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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人民大学汉唐研究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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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后滨，1966年生，江西吉水人。
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副院长。
曾访学于哈佛大学。
长期讲授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隋唐五代史、唐诗与唐史等课程。
学习研究隋唐史二十年，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唐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著有
《巍巍无字碑：武则天的治国谋略》、《盛唐政治制度研究》（合著）、《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
、《贞观之治》（合著）、《隋唐顶级文臣》（合著）等。
2007年8月起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文化中国”栏目主讲《贞观天子李世民》，引起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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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以上简要回顾表明，有关文书学与政治制度相互结合所进行的研究，大体循着以下步骤展开：以
出土文书的整理刊布为基础，将出土文书作为实物史料，结合文书的程式，对有关政治制度进行研究
，包括对于政治制度运作规程的复原，并进而深化对出土文书的认识。
这些无疑都将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使其不再停留在平面和静态的职官制度的描述
，而是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制度史研究，体制、机制、程式等涉及制度结构和制度运作的名词大
量引入。
不过，这些研究基本还没有涉及文书形态变化与政治体制演进之间的关系，大都还停留在按朝代划分
政治体制的框架中。
如大庭修在研究汉代的公文书时，便是将东汉末年蔡邕在《独断》中的记载，运用于分析整个汉朝的
公文形态。
而实际上，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两汉数百年间政治制度始终处于不断变革之中。
蔡邕所说的公文形态，并不能反映整个汉朝的情形，只是某种特定体制的反映。
　　既然政治体制的变迁存在着一个不断演进的日积月累地发生着成长性变革的动态过程，那么，作
为政治体制运作具体体现的公文书，其具体形态和运作程式自然也随着发生不断的变化。
例如《唐六典》关于唐代公文书的记载，无论是上行文书中的奏抄、奏弹、议、表、状等，还是下行
文书中的制敕（各种王言之制）和尚书符等，大都是开元以前某些特定时期公文书的形态，而且是一
种符合制礼作乐需要的人为概括，并非整个唐朝公文书制度都是如此。
澄清出土文书的具体特性并将其与文献记录对应起来，这样的研究固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但一定
不是出土文书提供给我们的惟一学术资源和研究视野。
本书的研究，正是基于以上认识，将公文程式的变化与政治制度的演进结合起来。
即以唐代公文形态的变化为切入点，探讨唐代政治制度的变迁轨迹。
为了更好地理解唐代的此种变化，我们首先对两汉以来奏事文书形态的变化进行简要的追溯。
应该说，这样的研究视角并不具有全新的意义，但本书立论的前提是制度的变迁，在文书学（或公牍
学）史和政治制度史之间找到研究的结合点，这与以往的研究并不尽相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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