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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光明学术文库》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范项目。
该出版工程采取“媒体发动，学界审评，光明出版，社会馆藏”的形式，常年征集、精选哲学社会科
学领域的优秀原创学术成果，及时向社会传播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前沿的新思想、新发现、新进展
，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和发展。
　　《光明学术文库》将秉承光明日报“理论前沿型、学术探索型、知识密集型”的传统风格，精心
组织、精心编校、精心出版，充分发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的宣传优势，宣传推广这项国家重点
图书出版工程，力争使之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具有权威性的学术著作品牌。
    历时400年左右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史蕴涵极为丰富的一段重要时期。
其间社会的统一与分裂，政权的并存与更迭，民族的冲突与融合，经济的衰退与复兴，社会阶层的分
化与升降，国家制度的沿革与转型，思想学术的激扬与嬗变，文化艺术的传承与创新，风云人物的神
骨与际会，如此等等，历来为史家文人所瞩目，史论文章，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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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万盈，1965年生，陕西富平人，历史学博士，宁波大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先后读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和厦门大学历史系，现主要从事秦汉魏晋南朝隋
唐史和中国经济史的教学研究工作，在《中国经济史研究》、《西北师大学报》、《中国社会经济史
研究》、《简牍学研究》、《北朝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参著独著三部。
参与主持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以及宁波市社联规划项目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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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太和改制与北魏财政体制变迁的互动　　北魏中期
制度转型与财政体制变迁最为重要的体现就是均田制、三长制的推行和新租调制的颁布，这是众所周
知的史实①。
由于均田制和租调制的推行，国家财政收入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北魏财政收入也由前期的军事掠夺、
户调杂税和畜牧狩猎为主要财政来源的模式演变为以租调为主要来源的模式，财政支出则由前期的军
费为主转而以官俸为主。
财政收入基础和来源的变化以及支出对象的转变必然对原有的财政体制提出新的要求，这一点李锦绣
已经注意到，认为北朝国家的主要收入建立在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调制之上，因而财政机构的设立与
职权的变化与均田、租调制度息息相关②，不再赘言。
质言之，北魏太和改制和财政收支的变化催生新的财政体制出现，而度支尚书的出现和国家财政压倒
皇室财政而占主导地位是北魏中期财政体制最为明显的变化，太和十六年的“改创百官”之举实质上
就是对这种新现象的总结。
　　关于北魏太和十六年的官制改革，《魏书》语焉不详，但我们却从碑铭资料上找到了答案。
北魏雍州刺史杨播，“年十有五举司州秀才，拜内小，寻为内行羽林中郎，累迁给事中，领内起部，
又以本官进厘北部尚书事。
太和十五年，拜员外散骑常侍龙骧将军北征都督。
十六年又加征虏将军，都督北蕃三镇。
讨破地豆于贼。
其年秋加武卫将军中道都督，率骑三万，北出鸡鹿塞五千余里，迫逐茹茹而还。
其冬改创百官，转卫尉少卿，本官如故。
”③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材料。
杨播死于北魏延昌二年(公元513年)，时年61岁。
按照其墓志记载，其十五岁时举司州秀才，拜内小，寻为内行羽林中郎。
也就是说杨播在拓跋弘皇兴元年(公元467年)被任命为内行羽林中郎一职的。
说明孝文帝改制以前这种内外官系统仍然在运行着。
但到太和十六年冬，孝文帝“改创百官”，杨播改任卫尉少卿，这表明太和十六年是北魏官制变化的
重要时期，但对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魏书》竟然记载模糊①。
　 　　而太和十六年孝文帝“改创百官”之事据我推测就是《魏书·官氏志》所载的“太和中高祖诏
群僚议定百官，著于令”一事②，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北魏前职品令的制订。
这是北魏立国以来继天赐元年(公元404年)拓跋硅对爵制进行规范化整理，“减五等之爵，始分为四，
日王、公、侯、子，除伯、男二号”的改革之后的另一次重大改革③。
而天赐元年改革实质上就是对登国元年(公元386年)“班爵叙勋，各有差”、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典
官制，立品爵”之举的进一步制度化和规范化，意义重大。
因此陈爽认为天赐元年的爵制变革，“是北魏政权由部落联盟进入国家政体的重要标志之一”④。
此结论虽似可商榷，但其重大意义却值得深思。
如果说天赐元年爵制变革是拓跋鲜卑由部落联盟进入国家政体的重要标志之一，那么太和十六年的官
制改革，则使北魏完成了由政治经济的内外二元制向封建一元制的过渡。
　　太和十六年的官职改革，表现为政治上废除了内外官制体制，财政体制上则在均田制和租调制基
础上进一步强化了中央对全国财政的管理。
　　在北魏前职品令中，孝文帝所设与财政管理有关的官职主要有尚书左右丞、度支尚书、太仆、大
司农、少府等。
从这些官职的设置中能明显观察出孝文帝时期皇室财政萎缩，国家财政强化这一事实。
　　如前文所述，北魏尚书仆射的设置始于太武帝拓跋焘神麝元年(公元428年)，“置左右仆射、左右
丞、诸曹尚书十余人，各居别寺”，但北魏前期尚书仆射和左右丞的财政职能《魏书》全然无载，其
职责不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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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太和改制后，尚书左右丞的财政职责进一步明确。
据对北齐尚书左丞领度支、左右户等诸曹，尚书右丞领驾部、屯田、金部、库部等诸曹推测，北魏尚
书左右丞的财政职能和北齐可能相近。
这一点从北魏尚书左丞具有弹纠见事之责，北齐亦是如此可以看出从北魏到北齐，尚书左右丞之职有
一定的延续性和继承陛。
　　北魏度支尚书设立的最初时间《魏书》阙载，北魏太和官制改革后出现的度支尚书在国家财政管
理中所起作用同样史无从考。
但据对《魏书》所载四十余名度支尚书和度支郎的分析，《魏书》中最早出现的尚书度支郎是李遵，
史载李遵“有业尚。
初，拜奉朝请、尚书度支郎。
迁洛，为营构将。
”由此推测度支尚书一职可能就是在孝文帝太后十六年“议定百官”时设立的。
随着均田制推行的深入和赋税来源的变化，国家财政管理的任务也开始加重，对土地产权控制是否缜
密以及户口的多寡决定着国家财政收入的多少，因此计账、户籍在财政管理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由于计账、户籍需要专职机构处理，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使得作为“度支国用”的度支尚书职掌的内
容会相应增大，这是毋庸置疑的。
也从而使度支尚书与大司农以及尚书左右丞等一起构成较为完整的财政管理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太和改制中中央集权的加强和财政管理体制的强化相一致，这也反映在国家对财
赋储藏的具体管理上。
　　北魏均田制颁布和太和十六年改定百官后，大司农主掌邦国仓储委积之事的职能虽未发生大的变
化，但由于均田制和租调制的推行，绢布丝麻来源的不同和缴纳多寡的差异，使得大司农接收“调”
时的任务进一步加重。
同时，由于官吏俸禄制的颁行，与太仓令一起，大司农开始承担在京百官俸绢(布)的支出事务，大司
农的重要性应该更加突出，《太平御览》所谓：“后魏职令日，司农少卿第三，清用堪勤有干能者”
正是司农重要性的典型体现②。
因此，北魏中期大司农的职位仍然较高，史言，“后魏初大司农第二品，孝文太和二十年改为第三品
。
”③也就是说，北魏太和十六年改定百官之时司农尚为二品高官。
同时，北魏太和改制后在大司农之下增设了司竹都尉这一机构，使其事务性机构的性质进一步明显。
史言，“后魏有司竹都尉。
”④北魏司竹都尉职掌如何，魏书无载，但在唐代，司竹监“掌植养园竹之事”，“凡宫掖及百司所
需廉、笼、筐、箧之属，命工人择其材干以供之；其笋则以时供尚食。
”⑤北魏司竹都尉的职掌可能也是如此，这种变化是否可以看作北魏太和改制后大司农有向北齐司农
寺那样“掌仓市薪菜，园池果实”职能发展的趋势，但因无旁证，只能存疑。
　　太和改制前，掌管仓库的是殿中尚书，后又设太仓尚书，这在前文已有论述。
孝文帝太和初又改太仓尚书为太仓令①，太和十五年置太仓少卿②，其加强国家仓储管理的用意十分
明显，也反映了由于均田制和租调制的推行国家仓储在经济生活中地位进一步重要的事实。
太仓令、太仓少卿“皆掌仓廪之事’～。
从而和大司农共同构成掌管粟米绢帛的财税事务机构。
　　作为六卿之一的少府卿在太和十六年官制改革后扮演着何种角色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太和改制前少府专司皇室财政前文已有论述。
太和改制后少府卿属于六卿之一，虽继续职掌皇室财政，但却出现由皇室财政官向国家财政官过渡的
倾向，这从北魏财政体制第三阶段转变中由太府卿取代少府卿可以看出，留待后文论述。
　　太仆卿是太和改制后出现的掌管国家畜牧的事务性财政官员，史言，“后魏太仆卿第二品上，又
置少卿；太和二十二，九卿并第三品。
北齐太仆寺统骅骝、左、右龙，左右牝、驼牛、司羊、乘黄、车府等署。
”但从太仆统掌骅骝、左、右龙，左右牝、驼牛、司羊、乘黄、车府等署明显反映出其仍具有颇为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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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的皇室色彩。
检课牧产属于太仆卿的主要职责之一，如孝文帝后期，宦官李坚出任“太仆卿，检课牧产，多有滋息
。
”⑤北魏中期在太仆寺卿下有典牧都尉和典牧令之职。
典牧署属于太仆寺所辖，如宇文福在孝文帝后期因掌管牧马有功，“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
养，并无损耗，高祖嘉之”，“领太仆典牧令。
”⑥北魏太和改制后太仆卿的出现实质上是对前期皇室财政机构驾部权能的分割和国家财政的加强，
将北魏前期属于驾部尚书和内行长的部分职权分归国家财政专职机构掌管，反映了国家财政加强的现
实。
虽然如此，但太仆卿所具有的管理国家和皇室畜牧的双重性质仍然反映了北魏财政管理体制在转型过
程中的不彻底性。
　　从太和改制时期北魏财政职官设置看来，太和改制前那种皇室财政囊括国家财政的现象已发生明
显改变，国家财政的主导作用日益强化，由度支尚书、大司农、太仓令、太仆卿等共同构成国家财政
的管理和执行主体。
虽然还有部分皇室财政和国家财政交织在一起，如少府、太仆寺就是典型，但它们已经逐渐成为国家
财政的附庸，国家财政日趋强化的态势愈加明显。
P181-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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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历时400年左右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史蕴涵极为丰富的一段重要时期。
其间社会的统一与分裂，政权的并存与更迭，民族的冲突与融合，经济的衰退与复兴，社会阶层的分
化与升降，国家制度的沿革与转型，思想学术的激扬与嬗变，文化艺术的传承与创新，风云人物的神
骨与际会。
同时，魏晋南北朝史又以头绪纷繁、资料阙略不全而素称难治，常令人有治丝益棼、谈何容易之慨，
也留有可深入探赜索隐的诸多学术空间，财政史即其一。
　　本书即是对其财政研究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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