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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宫廷政治是围绕国家最高政治权力的动作而存在的一整套政治结构及政治体制。
宫廷政治的中心是皇帝与皇权，是围绕皇权而存在的国家中枢政治权力，是服从、服务于皇帝权力而
存在的宫廷内外、朝廷上下的权力系统，包括了后宫(后妃)权力系统、东宫(皇太子)权力系统、朝臣(
辅政)权力系统，甚至包括内侍(宦官)权力系统。

《宫廷政治史话》共三篇，上篇综说宫廷政治概念；中篇讲述宫廷政治结构的构成系统，以静态构成
状态解释宫廷政治的发生与演进；下篇解说历代宫廷政治生活具体场景，从动态层面描绘宫廷政治发
生与动作的具象，解释宫廷政治的发生与演进。

《宫廷政治史话》由任士英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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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任士英，山东莘县人，历史学博士。
专攻唐史二十余载，以职官制度、政治人物、宫廷政治与国家安全为主要研究领域。
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以读书、教书为事。
著有《幕后帝妃》、《唐肃宗评传》、《唐代玄宗肃宗之际的中枢政局》、《正说唐朝二十一帝》、
《隋唐帝国政治体制》(即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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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上篇 宫廷政治综说
 一 关于宫廷与宫廷政治
 二 宫廷政治空间概念的形成及其内涵
中篇 宫廷政治结构与权力系统
 一 宫廷政治的核心——皇帝及皇帝权力
 二 后宫权力系统——宫廷政治核心的补充
 三 东宫权力系统——皇权继承制度
 四 宰辅权力系统——宰相机构与宰相权力
下篇 历代宫廷政治生活简说
 一 西汉前期宫廷政治
 二 西汉后期宫廷政治
 三 东汉宫廷政治
 四 西晋宫廷政治
 五 隋朝初年宫廷政治
 六 唐朝前期宫廷政治
 七 唐玄宗时期宫廷政治
 八 北宋宫廷政治
 九 明朝宫廷政治
 十 清朝前期宫廷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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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宫廷政治的核心——皇帝及皇帝权力　　1 皇帝的名号及其政治功能　　正如开篇所提示的，
宫廷政治的发生并不是帝制时代所独有。
其实在夏商周的“三王”时期就存在了。
不过，按照宋人赵彦卫《云麓漫钞》的说法，天子自夏朝时“去帝号称王，与殷、周为三王”，帝号
“非是生称”，而是在死后用于庙享时的称号。
其实，战国时期秦王与齐王曾一度称“西帝”、“东帝”。
但“上古天子称皇，其次称帝，其次称王。
”一直到秦始皇才自称“皇帝”。
　　按照秦始皇的看法，秦并六国，一统天下，若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
从秦始皇起，皇帝即成为君临天下，统治万邦，号令臣下的最高统治者的称呼。
“皇帝”是至尊之称，那么，为何秦始皇以皇帝为天子称号？
除了所谓德兼三皇、功过五帝的自得外，还有皇帝二字的特定内涵。
按照《太平御览·皇王部》的记载：帝者天号，皇者人称。
帝者稀也。
禘，乃是上古祭天之礼仪，专指天号。
应劭《汉官仪》载：“皇者，大也，言其煌煌盛美；帝者，德象天地，言其能行天道，举措审谛，父
天母地，为天下主。
”郭沫若、王国维、唐兰、于省吾等都专门研究过“皇”的字义。
“皇帝”二字就是代表着自然界中至大至美的天。
皇帝代指人间最高统治者，代表天行使权力，本身就已经是极尊贵的至尊之称。
不仅如此，围绕着皇帝还形成了一系列的名物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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