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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社会自古就是以群落为单元的，而每个单元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内涵及其历史传承。
虽然有些群落处在社会最底层，不为主流社会所认可，但他们仍按自身的方式存在着发展着，并绵延
几千年，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成为中华五千年历史的丰富的文化补充。
正所谓“高处不胜寒，低处纳百川”，其中的文化令人玩味反思。
　　目前在我国图书市场还没有一套自成体系的“群落”文化丛书，因而，根据其特点我们提出了一
个全新的概念，即社会群落文化。
旨在从文化的视角全新解读古代社会群落文化内涵，并力图填补我国非主流文化的空白。
　　中国人群的划分，最早是从商周开始的，士农工商的定位一直延续了数千年，这是社会人群的主
流。
但在此之外，还有许多以其他职业为生的群体，他们也许人数不多，但对社会的影响却是极大的。
其中有些群落，如侠客，以除暴安良为己任，是社会的稳定因素；而像流氓土匪这种群落则增加了社
会的混乱和动荡。
伶楼艺人在旧时代大多饱含辛酸，身世之悲令人一掬同情之泪；而在今天，他们却成为社会文化的代
言人，成为人们追捧的艺术家。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了解过去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都是必要的。
社会人物虽然形形色色，但万变不离其宗，了解过去，也是为了知道今天，预见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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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文明古国创造的人类伟大文明，唯独华夏文明独存，其他的文明都衰落、消失了。
这里的原因很复杂。
但华夏文明中由于有群落生态的光辉，得以使这一文明延续下来，确是毋庸否认的。
《古代社会群落文化丛书》将中国古代群落生态看做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得以延续发展的道德力量。
是华夏文明的奇葩。
研究中国文明史如果忽视中国古代群落生态，是极其不应该的。
现在。
西方人都承认了我们古代的群落生态，为什么我们自己还要忽视，不站出来进行全面研究。
以弥补这一疏忽呢？
    本丛书通过对中国古代群落生态作为具象进行深入探讨，从而寻找其与现代生态伦理文明的转化机
制，对其当代价值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考察。
在研究方法上，坚持以唯物史观作指导。
既多方面揭示，又重点突出；既纵向考察，又横向比较。
将研究对象始终置于人类社会发展和生存的大背景之中，以便古为今用，促进社会主义道德文明和生
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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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长官自主配置僚属的制度，在中国古代通常称为“辟署”，亦曰“辟召”、“辟举”、“辟请
”、“辟聘”、“辟置”、“辟属”等。
“辟署制”的形成是在秦汉时代，它是与秦汉时代所确立的官僚政治体制相伴而生的、秦汉时代所确
立的官僚制，是“命官制”和“辟署制”的产物。
具体说，就是光由朝廷任命中央和地方各级长官，再由中央和地方各级长官自行完成僚属配置。
　　西汉时即出现了辟署制，汉朝唯丞相为天子任命外，其他官员御史大夫以下都可以自行任命。
虽然汉景帝为惩治吴楚之乱，废除了这个制度，罢黜了御史大夫以下的官员，但汉武帝时又下诏，除
二千石以上的官员不得擅补外，其余的州郡佐吏自别驾、长史以下，都可以由刺史、太守自行任命。
此后的汉朝历代因袭不变。
东汉时，辟署的范围更加广泛，辟举活动更为活跃，除公府和州郡的长官及主要属员如丞相府的长史
，州郡县的丞、尉由中央政府任命以外，其余掾属吏职都由各部门长官自行辟用，辟主和被辟者一般
遵循自愿原则，并形成相对固定的隶属关系。
辟用之后，自愿原则依然存在。
所辟之人如果和辟主志趣不同，或对辟主行为不满，或其建议不被采纳时，常常会离开辟主。
从所辟之人和辟主的关系看，他们与后世师爷有很大的相似性。
　　汉代征辟制与后代师爷薪俸来自主官对其负责的情形很大不同是，辟举一旦成为事实，被辟者就
成为国家的正式吏员，享受国家提供的俸禄，接受辟主的领导，双方形成了相对固定的上下级隶属关
系。
辟主要对佐僚加以约束，一旦僚属不胜职任，或有违法行为，辟主要负连带责任。
　　与征辟制相行的是幕友制。
汉初，诸侯王势力强大，没能实现真正的大一统，为士人出游创造了基本条件，朝中公卿、将军、诸
侯王、地方官员、贵势之家都能招致宾客。
经文景“削藩”，至武帝“推恩”、“夺爵”，使诸侯王势力大减，特别是淮南衡山大狱之后，诸侯
王只得衣食租税，实力大挫，不与政事，既无力也不敢再招置宾客了。
武帝中期以后，能够招置宾客者为数寥寥。
东汉初期政局不稳，游士宾客又开始活跃。
　　以士人为主的宾客，其主要职责就是尽心尽力为主人服务，建言献策。
如西汉初建，相国萧何深得民心，功高盖主，使汉高祖深感不安，萧何处境极为不妙。
萧何采纳了宾客的正确建议，使其得以全身而退。
汉代淮南王刘安，不喜狗马而好读书鼓琴，好讲学编书，《淮南子》就是他招集门人宾客集体编写的
，其中重要的八位文人宾客便被后世称为“八公”。
《史记·淮南衡山传》云：淮南王“阴结宾客，附循百姓，为畔（叛）逆事。
”汉初以招置文士闻名的诸侯王还有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
投奔吴王刘濞门下的文士有枚乘、邹阳、严忌，他们都擅长辞赋。
后来吴王谋反，枚乘、邹阳等人见刘濞不听劝谏，一意孤行，就离开吴地而投奔梁孝王。
梁孝王待他们为上宾，司马相如也弃官前往梁国，宾主相得，过着文酒高会的生活。
参加梁园唱和的文人还有羊胜、路乔如、公孙诡、韩安国等。
“梁园”也成为接纳宾客园苑的代称，唐朝李商隐《寄令狐郎中》诗曰：“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
迢一纸书。
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
”汉时宾客与战国时一样，也遵循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原则。
从主宾关系看，主人对宾客待以师友之礼，礼敬有加。
这些情况都使得两汉时期的“幕友制”与后世的师爷更为接近。
　　魏晋南北朝时期，辟署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这主要表现在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长官辟署佐僚的范围和自主权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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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僚也可参与幕主的政事。
《世说新语》上记载，东晋时权臣桓温独揽军政大权，有心废黜皇室，自己当皇帝。
他手下有位参军，名叫郄超，精明强干，率先劝桓温“定废立大计”，深得桓温信任。
桓温府中上下都称郄超“能令公（桓温）喜、能令公怒”。
桓温自己要当皇帝，最大的阻力来自拥戴东晋皇室的江南世家大族。
有一天，江南世族首领谢安、王坦之前来拜访，桓温为了仔细揣摩他们的来意，就派郄超卧在帘帐后
记录谈话内容，不料双方才谈到一半，一阵穿堂风吹来，掀开了帘帐，郄超只得尴尬地起身向谢安、
王坦之打招呼。
精明老练的谢安只是哈哈大笑，说：“郄生真可称得上是‘人幕之宾’了。
”谢安拜会桓温时，郄超奉命在帘帐后作记录，被谢安发现，笑他是入幕之宾，这件事说明幕府里的
参谋、师爷，一向都是隐身幕后，参与机密。
　　魏晋时期，游士宾客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仍然存在，但此时已经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开始从事农
业生产，一部分人仍以游士的身份活跃于政治舞台。
东晋以后，门阀制度限制了征辟制度的继续试行，一部分未能步入仕途的贤士，往往被引为私门宾客
。
宾客投奔主人，往往能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对以后的出仕大有好处。
在当时，主人对门客十分礼遇，待之为友，双方遵循着来去自由的原则。
宾客在物质上待遇丰厚，在精神上也颇受礼遇，甚至主人常常会包庇纵容宾客的一些错误行为。
魏晋南北朝之后，随着皇权的加强，游士宾客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幕友制度也日益衰微。
　　自隋朝取代北周进而统一全国以后，“辟署制”被隋朝否定了。
但由于隋朝的职官有“流内”、“流外”之分，规定流内的“品官”，都由朝廷统一任命，而“流外
官”尚可以自行辟署，而且由于军事的兴起，军政长官自主辟署佐僚的情形又势不可免，尤其在军政
领域军事首领任用“私人”或者亲信作为自己的佐僚较为普遍，因此，辟署制在隋朝并未被完全摒弃
。
　　到了唐代，辟署制又获得了新的发展。
唐代在地方专司军事的将领如总管（后改为都督），尤其是督察军事的大总管（后改为大都督）和因
征伐而设的行军大总管以及临时出征的将帅等，允许其自辟僚佐。
至唐中叶由节度使或观察使取代了上述军职而兼领州刺史，形成了藩镇割据自雄的局面，节度使自主
用人权就更大了。
　　唐代节度使幕府辟署幕职有一定的程序。
一般有一纸聘书，随书还要送上一些金帛之类的聘礼，所谓“撰书辞，具马币”，士人被延引入幕后
使府即署其为判官、掌书记、参谋等一类的职位，然后再由幕府上报中央有关部门请授某官。
唐代幕府中的幕职与前后的幕友皆有区别：汉代长吏可以直接辟署某人为某官，而不是先署某职，然
后由朝廷命以某官。
唐代与明清的幕宾也不一样。
明清的幕宾完全是府主的私家人，是帮助府主处理日常政务的，既无官爵禄秩，亦不能考课升迁。
而唐代的幕职却是国家官吏，有‘‘职”有“官”。
但唐代的幕职既由使府聘请，幕主被罢免担任幕职的幕僚也就自然被罢免，因此唐代的幕僚具有很鲜
明的私人性，这一点与后世的师爷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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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类社会自古就是以群落为单元的，而每个单元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和文化内涵及羹历史传承。
虽然有些群落为社会的最底层，不为主流社会所认可，但他们仍按自身的方式存在着、发展着，并绵
延几千年。
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并使其成为中华五千年历史的丰富和文化补充。
正所谓。
高处不胜寒。
低处纳百川一，其中的文化意蕴令人玩味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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