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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人情：中国古代政治文化》

内容概要

皇帝是“三无人员”？
宗藩、后妃和宦官的命运由皇帝的喜怒哀乐一夕决定？
皇权与相权的斗争衍生出怎样的朝堂政治？
中央政务和地方变迁有哪些纠葛？
科举考试原来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古代官员如何被任免，又怎样开展自己的工作？
古代中国的军事外交跟今天大不相同？
明清是传统政治最为成熟的时代。本书着眼于古代政治制度的表与里，勾勒演变轨迹，梳理出饶有趣
味的非学术体简史。全书分十二个专题娓娓道来，既厘清了古代中国的制度架构，又找到了解读政治
的另一把钥匙——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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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人情：中国古代政治文化》

作者简介

张程
浙江临海人，青年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研读政治学、外交学。著有《泛权力》《衙门口》《三国
大外交》等，另有译著、编著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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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人情：中国古代政治文化》

书籍目录

前 言
第一讲 中国政治制度史讲什么？
第二讲 为什么要学政治制度史？
第三讲 皇帝制度：皇权至高无上
皇帝是什么
皇帝是怎么来的
皇帝是三无人员
第四讲 深宫似海：宫禁、宗藩、后妃和宦官
宫禁制度
宗藩制度
后妃制度
宦官制度
第五讲 君臣相防：中枢决策机构的演变
从贵族政治到贤能政治
皇权与相权的缠斗
奏章的曲折人生
第六讲 天下衙门：中央政务和朝堂官制
六部是行政主体
辅助行政部门
第七讲 天下衙门：地方变迁和州县官制
中国行政区划变迁
地方官
基层官府与社会
第八讲 抡才大典：科举是一项好制度
科举的由来与利弊
科举考试指南
万里长征第一步
第九讲 宦海沉浮：古代如何任免官员
官员人事硬杠杠
官员任免流程
古代政治的自我监察
第十讲 公门冷暖：古代官员如何工作
钱粮赋税是头等大事
冤案是如何酿成的
教化百姓与陋规泛滥
是什么吸引他们从政
第十一讲 国之大事：古代军事和外交制度
兵权无小事
天下观念与万国来朝
第十二讲 制度之力：如何看待古代政治制度
古代政治制度的若干特点
好制度、坏制度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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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人情：中国古代政治文化》

精彩短评

1、浅显易懂，但人情去哪了？
2、局外说闲话，天下无难事。事后说闲话，古今无完人。
3、1）浅显易懂，全面系统；2）百代犹行秦法政；3）科举制度是中国最伟大的制度发明之一，八股
文利大于弊；4）讲资历、抓阄是最公平的官吏选拔方式。5）没有最好的制度，只有最合适的制度，
最合适的就是最好的。
4、内容比较全
5、首图借的。主要就是讲明清政治制度的，还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名字一点都不挨着，估计是出
版社让改的。
6、有种在大学里上课的感觉，特别好
7、还行，不知道作者故意浅显的写，好让文章通俗易懂，还是。。。不过总的来说，写的还行。读
完之后，知道了些小细节，充实了知识结构，也算物有所值。青年学者，支持！作者的观点，大多与
钱穆先生相同，不过对于八股文的看法作者的观点更辩证。钱穆先生的观点也有时代性，所以也不存
在正确与否，只是时代不同，看法有差异，我比较倾向作者的观点，八股虽有问题，假若无唯一标准
如果评定高下？
8、没有制度的社会，人就存在得毫无意义
9、非常推荐，简练的语言和恰当的案例能让很多人对古代史有新的认识
10、线条式的简洁梳理让庞杂繁冗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不再毫无头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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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人情：中国古代政治文化》

精彩书评

1、历史从未远去读《制度与人情——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文/方木鱼有人心的地方，即有江湖。千百
年过去了，似乎儒家的那一套却从未离我们远去。读《制度与人情——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时候，
正在追剧《琅琊榜》。一边看书，一边看剧，心中感慨地紧。原谅我这个后知后觉的人吧。张程谈到
了资历，这个中国传统社会，甚至现代社会，无法绕过去的，横亘在才华面前的一道坎儿。他说：二
十岁和四十岁的人社会阅历不同，对社会的理解是不同的。时间转化成了社会阅历和人生经历。尤其
是在中国，很多东西要慢慢去熬，慢慢去品，这个，只有时间才能教会你。呵呵，有多少人便是吃了
年轻的亏啊。年轻之时，胃口那么好，什么都吃，尤其是连亏都吃得不含糊啊。张程的某些论断，在
如我一般的大众听来，确有些匪夷所思。张程说，皇帝是三无人员。其一，便是皇帝无退路。当上皇
帝以后，不当行不行，不行。只有死了，能卸下皇帝的重担。皇帝的退路就是死路。这话说得赤裸裸
，血淋淋，清楚明白。所谓成王败寇，不成功，便成仁，不是你死，便是我活，大概如此。其二，皇
帝无闲暇，尚容易理解。其三，皇帝无保障。在这里，张程曾引用了这样一则史实。他说，明朝紫禁
城的西华门门口，常年备着几匹快马，还有兵器。兵器里有快刀长矛，还有已经上了弦的弓弩。结果
是明朝后来的皇帝问禁军，这是怎么回事，结果令人捧腹。这是明朝开国君主朱元璋立下的规矩：子
孙后代要居安思危，随时准备“跑路”。如此严肃的史实，如此荒谬的效果。谁能知道，这居然是皇
帝的想法呢。张程讲到皇帝制度。说刘邦称帝后，刘太公被封太上皇，然后给刘邦扫地下跪的事情，
还讲到皇帝与太子之间微妙的关系，甚至皇子之间微妙的关系。张程讲得妙，《琅琊榜》演的出彩。
阴谋、阳谋、明争暗斗，唐人有句：一将功成万骨枯。我不能妄自揣测，究竟是多少副白骨才写成中
华五千年的文明？这血迹斑斑的史书上，究竟洒下了几多悲欢离合的轮回？到最后，忍不住想起杨慎
那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
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2、读懂制度与人情的千丝万缕的微妙联系制度与人情的关系是什么？或者说，他们之间有关系吗？
这真是个大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值得我们去探究，值得我们去深深思考，于是通过网购，买了一
本有关方面的专业书籍，期待大开眼界，提升自己的政治与历史素养与功底。《制度与人情：中国古
代政治文化》正是笔者期待的一本好书。先来看看作者，张程，江临海人，青年学者，毕业于北京大
学，研读政治学、外交学。著有《泛权力》《衙门口》《三国大外交》等，另有译著、编著若干。有
些地方让我很着迷，诸如下面的问题，皇帝是“三无人员”？宗藩、后妃和宦官的命运由皇帝的喜怒
哀乐一夕决定？皇权与相权的斗争衍生出怎样的朝堂政治？中央政务和地方变迁有哪些纠葛？科举考
试原来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古代官员如何被任免，又怎样开展自己的工作？古代中国的军事外交
跟今天大不相同？怎么样，这些问题，你是不是也很感兴趣呢？明清是传统政治最为成熟的时代。本
书着眼于古代政治制度的表与里，勾勒演变轨迹，梳理出饶有趣味的非学术体简史。全书分十二个专
题娓娓道来，既厘清了古代中国的制度架构，又找到了解读政治的另一把钥匙——人情。相权是中国
政治制度史当中仅次于皇权的、第二重要的概念。什么叫作相权？从狭义上来说，相权就是宰相的权
力，从广义上来说，相权是以宰相为代表的官僚集团的权力。官僚集团和皇帝，是政治斗争天平上的
两个不同的砝码。皇权至高无上，但是相权能够对皇权构成极大的束缚。先秦没有“宰相”这个词，
先秦有“宰”。宰这个词的本意是副的，宰就相当于诸侯和国君的管家。诸侯家中乱七八糟的事情，
钱怎么收怎么花，家里的出游怎么安排，由宰来负责。先秦还有“相”，相这个角色相当于君王诸侯
家门以外的行政事务负责人。虽然在封建结构下面，诸侯直接管辖的地方很小，但是诸侯直辖地区的
行政事务由相负责，相被叫作百官之长。后来，宰、相合称，成为官僚集团的首领，叫作宰相。一本
难得的好书，是笔者给这本书的综合评价，读读看吧！
3、简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文/米雪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同样，“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有人群
的地方就有制度。”青年学者张程在他的新书《制度与人情：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如是说。现在社
会的管理和平衡，有着先进的科技手段和便捷的交通手段可以依赖，火车，飞机，电话，电脑，卫星
等不一而足。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中国古代，以马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统治者又是
如何统辖整个王朝呢？而这本《制度与人情：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就可以找到明确的答案，“本书
着眼于古代政治制度的表与里，勾勒演变轨迹，梳理出饶有兴趣的非学术体简史。”中国古代政治制
度可谓历史悠久，并且影响深远。伴随着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轨迹来看，几千年的政治制度文化
，并不是几句话或者一本书就可以阐明开来的。所以本书立足于较为成熟的明清时期的制度，兼而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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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人情：中国古代政治文化》

观式的梳理中国古代政治渊源以及制度演化。以全局眼光看待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制度的全面发展过程
，去芜存菁，给读者展现的是政治制度的主要框架，以及这制度执行的关键——人在制度演化过程中
不可忽视的作用。可以说，这是一本有关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简史。政治制度史，除却有关政治制度
的发展变化的历史，也包含制度在历朝历代的继承与发展。全书共分成十二讲，从中国政治制度史涵
盖的内容以及学习的意义破题，皇帝制度、內帷与前庭制度、机构的演变和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还
有古代官员的工作开展和任免以及外交制度，均有涉猎。对于古代制度的讲解透彻，详尽，深入浅出
，易于理解。因为本书是根据课程讲稿的录音整理而成，内容倾向于口语化，从中读者还可以看出讲
课过程中穿插的各种名人轶事，古典文化知识。例如，在第六讲“天下衙门：中央政务和朝堂管制”
中，在讲解何为都水司中，提到了历史最著名的水部官员就是唐朝诗人张籍。还说到雍正皇帝以薪养
廉，明太祖朱元璋是个工作狂，“问鼎”这句话的原始来源等等，其中偶尔也会有知识的重复出现，
真的是上课即视感。在吸收知识的同时，又放松的精神，长了不少见识。一种制度的好与坏，要看时
代的发展背景和当时的经济政治环境，还要看这制度能否激发人积极性和创造性。因为制度离不开人
的执行。而政治制度好比电脑的硬件，需要与软件结合在一起，仓能够发挥其重大的作用。为人诟病
的八股取士，曾经是破除门阀制度的大壮举，让天下学子“英雄不问出处”，与贵族站在了同一个起
跑线上，为中国历史的延续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封建社会，科举制度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应运而生
，它激发了人的积极性，给无数人带来无限的希望，那么它在当时，就是好的制度。而伴随着社会的
进步，科举制度已经僵化、死板，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在需要人能力与实践相结合的今天
，它就是落后的，坏的。将科举制度放在不同的时代，收获的也是不同的结果。所以不能单纯的说，
科举制度就是不好的制度。中国同时也是一个人情化的国度，用人情解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更有利
于读者以不同的角度对待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在阅读本书的基础上，深入研究中国政治文化。这也是
作者的一番良苦用心吧？
4、本书是以研究政治体制为内容的，初看以为偏学术，这跟当下流行的历史书，还是有一定距离的
，题材算是小众，但正如作者所说：历史的意义要大于实用层面，它还有提高人文素质、培养人的气
质的一面。政治制度的好坏《制度与人情》一书中，是从制度和人的关系的角度，评判一个制度的好
坏。好的制度能激发人的创造力、积极性，好的制度能让人非常愉悦。坏的制度不仅会压制人的创造
性、积极性，还会让人生活非常苦闷、非常抑郁。”小平同志有一句名言: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干不了坏
事，不好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所以，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制度，好的制度有其自身生命力，能够在
人的心中埋下种子，让众人拥护，大家信服，上至官家，下至平民百姓都认为这是好的制度，我们应
当遵守他，那么这些制度就已经生根发芽，逐渐长成森天大树了，如果逐渐与环境相不适应，人们也
会心里慢慢地开始怀疑，到了某个节点，出现什么事件，大家都会认为原本好的制度需要变革了。因
此，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政治，开始时便一定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但久而久之，则又一定会变坏，所以
需要变法和改制。根据组织学原理，一个组织成立后，会形成自己独特的组织气氛。成长性氛围强，
这个组织将蒸蒸日上，不断强大；非成长性氛围强，成员的成长愿望受挫，这个组织将日渐衰弱，直
至解体。随着时间推移，一个组织越是庞大，将不可避免遭遇“组织绝症”，表现之一就是对环境的
过度适应，而导致无法应变。软件需与硬件相匹配《制度与人情》一书中，是这样看待政治制度，“
政治制度好比政治学的硬件，政治理念、执政理念、方针政策、组织路线就好比是硬件”，“如果政
治理念和方针政策跟制度契合得比较好，双方都配合的比较好，就有助于政策的推行；如果双方磨合
的不好，那么整套理念和方针政策就存在现实问题，需要执政者警觉。”政治权力是维系政治实体、
政治制度等硬件和政治意识、政治文化等软件的中介，也是软件与硬件配套运行的原动力，实质上它
是整个政治系统及其社会革命的逻辑。所以，权力如何使用，如何与政治制度与方针制度相匹配，才
能达到理想的执政状态。总之，此书适合对于历史、制度有点兴趣，愿意花时间深入了解过去的政治
经济制度，那这本书就是极好的开始。
5、文/岸晓风说起历史，大家都是很感兴趣的。但是，说起政治制度史，恐怕就有人要大摇其头了。
为什么？因为专业，所以疏远。但是，如果你看了手头这本青年学者张程的《制度与人情：中国古代
政治文化》后，就会改变这种看法。这本书是根据课程讲稿整理而成的，由此决定了这是一本既专业
又好读的政治制度佳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作为一名现代人，不了解一点中国
古代的一点政治制度，不了解一点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就不可能了解现在的官场，以及如何走向民主
、自由⋯⋯书的开篇就开门见山告诉我们，中国政治制度史讲什么？它其实研究的是中国历代的政体
、政治制度和设计理念、设置和运转情况、历史演变，以及这些内容的影响。您可能会说，拉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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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人情：中国古代政治文化》

现在的发展瞬息万变，学这些到底有什么用呢?这本书同时告诉我们，有些政治制度是几千年来都没有
变的。如秦始皇开始的郡县制，以及后来的六部制度、科举制度。可以说，弄清楚了这些内容的来龙
去脉，有助于我们对于当前的深化改革有更深的体会。全书共讲了10个专题，分别讲了皇权、宫廷、
古代中枢决策机构、中央政务、地方政务、科举制度、官员任免、古代“公务员”、古代军事和外交
等问题，从而很好的印证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几个基本特点：保守性、深度不足、道德色彩和重人情
世故。可以说，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作者帮我们进行了一个如何扬弃如何吸收的工作。同时，
书中对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些通俗论述让人印象深刻。如讲皇帝是“三无”人员。一是皇帝无退
路。当上皇帝以后，不当行不行？不行。只有死了才能卸下皇帝的重担。皇帝的退路死路。其次，皇
帝“无闲暇”。皇帝这份工作是终身的，没有固定上下班时间，工作量极大，随着君主专制的程度越
来越高，皇帝要处理的事情越来越多。“事无大小，俱决于皇”。再次，皇帝无保障。普通老百姓可
以向官府要保障，但是皇帝向谁要保障？皇帝的身家性命，完全来源于他的权力是否稳固。因此，皇
帝本人，也是皇帝制度的受害者。总之，这是一本值得从头至尾读完而又不易走神的好书。（联系
：anxiaofeng99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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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权是中国政治制度史当中仅次于皇权的、第二重要的概念。什么叫作相权？从狭义上来说，相
权就是宰相的权力，从广义上来说，相权是以宰相为代表的官僚集团的权力。官僚集团和皇帝，是政
治斗争天平上的两个不同的砝码。皇权至高无上，但是相权能够对皇权构成极大的束缚。
先秦没有“宰相”这个词，先秦有“宰”。宰这个词的本意是副的，宰就相当于诸侯和国君的管家。
诸侯家中乱七八糟的事情，钱怎么收怎么花，家里的出游怎么安排，由宰来负责。先秦还有“相”，
相这个角色相当于君王诸侯家门以外的行政事务负责人。虽然在封建结构下面，诸侯直接管辖的地方
很小，但是诸侯直辖地区的行政事务由相负责，相被叫作百官之长。后来，宰、相合称，成为官僚集
团的首领，叫作宰相。
秦始皇是开天辟地的皇帝，他奠定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秦始皇设立了丞相、太尉和御史
大夫，三人并称为宰相。但在这三个人当中，实权以丞相最大，丞相就变成了相权的代表。原来在封
建时代辅佐君主的师、傅、保变成了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实权转移到了以宰相为首的官僚集
团的手里。
权力有两大属性。第一个属性是排他性。通俗的理解就是“我说了算”，不允许其他人说了算。如果
一件事情，权力所有者说了不算，大家还会觉得他拥有对此事的权力吗？第二个属性是扩张性。这件
事情我说了算，那么下一件事情我能不能说了算呢？权力所有者自然而然就想把现有的权力，扩张到
其他时间、其他地点去。皇权肯定带有这两点属性，相权也是。两者并存，肯定会产生矛盾。
皇权和相权的矛盾，在古代如何表现呢？有一种极端的情况，握有大权的宰相或者权臣，把皇帝取而
代之，篡位了。更多的情况是，皇帝把宰相打倒了，客气一点地让宰相退休，不客气地就革职罢官，
残酷一点的呢，就刀光剑影，皇帝把宰相抄家灭门。在中国古代，基本趋势是皇权盖过相权。皇帝通
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尤其是通过制度设计，把相权不断地削弱，不断地边缘化。西汉前期，朝堂议事
，君臣席地而坐。宰相上殿，皇帝要起身相迎。散朝时，宰相告辞，皇帝也要起身相送，皇权和相权
还处于一种比较平等的状态。到了清朝，皇帝说话，宰辅重臣要跪听圣训。宰相进出，皇帝不仅不用
起身迎送，宰相还得弯着身子、低着头，恭恭敬敬地进出。见到皇帝，大臣要屈膝跪拜。这点礼仪，
典型地反映出皇权和相权的消长趋势。
秦汉的宰相，把天下政务汇总、处理后，再向皇帝汇报。宰相觉得一些事情不需要皇帝知道，自己就
拍板处理了。而且，宰相自行征辟僚属，宰辅大臣自行“开府”。开府的意思是，大臣建立机构，征
聘人员，处理政务。此外，宰相定期召集九卿和其他官员，向自己汇报事情，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了
一遍，定期向皇帝汇报，等皇帝最后点头。宰相负责政治汇总、整理归纳，权力很大。
皇帝很快就有意见了。皇帝觉得皇权受到限制，不能随心所欲，很不方便。比如，皇帝看好一个人，
想任命他当北平太守。皇帝和宰相一说，宰相说，行啊，我把皇上的人选拿回宰相府，开会讨论一下
。皇帝听到这话，心里能高兴吗？排他性是权力的基本属性。官员人事都得宰相同意，皇帝能不觉得
权力受限吗？这是其一。第二个问题是，皇帝觉得相权阻碍了政令实施，效率太慢，不利于皇帝意志
的贯彻落实。比如，匈奴为患边疆，皇帝决定出击匈奴，宰相也同意了。他领了圣旨后，回到府里召
集官吏开会，商量怎么落实圣旨，怎么调兵，用谁领兵，使用什么战略战术。商量定后再把政令散发
出去，送到边关或者送到各地去调兵。两三天后，相关军队能集结起来，就已经算是快速了。皇帝觉
得这个效率太低了，还不如我直接下令呢！皇帝一个人想好谁领兵谁打仗，怎么打仗，立刻就把命令
下发给目的地和目标对象，第二天就能开拔打仗。绕开宰相，皇帝乾坤独断，效率不是更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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