。
    (一)以“权力行使”为切入点，阐释“权力”，又以“权力行使类型”来阐释权力行使的规则，是
《权力场》一书别具慧眼、独运匠心的选择。
    (二)以“类型”为核心的概念框架和严密规整的理论体生活费使我们能以简双繁、举重若轻地审视
、把握复杂的“权力场”。
类型的描述与分析富于辩证性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本书的核心内容和重心所在。
    (三)《权力场》的中心与主旨是探究如何更科学、更合理、更有效、更艺术地行使权力。
其最重要而直接的理论成果，便是通过三对权力行使类型概括出的“权力行使三规则”，亦即权力场
的“场定律”。
权力行使规则与权力行使类型分析是互为表里的。
    (四)《权力场》所言不外“君道”、“相道”“吏道”，其实质都是“为官之道”。
为官之首，古今一也。
——看似不同，实多相通。
这“一”正在于“不同而相通”之中。
因此在本书中，不惟“权力行使三规则”，而且作者引用的大量格言警句都颇具“实用官场学”的味
道。
    (五)《权力场》所用材料是古代的，所阐发的道理却是古今相通的。
这也正是《权力场》的意义、价值和生命力所在。
《权力场》的意义、价值和生命力所在。
《权力场》由挖掘国故中适出清新和现代，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一重大课题上，《权力场》所做的
工作是创造性的。
    (六)“权力场”是一个重大的学术课题，它既应当从理论宝库中汲取营养，也需要从实践中积累经
验；应当看到权力场的光明面，也需要正视权力，其关于“场”的系列概念的提出与思考，是极具启
发意义的，为进一步的研究确立了良好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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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霍存福，1958年5月生，河北省康保县人，法学博士。
现为吉林大学法学院、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法律史
学会常务理事，全国法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1977年底考入吉林大学法律系，1981年底考取同系法律思想史专业硕士研究生，1985年1月留校任教
，1995年9月考取同院刑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曾任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法制与社会发展》常务副主编、社长，《当代法学》主编、社长。
1998年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获得中国法学会“杰出中青年法学家提名奖”，2000年入选
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人文社会科学)”第三批人选，2005年被收入《当代中国法学名家
》(第一卷)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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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象　　　一、儒家派的委任责成论　　　二、道家派的委任责成论　　　三、法家派的委任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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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责成的核心　　　三、委任责成的延长　　第四节  躬亲庶务与委任责成的循环　　　一、循环现
象及其原因　　　二、循环现象与类型本身的矛盾　第二章  操术任使型与推诚委任型　　第一节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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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三、术的分类分析　　第二节  操术任使型　　　一、操术任使的理论　　　二、操术任
使的实际　　第三节  推诚委任型　　　一、推诚委任与权术理论的关系　　　二、推诚委任的实践
表现　　　三、一场争论所反映的问题之难度宰相篇　第三章  宰相的地位、职分和权力　　第一节  
宰相的地位　　　一、功能性比喻之一　　　二、功能性比喻之二　　第二节  宰相的职分　　　一
、佐天子理阴阳　　　二、总理朝政，事无不统　　第三节  宰相的权力　　　一、用人权　　　二
、谋议权　　　三、署敕权　第四章  为相之道　　第一节  辅佐君主之道　　　一、相道之一——宰
相不“舍职而阿主”　　　二、相道之二——宰相“不与人主争权柄”　　　三、相道之三——宰相
之道贵“顺”　　第二节  总领百官之道　第五章  相相关系官吏篇　第六章  长吏躬亲型与委务僚佐型
　第七章  温和感化型与严厉督责型　第八章  拘执法吏型与弘通儒吏型结语参考文献再版后记三版跋
四版赘语五版跋原编者导言(刘杨)词汇索引人名索引插图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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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皇帝篇第一章躬亲庶务型与委任责成型躬亲庶务也称事必躬亲，委任责成即委政大臣而责其成
功，其中主要是讲委任宰相，这是帝王行使权力的两种不同类型。
躬亲庶务是指帝王尽最大可能亲自处理或独自包揽政务的决断，排斥宰相的参政机会，插手有关机构
事务。
委任责成是指帝王委政宰相及有司而责其成功，不独自处理政务，也不插手有司事务。
躬亲庶务与委任责成的对立，古人是把它当做两种不同的“为君之道”来看待的。
因为它所涉及的是专制政体核心内部的权力分配与运行的大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问题能比这个
问题更敏感、更尖锐也更难办。
理所当然地，躬亲庶务与委任责成问题就成了古代政治法律史的热门话题。
第一节一个奇特的理论现象躬亲庶务与委任责成两种权力行使类型，在先秦就是诸子百家议论的中心
。
奇怪的是，各家思想从理论基础到其所倚重的治术、手段等，抵牾不两立者甚多，而在贬抑君主事必
躬亲、褒扬委任责成方面却有惊人的一致，这不能不说是思想史上的一大奇事。
对于这个奇特的理论现象，学术界探讨不多。
为了为便后面的讨论，我们先对作为中国“思想库”的先秦诸子有关思想，做些介绍和分析。
这里主要说说影响较大的儒、道、法、杂四家的一些情况。
一、儒家派的委任责成论据儒家六经之的经典——《尚书》记载，躬亲庶务和委任责成两种权力行使
类型的区分，早在传说中的虞舜时代就已存在，并实际地影响了当时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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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很高兴《权力场》又有一个新版印刷的机会。
按道理，新版应该是弥补了形形色色的缺憾和不足，接受了各种各样的意见和批评，消除了有意无意
的错失和败误，加进了作者的反省和新的思考，因而应当是最完善的；新版也应当带给读者阅读和理
解的方便，尽可能使其像商品设计那样更人性化。
这是新版应有的新鲜。
新版《权力场》尚来不及加进作者的反省和新思考。
系统的反省和对原来的立意进行一定程度的超越，无疑是一个更大的工程。
在相当程度上，它甚至不亚于重新构思一本书。
不过，对于新版，其他的想法是可以实现的。
新版《权力场》也刚好有这样一些变动。
第一，对旧版进行了7处必要的增补。
其中，3处是对正文的补充，4处是对注释的补充。
一是唐太宗对其亲信尉迟敬德使用忠诚考察术，二是唐宣宗在用人上使用违反惯例的权术，三是唐太
宗临终前为其儿子李治创造机会而对其亲信之一的李勐使用打压之术，四是宰相署敕权力在形式上的
独立性问题，五是唐文宗空有抱负而无术以御下的问题，六是宰相受委任程度及其与宰相抱负、宰相
智囊团等的问题，七是宰相意见之争的非纯粹性及其与权力之争的关系等等。
这些增补，尽管所涉字数不多，但对论题深度的开掘，以及加深读者对问题的理解，都应是有益处的
。
第二，接受编辑刘杨的建议，给新版《权力场》增加了“本书参考文献”部分。
本来，在修订第三版时，我就曾想到过搞一个参考书目。
但一尝试，感觉很复杂。
因为很多书，须得回到学校或学院图书馆去查对原书，而在第一版时的引文校对，就已经做过这样的
工作。
事过境迁，重编参考书目，无疑是重复这一过程。
但为了方便读者检索和查对，方便他们进一步研究的需要，我自己花了几个下午的时间，先是利用我
个人的藏书，然后是回到校、院图书馆一一查对原书，甚至动员了两个学生与我一同突击了几次。
这样，一百余种古籍、二十余种近人著述，都一一开列出了时代、作者(必要时也列出点校者、整理
者)、出版社、出版年月或版本。
虽说工作繁琐且辛苦，但却是值得的。
其实，好的参考文献索引，也是对作者引文质量的一种监督。
第三，对注释进行了统一。
这也是在审校过程中由编辑刘杨君提出的建议。
其中，最大量的是对《史记》、《汉书》、《后汉书》的“前三史”传记部分在引用时的篇名不一致
进行了划一(如《史记·平津侯列传》改为《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使其与原书目录完全一致起
来。
这样，一方面是使得原来欲突出的识别和标记功能大体上保持下来，另一方面则主要是为方便检索和
查对。
其余的改动，有对个别地方贯彻全书注释体例不严而出现疏漏的弥补(如第一次出现的引用书目，按照
原书体例，要注明作者、时代、出版社、出版年月或版本等信息)，有对个别书名使用全称而不再使用
简称的回改，有对原书笼统标注“标点本”而无具体出版年月者的增注等，此次新版时一律改正。
闲暇时偶尔想到法律文化问题时，有时会突然感到《权力场》中的某个资料是有意味的，是可以引申
的，可以做某种特别的使用的；某个观点或观念体系是可以深化的，甚至是应当重新看待、重新排列
次序的。
只是这样的想法太零星。
但我一直把它们当做一种冲动，一种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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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期待有一天，这样的冲动和推动能使我有勇气、有能力对《权力场》进行再创作。
愿与读者诸君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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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权力场》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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