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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翻了此书明清那章，实在读不下去，观点太陈旧了，资料也是老掉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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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课要求两次课堂报告，第一次是关于古代政治制度的，于是最近一段时间就断
断续续的阅读有关这方面的材料。我选的题目的中国古代退休制度，查遍图书馆就找到一本书，就是
沈星棣等人写的《中国古代官吏退休制度史》。“退休”一词在古代可以表述为致仕、休致、致事、
告老、乞退、归隐、告归、乞骸骨等，最常用的就是“致仕”一词，因而退休制度也可以被称作致仕
制度。我国历史上致仕制度起源很早，大概可以追溯到夏商时代甚至尧舜禹时代，从“伊尹告归”中
可以找到其中的一点蛛丝马迹，虽然本书的作者揭示了这一事件背后复杂的原因和实质，即伊尹尽管
退职但仍可以在其封地掌握权力，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退休。这里就涉及到关于退休的标准问题，这
也是本书没有很好解决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也与中国古代退休制度纷繁复杂甚至混乱的状况有关。由
于中国历史的复杂演化与变迁，使得中国古代各个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性，官吏的身份和地位以及与
之相关的各种经济、政治待遇也就随着时间的改变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与此相适应，退休制度也就
在不断的发生变革。封建时代（这里是指历史学意义上的分封制盛行的时代，即秦朝建立以前），由
于官吏（主要是士大夫）大都拥有自己的封地，因而即便他们因年老或者其他原因不再担任自己的职
务，他们仍然可以以主人的身份回到自己的封地并进行管理，这些人仍然拥有权力。如果将退休定义
为权力的丧失，那么这些人就没有退休；但如果将退休定义为交还在周王朝或者诸侯国中的职务，那
么这些人就可以算作已经退休。尽管如此，由于平民教育的兴起以及对贤人的渴求，加上贵族斗争导
致很多人失去其地位，使得很多平民得以有机会进入仕途，而这些人通常并不具有自己的封地，所以
这些人也就有了退休进而失去权力的可能。当然，这个时代很少有人能够得以全身而退，或者按照严
格意义上的年龄标准退出官场，他们的结局要么是在政治斗争中成为牺牲品，要么是急流勇退、未及
退休即挂冠而去，还有人会进入贵族的行列。总的来说，这个时期很难建立真正意义上的退休制度，
作为个案存在的官吏退休只能揭示出这个时代官吏的一种结局。这里需要说明一点，《礼记》一书中
尽管已经标明“七十而致仕”，后世也多依据此一规定提出对官吏退休的要求，但这本书本身只代表
了一种理想的政体，至于周代是否真正完全实行这些制度很难确定，起码留存下来的事例标明这些规
定并没有有效实施，而仅仅是作为一种理想化的要求。到秦汉时期，随着分封制度的逐渐瓦解，贵族
不再垄断仕途，很多平民得以跻身官场，退休制度具备了实行的条件。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由于汉
代分封了大量封王封侯，这些仍然带有封建色彩的官吏因为带有自己的封地，也难以说会完全的退职
。并且，政治的残酷性也使得历次政治斗争消灭了大量的官吏，使得官吏的新陈代谢十分不正常，除
极个别的人是在七十岁左右退休之外，很多人都死于非命，或者长久的留在任上，健全的官吏退休制
度自然只能是奢望。由于历史材料的局限性，史书上只记载了部分知名官吏的仕宦生涯，而这些站在
风口浪尖上的人一般都容易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中而难以善终，大量的淹没于历史中的一般官吏是否
是按照“七十而致仕”的要求及时退休很难从这些史料中做出判断，因而只能说，就现有史料而言，
秦汉时期仍然没有建立正常的退休制度，但是这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已经为这一制度的建立扫除了
一些障碍。历史进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逐渐确立，由于这一时期官吏的选拔权集中于士
族之手，使得士族拥有了对官吏特别是高级官吏的垄断权，在这种形势下，很难要求这些官吏自觉的
退休，并且，即便是退休，其职位仍然可以由其后代继承，这个时侯的退休只有形式上的意义。当然
，士族垄断也只能是暂时的，由于长期垄断使得士族腐化堕落，他们最终丧失了管理国家的能力，而
不得不依赖于出身寒微的庶族，后者遂逐渐当权。可惜的是，庶族官吏是否有正规的致仕制度也仍然
因为历史资料的缺乏而难以确定，只能知道的是很多庶族官吏当权后更多的留恋权位甚至直接争夺帝
位，如此退休制度恐难建立。隋唐时期是旧传统与新传统融合的时期，也是新传统逐渐代替旧传统的
时期。这个时期，官吏的来源渐趋多样化，因为世袭官吏的减少，这也就为官吏的致仕提供了更充分
的条件，按时致仕或者超龄致仕的官吏数量比前朝为多。尽管如此，由于政治斗争的存在，仍然有大
量的官吏不能正常的退出政治舞台，特别是唐朝后期由于节度使势力的扩大，使得官吏的世袭再次兴
起，正常的官吏退休制度更是无从谈起。宋朝吸取了前朝的教训，采取各种措施削弱地方权力，加强
中央的权力，这种努力的效果是明显的，这也使得官吏不再具备抗衡君权的实力，这就为推行官吏退
休制度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并且，宋代对致仕官吏提供了优厚的待遇，包括恩荫子孙、厚禄、以
及各种荣衔，同时还通过理学的劝导使按时致仕成为一种道德高尚的行为。尽管如此，面对着为官的
巨大诱惑，还是有很多人贪恋权位，并且政治斗争的需要使得很多人即使致仕也是出于政治考虑，而
这些人一旦时机得当又会回到官场，即“落致仕”。可见，即便是宋代采取了众多措施鼓励官员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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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由于官员在任职期间的巨大好处无法在退休之中得到保障，并且也没有严格的制度约束（皇帝
常常充当了破坏这一制度的直接责任者），退休仍然只能成为一种虚幻的要求。与此相对应的则是辽
金元三代的致仕制度，三代或多或少的接受了汉族的文化以及政治制度，也建立了官吏退休制度，尽
管也存在一些问题，但由于统治者仍然具有一些非汉族的习惯和特质，他们在推行官吏退休制度的时
候，强制性更大一些，使得该制度的有效性在他们的统治下得以提高。当然，这些朝代有很多的特权
阶级，他们是肯定不会按时退休的。明清两代是中国专制制度的顶峰，皇帝具备了近乎为所欲为的权
力。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官吏“七十而致仕”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但是退休作为一种制度仍然在这
个人治的时代难以建立。因为皇帝在此方面的随意性，使得很多官吏不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做出去留的
选择，而是要么在政治斗争中成为牺牲品，要么被强行留在仕途中，而有的人则利用皇帝的权力为自
己谋取利益。仍然是由于皇权的至上性以及随意性，皇帝在官吏退休方面的要求不断改变，而使得这
一制度难以成为定制，仍然是一种模糊的原则下可以灵活理解的制度。纵观这本书对中国古代官吏致
仕问题的描绘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由于残酷的政治斗争，官吏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以及皇帝为自身统
治的需要，很难建立一套真正能够有效遵循的退休制度，官吏退休本身以及与之相关的退职后的待遇
（包括地位、俸禄等）也表现出极大的不同。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官吏退休制度能够建立的条件日
趋成熟，但由于皇权的不断加强，使得人治色彩不是趋淡而是转浓，皇权加强的趋势抵消了官吏退休
制度化的趋势。这本书的优点是史料丰富，对于各个时期官吏退休制度的表现有着十分丰富的描绘，
并且对时代背景进行了细致的阐述。但缺点也是十分明显的，作者没有总结出官吏退休制度的趋势和
规律，也没能在导致官吏退休制度难以建立和实施的种种原因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官吏退休制度或
许仅仅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个侧面，但如果深入分析，或许可以从中发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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