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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西华大学是四川省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大学。
西华大学人文学院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主体源于成都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中文
系。
在迄今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一直是这所学校的优势学科，曾涌现出一批在学界有
影响的学科带头人。
　　近些年来，西华大学人文学院的学科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得到发展，有一批年富力强的
中青年学术骨干正在崭露头角，在高级别项目申报、高级别科研成果获奖和标志性科研成果孵化等方
面都表现出了相当的实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学院依托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和“蜀
学研究中心”，加大科研投入，加强横向交流与合作，不断提升科研的实力和影响，已经在巴蜀文学
与文化、中国诗学、四川方言、文学制度等研究方面逐渐形成特色和优势，在学界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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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书稿是在作者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成的。
     全书包括了宋代成都府的组织机构、宋代成都府的财政经济管理、宋代成都府的司法审判与行政监
察、宋代成都府的社会治安管理、宋代成都府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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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性根，1965年生，四川省威远县人。
2002年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学习，获历史学博士学位。
现为西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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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治安的问题    二 协助镇压农民起义  第二节 士兵与社会治安管理    一 加强士兵的日常管理    二 平定
士兵暴动  第三节 少数民族与社会治安管理    一 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治安防范    二 镇压少数民族的反
抗斗争第五章 宋代成都府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第一节 宋代成都府学的兴盛    一 成都府学的修缮    二 
成都知府对教学工作的重视  第二节 宋代成都府的寺庙宫观与祠堂修建    一 寺庙宫观的修建    二 祠堂
的兴建  第三节 宋代成都府对科举考试的重视    一 对制科的重视    二 成都府的解试    三 四川类省试结
语宋代成都府大事年表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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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并令逐路转运司依见行条格指挥差注。
”①同年，又“诏吏部权将四川诸司属官、窠阙官下制置司照应资格，铨量人材，具名奏差。
如系见阙，依条先次就权，仍许用三年以下阙，即不得将不应资格人，以奏差为名，一面权摄。
如或违戾，依淳熙三年四月八日权摄指挥，将请过抄计赃，其所差不当官司及被差人并一等科罪”②
。
这其中充分地体现了南宋朝廷的务实精神。
　　可见，随着客观形势的不断变化，宋代诸司奏辟属官的制度也在进行相应的调整。
确实，成都知府和兼任成都知府的四川制帅有较多奏辟属官的职权。
但是，这些职权并不是独享的，其他准政区型组织的行政长官也具有或多或少的职权，体现了地方政
府在人事任用方面职权分散的特点，全面地反映了宋王朝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地方人事任用权上
的贯彻落实情况。
虽然其中表现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控制曰益严密的发展趋势，但是在宋代特别是在边远的四川地
区，这一制度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宋王朝对地方组织奏辟属官的掌控日趋严密，特别是对行政长官奏辟通判进行了最为严格的控制，将
地方政府的人事任用权加以最大限度的剥夺，从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铲除了地方割据势力形成的重要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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