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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的典型力作
——— 《隋唐使职制度研究(农牧工商篇)》读后＊

陈双燕　黄纯艳
(厦门大学　学报编辑部 ,福建　厦门　361005;上海师范大学　历史系 , 上海　200234)

[内容提要 ]宁志新教授的新著《隋唐使职制度研究(农牧工商篇)》是迄今为止关于隋唐使职制度

研究最为全面 、系统的研究著作 , 其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著者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 ,爬梳

史料 , 对隋唐 ,特别是唐代的使职数量进行了新的统计 ,补充了 175个前人未统计出的唐代使职;二是考

察了汉唐时期使职制度的沿革演变 ,将隋唐使职制度置于使职制度的演进历程中加以探讨。 《隋唐使职

制度研究》还具有鲜明的学术特点:一是该书所体现的近年来日显珍贵的扎实朴素的实证研究风格;二

是重视对各种使职的发展所寓含和反映的变化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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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中后期 ,国家政治 、经济和军事等领域

都出现了大量的使职 ,其数量之多 、领域之广都

是空前的。这一现象的出现是与唐代中后期政

治 、经济和军事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变革相伴生

的 。它本身也是唐代中后期所发生的社会变革

的一个方面 。因而使职制度是寓含和透视着唐

代社会变革诸多因素的重要问题 。自 20世纪

前期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关注唐代使职的研究 ,

刊布了一批重要论文 ,对一些重要使职进行了

深入研究 。其中 , 尤以何汝泉先生着力最著 。

但是 ,迄今为止仍有大量的使职尚无学者论及 ,

更没有一部全面 、系统 ,从整体上考察隋唐使职

的专著 。

宁志新教授近十余年来潜心研究隋唐使职

制度 ,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先后发表了一系

列关于隋唐使职制度的论文 。
①
在此基础上 ,宁

志新教授于 2005年 2月在中华书局出版了他

的新著 《隋唐使职制度研究 (农牧工商篇)》。

该书选择了唐代使职中数量最多 、最为重要的

经济类使职中的 “农牧工商 ”类作为研究对象 ,

在前三章中分别论述了 “使职的由来 、命名方

式和基本特征 ”、“两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使职 ”、“隋朝的使职 ”,逐一研究了两汉至隋朝

的 57种使职 ,总结了各个时期使职制度的发展

特点 。唐朝的使职制度是该书研究的重点 ,书

中分门别类地探讨了唐朝农业生产类 、畜牧业

生产类 、手工业生产类和商业贸易类等四大经

济门类的 54种使职 ,总结了唐朝使职制度分类

方法 、渊源 、特点 ,以及机构设置等。 《隋唐使

职制度研究》堪称迄今为止关于隋唐使职制度

研究最为全面 、系统的研究著作 ,具有突出的学

术价值和鲜明的学术特点。

一

《隋唐使职制度研究 》与前此的研究相比 ,

在很多方面实现了新的突破 ,有力地推动了隋

唐使职问题的研究 。择其大而要者 ,主要有以

下两个方面:

一是著者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 ,爬梳史料 ,

对隋唐 ,特别是唐代的使职数量进行了新的统

计 ,补充了 175个前人未统计出的唐代使职。

正如该书所说:“有唐一代 ,究竟设置过多少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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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也是国内外学术界长期

以来不曾弄清楚的一个问题。”
②
何汝泉先生对

唐代的使职做过检寻 ,统计出 142种使职 ,
③
如

果计入他已做合并的同职异名或职务相近的使

职 ,实际共统计出 168种使职 。 《隋唐使职制

度研究 》又补充了户部使 、押蕃舶使等 175种

使职。
④
使职数量的统计是使职研究的基础 ,没

有尽可能完全的统计 ,就无从谈到作全面系统

的研究 。因此 , 《隋唐使职制度研究 》所做的工

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是对唐代使职研究的

一个巨大贡献。这一贡献来之不易。从该书的

资料来源可以看到 ,著者除了翻检唐代几乎所

有重要史籍外 ,还查寻了大量墓志和文书上的

有关使职的记载 ,如监和籴使 、市马使 、羊牧使

等的记载就是从敦煌文书中寻得的 ,得于出土

墓志的使职记载更是不少 。在统计出来的使职

中 ,学者们做过深入研究的使职不过节度使 、转

运使 、庄宅使 、市舶使等十多种 ,而 《隋唐使职

制度研究》则对汉唐时期 110多种使职做了专

门的研究 ,其中逐一做了专门研究的唐代使职

有 54种 ,研究范围较以前推进了一大步。

二是考察了汉唐时期使职制度的沿革演

变 ,将隋唐使职制度置于使职制度的演进历程

中加以探讨 。前此的唐代使职的研究几乎都是

对唐代一朝的情况做独立的研究 ,更无全面考

察汉晋南北朝使职的成果 。但是 ,只有长时段

地考察使职的产生 、发展和演变 ,才能更深入 、

更清晰地把握各个时期使职发展的背景和特

点 。 《隋唐使职制度研究 》探讨了汉至唐代使

职的由来 、命名方式 、基本特征等 ,总结出了汉

唐时期使职命名的六种方式 、以使为名的官职

及因事而设的使职的基本特征等使职制度发展

的若干总体特点。在论述使职制度沿革时 ,著

者特别重视对各个历史时期使职发展特点及不

同时期差异性的比较研究 。如该书通过对两汉

21种使职的细致研究 ,总结出两汉使职 “称谓

不够规范”、“主掌经济事务的使职很少 ”、“在

边疆地区设置了管当地军政事务的使职 ”等特

点 。
⑤
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 23种使职的研

究 ,总结出了这一时期使职 “称谓仍不够规

范 ”、“以区域方位命名的使职大量出现 ”、“经

济类使职明显增多”、“出现个别使名长期沿用

的现象” 、“内地出现了主管当地军政 、民政事

务的使职 ”等特点 ,
⑥
通过对隋朝 13种使职的

研究 ,总结出了隋朝 “使职的规范性明显增

强” 、“军事管理类使职比例较大” 、“出现了以

使̀ '作为某一机构长官称谓的现象 ”、“某些使

职出现了久设不废的趋向 ”、“使职之间相互兼

任的情况开始出现 ”等特点 ,
⑦
而唐朝的使职不

仅数量剧增 ,称谓规范 ,而且正如唐人李肇所说

“大抵生于置兵 ,盛于兴利”
⑧
,财政经济类使职

占据了最大比重。这就为我们清晰地描述出了

使职由少至多 ,由不规范到规范 ,随着经济的发

展 ,经济类使职日益增长的发展趋势。著者对

于两汉以来使职制度沿革的论述对于认识和揭

示唐代使职制度的特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二

《隋唐使职制度研究 》对前此研究的突破

远不止于上述两点 。如对唐代使职产生原因和

历史作用 ,对唐代营田使 、盐铁使 、市舶使等以

前已有学者涉猎的使职的研究 ,该书不仅更为

系统 ,而且在诸多方面都提出了新见。除了具

体内容上的突破以外 , 《隋唐使职制度研究》在

总体上还表现出两个鲜明的学术特点 。

特点之一就是该书所体现的近年来日显珍

贵的扎实朴素的实证研究风格。对唐代使职做

过深入研究的多是有着深厚考据学学养的前辈

学者 ,如唐长孺 、何汝泉 、陈仲安等先生及日本

学者加藤繁 、砺波护等先生 ,在他们的工作的基

础上 ,再补充 170多种唐代使职 ,没有 “上穷碧

落下黄泉 ”的功夫是做不到的 。该书进行了专

门研究的汉唐时期 110多种使职 ,著者都最大

限度地做到了综合运用所能利用的各种史料 ,

尽可能详尽地考析了每一种使职的兴废时间 、

设置情况 、任职人员等内容 。如该书对唐代盐

铁使的研究 ,系统探讨了盐铁使的始设时间 、设

置原因 、设置情况 、盐铁使职能 、组织结构等问

题 ,特别是深入地论证了院和监为两级盐业管

理机构 ,考订了可以确认担任过盐铁使的 62名

官员的任职情况 ,逐一做了列表说明。在探讨

唐代营田使时 ,著者对州(军)置 、道置 、诸道置

等三级四类营田使的设置情况逐一进行了深入

的考证。在研究闲厩使时 ,著者不仅系统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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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了闲厩使的始置时间 、闲厩使的职能 、设置特

点和设置原因等 ,特别是详实地考证了历任闲

厩使的任职情况 。该书对劝农使 、群牧使 、市舶

使等的研究无不体现了著者实证研究的风格和

功力。即使一些史料很少的使职 ,著者也都尽

力弄清它的设置情况 。如对稻田使 、草马使 、押

蕃舶使等的研究即是如此 。

特点之二是重视对各种使职的发展所寓含

和反映的变化的考察 。使职的大量出现本身就

是社会变革的一个表现。使职取代原有机构和

职官 、使职由临时向常设的转变 、使职职责的变

化等都体现着政治军事制度和社会经济结构的

变迁 ,从一个角度代表了唐宋时期社会变革的

趋势和方向 。例如 ,盐铁使的设置反映了唐朝

中期随着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瓦解 ,国家必须

寻求新的财税来源 ,盐铁使的设置反映了盐铁

等农业税以外的课利收入在国家财政中重要性

的提高 ,也反映了在财政依赖于农业收入时期

盐业和其他手工业管理的不健全。盐铁使建立

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管理系统则反映了唐朝中

后期中央和地方关系的变化 ,中央力图最大限

度地将地方政府排斥在盐利分配之外 ,改变地

方垄断财源的状况 。著者在对盐铁使设置原

因 、职能和设置情况的论述中充分地阐明了盐

铁使所反映的这些变化。对市舶使的论述也如

此 。唐朝前期及以前仍然是西北陆上贸易占据

主导地位的时代 ,对外贸易管理机构只有管理

西北贸易的互市监。市舶使的设置和变化反映

了海上贸易地位的不断上升。该书论述了市舶

使从设置之初无实际职权 、多由中官担任 ,逐步

向有固定衙门 ,可以独立行使职权的管理海外

贸易官员身份发展的过程。这一使职的设置寓

含了海上贸易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到来的新趋

势。该书反映社会变革的这一特点在重要使职

的论述中都得到了体现 。这也说明 ,该书是以

社会变革的宏观视野考察隋唐的使职制度 ,在

立意上高屋建瓴。

注释:
①据不完全统计 , 作者已发表的关于隋唐使职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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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1997年第 1期;《唐朝营田使研究》, 《厦门大学

学报》 1997年第 2期;《唐朝的闲厩使》, 《中国社会

经济史研究》(哲社版)1997年第 2期;《唐代使职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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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何汝泉:《唐代使职的产生》, 《西南师范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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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宁志新:《隋唐使职制度研究》, 中华书局 2005年版 ,

第 89-90页。

⑤同上 ,第 39页。

⑥同上 ,第 57-59页。

⑦同上 ,第 75-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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