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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久必分 分久必合

中国应该是历史上经历过朝代最多的国家,从一统天下的秦国到隋唐时代的鼎盛,再到明

清时期,这期间朝代的更迭正可谓“天下之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冶。 中国历史,在每次大动

乱之后,总会有人站出来,统一全国,建立新的朝代。 新朝代的建立,必定伴随着新制度的产

生,譬如秦汉时期的“郡县制冶,以及隋朝兴起、唐代完成的“科举制冶。 在“科举制冶下,布衣平

民得到了跻身上层社会的机会和途径,通过考试,依靠自身的能力获取官职,实现了阶层的向

上流动。 本文以唐代后期“安史之乱冶 (AD755—763)之后一百多年的历史为考察对象,分析

了《旧唐书》和《新唐书》的人物列传信息,发现“科举制冶在唐后期的兴盛与此时“藩镇割据冶

形成的军事竞争密切相关:一方面,藩镇之间的竞争使各个藩镇争相招徕人才;另一方面,中央

为与藩镇势力抗衡也广开招贤纳士之门。 这一时期的官员选拔不看重身份门第,而是以应试

者自身的能力高低为标准,有效地打压了贵族门阀的势力,增强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从而推

动了“科举制冶的蓬勃发展。

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汉代之前实行“世袭制冶,爵位、官职都是父子

相承;汉武帝元光元年(BC. 134)改行“察举制冶,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考察及选取人才,推荐

予上级或者中央,被试用及考核后,再任命为官职;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察举制冶无从推行,

为重新规范选官制度,魏晋时期(AD. 220-420)实行“九品中正制冶,划分出九个等级作为吏部

授官的依据;但到西晋中期,官员都从世家大族中选任,产生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冶的

现象,并从南北朝(AD. 420-589)开始,完全由世家大族掌控,形成所谓“门阀制冶,庶族寒门被

隔绝在官僚集团之外;直至隋朝(AD. 580-618),建立了新的选官制度———以考试成绩为依据

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冶,这一制度在唐代中后期进入兴盛时期。

上述这些选官制度的变化是随着朝代的更替、政权的变更而发生的。 那么到底是什么力

量推动着制度的变革呢? 影响制度变革的因素和作用机制又是什么呢? 本文将以此为研究目

的,以唐代的“科举制冶为例,挖掘出制度变革的“幕后推手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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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时势造英雄 乱世出人才

灭隋统一全国之后,唐朝的社会、文化、经济等的各个方面均呈现出上升趋势,疆域广大鼎

盛,各方面成就较高,成为当时世界的强国之一。 但胜景不长,到唐玄宗统治后期,境况急转直

下:君主放纵享乐、不问国事;宦官干政;边疆形势险峻;中央集权的力量遭到极大的削弱。 之

后就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冶,虽后来平定了战乱,盛世唐朝的景象已不复存在,留下

的是四分五裂、拥兵自重的大小藩镇,唐朝也随之进入动荡不安的“藩镇割据冶时代。

2. 1 “藩镇割据冶情况概述

“藩镇冶一词在历史上并不是贬义的,它是形容地方军政机构能够屏藩(保卫)王室(中

央)、镇守一方的美称。 唐代的藩镇实际上为“道冶级机构,是凌驾于州之上的一级行政实体

(张国刚,2009)。 自唐高宗后,唐朝边境强敌环饲,广阔的疆域和周边各族的战事使得唐廷所

面临的军事压力不断增加。 为了防守边疆,边军城镇愈置愈多,唐玄宗时期(AD. 627-649)更

是形成了集军政权力于一身的节度使。 与此同时,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严重破坏了唐朝的“均

田制冶淤,以此为基础的“府兵制冶于也难以维持:府兵不能从农户中获得新的兵员,同时原有的

府兵不断逃亡。 后来,“府兵制冶被“募兵制冶代替,政府直接招募兵员,朝廷作战、卫戍以这些

职业军人为主。 “募兵制冶的施行为各个藩镇提供了直接兵源,越来越多的破产农民和无业游

民加入到藩镇的军队当中,各藩镇拥兵自重,节度使权力膨胀。 安史之乱(AD. 755-763)以

后,唐代进入了“藩镇割据冶的时代。

安史之乱平定后的藩镇武装主要有三种:一是河朔一带的安史旧部;二是中原一带的新设

节度使;三是缘边地区的旧有藩镇(张国刚,2009)。 这些大藩镇的节度使控制着数量较大的

州,不听中央调度,不向中央贡赋,自行委派官吏,自行决定藩镇继承,对中央时叛时降。 除节

度使外,唐朝设置的还有观察使、防御使、经略使等,但其权力相对较小,并不像节度使那样独

立,且很多时候由节度使兼任。 从安史之乱平定的广德元年(AD. 763)到黄巢起义爆发(AD.

874-879)的一百一十多年间,藩镇的形势是比较稳定的,数目也大体固定在四十五六个(张国

刚,2009)。 这些藩镇彼此攻伐不断,对中央时叛时降,藩镇内部更是战乱不已。 据统计,这段

时间内,大的藩镇动乱有 171 起(张国刚,2009),小的动乱更不计其数。

图 1 展示了唐朝元和年间(AD. 806-820)的藩镇分布情况。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整个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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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于

“均田制冶为一种土地制度,核心是秉承为民置产的精神,将政府控制的土地按照劳动力多寡分配给

人民耕种。
“府兵制冶为是一种兵役制度,府兵平时从事生产和地方卫戍,其将领只负责平时的训练管理,无调兵

的权力;若遇战事,府兵由朝廷派出的将领领导作战,事后“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冶。



王朝藩镇林立,大部分的节度使集中在当时经济发达的长江以北地区,东南地区以相对顺从的

观察使为主,同时东南地区也成为唐廷财赋依赖之地。

图 1摇 唐代藩镇分布图

数据来源:张国刚(2009)研究中的《大唐方镇图》。

2. 2 “藩镇割据冶与“科举制冶的关系

适逢乱世,局势动荡不安,“两税法冶取代“均田制冶、“募兵制冶代替“府兵制冶,制度的大变

革不仅影响了中央皇室,更是对底层平民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冲击:越来越多因

“均田制冶崩溃而分不到田地的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投身军戎成为职业雇佣军人,而众多的寒

门子弟和白衣文人也通过“科举制冶成为了官僚集团的一员。 各个藩镇之间的军事竞争使得

藩帅们以能力为标准选拔任用人才,同时,中央与藩镇之间的军事竞争也使得中央更需要那些

真正有能力的人为其所用。 这就使得“科举制冶这一重视能力而非门第的选官制度发挥了巨

大的作用。 与之相辅相成的使府“辟署制度冶同样为广大寒门俊造提供了致身通显的捷径。

由此可见,唐代后期的“藩镇割据冶所产生的军事竞争压力推动了“科举制冶的发展:文人

依靠能力入仕,将领依靠军功升迁,底层平民受益于“科举制冶得以进入上层社会,官僚制度发

生了重要的变革。 利用整理得到的《旧唐书》和《新唐书》的人物信息以及《中国历代天灾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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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唐代的内战信息,图 2 展示了“藩镇割据冶的军事压力对“科举制冶产生的推动作用。

图 2 中纵轴表明历史人物是否依靠能力入仕(指通过科举和军功入仕)淤:个人依靠能力

入仕,则 ability = 1;个人不依靠能力入仕,则 ability = 0。 横轴为藩镇割据时期的军事压力,由

dum755伊war=dum755*war 来衡量,其中 dum755 为代表安史之乱(AD. 755)发生的哑变量,历史

人物出生年份在 755 年以前的,dum755 =0,出生年份在 755 年及之后的,dum755 =1;war 为历史

人物的籍贯地在其出生年份上推 25 年内所爆发的内战次数,这样我们就利用安史之乱后的内战

爆发次数作为藩镇割据时期军事压力的指标。 实心点代表历史人物“是否依靠能力入仕冶的实际

值,空心点代表历史人物“是否依靠能力入仕冶的拟合概率值。 图 2 表明“藩镇割据冶对“科举制冶

的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军事竞争压力越大,历史人物依靠能力入仕的概率越高。

图 2摇 唐代“藩镇割据冶(AD. 755-906)的影响

3.贵胄凋零 寒门势起

前文论述了“藩镇割据冶时期各方军事竞争对“科举制冶的发展存在正向影响作用,那么到

底是什么力量在其中起作用呢? 军事竞争又是如何推动选官制度的变革呢? 下文将对此进行

挖掘和讨论。

中唐以后,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主张“计口授田冶的“均田制冶此时正逐渐崩溃,而“安史之

乱冶的爆发就像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彻底打破了这项实行了近三百年的土地制度。 与

此同时,“募兵制冶取代了“府兵制冶,军士与藩帅之间的关系由原来的依附转为雇佣。 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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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由于“科举入仕冶(依赖个人的科举考试成绩),依赖个人的能力和勤奋;与战争年代“军功入仕冶本质

上是一样的,都排斥了个人的出身、家族背景等非个人能力因素,因此本文将“科举入仕冶和“军功入仕冶归于

一大类,即“依靠能力入仕冶。 数量上,“军功入仕冶的人较少,合并不会影响分析结果。



全国各地硝烟四起,各方豪强招兵买马、拥兵自重。 根据张国刚(2009)的《唐代藩镇研究》,可

将所有藩镇划分为四种类型(如图 3),按照期间发生战乱次数由少到多排列,依次为:东南财

源型、边疆御边型、中原防遏型和河朔割据型,他们与中央之间的关系是由紧密到独立的。

图 3摇 唐代藩镇类型分布图

数据来源:GIS 地图来自 Robert Hartwell 的“中国历史研究冶GIS 数据库( " China Historical Studies" GIS

datasets)中的唐代疆域部分(AD. 741)。

注释:安史之乱(AD. 755)之后陇右道归属吐蕃,因此并不包括在此次藩镇类型划分当中。 图中长安为唐

代首都,洛阳为唐代另一重要的政治中心。

在藩镇割据中,士兵起着绝对的支配作用:藩镇统帅由士兵拥立,不受中央控制;同时藩镇

节度使一旦损害了军士的利益或者不能够满足军士的要求,也会立即垮台。 据《资治通鉴》对

藩镇内部动乱的记载,从安史之乱前的公元 750 到唐朝灭亡前的公元 906 年的一百五十多年

间,唐代藩镇动乱总计 286 次,其中由普通士兵主导的动乱有 97 次,而由中低级军官主导的动

乱为 41 次,两者共占比例为 48. 25% ,超过了由高级军官主导的 125 次藩镇动乱。 图 4 展示

了这种动乱类型的分布。 唐代藩镇割据年代充斥着士兵哗变、将令不行、士兵驱帅杀帅等乱

象,所有的权威法度全遭破坏,所有的社会结构也被打破,世家大族完全没有任何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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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摇 唐代藩镇动乱的类型分布

数据来源:《资治通鉴》藩镇动乱记载

除了军事方面,这一时期的官僚制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中央的“科举制冶外,“辟署

入幕冶也成为唐人士子入仕的主要途径。 藩镇本身所行使的“使府辟署制度冶可直接任命幕

僚;而藩镇节度使本身往往拥有人事权和检察权,所以藩镇实际上对州县官员的任命有实际的

控制权和任免权淤。 藩镇割据中,藩镇财政、军事相当独立,这种独立也使得藩镇的人事也处

于一种半独立的状态,而藩镇的人事有向大众开放的现实需求。 藩镇需要割据称雄、需要对抗

中央的压力、需要应对来自其他藩镇的军事竞争、需要稳定藩镇内部,这样的竞争压力使得底

层的人才更有机会上升,而家族背景并不容易成为个人上升的筹码,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也进一

步加强。 藩镇幕僚职位地位高、来去自由、薪俸优厚、权力大并且政治前途广,幕职对社会人才

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尤以唐后期为甚;更为重要的是,布衣平民,只要其才能得到节度使的认可

即可被征辟入幕,担任官职(张国刚,2009),很多入幕者以此为跳板跻身中央———唐朝肃宗

(AD. 761)以后的宰相共 181 人,除 12 人情况不详外,约有五分之三的人曾在幕府供职,除去

僖宗、昭宗以后(AD. 873-904)的情况,比例高达三分之二(张国刚,2009)。 在此情况下,家族

背景在个人入仕中毫无优势。 世家大族一方面无法在中央垄断政权,另一方面也无法在地方

垄断仕途;世家大族完全衰落,社会流动性不断得到加强。

2、入仕方式从图形的 12 点钟方向开始,顺时针方向分别为荐举、授官、荫庇、军功、科举、

归降、其他共七类。

图 5 展示了在《旧唐书》和《新唐书》有入仕方式记载的 1561 人中,平民出身和贵胄出身

的唐代官员科举入仕比重的变化,可以明显看出:“安史之乱冶后平民通过科举入仕的占比有

所增加,贵胄通过科举入仕的占比大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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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摇 安史之乱(755—763)前后官员入仕方式的变化

数据来源:《旧唐书》、《新唐书》人物列传

注释:贵胄指贵族、宗室、外戚,平民指毫无家庭背景的平民百姓。

根据上述军事、官僚制度两个方面,总结出如下图 6 所展示的藩镇割据影响图。 “藩镇割

据冶时期的军事竞争,打压了贵族门阀的势力,打破了阶级固化,促进了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

以才选官,据能任官,推动着唐朝中后期“科举制冶的发展。

图 6摇 藩镇割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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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语

百年动荡,历史沧桑,经历了“安史之乱冶的唐朝呈现出与其鼎盛时期截然不同的局面:全

国各地藩镇林立,内部战火连绵不绝。 但唐朝并未就此分崩离析,它仍然存续了 100 多年,主

要原因就在于各藩镇之间的竞争与制衡。 对于能人志士的争夺成为藩镇间竞争的筹码和手

段,许许多多的布衣文人虽无显赫家世,但却凭其自身才干在藩镇幕府谋得高官职务,很多人

甚至以幕府官职为跳板,跻身中央官僚集团,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抱负,唐代后期的这种取士

之兴盛也为后人所津津乐道(张国刚,2009)。 正是这种“取士不问出身冶的制度增强了整个社

会阶层的流动性,使得“科举制冶和“使府辟署制冶这两种以能力为考核标准的选官制度成为社

会主流。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不论是春秋战国乱世后的秦汉繁荣,还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后的隋

唐兴盛,亦或是五代十国乱世后的两宋繁华,中国在经历过动荡不安的时代后,总是会进入一

个更加繁荣的新朝代。 这种历史演进背后的规律,在分析过唐代“藩镇割据冶时期的百年动荡

之后也许可见一斑,即:动乱年代权威丧失,导致地方之间、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竞争加剧,此时

制度的变更就会越加凸显,伴随着文化等社会其他方面的变革,在竞争中产生出更适宜发展的

制度,而在此基础上的统一必将带来后续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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