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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从政务运行角度研究唐代选官制度的专著。唐代官员出身与铨选的相关制度以及围绕选官政务
而运作的体制与机制问题，是唐代官僚制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书中从官员选任制度的基本流程、主
要原则切入，贯穿门阀社会向官僚制社会转型、以及官职与差遣分离的宏观视角，具体分析官员选任
各个环节及其产生的政务文书的具体形态，以及依托于政务文书的裁决机制，并提出唐宋间官员选任
制度变化的基本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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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后滨，男，1966年8月出生，江西吉水人。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党委书
记、副院长，学术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唐史学会副秘书长。曾任美国哈佛燕京学社、亚利桑那州立
大学访问学者，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隋唐五
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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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读这本书，感觉挺复杂的。首先，在修改某篇论文之时，读到这样一本书还是多少有些启发的；
其次，该书主体脱胎于二十五年前作者的硕士论文，整体上看学术价值已经暗淡了很多，尤其是在相
关论题成果遍地的今天；再次，书中有三章改写自作者本人指导的四篇硕士论文，前后时间跨度达十
一年，那么，我个人的感觉是，为何不组成一本论文集？作者已说明做了大幅删改，不过是不是学生
本人的一些比较独特的想法也就被删改没了？对于难以看到学位论文的大部分读者而言，这种做法有
些不妥。因此，既然这本书是这样一种奇特的结构，那么应该标为“编著”更为合理吧
2、《唐代中书门下体制研究》以后的作品基本属于瞎鸡巴搞——这本没读，等读完再来拉低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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