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加官是在本官之外另加一种官职，凭此负有特别的任务或拥有

特殊的权力。汉代加官主要有六种：诸吏、诸曹、散骑、中常侍、给

事中、侍中。加这六种官职者，皆可出入或居住省中，与闻政事，参

与国家大政，与皇帝关系十分亲密。虽然百官表说加官“皆秦制”，

但实际上，加官制度是汉武帝时才开始形成的制度，它是武帝加强皇

权、削弱相权的产物，是内朝制度的一部分，东汉内朝制度取消后，

加官亦不再存在。加官制度在一段时期内确实起到了加强皇权的目

的，但到了西汉末年，由于皇帝的昏庸无能，它反丽被朝臣所利用，

成为其擅权专政的工具，加速了西汉的灭亡。

关键词 加官 诸吏 诸曹 散骑 中常侍 给事中 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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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依据及意义

导 言

秦汉时期的政治制度是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制度的奠定时期。以职官制

度而言，中央政府的三公九卿制及其相关的制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加官就

是这些制度中的一种，值得我们重视。所谓加官，是指在官员本官之外另加其它

官职以实现某种目的，如给予官员某种特权或提升官员待遇品级等。加官制对于

提高皇帝的权力和抑制群臣的权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三公九卿制的发展和

完善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对加官现象和加官制度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古代

职官制度尤其是三公九卿制的认识和理解，对全面揭示秦汉政治、社会的演变情

况具有重要作用。此外，汉代加官有的在以后的朝代继续使用或者有所发展，所

以，对于汉代加官的研究也有助于对后代的政治、宫制的发展演变有所了解。本

文欲通过对加官的梳理考证来更好的理解秦汉官制，以期对其有个更好的认识。

二、研究现状

对于汉代加官制度的研究至今还没有专著论述，只有一些学者的文章涉及

到了有关问题，另外，在一些有关政治制度史方面的专著中，也间接或简单地涉

及到了加官问题，具体如下：

杨鸿年的《汉魏制度丛考》国，对某些加官有详细论述，是研究秦汉加官的

重要著作，但并不全面。

安作璋、熊铁基的《秦汉官制史稿》o，在论述“中朝官”时也涉及到了秦

汉加官，是了解秦汉加官基本情况的重要著作。

祝总斌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也在不同章节里提到了一些

情况，论述了西汉加官与中朝官制度的关系，有助于了解西汉加官的具体情况。

杨树藩的《中国文官制度史》@，在有关加官一节的论述中，几乎把各个朝

代的加官作了全面介绍，但由于体例所限，其研究并不深入系统。

。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

。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4年1月。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4月．

。杨树藩‘中国文官制度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



另外，涉及加官问题的重要专著还有：李玉福的《秦汉制度史论》。，阎步

克的《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白钢主编的《中国政

治制度通史》秦汉卷(孟祥才著)孕，吕思勉的《秦汉史》国等。

涉及到加官问题的文章主要有：

劳干的《论汉代的内朝与外朝》@，详细列举了秦汉时加官的具体任用情况，

是研究秦汉加官的最基础和重要的资料。李宜春的《论西汉的内朝制度》@，在

吸取劳干先生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新的观点。秦学颀的《西汉给事中

非加官考》o，通过精密的考证，论证了西汉“给事中”并非加官，观点新颖。

其它文章还有乔国华的《汉武帝时期中朝形成过程简析》@，徐杰令的《两

汉侍中考》回，王欣的《西汉大司马职宫考论》毋，韩养民的《汉武帝时期的中外

朝》¨，孙福喜的《宫省制度与秦汉政治》12，苏诚鉴的《论西汉中外朝的形成

及其作用》13等。这些研究成果都对笔者撰写本文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三、本文的写作思路

加官制度是汉代官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时的政治生活有着重大的影

响。本文主要论述汉代最基本的六种加官，探讨其设置、发展演变、职责及影响

意义等问题，其基本框架如下：

导言

第一章：加官设置的背景。主要论述了与加官制度密切联系的宫省制度和

中外朝制度。

第二章：汉代六种基本加官研究。分为六节，每节论述一种加官，研究其

设置、发展演交、职责、意义等问题。并辅之以“《史记》、两汉书所见加官×x

o李玉福‘秦汉制度史论'，山东大学出版杜2004年3月．

o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毕书局2∞2年z月。
o白钢主编 盂祥才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秦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

o吕恩勉‘秦汉史l，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7月．

o劳干‘论汉代的内朝与外朝)，载于‘制度与国家'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5年5月。

o李宜春‘论西汉的内朝制度》，载于‘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

o秦学顾‘西汉给事中非加官考>，载于t文史’第3l辑，中华书局1989年。

o乔国华‘汉武帝时期中朝形成过程简析》，载于‘历史教学j 200z年第2期。

o徐杰令‘两汉侍中考)，载于‘中华文化论坛)2006年第l期。
o王欣‘西汉大司马职官考论》，载于‘南都学刊》2005年第6期。

”韩荠民‘汉武帝时期的中外朝)，载于<西北大学学报》I卯8年第2期。

“孙福喜‘宫省制度与秦汉政治)．载于《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苏i戎鉴‘论西汉中外朝的形成及其作用)，载于‘江淮论坛》l粥，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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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简况表”，使之更为形象具体。

第三章：关于汉代加官研究的几个问题。主要论述加官设置的时间，加官

有无俸禄及加官设置的意义三个问题。

结语

四、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关于汉代加官研究，至今还没有专著论述，大都是在论述秦汉政治制度时

稍有提及，一些学者的文章也只是间接涉及或只研究某一种加官。本文是首次从

较全面的角度来探讨汉代加官制度，并在某些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诸吏、

诸曹的设置时间，给事中的发展演变，加官制度建立的时间，加官制度是内朝制

度的一部分等问题。

由于时间仓促，笔者只对《汉书·百官公卿表》所指出的六种加官作了分

析研究，对于其他有些学者认为是加官有些学者认为不是加官的官职如大司马、

奉朝请、特进、给事黄门等没有提及，而笔者所论述的这六种加官其主要目的为

加强皇权的，因此西域都护这个加官也没有叙述，若以后有时间有机会的话，将

继续对这些官职进行研究。由于笔者水平有限，许多问题都只是提出来，还未解

决，某些论断也不免有失当之处，祈专家批评指正。



加官设置的背景

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有这样一段话：“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

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将军、卿大夫、将、都尉、尚书、太医、太官令至

郎中，亡员，多至数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诸曹受尚书事，诺吏得举法，

散骑骑并乘舆车。给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掌顾问应对，位

次中常侍。中黄门有给事黄门，位从将大夫。皆秦制。”固此段中的侍中、左右

曹、诸吏、散骑、常侍、给事中这六种汉代的基本加官就是笔者论文所要论述的

对象。何谓加官?上己指出，所谓加官，是指在官员本官之外另加其他官职以实

现某种目的，如获得特别的权力和地位，负有特别的任务或者以示优宠。加官是

中国古代官制中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其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上的加官

是指不论长时期或短时期，只要在本官上另加一种官职，这种被加官职就可称为

加官。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皇帝经常派遣大臣执行一项任务，为了更好地完成任

务，给他另加一种官职，任务完成后，这个被加官职也就随即取消，这种临时性

的加官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中由来已久，随处可见。《秦会要订补·职官上》：

“武王令甘茂择所欲为于仆与行事。盂卯日： ‘公不如为仆。公所长者使也，公

虽为仆，王犹使之于公也。公佩仆玺，而为行事，是兼管也。’注：《韩非子·说

林上篇》补：俞樾《诸子平议》云：‘仆与行为官名，言佩仆之玺而为行之事也。’

按秦官有大行、太仆，本云此。”管“始皇十六年，南阳假守腾。补：赵翼《陔

馀丛考》二十六：秦汉时，官吏摄事者，皆日假，盖言借也，非真假之意。”固一

般而言，以某官兼、领、行、守、假某官的，都属于广义上的加官。狭义上的加

官是指专门用来作为加官的官职，如，西汉的诸吏、诸曹、散骑，唐代的同中书

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知贡举，明清的三公等等。不过狭义上的加官都

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的，也就是说，在一定时期内为专门的加官，在另一时期内可

能又转变成正式官职，如侍中一职，在西汉时为加官，东汉时转为专官，南北朝

时期为门下省长官，号称宰相，权力盛极一时，唐代中期以后又大都作为加官使

。【东汉】班固‘汉书)卷19上，中华书局2002年11月，第739页．

。【清】孙楷撰，徐复订补‘秦会要订补)卷14，中华书局1998年11月，笫22】页．

。【清】孙槠撰．徐复订补t秦会要订{¨卷14，中华书局1993年11月，第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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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由于中国古代官制的复杂的发展演变，加官亦是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演

变特点，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笔者所要论述的汉代六种加官即属于狭义上的加

官。

汉代加官制度与宫廷有着紧密的联系，想要很好地了解这一时期的加官制

度，则必须先了解一下秦汉的宫省制度和中外朝制度。

(一)、宫省制度

“宫省”一词在史书中经常出现，宫为皇宫，那省为何意呢?《汉书-昭

帝纪》“供养省中”注引伏俨日：“蔡邕云本为禁中，门髑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

妄入。行道豹尾中亦为禁中。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日省中。”师古日：“省，

察也，言入此中皆当察视，不可妄也。”。《汉书·武五子传》：“(江)充典治巫

蛊，既知上意，自言宫中有益气。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可见省中即禁

中，在宫内，是皇帝和后宫妻妾居住的地方，相比宫中来说，省中戒备更为严格，

“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除此之外，皇帝在行进之中和行宫之中亦设省，其戒

备与宫中之省一样严格。而有关宫廷内外界限和出入宫省的规定，即为宫省制度。

宫省制度并不始于汉代，它孕育于先秦时期，不过起初的宫省制度并不严

格，“禁中”主要指后庭地区的观念虽然已经出现，但还比较泛杂。到了武帝时

期，尤其是武帝晚年“游宴后庭，公卿大臣不得入”之后，宫省之间的界限才开

始严格起来，禁中逐渐仅指后宫所在地区。公卿大臣没有皇帝的允许是不得进入

省中的，而且省中的士人也一天天减少，如最初的中常侍还兼用士人，东汉中后

期就全部改用宦者，侍中虽仍用士人，但亦不与中官共止禁中了。到了东汉末年，

统领禁省的已全部是宦者了。界限的严格就导致了亲疏远近之分，对秦汉的政治

也产生了大小不同的影响。

杨鸿年先生在其著作《汉魏制度丛考》一书中提出：“如以宫省制度为基点，

研究两汉职官设置，则当时官吏约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在省中工作和经常居住省

中，或虽不经常居住省中但其关系与省特别密切的官吏，可以叫做省官。第二类

是设在省外宫内的官吏，可以叫做宫官。第三类是设在宫外的官吏，可以叫做外

o‘汉书》卷7，第213页．
o
t汉书'卷63，第27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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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这三类官从相对于与皂帝的亲近关系看，是省官高于宫官高于外官。而由

于与皇帝的关系亲疏远近不同，它们对秦汉政治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也不同。汉

初，皇帝奉行“无为而治”，以丞相为首的公卿大臣们掌握着很多重大的权力，

在许多事情上都可自行作主，不用经过皇帝的许可，国家的政治中心在朝中。武

帝时，为了加强皇权，抑制以丞相为首的公卿大臣，就重用一些文学侍从之臣，

给他们加上某些官职，使他们能够顾问应对、参与谋议、平尚书事，剥夺了外朝

官的一些行政权、司法权和侍卫权等，逐渐把国家的政治中心转入宫廷之中。到

了武帝晚年，“游宴后庭，公卿大臣不得入”，宫省界限严格之后，省官的作用开

始突显出来并不断发展。省官由于与皇帝的关系特别密切，深得皇帝的信任，由

侍从之官慢慢转变成议政之官，成为君主与之商议国家大政的心腹之臣，国家的

政治中心又逐渐转入省中，特别是东汉时期，皇帝幼小，太后主政，其所居住的

地方一省中便自然而然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诏令的发源地和最高统治权的象
征，中常侍、大长秋这些省官也就逐渐掌握了国家大权，为所欲为，并最终导致

了东汉政权的灭亡。

纵观两汉政治，可以说是“以内制外”、“以近制疏”的政治，不管地位再

高，俸禄再高，只要是外官，就有可能受制于内官，何进这样的外戚亲贵入省即

死的史实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一句话，宫省制度最大的影响就是使国家的政

治中心逐渐转入宫省，转入君主的卧室之中，维护了皇权的至高无上，使皇权与

国家进一步成为君主的私有财产，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发挥到极至。

(二)、中外朝制度

何谓中外朝?《汉书·刘辅传》“于是中朝左将军辛庆忌、右将军廉褒、光

禄勋师丹、太中大夫俱上书”一句注引孟康日：“中朝，内朝也。大司马、左右

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也。”o可

见，外朝是指以丞相为首的行政中枢，而中朝又称内朝，是汉武帝新剑的机构，

从本质上来说，它是由皇帝信任的人所组成的亲随和秘书班子。说是汉武帝新创

的机构，但并不否认其他朝代就没有这些亲随和秘书班子，不论在何种时候，对

。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3页．

。‘汉书'卷77．第3252—3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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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君主来说，百官总有亲疏之分，有内外之别，不过却都未曾像西汉这样这么大

张旗鼓地提出来，作为一种正规的制度对政治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一般都认为中朝起源于汉武帝时期。钱大昕《三史拾遗》日：“然中外朝

之分，汉初盖未之有，武帝始以严助、主父偃辈入直承明，与参谋议，而其秩尚

卑，卫青、霍去病虽贵幸，亦来干丞相、御史职事。至昭宣之世，大将军权兼中

外，又置前后左右将军，在内朝预政事，而由戍僚加侍中、给事中者，皆自托为

腹心之臣矣。此西京朝局之变，史家未明言之，读者可推验而得也。”。不过武

帝时期，内朝制度并不成熟，内朝组织也并不完备，直到昭帝幼年即位，霍光以

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辅政，在宫中代行皇帝权力，起用亲信和亲属为将军和宿

卫近臣，内朝制度才发展成熟，中外朝区分才严格起来。从此，中朝掌机密决策，

外朝只总管郡国行政和例行政务，原来上佐天子、下率百僚的丞相降为一般政务

长官，丞相府形同虚设。宣帝时，鉴于霍氏家族的擅权专政，曾一度有意加强丞

相权力，削弱内朝首长的权力，不过临终时，仍任命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以

稳定新旧交替之际的政局，中外朝体制被保存下来。成帝以后，内朝完全被外戚

所把持，并始终凌驾于外朝之上，最终造成了王莽代汉的结局。

关于内朝的组成，据盂康注为“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常侍、散

骑、诸吏为中朝”。不过不少学者对此还有不同看法，认为除此之外，还有其他

官亦为内朝官，如尚书、光禄勋、司隶校尉、大夫、博士等。但不论何种看法，

都承认加侍中、常侍、散骑、诸吏、诸曹、给事中这六种加官者都为内朝官员。

关于中朝形成的原园。‘汉书·严助传》：“擢助为中大夫。后得朱买臣、

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

奇等并在左右。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娄

举贤良文学之士，公孙弘起徒步，数年至丞相，开东阁，延贤人，与谋事，朝觐

奏事，因言国家便宜。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

注引师古日：“中谓天子之宾客，若严助之辈也。外谓公卿大夫也。”@从这里看，

国家多事乃中朝形成的原因。汉武帝时期，汉初的功臣们都已相继死去，其子弟

们都大为碌碌无庸之辈，不能胜任重大职责，对于雄心勃勃，想有一番大作为的

。【清】饯太听‘廿二史考异·附三史拾遗、诸史拾遗)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第1434页．

。‘汉书，卷64上，第27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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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来说，势必要改变这一局势，因此便提拔重用身边的文学侍从之臣，遇到

大事，与他们商量，让他们与大臣辩论，使自己的意志能够贯彻下去，久而久之，

中朝便慢慢形成了。不过这只是表面现象，其根本原因乃皇帝加强皇权、削弱相

权的结果。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下，虽然皇权与相权相互依存，但二者也一

直处于相互对立、不断冲突的关系中。即使在西汉初年，这个皇帝与丞相关系十

分“和谐”的时期，皇帝对丞相也心存顾虑，时刻防范，萧何被“下廷尉，械系

之”就是其例。武帝时期，任丞相者皆为平庸之辈，，不但没有了汉初丞相的能

力，而且还失去了他们的恭重谨慎，骄滋日甚，凭借自己强大的权力，时常对皇

帝做出一些不恭行为，向皇权挑战，如田蚧任丞相时，“当是时，丞相如奏事，

坐语移日，所言皆听。荐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权移主上。上乃日：‘君除吏已尽

未?吾亦欲除吏?’尝请考工地益宅，上怒日：‘君何不遂取武库!’⋯⋯武安由

此滋骄，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而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前堂罗钟鼓，立

曲旃；后房妇女以百数。诸侯奉金玉狗马玩好，不可胜数。”。这当然是雄才伟略

的武帝所不能接受的，于是便利用身边的近臣和心腹之臣，使之开始掌控机要，

分割丞相之事权，使国家的政治中心逐步转入宫省之中，而丞相不再是“助理万

机”的行政首脑，逐渐成为皇帝的助手，仅执行诏令而已。到了昭帝霍光秉政时

期，内朝制度之所阻发展成一种成熟的制度，亦是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分不开的。

武帝晚年，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辅政，但霍光相比其他大臣如金日碑、上官

桀、桑弘羊等略显资历不足，这就很容易引起其他大臣的不服，因此在平定上官

桀、桑弘羊的叛乱后，霍光不得不仿照武帝，选拔一批有才干、多智谋且又对自

己忠心耿耿的官吏，放在宫中省中，充当自己审批外朝文书，处理与丞相等大臣

关系的参谋、顾问。这样，中外朝的界限越来越明显，霍光以内朝首领的身份控

制着整个朝局，丞相等公卿大臣仅唯光命是从而已，内朝制度完全成熟以至极盛。

中朝的作用与中朝形成的原因是相对的。首先就是构成了中央行政体制的

新变化，填补了丞相衰败后造成的权力结构的真空，提高了政府工作效率。皇帝

与中朝臣对国家大事进行商量，作出决策之后，便交给公卿大臣们去处理或直接

任命中朝臣办理，这样行政中枢软弱的缺陷就被弥补了，工作效率显著提高了。

其次，加强了皇权，削弱了相权。中朝官的设置剥夺了以丞相为首的公卿大臣的

o‘汉书'卷107，第29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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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决策权、行政权、司法权、侍卫权等，丞相不再是“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

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抚百姓，使卿大夫各任其职”。的“助

理万机”的行政长官首脑，其权力一天天缩小，最终仅变成惟皇命是从，执行皇

帝决策的执行官而已，而皇权则一步步扩张，不断向政府权力渗透，最终确定了

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中外朝制度的推行和成功是依赖于

其制定者和推行者的品格、能力和权力的，而不是政策本身的实效性，这样当君

主本身很软弱无能的时候，这一政策的积极作用就很难表现出来，‘相反，由于中

朝官与君主的亲近及掌握着重大的权力，就很容易造成权臣擅权的局面，皇权反

倒削弱了。元帝以后，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直到内朝首领外戚王莽利用中朝制

度窃取了汉家政权。不知那位致力于加强皇权的武帝地下有知会对这一历史的循

环作何感想!

了解了宫省制度和中外朝制度，我们也就对汉代加官制度有了个大概的印

象。它是在内夕}朝制度形成过程中，君主利用加官制度，给某些人加上加官之号，

使之变为能够自由出入宫中省中的内朝官员，以方便他们顾问应对、与闻政事，

从而起到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加强皇权，削弱相权的目的。加官制度与内朝制度

是相始终的，随着内朝的兴起而兴起，极盛而极盛，消亡而消亡。

o【西汉】司马迁‘史记)卷56，中华书局2005年6月，第206卜—20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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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六种基本加官研究

(一)、 诸吏

《史记》、两汉书所见加官诸吏者简况表(表1)

姓名 本官 身份 时问 出处(卷／页)

侯琳 侯臧之子 汉武帝 18／899—901 ‘史

张禹 光禄大夫、关内侯 名儒、帝师 汉成帝 22／1154 记》

王崇 光禄大夫、关内侯 帝舅 汉成帝 lO／304

杨恽 光禄勋 文学材能之士 汉宣帝 19下／807

右将军典属国
冯奉世 材武之士 汉元帝 19下／814—815

光禄勋

尹忠 光禄大夫 汉元帝 19下／815

匡衡 光禄勋 名儒 汉元帝 19下／820

于永 光禄勋 于定国子、尚公主 汉成帝 19下／830

孔光 光禄勋、光禄大夫 名儒、孔子之后 汉成帝 19下／835 (汉

师丹 光禄勋 名儒、太子太傅 汉成帝 19下／84l 书》

平当 光禄勋 名儒 汉衰帝 19下／845-846

王安 光禄大夫 汉哀帝 19下／848

贾延 光禄勋 汉哀帝 19下／848

韦赏 光禄大夫 太傅、韦玄成之后 汉哀帝 19下／850一851

周堪 光禄大夫 名儒、太子太傅 汉元帝 36／1929一1930

王迁 文学光禄大夫 汉昭帝 68／2940

辛庆忌 光禄勋、右将军 材武之士 汉成帝 69／2997

龚胜 光禄大夫 名儒 汉哀帝 72／308l

张延寿 富平侯 张安世子、功臣后 汉宣帝 78／3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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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郑宽中 光禄大夫、关内侯 帝师 汉成帝 81／3348

l任胜 中郎将、羽林监 霍光之婿 汉宣帝 68／2592

1、诸吏设置的时间

《汉书·成帝纪》“封舅诸吏光禄大夫关内侯王崇为安成侯”一句注引应劭

日：“《百官表》诸吏得举法案劾，职如御史中丞。武帝初置，皆兼官所加，或

列侯、将军、卿大夫为之，无员也。””从此看出，诸吏为汉武帝时所置，但这

与《汉书·百官公卿表》所叙述的加官“皆秦制”不符，到底是何时所置昵?

《汉书·贾山传》记贾山《至言》日：“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选其贤

者使为常侍诸吏，与之驰敏射猎，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堕于事

也，诸侯闻之，又必怠于政矣。”。很多人根据这一记载认为文帝时已有常侍、

诸吏之官，所以就像百官表所说诸吏乃秦置。但仔细分析后，笔者比较认同安作

璋、熊铁基先生的观点，其在著作《秦汉官制史稿》中认为“这‘常侍诸吏’和

前述卢绾之‘常侍中’一样，不过是常常侍从在左右的诸吏而已，是泛指，尚未

形成加官之号，仅仅是侍从驰驱射猎。当然其所以成为加官，也许是由这种亲近

侍从关系发展而来的。”圆另外，从表1中我们也可看出，所列的最早的加官为
．益

诸吏的官员所在时期为汉阉帑时，所以说，秦置诸吏看来并不确切，应是应劭所

说乃汉武帝所置。

2、加官为诸吏的官员的本官及身份

《汉书·百官公卿表》“诸吏⋯⋯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将军、卿大夫、将、

都尉、尚书、太医、太官令至郎中，亡员，多至数十人”回一句表明加诸吏官员

的本官范围甚广。不过，我们从表1中可看出，加诸吏官的官员本官多为“光禄

大夫”、“光禄勋”，其他官职则较少，甚至《汉官解诂》中竟有“诸吏，光禄

勋是也”固之句。为什么加诸吏的官员多为“光禄大夫”、“光禄勋”呢?《汉

。‘汉书'卷lO，第304页。

。‘汉书)卷5l，第2335页。

。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4年1月，第293页．

o‘汉书)卷19上，第739页．

。【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援官解诂～卷)，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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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百官公卿表》“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门户，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为

光禄勋。属官有大夫、郎、谒者，皆秦官。又期门、羽林皆属焉。大夫掌议论，

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皆无员，多至数千人。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谏大夫，

秩比八百石，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太中大夫秩比千石

如故。”。可见光禄勋的主要职责除宿卫宫内门户外，还侍从皇帝左右，参与谋议，

虽为九卿官之一，但相比其他外朝官来说，与皇帝关系要亲密许多，且因负责宫

中安全，深得皇帝信任。加诸吏官后，其主要职责“得举不法”、“平尚书奏事”

都是皇帝不轻易滥予的权力，必为皇帝所信任尊重且相当称职之人。表中所显示

的加诸吏的官员的身份多为名儒，是相当有学识之人，必能很好地参与谋议，并

且这些名儒还多为皇帝的老师，是皇帝十分尊重且信任的人。另外，材武之士、

文学材能之士也占有一定比例，都能够很好地完成光禄勋和光禄大夫的职责及加

诸吏官后的职责。所以说在皇帝想加强自身权力但又必需和朝臣商量的时候，就

自然而然地把与之较亲密地位十分重要的有真才实学的光禄勋加诺吏官后变为

内朝官员，赋予其更重要的权力和地位，从而达到削弱相权的目的。

3、诸吏的职责与地位

《汉书·百官公卿表》：“诸吏⋯⋯加官⋯⋯诸吏得举不法⋯⋯”

《汉书·成帝纪》注引应劭日：“《百官表》诸吏得举法案劾，职如御史中

丞。”。

《汉书·百官公卿表》“诸吏”下注引晋灼日：“《汉仪注》：诸吏，给事中，

日上朝谒，平尚书奏事，分为左右曹。”@

《晋书·职官志》：“汉武时，左右曹、诸吏分平尚书奏事，知枢要者始领

尚书事。”固

可见，诸吏的职贡主要有两方面，一为“得举不法”。二为“平尚书奏事”。

关于御史中丞，其为御史大夫的属官，《汉书·百官公卿表》：“有两丞，秩千石，

一日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员十五人，受

o‘汉书)卷19上，第727页．

o‘汉节)卷10，第304页．

o‘汉书'卷19上，第739页．

o【唐1房玄龄等撰‘晋书'卷24，中华书局1993年lO胃，第7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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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卿奏事，举劾按章。”。诸吏“得举法案劾，职如御史中丞”，明显是侵蚀了外

朝官御史大夫的职权。尚书一职本是九卿之一少府的属官，是少府十六官令丞之

一，为主管天子笔札及文书之官，地位并不是很高，但随着朝廷政局的发展，西

汉内朝和外朝的形成，尚书的任务逐渐加重，地位也不断提高，内朝官员首领大

都要领、平尚书事。所以说诸吏可“平尚书奏事”就使得加诸吏官的官员的权力

大为增加，地位也大大提高。如《汉书·孔光传》：“上甚信任之，转为仆射、尚

书令。有诏光周密谨慎，未尝有过，加诸吏官，以子男放为侍郎，给事黄门。数

年，迁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赐黄金百斤，领尚书事。后为光禄

勋，复领尚书，诸吏给事中如故。”圆《汉官旧仪》：“五官属光禄勋，不得上朝

谒。兼左、右曹诸吏，得上朝谒。”圆力口诸吏官后，官员可日上朝谒，与闻政事，

典领枢机，成为深得皇帝信任的内朝官员。而且加诸吏官的官员大都又加给事中

之官，给事中，给是禁中之意，加此官号可自由出入禁中，与皇帝的关系又近了

一步。如：《汉书·辛庆忌传》：“其后拜为右将军诸吏散骑给事中，岁余徙为左

将军。”。《汉书·龚胜传》：“数月，上知胜非拨烦吏，乃复还胜光禄大夫诸吏

给事中。”@《汉书·孔光传》：“数年，迁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

赐黄金百斤，领尚书事。后为光禄勋，复领尚书，诸吏给事中如故。”@能够出

入省中，必为皇帝信任之人，深得皇帝信任，又握有重权，其地位及身份当然是

贵不可言，怪不得古人会有“士之权贵，不过尚书，其次诸吏”。的感叹。

4、诸吏的演变

诸吏乃汉武帝时所置，伴随着内朝制度的发展而发展，东汉消失不再存在，

这与诸曹的演变是相同的。为什么它们没有像侍中、中常侍那样演变成一种正式

官职，而在东汉时却基本都没有了呢?“看来是因为它们过分一般化，诸者众也，

众多的官吏可以称为诸吏，各种各样的曹可以称为诸曹，与侍中、给事中可以变

o‘汉书)卷19上，第729页．

o‘汉书)卷81，第3353页。

。【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官旧仪卷上)，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33页。

o‘汉书)卷69。第29卯页。

o《汉书》卷72，第3憾l页。

o‘汉书》卷8l，第3353页。

o【清l孙星衍等辑周天蝣点技‘汉官六种·扳官解诂一卷'，中华书局19帅年9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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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种专称不同，与散骑也不同。”。如《后汉书·酷吏传》：“赐钱三十万，(董)

宣悉以班诸吏，由是搏击豪强，莫不震栗。”。《独行传》：“诸吏不堪痛楚，

死者大半，唯续、宏、勋掠考五毒，肌肉消烂，终无异辞。”@不仅如此，西汉

时所出现的“诸吏”一词，也有许多是指众多官吏的意思。《史记·高祖本纪》：

“高祖为亭长，素易诸吏。”。所以诸吏一职在东汉消失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与

此相对应，我们在加官诸吏者简况表中也找不出任何一位在东汉加官诸吏的官

员。

(二)、诸曹

《史记》、两汉书所见加官诸曹者简况表(表2)

姓名 本官 身份 时间 出处(卷／页)

韩增 光禄大夫 韩王信之后 汉武帝 33／1857

贲并 期思侯 贲赫之后 汉元帝 64下／2835

霍光 奉车都尉、光禄大夫 功臣、外戚 汉武帝 68／293l

金岑 中郎将、光禄大夫 金日碑之后 汉元帝 68／2963

金明 中郎将、光禄大夫 金日碑之后 汉元帝 68／Z963

金汤 (中郎)将大夫 金日碑之后 汉成帝 68／2964 《汉

金融 (中郎)将大夫 金日碎之后 汉成帝 68／Z964 书》

丙显 丙吉之子 汉宣帝 74／3148

冯立 郎 冯奉世之后 汉元帝 79／3305

孔捷 列校尉 孔霸之子 汉元帝 8l／3353

孔喜 列校尉 孔霸之子 汉元帝 81／3353

王商 中郎将 外戚 汉宣帝 82／3369

翟义 郎 翟方进之子 汉成帝 84／3424

。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s4年1月，第295页。

o【刘宋】范哗‘后汉书)卷77‘酷吏传·董宣)。中华书局2003年8月．第249D页。

o‘后汉书，卷8l《独行传·陆续'，第2682页．

。‘史记)卷8，第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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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淳于长 列较尉 太后姐子 汉成帝 93／3730

I王永 王莽之兄 99上／4040

《史记》、两汉书所见加官左曹者简况表(表3)

姓名 本官 身份 时间 出处(卷／页)

杨恽 中郎 文学材能之士 汉宣帝 17／671

于永 西平侯 于定国子，尚公主 汉元帝 19下／820

尹忠 光禄大夫 汉成帝 19下／824

苟参 水衡都尉 汉成帝 19下830

甄丰 中郎将 汉哀帝 19下／852

宋弘 光禄大夫 汉哀帝 45／2180 《汉

息夫躬 光禄大夫、宜陵侯 儒生 汉哀帝 45／2180 书》

陈成 郎 文学材能之士 汉元帝 66／2900

金涉 金日碑之后 汉成帝 68／2963

辛庆忌 中郎将 材武之士 汉成帝 69／2996

段会宗 中郎将、光禄大夫 材武之士 汉成帝 70／3030

夏侯兼 太中大夫 夏侯胜之子 汉宣帝 75／3159

王章 中郎将 文学材能之士 汉元帝 76／3238

丁宣 屯骑校尉 将军丁明之族父 汉哀帝 93／3735

陈立 卫将军、户军都尉 汉成帝 95／3845

班回 越骑校尉 汉元帝 100上／4198

《史记》、两汉书所见加官右曹者简况表(表4)

姓名 本官 身份 时间 出处(卷／页)

辛庆忌 光禄大夫 材武之士 汉成帝 19下／827



刘安民 郎中 宗族之后 汉宣帝 36／1972

刘歆 太中大夫 宗族之后 汉平帝 36／1972

苏武 典属国 汉宣帝 54／2468 《汉

杜延年 太仆 杜周之子，霍光吏 汉昭帝 60／2662 书》

金汤 金日碑之后 汉平帝 68／2966

赵印 中郎将 赵充国之子 汉宣帝 69／2976

薛况 侍郎 薛宣之子 汉哀帝 83／3395

侯泳 长水校尉、伐虏侯 侯蕖弟 新朝 99中／4123

班旃 中郎将、谏大夫 文学材能，七 汉成帝 100上／4203

1、诸曹的职能

诸曹又称左右曹，这从《汉书·百官公卿表》就可看出，“侍中、左右曹、

诸吏、散骑、常侍，皆加官，⋯⋯。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诸曹受尚书事，诸

吏得举法，散骑骑并乘舆车。”“左右曹”与“诸曹”相对应，二者应为一职。

不过说二者为一职，不如说这二者是并列的恰当，因为如果说二者为一职，那么

在某官加官为诸曹时，就极有可能也会加官为左右曹，但除金汤外我们在表z一

4中却找不出任何一位加官为诸曹的官员又同时加官为左右曹的，且金汤一人虽

既加官诸曹又加官右曹，但二者所加时间却是不同的，前者是汉成帝时加官，后

者为汉平帝时加官。

关于诸曹的职能，据百官表是“受尚书事”，在《晋书·职官志》中也有

同样的记载，“汉武时，左右曹、诸吏分平尚书奏事，知枢要者始领尚书事。”左

右曹与诸吏相似，加上此官后，可平尚书奏事，日上朝谒，成为皇帝所信任尊崇

的官员。《汉官旧仪》：“五官属光禄勋，不得上朝谒。兼左、右曹诸吏，得上朝

谒。”不过，诸曹似乎不如诸吏尊贵，权力也似不及，因为我们还找不到史料上

关于诸曹受尚书事、典枢机的具体记载。如：

Ⅸ汉书·韩王信传》：“增少为郎，诸曹侍中光禄大夫，昭帝时至前将军，

与大将军霍光定策立宣帝，益封千户．”。

。‘设书'卷33，第1857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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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汉书·冯奉世传》：“立字圣卿，通《春秋》．以父任为郎，稍迁诸曹。

竞宁中，以王舅出为五原属国都尉。”。

《汉书·段会宗传》：“岁余，小昆弥为国民所杀，诸翕侯大乱．征会宗

为左曹申郎将光禄大夫，使安辑鸟孙，立小昆弥兄末振将，定其国而还．4

o

《汉书·萧望之传》：“始育与陈成俱以公卿子显名，成最先进，年十

八为左曹，二十余御史中丞．”。

《汉书·楚元王传》：“地节中以亲亲行谨厚封为阳城侯，子安民为郎

中右曹，宗家以德得官宿卫者二十余人．”。

Ⅸ汉书-赵克国传》：“充国子右曹中郎将印，将期门做飞、羽林孤儿、

胡越骑为支兵，至令居，虏并出绝转道。”。

以上这些记载，都没有受尚书事，典枢机之意，其他的记载也大都如此，所表明

的多为亲近尊崇之意，反观诸吏则不然，其加诸吏官后，可平尚书事、与闻政事

的例子随处可见，如：

《汉书·楚元王传》：“元帝初即位，太傅萧望之为前将军，少傅周堪

为诸吏光禄大夫，皆领尚书事，甚见尊任。”。

《汉书-张禹传》：“元帝崩，成帝即位，征禹、宽中，皆以师赐爵关

内侯，宽中食邑八百户，禹六百户．拜为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

中，领尚书事．。。

史书中对于诸曹和诸吏的记载，所用笔墨是差不多的，二者都“平尚书事”，但

一个记载明显，一个却几乎没有记载，这不禁让我们怀疑“诸曹平尚书事”的真

实性。而且从表l一4中看来，与担任诸吏官员的身份多为名儒、文学材能之士

不同，加诸曹官的多为功臣将相的子弟，有的年纪还比较轻，多由郎官迁除，似

与“平尚书事”的重任不符。加左右曹者倒有不少历官已久，经验丰富，颇有学

识之人，如辛庆忌、苏武、张延寿、息夫躬、王章、班回、刘歆等，但也未有他

汉书

汉书

汉书

汉书

投书

汉书

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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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加左右曹官时受尚书事、典枢机的记载。

2、诸曹的演变

关于诸曹的演变，上一节己稍有提及，它与诸吏一样，乃是汉武帝建立加

官制度时所置，并不是百官表所说的“皆秦制”，而由于过于一般化的原因，东

汉时已不存在加官诸曹，左右曹也不再是加官，而成为一种专职。诸曹可以解释

为各种各样的曹、众多的曹，这样在使用时很容易混淆，如：《汉书·田蚧传》：

“田蚧，孝景王皇后同母弟也，生长陵。窦婴已为大将军，方盛，蚧为诸曹郎，

未贵，往来侍酒婴所，跪起如子姓。”。此时诸曹就非加官。左右曹的称呼稍微

具体一点，但有时候却更加难以分辨，因为职官中分左右曹者甚多，如：《汉官

仪》：“左、右曹受尚书事。前世文士，以中书在右，因谓中书为右曹，又称西

掖。”o《后汉书·邳彤传》：“帝入洛阳，拜彤太常，月余日转少府，是年免。

复为左曹侍中。”李贤注：“《前书》日，侍中有左、右曹。入侍天子，故日侍

中。”召《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晋灼日：“《汉仪注》诸吏，给事中曰上朝谒，

平尚书奏事，分为左右曹。”这里的左右曹是指专官还是加官呢?实在让人搞不

清楚，且“侍中有左右曹”，“诸吏⋯⋯分为左右曹”在史书中仅此一处记载，

很难找出具体实例为之作证，如果他们记载无误的话，那我们所见到的加官为左

右曹的，其左曹、右曹可能是隶属与“侍中”“诸吏”的，这就让我们更分辨不

清左右曹为何物了。此外，在《后汉书·百官志》中有“右属光禄勋。本注日：

职属光禄者，自五官将至羽林右监，凡七署。自奉车都尉至谒者，以文属焉。旧

有左右曹，秩以二千石，上殿中，主受尚书奏事，平省之。世祖省，使小黄门郎

受事，车驾出，给黄门郎兼”国之语，由此看来，光禄勋亦有左右曹，且主尚书

奏事，秩二千石。而在《汉官旧仪》中则有“左曹日上朝谒，秩二千石。右曹日

上朝谒，秩二千石”@的记载，此处左右曹与隶属于光禄勋的左右曹记载甚为相

似，二者是否为一职，《汉官旧仪》所记载的左右曹是加官还是专官，这还不能

。‘汉书'卷52，第2377页．

。【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官仪卷上)，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14l页．

。‘后汉书》卷2l，第759页．

。‘后汉书'卷115，第357s页．

。【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宫1日仪卷上'，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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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由于资料有限，这些问题还都有待考证。

(三)、散骑

《史记》、两汉书所见加官散骑者简况表(表5)

姓名 本官 身份 时间 出处(卷／页)

《史
张禹 光禄大夫 名儒、帝师 汉成帝 22／1154

记》

王崇 光禄大夫、关内侯 帝舅、皇太后母弟 汉成帝 18／702

宗族子弟、名儒、
刘向 谏大夫 汉元帝 19下／813

文学材能之士

匡衡 光禄勋 名儒 汉元帝 19下／820

于永 光禄勋 于定国子。尚公主 汉成帝 19下／830 ‘汉

孔光 光禄大夫、光禄勋 名儒、孔子之后 汉成帝 19下／835 书》

师丹 光禄勋 名儒、太子太傅 汉成帝 19下／84l

平当 光禄勋、光禄大夫 名儒 汉哀帝 19下／845—846

贾延 光禄勋 汉哀帝 19下／848

王安 光禄大夫 汉哀帝 19下／848

张霸 中郎将、关内侯 张贺之孙 汉宣帝 59／2652

张勃 谏大夫 张安世之后 汉宣帝 59／2653—2654

赵平 骑都尉、光禄大夫 霍光之婿 汉宣帝 鹄／2952

辛庆忌 光禄勋、右将军 材武之世 汉成帝 69／2997

萧饭 中郎 萧望之之子 汉元帝 78／3287

1、《汉官仪》中一条关于散骑的记载

在‘汉宫仪》中有这样一段话：“汉武元鼎三年，初置散骑，俱掌问应对。

世祖省之。案汉初有散骑侍郎，掌侍省，皆为骑郎，赀满五万为常侍郎。张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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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赀为常侍，盖此官也。”。笔者认为此处记敞骑一条有几处疑点，现就从这几

处疑点开始对加官散骑的分析。

一是“汉武元鼎三年，初置散骑”句。同样在《汉官仪》中有“秦及前汉

置散骑及中常侍各一人”。和“秦置散骑，又置中常侍。汉因之，兼用士入，无

常员，多以为加官”。的记载，上引《汉书·百官公卿表》中也是“皆秦制”。这

么多记载都表明散骑是秦置的，想要贸然否定．似不妥当，所以说散骑应是秦时

已有，并不是武帝元鼎三年初置的。不过，笔者认为虽不是武帝时所置，但其成

为加官应是武帝时期的事情。散骑最初是“骑并乘舆车”的，是与皇帝较为接近

的人，因此在乘舆中皇帝想与人商量政事的时候，散骑也就成了不二人选，所以

在武帝加强皇权的时候，散骑也就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为一种加官，有了“献可替

否”、与闻政事的任务。

二是“汉初有散骑侍郎”旬。在汉初乃至整个汉朝，都未曾找到有关散骑

侍郎的记载，也找不到有人担任此官的实例，此官在史籍中的最早出现，是魏文

帝合散骑、中常侍为散骑常侍一职以后。《晋书·职官志》：“敞骑侍郎，魏初与

散骑常侍同置。自魏至晋，散骑常侍、侍郎与侍中、黄门侍郎共平尚书奏事，皆

要官也。”。另外，在《太平御览·职官部二二》“散骑侍郎”条下也有与《汉

宫仪》相似的记载：“陶氏职官要绿日：案汉初有骑郎常侍，有资者得为骑郎，

资满五万为常侍郎，张释之以资为常侍郎，盖此官也。”。这里并不是散骑侍郎，

而是骑郎常侍，可见汉初即有散骑侍郎是错误的，此处的散骑侍郎应为“骑郎常

侍”或“常侍侍郎”。

三是“散骑侍郎，掌侍省，皆为骑郎，赀满五万为常侍郎。张释之以赀为

常侍，盖此官也。”散骑侍郎前已说明非汉时官，此旬主语就是错误的，既然是

错误的，那么下面的整句话也就失去了成立的前提，这与笔者下节要讲的“中常

侍”有关，故在下节论述。

o【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官仪卷上)，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138一139页．

。【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宫六种·汉官仪卷上’，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139页。

o【清l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官仪卷上》，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139页。

o‘晋书》卷24．第733页。

。【宋l李晴等撰‘太平御览)卷224，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lO月，第10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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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散骑的职掌

《汉书·百官公卿表》：“散骑并乘舆车。”师古注日：“骑而散从，无常职也。”

。《汉官仪》：“秦及前汉置散骑及中常侍各一人。散骑骑并乘舆车，献可替否。”

圆可见，此官最初只是骑并乘舆车后，骑着马随从在乘舆车后，相当于侍卫官。

不过，因为常常随从在皇帝身边，得到皇帝的信任，也就逐渐有了“献可替否”

的任务。“献可替否”是指臣对君进献可行的计策，建议废止不可做的事情，实

际上也就是有了参与谋议、与闻政事的权力。从表5中看出，加官散骑的官员身

份大多为名儒及材武材能之士，可能就是考虑到他们可以很好地完成“献可替否”

的任务。另外，这些官员的本官大都为光禄勋及光禄勋的属官(中郎将、谏大夫、

光禄大夫)，应该是与光禄勋这个官职的特点有关的。光禄勋是宿卫宫殿的官，

深受皇帝信任，此外光禄勋既有掌议论的属官大夫，又有掌守门户、出充车骑的

属官郎，这正好符合加官散骑的条件。不过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如：“时(张)

贺有孤孙霸，年七岁，拜为散骑中郎将，赐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年仅七

岁，既不可能“骑并乘舆车”，亦不可能“献可替否”，皇帝之所以这样做，乃

是因为张贺对其有重恩，他想荣宠其家族。这样的例子其实在史书中多有记载，

如《汉书·张汤传》：“及禹诛灭，而安世子孙相继，自宣、元以来为侍中、中常

侍、诸曹散骑、列校尉者凡十余人。”9‘汉书·张禹传》：“禹四子，长子宏嗣

侯，官至太常，列于九卿。三弟皆为校尉散骑诸曹。”@这些功臣的子孙中不可

能人人都有真才实学，其被加官，可以说完全是由于其父辈的原因。由于其祖父

或父亲深得皇帝信任，是朝廷名臣，尤其是那些对皇帝曾有过恩惠的，皇帝必会

对他们甚为恩宠，这份恩宠也一般会延及到他们的子孙，所以便会赐予他们各种

加官称号，使他们能够随时出入宫中省中，以表示对他们的恩宠。其实正式官职

的录取也有此种现象，但由于正式官职的录用有正常的录用制度，皇帝还不能随

心所欲干涉过多，但加官却不同了，加官的封号到底加给谁，完全由皇帝说了算。

总的来说，被赐予加官封号的官员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具有真才实学真正能够

o‘汉书'卷19上，第739页。

o【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官仪卷上)，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139页．

毒‘汉书》卷59‘张汤传)，第2652页．

。‘汉书，卷59，第2657页．

o‘议书，卷3I，第33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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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起加官职责的；～种是深得皇帝信任和喜欢的人，如功臣子弟、佞幸、外戚

等，笔者所讲的这六种加宫都是如此，散骑当然也不例外。

3、散骑的演变

秦置散骑，西汉因之，东汉省。《晋书·职官志》中详细记载其发展概况，

“秦置散骑，又置中常侍，散骑骑从乘舆车后，中常侍得入禁中，皆无员，并以

为加官。汉东京初省散骑，而中常侍用宦者。魏文帝黄初初，置散骑，台之于中

常侍，同掌规谏，貂当插右，骑而散从，至晋不改。”回

(四)、 中常侍

‘史记》《汉书》所见加官中常侍者简况表(表6)

姓名 本官 身份 时间 出处(卷／页)

许嘉 平恩侯 许后之父、外戚 汉元帝 9／279

27中之下
晁闺 汉成帝

／1417

宋弘 汉哀帝 45／2180

龚舍 名儒 汉哀帝 72／3080 ‘汉

王莽叔父平阿侯 书》

王闳 汉成帝 93／3738

谭之子、外戚

营恽 新朝 99下／4153

杜林 执法 新朝 99下／4161

王参 新朝 99下／419l

班伯 文学材能之士 100上／4198

班樨 黄门郎 文学材能之士 汉成帝 100上／4203

。‘晋书’卷24，第7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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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初的“常侍”

《汉书·百官公卿表》：“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常侍，皆加官，⋯⋯。

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由此看来，常侍又称中常侍，是中常侍的简称。《后

汉书·宦者传》：“中常侍，秦官也。汉兴，或用士人，银踏左貂。”。《汉官仪》：

“秦及前汉置散骑及中常侍各一人。”“汉兴，仍袭秦制，置中常侍官。” “秦

置散骑，又置中常侍。汉因之，兼用士人，无常员，多以为加官。”。这些记载

都表明中常侍乃秦时所置，且为专官，汉因之，多以为加官。但查汉初史实，并

未出现中常侍一词。《后汉书·百官志》“中常侍”条下，王先谦集解引李祖桥

日：“西京初惟有常侍，元成后始有中常侍之名，然皆士人。中兴用宦者，又稍

异焉。”@其实，笔者认为西汉初所出现的常侍也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官职，更多情

况下是作为一个修饰短语使用的，如“常侍侍郎”、“常侍武骑”、“常侍骑”等。

前引《汉官仪》“案汉初有散骑侍郎，掌侍省，皆为骑郎，赀满五万为常

侍郎。张释之以赀为常侍，盖此官也。”此句有几处疑点，其一就是上节所论述

的汉初并没有散骑侍郎，此处联系下面应该是“常侍侍郎”或者是‘太平御览》

中所说的“骑郎常侍”。其二张释之赀为常侍一事。案《史记·张释之列传》：

“张廷尉释之者，堵阳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为骑郎，如淳日： ‘《汉仪

注》訾五百万得为常侍郎．’事孝文帝，十岁不得调，无所知名。释之曰： ‘久宦

减仲之产，不遂。’欲自免归。”固从这段话可看出，张释之所赀的为骑郎，并

不是常侍郎。常侍郎，顾名思义，乃常常侍从在皇帝身边的郎。郎有很多，并不

是每个都能够常常侍从，能够常常侍从在皇帝的身边，必为皇帝所信任和赏识。

张释之所赀的郎显然不能常侍左右，否则在十年这么长的时间里，不可能找不到

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引起文帝的注意，而且一个以赀为郎的官员，皇帝既没见

过，也没听过，怎么可能会让其常侍左右呢?所以说张释之“十岁不得调，无所

知名”。欲自免归”也是情理之中的。另外，“如淳曰： ‘(汉仪注》訾五百

万得为常侍郎。’”此旬也有待商榷．第一个问题就是所赀是否为常侍郎，关于

o‘后汉书)卷78，第2508页。

o【清】孙星衍等辑周天辩点校‘汉官六种·汉官仅卷上》，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13卜139页．
。【清】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商务印书馆l粥9年5月，第4179页．

o‘史记)卷102，第275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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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在上已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述，不是常侍郎，就应该是普通的郎，赀

为普通的郎后，其表现得到皇帝的赏识，继而有可能转为常侍郎。第二个问题是

赀为五百万还是五万。《汉书·景帝纪》：“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宦，廉士算不必众，。

有市籍不得宦，无訾又不得宦，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宦，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

长利。”服虔日：。訾万钱，算百二十七也．”应动日：。古者疾吏之贪。衣食足知荣辱，限

訾十算乃得为吏．十算，十万也，贾人有财不得为吏，廉士无訾又不得宦，故减訾四算得宦

矣．”回由此可知，选郎的訾限，景帝后元二年之前为家资十万以上；景帝后元二

年之后，有四万家资就可选为郎了。但不管是十万还是四万都不可能是五百万。

五万倒有可能，因为它符合家资四万的条件，而《太平御览》中“陶氏职官要绿

曰：案汉初有骑郎常侍，有资者得为骑郎，资满五万为常侍郎，张释之以资为常

侍郎，盖此官也”，亦是资为五万。

类似常侍郎一职的职官，史书中还有其他记载，如：

《史记·袁盎列传》：“袁盎常引大体慷慨，宦者赵同以数幸，常害袁盎，

袁盎患之．盎兄子种为常侍骑，持节夹乘，【索隐】日：案：《汉书旧仪》云：

‘持节夹乘舆车骑从者云常侍骑也．’”。

Ⅸ史记-司马相如列传》：4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以

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索隐】日：张揖日： ·秩六百石，常侍从格

猛兽．t非其好也．”。

《史记·李将军列传》：“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

为汉中郎。广从弟李蔡亦为郎，皆为武骑常侍，秩八百石．。。

《汉书·李广传》：“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射，杀首虏多，为郎，

骑常侍．师古日： t官为郎，而常骑从以侍天子，故日骑常侍．，”。

《史记·滑稽列传))：“使张仪、苏秦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得掌故，

安敢望常侍侍郎乎!”。

Ⅸ汉书·东方朔传》：“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

o‘汉书》卷5．第152页．

o‘史记，卷101．第2739页．

o<史记)卷117，第2999页．

o‘史记'卷1盼，第2867页．

o‘汉书)卷54，第2439页．

o‘史记)卷126，第3206页。



安敢望常侍郎乎!”。

Ⅸ汉书·韦玄成传》：“玄成字少翁，以父任为郎，常侍骑。少好学，修

父业，尤谦逊下士。”o

以上各句中所出现的“常侍骑⋯骑常侍”“武骑常侍”“常侍侍郎”“常侍郎”
都出现在宣帝之前，宣帝后史书中不再记载。它们看起来应为一个官职，它们的

担任者身份都为郎，应是为郎后，其表现得到皇帝的赏识，让其常侍左右，从而

成为常侍郎。它们的名称不一，甚至连秩禄也不同(《李将军列传》中武骑常侍

秩八百石，《司马相如列传》注中武骑常侍秩六百石)，说明了其官名还未固定，

也说明了常侍更像是～个修饰短语，是常常侍从之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官

名中的“常侍”更像是一种加官，这些郎因为表现优秀被赐予常侍左右的机会，

为了与一般的郎区分开来，就把它们称为常侍郎、常侍骑。可以说，此时常侍的

使用是后来常侍(中常侍)作为加官使用的加官制度的雏形。

2、加官中常侍

(1)、中常侍作为加官的时间

《后汉书·宦者传》：“汉兴，仍袭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

参其选。皆银踏左貂，给事殿省。”营秦的中常侍已无所考，不过从《宦者传》

的叙述来看，秦的中常侍应是宦者，汉袭秦制，也置中常侍官，身份也应该是宦

者，“引用士人，以参其选”应该是中常侍作为加官以后的事。前面已经说过，

史书中所记载的常侍(中常侍)作为一个独立的官员是在宣帝以后出现的，因此

常侍(中常侍)作为加官的称号也许是宣帝以后的事。如《汉书·张安世传》：

“及禹诛灭，而安世子孙相继，自宣、元以来为侍中、中常侍、诸曹散骑、列校

尉者凡十余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张氏，亲近宠贵，比于外戚。”9《汉书·王

商传》：“而商子弟亲属驸马都尉、侍中、中常侍、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补吏，

莫得留给事宿卫者。”@《汉书·佞幸传》：“归，上闻之喜，立拜光两兄子为谏

o‘汉书》卷65，第2865页．

o‘汉书’卷73．第31吣页．

o‘后汉书》卷78，第2508页．

o‘汉书)卷59，第2657页．

9‘汉书)卷82，第3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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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常侍。”?这些笼统记载加官为中常侍(常侍)的人员皆为宣帝以后时期的

人，且表6所列的确切担任中常侍的宫员最早也是在元帝时期。不过此时中常侍

除被用为加官外，其专官性质也一直存在。《后汉书·侯霸传》：“侯霸字君房，

河南密人也。族父涌，以宦者有才辩，任职元帝时，佐石显等领中书．号日大常

侍。”o此处的常侍就为专官。

总结上面的分析，其结论是：秦置中常侍，为专官，其担任者身份为宦者。

西汉因之，亦置中常侍，宦者为之，宣元以后。中常侍也开始被当作加官使用，

加于士人身上，使之可以出入省中。

(2)、中常侍的职责

《汉书·百官公卿表》：“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

《后汉书·宦者传》：“汉兴，仍袭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

参其选。皆银踏左貂，给事殿省。”

《后汉书·朱穆传》：“后穆因进见，口复陈日：‘臣闻汉家旧典，置侍中、

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黄门侍郎～人，传发书奏，皆用姓族。⋯⋯宜皆罢遣，

博选耆儒宿德，与参政事。’”母

案上记载，西汉中常侍的职责是“得入禁中”“给事殿省”“省尚书事”

“与参政事”。乍看起来，中常侍的职责与其他加官差不多，但相比诸吏、诸曹、

散骑，中常侍与皇帝的关系要密切的多。因为中常侍是常常侍从在皇帝身边的．

也就是可以常常待在省中，与有事才能进入省中的诸吏诸曹等官相比，当然要与

皇帝更亲密，也更能影响皇帝。如：《汉书·五行志》：“后帝使中常侍晁阂诏音

曰：“闻搞得雉，毛羽颇摧折，类拘执者，得无人为之?”。中常侍宣皇帝诏命，

代表皇帝询问大臣。《汉书·息夫躬传》：“共因中常侍宋弘上变事告焉。上恶之，

下有司案验，东平王云、云后谒及伍宏等皆坐诛。”固大臣因中常侍告人谋反事。

《汉书·王莽传》：“宗姊妨为卫将军王兴夫人，祝诅姑，杀婢以绝口。事发觉，

。f汉书，卷93，第373s页．

o‘后汉书》卷26．第901页。

o‘后汉书)卷43，第1472页。

。‘汉书)，卷27中之下，第1417页。

。‘汉书》箍45，第2180页。



莽使中常侍恽责问妨，并以责兴，皆自杀。”回中常侍代表皇帝责问大臣。从某

种程度上说，中常侍的行为有时就直接代表皇帝的意志，是皇帝的心腹之臣，这

是诸吏诸曹散骑等加官所比不上的。

3、东汉的宦者中常侍

(1)、东汉中常侍全为宦者的时间

《汉官仪》：“中常侍，秦官也。汉兴，或用士人，银踏左貂。光武以后。

专任宦者，右貂金鸡。”。《通鉴》卷二八汉元帝初元元年条注曰：“百官表：

侍中、中常侍皆加官。西都参用士人，东都始以宦者为中常侍。”o《通鉴》卷

三十汉成帝阳朔元年条注日：“百官表：中常侍，加官，得出入禁中。盖此时以

士人为之，东都始纯用宦者。”田据此上记载，中常侍到东汉以后不再作为加官

使用，也不再任用士人，纯用宦者。是否真是如此呢?纯使用宦者担任中常侍是

从光武帝开始的吗?

《后汉书·朱穆传》：“(朱穆)乃上疏日： ‘案汉故事，中常侍参选士人。

建武以后，乃悉用宦者。⋯⋯臣愚以为可悉罢省，遵复往初，率由旧章，更选海

内清淳之士明达国体者，以补其处。⋯⋯!’帝不纳。后穆因进见，口复陈日：

‘臣闻汉家旧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书事，黄门侍郎一人，传发书奏，

皆用姓族。引用士人有族望者。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称制，不接公卿，乃以阉人为

常侍，小黄门遥命两宫。自此以来，权倾人主，穷困天下。宜皆罢遣，博选耆儒

宿德，与参政事。’帝怒不应。”学关于中常侍何时由参选士入转为全部使用宦

者，引文中朱穆一人提出了两个时期。一个是建武时期，一个是和熹太后称制以

后。建武乃光武帝的年号，和熹是和帝的皇后。查光武建武元年为公元二十五年，

和帝去世为公元一零五年，前后相差整整八十年。朱穆的说法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那么两种说法到底哪个是对的呢?

《后汉书·窦宪传》：“和帝即位，太后临朝，宪以侍中，内干机密，出宣

o‘汉书'卷99下，第4153页。

。【清1孙星斯等辑周天游点技‘汉官六种·扳官仪卷上'，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138页。

。【宋l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s+中华书局1992年4月，第894页。

。【宋1司马光‘资治通鉴)卷30，中华书局1992年4月，第980页．

。‘后汉书'卷43，第14了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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诰命。肃宗遗诏以笃为虎贲中郎将，笃弟景、瑰并中常侍，于是兄弟皆在亲要之

地。”。引文中的窦景、窦瑰看起来不应该是宦者，其为中常侍乃在和帝初，可

见和帝时中常侍仍参用士人，因此东汉中常侍纯用宦者始自光武帝之说，似乎难

以成立。而起于和熹太后女主称制之说就有可能了，不过在《后汉书·杨震传》

中又有“书奏，(灵)帝欲止，以问侍中任芝、中常侍乐松”圆之语，照此看来。

灵帝时中常侍仍有参用士人的，而灵帝时期己属东汉末年，难道整个东汉中常侍

都在参用士人吗?又袁宏《后汉纪·孝灵皇帝纪中》有“上欲止，侍中任芝、乐

松等日棚之语，这里乐松为侍中不为中常侍。范书和袁纪的记载倒底谁正确呢?

《通鉴》卷五十七东汉灵帝光和三年“以问侍中任芝、乐松”注引考异日：“范

书云中常侍乐松，松本鸿都文学，必非中常侍，袁纪云侍中，今从之。”。在这里

《通鉴》注已明确告诉我们乐松乃侍中，不为中常侍，范书记载错误．袁纪正确。

所以说东汉中常侍纯用宦者乃是始自和熹太后女主称制之说是没有问题的。

(2)、东汉中常侍的权力与地位

西汉中常侍的权力已经不小，东汉中常侍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汉书·百

官志》：“中常侍，千石。本注日：宦者，无员。后增秩比二千石。掌侍左右，从

入内宫，赞道内众事，顾问应对给事。”@事实上，东汉中常侍的职责与权力远

不止如此，其职责在西汉中常侍的基础上又大大加强了许多。他们可以出宣诏命，

“又闻前召议郎蔡邕对问于金商门，而令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以诏书喻旨”唧；

他们可以监议大臣会议，“诏公卿大会朝堂，令中常侍赵惠监议”。；他们可以代

替皇上奉祠宗庙，。又遣中常侍奉太牢祠典，护礼仪侍中刘珍等及宗室列侯皆往

会事”固；他们可以授太子玺绶，“读策书毕，中常侍持皇太子玺绶东向授太子”

@：他们可以矫诏诛杀大臣，“九月丁亥，中常侍曹节矫诏诛太傅陈蕃、大将军

o‘后汉书，卷23，第813页。

o‘后汉书'卷54，第1783页。

o【末晋】袁宏‘后汉纪》卷24．中华书局2005年3月．第472页．

o【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57，中华书局1992年4月，第1857员．

o‘后汉书'卷ll6’第3593页．

o‘后汉书)卷78，第2驺t页．

o‘后汉书'卷56，第18，2页．

o‘后汉书》卷55，第1804页．

o‘后汉书)卷95，第3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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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武及尚书令尹勋、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皆夷其族”。；他们可以考验案

件，“事发觉，帝遂使中常侍张慎与尚书陈褒，于掖庭狱杂考案之”。：他们可

以废立皇帝，“后宠既衰，而兄弟颇与朝权，后遂与大长秋江京、中常侍樊丰等

共僭皇太子保，废为济阴王”。。总之一句话，他们可以做任何事情，他们的权

力无限大。在东汉，中常侍的权力如此之大是有其特殊原因与背景的，笔者不多

加讨论，只引《宦者传》中的一段话，来简单说明一下东汉中常侍权力的发展与

极盛。“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它士。至永平中，始置员数，中常

侍四人，小黄门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窦宪兄弟专总权威，内外臣僚，莫由亲

接，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故郑众得专谋禁中，终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

登宫卿之位。于是中宫始盛焉。自明帝以后，迄乎延平，委用渐大，而其员稍增，

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门二十人，改以金珞右貂，兼领卿署之职。邓后以女主临

政，而万机殷远，朝臣国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割下令，不出房闱之问，不得不

委用刑人，寄之国命。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非复掖廷永巷之职，闺牖房闼之任

也。其后孙程定立顺之功，曹腾参建桓之策，续以五侯合谋，梁冀受钺，迹因公

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从，上下屏气。或称伊，霍之勋，无谢于往载；或谓良

，平之画，复兴于当今。虽时有忠公，而竟见排斥。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

阿罄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汉之纲纪大乱矣。”回

(3)、士人与中常侍的斗争

东汉中常侍权力甚大，但绝大多数都是穷凶极恶、贪虐肆横之徒，因此权

力越大，为恶也便越多。《后汉书·李固传》：“而中常侍在日月之侧，声势震

天下，子弟禄仕，曾无限极，虽外托谦默，不干卅郡，而谄谀之徒，望风迸举。”

。‘后汉书·党锢传》：。时中常侍苏康、管霸用事于内，遂固天下良田美业，

山林湖泽，民庶穷困，州郡累气。”。<后汉书·宦者传》：“是时让、忠及夏

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圭、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十二人，皆为中

o‘后汉书》卷8，第329页。

o‘后汉书)卷10上，第加l页．

o‘后汉书'卷10上，第436页。

o‘后汉书)卷78，第2509—"10更．

o‘后汉书》卷63，第2076页．

o‘后汉书>卷67，第21辨页．



常侍，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人蠹害。”回“若夫高冠长

剑，纡朱怀金者，布满宫闱；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盖以十数。府署第馆，綦

列于都鄙：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南金，和宝．冰纨，雾毅之积，盈仞珍臧：

嫱媛、侍儿，歌童．舞女之玩，充各绮室。狗马饰雕文，土木被缇绣。皆剥割萌

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权强者，皆腐身熏子，

以自街达。同敝相济，故其徒有繁，败国蠹政之事，不可单书。”o

中常侍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为所欲为，害民误国，把整个社会搞得乌烟瘴

气，毒流遍天下。宦者乃为阉人，本是社会所歧视卑贱的对象，但却拥有如此大

的权力，又误国流毒如此之深，这必会引起社会上那些秉正嫉邪、耿直不屈的仕

人臣僚们的反抗，他们不因这些中常侍的强大的权力，一有机会便予以惩治。《后

汉书·周景传》：“是时，宦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位。(周)景初视事，与太尉

杨秉举奏诸好猾，自将军牧守以下，免者五十余人，遂连及中常侍防东侯览、东

武阳侯具瑗，皆坐黜。朝廷莫不称之。”。《后汉书·党锢传》：“是时，山阳

张俭杀常侍侯览母，案其宗党宾客，或有迸匿太山界者， (苑)康既常疾阉官，

因此皆穷相收掩，无得遗脱。”@《后汉书·陈藩传》：“(朱)震字伯厚，初

为州从事，奏济阴太守单匡臧罪，并连匡兄中常侍车骑将军超。桓帝收匡下廷尉，

以谴超，超诣狱谢。”@虽然士大夫们为惩治、铲除中常侍所进行的斗争不少，

但却不能从根本上触动中常侍的权力和地位，即使偶有成功，能逞一时快意，其

士人本身却成为他们仇视想尽办法除去的对象，士人被捕入狱，愤懑致死者不计

其数，“虽忠良怀愤，时或奋发，而言出祸从，旋见孥戮。因复大考钩党，转相

诬染。凡称善士，莫不离被灾毒。”@两次党锢之祸，使不少清廉正直、无畏不

屈的士人遭到迫害，反宦官势力遭到极大摧残，宦官专擅朝政的局面却丝毫未有

改变，这未尝不令人痛惜涕泣。不过，也正是由于这些刚正不阿、清正直守的士

人们的坚持不懈的斗争，才使得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存在

了200年之久。

o‘后汉书》卷78，第2玎4—2535页．

o‘后汉书)卷7S，第2510页。

o‘后汉书)卷45，第1538页．

o‘后汉书》卷67，第2214页。
o‘后汉书)卷66，第2170页。

9‘后汉书>卷78，第25】0页。



4、中常侍的演变

中常侍乃秦置，西汉因之，除宦者外，亦引用士人，多以为加官，无员。

东汉时，中常侍成为专官，多由宦者担任，但也有士人为之，自和熹邓太后女主

称制后，纯用宦者。曹魏弃中常侍不用，魏文帝黄初元年，初置散骑，与中常侍

合为一官，为散骑常侍。“至于魏后无中常侍，也是有他的政治背景的。盖自宦

官搞垮东汉以后，曹氏对于宦官戒心极大，他不但限制宦人为官不得超过诸署令，

不但不用宦人充任新设的散骑常侍，他连宦人曾经充任过的中常侍这一官员，也

弃而不用。”。不过，曹魏虽没有中常侍，西蜀却有，可能是因为西蜀一向以正统

自居，承袭了东汉的官制。设有中常侍。也正是因为这样，亡东汉的是中常侍，

亡西蜀的也是中常侍。《三国志·蜀书九》：“陈祗代允为侍中，与黄皓互相表里，

皓始预政事。祗死后，皓从黄门令为中常侍、奉军都尉，操弄威柄，终至覆国。”

。弊政不除，旧祸重演，实为可叹。

(五)、给事中

《史记》、两汉书所见加官给事中者简况表(表7)

姓名 本官 身份 时间 出处(卷／页)

张猛 光禄大夫 张骞之孙 汉元帝 27上／1336

宗族子弟、儒生、
刘向 谏大夫、宗正 汉宣帝、元帝 36／1929

文学材能之士 ‘汉

宋弘 光禄大夫 汉哀帝 45／2180 书)

息夫躬 光禄大夫 儒生 汉哀帝 45／2180

杜延年 太仆 杜周之子、霍光吏 汉昭帝、宣帝 60／2662—2665

终军 谒者 文学材能之士 汉武帝 34下／2814

东方朔 太中大夫 文学材能之士 汉武帝 65／2851

。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40—41页．

o【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卷39，中华书局2006年11月，第粥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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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义 光禄大夫 儒生 汉昭帝 36／2898

陈万年子、文学材
陈咸 光禄大丈 汉成帝 36／2902

能之士

田延年 大司农 酷吏、材能之士 汉昭帝 68／2937

魏相 御史大夫 文学材能之士 汉宣帝 68／295l

张朔 光禄大夫 霍光姐婿 汉宣帝 68／2952

金饮 太中大夫 金日碑之后 汉哀帝 68／2964

辛庆忌 右将军 材武之士 汉成帝 69／2997

平当 博士、太中大夫 名儒 汉元帝 7l／3048

羹胜 光禄大夫 名儒 汉哀帝 72／308l 《汉

韦贤 博士 名儒 汉昭帝 73／3107
书》

丙吉 光禄大夫 大将军长史 汉昭帝 74／3143

夏侯胜 谏大夫 名儒 汉宣帝 75／3158

王仲翁 光禄大夫 儒生、大将军史 汉昭帝 78／3272

萧望之 关内侯 名儒 汉元帝 78／3287

冯参 黄门郎 冯奉世之后 汉元帝 79／3306

匡衡 博士 名儒 汉元帝 81／3332

张禹 光禄大夫、关内侯 名儒、帝师 汉成帝 81／3348

郑宽中 光禄大夫、关内侯 帝师 汉成帝 81／3348

孔霸 关内侯 名儒、孔子之后 汉元帝 81／3353

孔光 光禄大夫、光禄勋 名儒、孔子之后 汉成帝、哀帝 8l／3353

史丹 右将军、关内侯 外戚 汉成帝 82／3378

薛宣 高阳侯 文学材能之士 汉成帝 83／3394

申威 博士 汉哀帝 83／3394

谷永 光禄大夫 文学材能之士 汉成帝 85／3465

师丹 光禄大夫 名儒、太子太傅 汉成帝 86／3503

炔钦 博士 汉哀帝 86／3507

粱丘贺 太中大夫 儒生 汉宣帝 88／3600



士孙张 光禄大夫 儒生 汉宣帝 86／3601
‘汉

蔡千秋 谏丈夫 儒生 汉宣帝 86／3618
书》

王莽 大司马、新都侯 外戚 汉哀帝 99上／4042

桓谭 议郎 名儒 光武帝 26／904 ‘后

汉

郑众 越骑司马 汉明帝 36／1224

书》

1、给事中得名

给事中之“给事”一词为何意呢?《汉书·张安世传》：“安世字子孺，少

以父任为郎。用善书给事尚书，师古日：‘于尚书中给事也。给，供也。’”o《汉

书·佞幸传》：“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给事

狗监中。”师古日：“掌天予之狗，于其中供事也。”o可见，给事乃供事之意，

给事尚书就是在尚书中供事，给事狗监中就是在狗监中供事。

给事中之“中”又为何意呢?是指宫中还是省中?‘汉书·谷永传》：“臣

永幸得给事中出入三年，虽执干弋守边垂，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闼，是以敢越郡吏

之职，陈累年之忧。”固《通鉴》卷十七汉武帝建元三年：“上乃拜朔为太中大

夫、给事中。”注日：“续汉志：给事中，关通内外。盖以给事禁中名官也。”

回‘通鉴》卷二十四汉宣帝地节二年：“帝善之，诏(御史大夫魏)相给事中，

皆从其议。”注日：“汉三公、九卿皆外朝，今魏相给事中，则得入禁中，预中

朝之议。”@谷永上面说“臣永幸得给事中出入三年”，下面则说“思慕之心常

存于省闼”，可见给事中所供事的“中”乃为“省中”。至于‘通鉴》注“盖以

给事禁中名官也”、“则得入禁中，预中朝之议”，更加明确地说明了给事中

之“中”乃禁中、省中的意思。所以给事中就是在禁中供事的意思。

给事中应该与给事尚书、给事狗监中一样，是供事于××的意思，是一个

叙述性的短语、词组，但《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给事中亦加官”则说明给事

o‘汉书'卷59．第2647页．

o‘汉书)卷93，‘佞幸传·李延年)，第3725页．

o‘汉书)卷B5，第3466页。

o‘资治通鉴>卷17，第565页。

o‘瓷治通鉴)卷24。第806页。



中已成为～种宫职名称，那么给事中一词是如何成为官名的昵?

在《史记》和《汉书》中曾多次出现给事中一词，它们有的是作为官名出

现的，有的是作为一个修饰性的短语、词组出现的。其作为短语词组出现的举例

如下：

《史记·吕不韦列传》：“不韦又阴谓太后日：‘可事诈腐，则得给事中．’

太后乃阴厚赐主庸者吏，诈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

((汉书-杜延年传》：。延年为人安和，备于诸事，久典朝政，上任信之，

出即奉驾，入给事中，居九卿位十余年，赏赐赂遗，訾数千万．。。

《汉书·霍光传》：“上始身；亲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给事中．显谓禹、云、

山：‘女曹不务奉大将军余业，今大夫给事中，他人壹问，女能复自救邪?一
o

((汉书·孔霸传》：“元帝即住，征霸，以师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

号褒成君，给事中，加赐黄金二百斤，第一区，徒名数于长安．”。

《汉书-孔光传》：“徙光为帝太傅，位四辅，给事中，领宿卫供养，行

内署门户，省服御食物。”。

《汉书·薛宣传》：“上征宣，复爵高阳侯，加宠特进，位次师安昌侯，

给事中，视尚书事．宣复尊重．”。

氍汉书·佞幸传》：“是时，贤年二十二，虽为三公，常给事中，领尚书，

百官因贤奏事．”。
。

以上各句中的“给事中”～词应该都不是官名，而是一个修饰短语，是给事禁中

的意思。因此有学者就指出，西汉给事中并非官名，而只是一个修饰短语。@但

是我们在史书中也能找到给事中为官名的例子。如：

《汉书·霍光传》：“数月，复出光姊婿给事中光禄大夫张朔为蜀郡太守，

o‘史记)卷85，第25ll页．

o‘攫书，卷60，笫2665页。

o‘汉书)卷68，第295l页。

o‘投书》卷8l，第3533更。

o(汉书)卷8l，第3362页．

o‘汉书)卷83，第3394页。

o‘汉书’卷93，第3736页。

o秦学颀先生在其‘西汉给事中非加官考'一文中，通过详密的论证，指出：“给事中在西汉时期并不是

加官名称，仅仅是一个陈述旬或短语，意为‘供事于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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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孙婿中郎将王汉为武威太守．”。

《汉书-龚胜传》：“数月，上知胜非拔烦吏，乃复还胜光禄大夫诸吏给

事中。胜言董贤乱制度，繇是逆上指。”。

墩汉书·师丹传》：。事下廷尉，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决，给事中博士

申成、炔钦上书．”。

《汉书·孔光传》：“后(孔光)为光禄勋，复领尚书，诸吏给事中如故．”

西

这四个句子中的“给事中”则为官名。还有一些句中的给事中看起来既可以作官

名，又可以为修饰短语，如：

Ⅸ汉书·楚元王传》：“会初立Ⅸ谷梁春秋》，征更生受Ⅸ谷梁》，讲论

五经于石渠。复拜为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

《汉书-终军传3》：“军揖太守而去，至长安上书言事．武帝异其丈，拜

军为谒者给事中．”。

《汉书·辛庆忌传》：4其后拜为右将军诸吏散骑给事中，岁余徙为左将

军．”。

《汉书·平当传》：“坐法，左迁朔方刺史，复征入为太中大夫给事中，

累迁长信少府、大鸿胪．光禄勋．”。

《汉书-萧望之传》：“三岁间，仲翁至光禄大夫给事中，望之以射策甲

科为郎．”$

墩汉书·谷永传》：“明年，征永为太中大夫，迁光禄大夫给事中．”。

以上各句中的给事中根据断句的不同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如“为光禄大夫，给事

中”，这种断句，给事中就是一个修饰短语，是供事于禁中的意思。而断句为“为

光禄大夫、给事中”则给事中就是光禄大夫的加官。倒底该是哪种断句方式呢?

汉书'卷68，第2952页。

汉书)卷72，第3惦l页。

汉书'卷86．第3507页。

汉书’卷81．第3353贞．

汉书'卷36。第1929页．

汉书》卷“下，第2814页

汉书)卷69．第2997页。

汉书)卷7l，第3050页。

汉书'卷78，第3272页．

汉书)卷85，第3465页．



在这里笔者的想法与秦学颀先生不同，认为该是后～种断句方式，给事中乃为加

官。与中国其他许多官名如奉朝请、常侍、侍中、主席、委员长等一样，给事中

最初是指一件事情，是一个叙述性的短语，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其慢慢由～种职

事转变成一种职官。虽然它成为官名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但其大量出现及使用

乃是西汉武帝以后的事，这应是与加官制度的建立相联系的，给事中此时也被作

为一种加官而经常使用。从表7中可看出，加官给事中的官员本官多为光禄勋及

其属官，如光禄大夫、谏大夫、太中大夫、谒者等。前面已提到过，光禄勋为九

卿之一，掌宫殿掖门户，负责皇宫安全，与皇帝至为亲近，但它仍是宫官而不是

省官，是不能随意出入省中的，除非得到皇帝的允许。在西汉，由于加强皇权的

需要，皇帝需要他信任的或有真才实学的人能够随时与他讨论国家大政，向他提

供意见，供他参考，以便作出决定。这就势必得让一些不能进入省中的官员能够

进入省中，而要进入省中，必须得到皇帝许可，准许他们给事中，准许给事中的

官员多了，为了方便起见，给事中也就自然而然地发展成一种官名，成为加官的

一种。给事中成为官名的确切时间虽不能肯定是武帝时期，但武帝时期建立的加

官制度促进了给事中由一种职事演变为一种职官，促进了给事中作为官名用法的

日益成熟却是可以肯定的。不过成为官名后，其原本作为叙述性短语的用法并没

有消失，史书中所记载的给事中仍有许多是拥有给事禁中权力的意思，是一个修

饰短语。这是因为官员加官给事中后，自然也就有了给事禁中的权力。当然可以

给事禁中所加官职并不一定是给事中，加其他加官如侍中、中常侍一样也可出入

禁中。如哀帝时董贤加官为侍中，因此贤“虽为三公，常给事中，领尚书，百官

因贤奏事。”所以说，此时的给事中职事与职官两种用法并存，给事中作为一种

职官的用法还并不成熟，直到魏晋以后，其才成为一种固定的职官名称，不再是

一种职事，一个叙述性短语。虽然大量记载表明给事中乃为拥有给事禁中权力的

意思，而给事禁中者也并不一定担任给事中～职，但笔者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

拥有给事中的权力，其加官也为给事中。如《汉书·龚胜传》：“数月，上知胜非

拨烦吏，乃复还胜光禄大夫诸吏给事中。”。此“给事中”乃为加官，但同传又

有：“事下御史中丞，召诘问，劾奏：‘胜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给事中，

o‘汉书'卷72，第3憾l页．



与论议，不崇礼仪。’”。此给事中乃为给事禁中的意思。龚胜因为加官为给事

中而有了给事禁中的权力。又如《汉书·薛宣传》：“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威给事

中。”。此“给事中”乃为给事禁中的意思，《汉书·师丹传》：“事未决，给事中

博士申成、炔钦上书。”。此“给事中”乃为加宫。申咸可以给事禁中是因为其

加官为给事中。而像董贤这样加官侍中而“常给事中”这样明确说明加其他官职

也可给事中者，史书中也仪此一例而已，因此笔者推测，虽然史书中给事中有时

是一个修饰短语，是给事禁中的意思，但大部分情况下，拥有给事禁中权力的官

员一般都会被加官为给事中。

综上所述：给事中最初与给事尚书、给事狗监中一样，只是个修饰短语，

但随着加强皇权的需要，尤其是武帝以后内外朝的出现，给事中的人员越来越多，

给事中也随之发展成为一种加官，但给事中作为一个修饰短语的用法并没有消

失，二者并存于史书之中，雨且大多数情况下，拥有给事禁中权力的官员一般都

会被加官为给事中，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给事中作为官名的用法此时还并不成

熟，并不固定。

2、所加给事中官员的本官及身份

《汉书·百官公卿表》：“给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掌

顾问应对，位次中常侍。”据此，给事中是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是

否真是这样呢?从加官给事中者情况简表中，我们可看出所加给事中官员的本官

为大夫、博士、议郎者确实比较多，尤其是大夫，但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官员加

官为给事中的，如：谒者、右将军、关内侯、黄门郎、高阳侯、大司马、御史大

夫等，可以说三公四辅、列侯、将军、列卿都有加给事中的。《汉书孙注》引钱

大昕日：“武帝时，终军以谒者给事中，宣帝时田延年以大司农给事中，杜延年

以太仆给事中，魏相以御史大夫给事中，元帝时萧望之以关内侯给事中，刘更生

以宗正给事中，成帝时辛庆忌以右将军给事中，裒帝时董贤为大司马给事中，是

三公、列将军、九卿皆得加之，不止大夫、博士、议郎也。”国可见百官表所说

o《汉书》卷72，第3082页．

。《汉书)卷s3，第3394页．

。《汉书'卷j16。第3507页．

。【清l王先矗t汉书{}注，中华书局影印本19鼹年9局，第，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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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事中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并不全面，是概指，大概是因为加给事中的以

此三种官最多，所以就用这三种官作代表了吧。

《汉官解诂》：“给事中，⋯⋯或名儒或国亲。”。

《汉旧仪补遗》：“诸给事中，⋯⋯多名儒国亲为之，掌左右顾问。”。

据此，加给事中的官员身份多为名儒国亲，甚至按《汉官解诂》的说法，

加官给事中者不是名儒就是国亲，但从表7中可看出，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其加

官为给事中的官员有张猛、息夫躬、刘向、杜延年、终军、东方朔、蔡义、金钦、

辛庆忌、龚胜、韦贤、丙吉、匡衡、张禹、孔光、师丹、谷永、平当、萧望之、

王莽等，他们的身份除了国亲名儒外．还有文学材能之士、材武之士、功臣子弟、

外戚等。其中国亲所占比例甚少，可考的仅只刘向一人。身为名儒的人倒有不少，

占有很多比例，可以说是给事中的主要担任者，这是与给事中“掌顾问应对”的

职责相对应的。除此之外，其他各种身份的人也占有一定比例，尤其是那些没有

明确姓名的功臣子弟、外戚等。应该说只要皇帝愿意，谁都可以加官为给事中。

3、给事中的职掌

《汉书·百官公卿表》：“给事中，亦加官，⋯⋯，掌顾问应对，位次中常

侍。”师古注日：“《汉官解诘》云掌侍从左右，无员，常侍中。”

‘汉旧仪补遗》：“诸给事中日上朝谒，平尚书奏事，分为左右曹。以有事

殿中，故日给事中。多名儒、国亲为之，掌左右顾问。”@

《汉书·蔡义传》：“上召见义，说《诗》，甚说之，擢为光禄大夫给事中，

进授昭帝。”固

‘汉书·平当传》：“以明经为博士，公卿荐当论议通明，给事中。每有灾

异，常辄傅经术，言得失。”露

‘汉书·冯奉世传》：“参字叔平，学通《尚书》。少为黄门郎给事中，宿

卫十余年。”@

o【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技‘汉官六种·汉宫解诂一卷，，中华书局1卵O年9月，第15页。

o【精】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宫六种·汉旧仪补遗卷上'，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93页．

o【清】孙星衙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宫六种·汉旧仪补遗卷上)，中华书局1990年9只，筹93页，

o‘汉书》卷66，第2898页．

o‘汉书'卷7l，第3048页．

o‘汉书)卷79，第3306页．



《汉书·孔光传》：“数年，迁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干石，给事中，赐黄

金百斤，领尚书事。后为光禄勋，复领尚书，诸吏给事中如故。”o“徙光为

帝太傅，位四辅，给事中，领宿卫供养，行内署门户，省服御食物。”o

《汉书·霍光传》：“光乃引(田)延年给事中，阴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图计，

遂召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会议未央宫。”@

可见，给事中掌“顾问应对”“侍从左右”，可进宫教授皇帝知识；可附经

言得失；可领尚书事；可领宿卫供养、省服御食物；可与中朝之议，与闻政事。

其职责范围非常广，且都为十分重大的职责，地位十分重要。《汉书·霍光传》：

“上始躬亲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给事中。显谓禹、云、山： ‘女曹不务奉大将军

余业，今大夫给事中，他人壹间，女能复自救邪?’”回御史大夫是三公之一，

是副丞相，霍光之妻不以魏相为御史大夫为意，而着重提出“给事中”三字，尤

足证明给事中与君主关系的密切以及给事中地位的重要。给事乃为供事之意，在

尚书中供事，在狗监中供事，在大将军莫府中供事，在太守府中供事，给事中与

他们一样，在禁中供事，负有一定的实际任务，是顾问应对之臣。在成为加官之

后，其职责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地位变得更加重要。从加官为给事中的官员

身份来看，其大多为名儒帝师、文学材能之士、材武之士，即使为功臣子弟，也

是具有真才实学之人，这与他们所负有的实际任务是相适应的，也是与他们加官

给事中后所担负的重要职责相适应的。

关于给事中，史书中的几处记载颇令人费解。

《汉书·百官公卿表》在“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常侍，皆加官”

一句下面，颜师古注日：应劭曰：“入侍天子，故日侍中。”晋灼曰：“(汉仪

注》诸吏，给事中，日上朝谒，平尚书奏事，分为左右曹。魏文帝合散骑、中常

侍为散骑常侍也。”。这段注中，应劭的话是解释侍中的，晋灼引《汉仪注》是

解释诸吏及散骑、中常侍的演变情况的，虽有“给事中”一词，却是修饰短语，

是说明诸吏有给事禁中权力的，与加官给事中没有关系。因为此时百官表并没有

提到加官给事中，所作的注是附在五种加官之后，显然是对这五种加官做出解释，

o‘汉书》卷8l，第3353页。

o‘汉书)卷8l，第3362—3363页．

o‘汉书)卷6B，第2937页．

o‘汉书'卷68，第295l页。

o‘汉书)卷19上，第7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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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如果给事中为加官，那么一句话中就有两个主语，诸吏、给事中这两种加官

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这显然不符合历史史实，所以说此时给事中是修饰短语，

是解释诸吏的，并不是加官。

《初学记·职官部下》：“《汉仪注》给事中，日上朝谒，平尚书奏事，以有

事殿内，故日给事中。”@此处徐坚所引《汉仪注》与颜师古所引的晋灼所说的《汉

仪注》并不相同。徐坚所引的《汉仪注》去掉了“诸吏”和“分为左右曹”。晋

灼引《汉仪注》是解释“诸吏”的，删去“诸吏”二字，便使这句话的意思完全

改变了，成为解释给事中的了。“以有事殿中，故日给事中”，这在《汉书·百官

公卿表》注所引的《汉仪注》中也没有，可能是作者徐坚根据自己的意愿自行加

上去的，并不是《汉仪注》原文。圆

《通典·职官三》：“诸给事中，日上朝谒，平尚书奏事，分为左右曹，以

有事殿中，故日给事中。”固在这里杜佑虽然没有标明出处，但很明显，其前半旬

抄自《汉仪注》，后半句抄自徐坚，不过，他把《汉仪注》中的“诸吏给事中”

抄成了“诸给事中”，这样句子的主语又成了“给事中”，原意也完全改变了。

《太平御览·职官部十九》：“《汉仪注》日：‘诸给事中，日上朝谒，平尚

书奏事，分为左右曹。’以有事殿中，故日给事中。多名儒国亲为之，掌左右顾

问。”。这应是综合《汉仪注》《初学记》《通典》后所得出的结论，其主语仍把“诸

吏”改成了“诸给事中”。孙星衍在辑佚《汉宫六种》时在《汉旧仪补遗二卷》

中也有此结论。

通过以上可看出，我们平时所见到的“给事中”材料最初好像是解释“诸

吏”的，“诸给事中”应该是“诸吏给事中”漏写了一个字造成的。如果果真如

此的话，那么我们所一直引用的“给事中”的材料就不是正确的了，所引非所需

了。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以有事殿中，故日给事中。多名儒国亲为之，掌左右

顾问”的正确性。况且还有一个问题令人费解，不论所引《汉仪注》是解释“诸

吏”还是“给事中”的，在史书中都找不到其他的材料或具体的例子来证实它们

是“分为左右曹”的，这里的左右曹和加官左右曹又是什么关系?由于资料有限，

。【唐】徐坚等著‘初学记》卷12，中华书局1980年1月，第2斛页．

。《汉仅注’唐时已经亡侠，颜师古、镣坚所见韵‘汉仪注》当是晋灼‘扳书集注)中所弓f。

。【唐】杜佑撰‘通典)卷2l，中华书局1992年6月，第551页．

。【束1李睹等撰‘太平御览)卷22l，中华书局影印19s5年10月，第10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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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还都有待考证。

4、给事中的演变

《汉宫仪》：“给事中，秦官也。汉因之，无常员，皆为加官。”国

《晋书·职官志》：“给事中，秦官也。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掌顾问

应对，位次中常侍。汉困之，及汉东京省，魏世复置，至晋不改。”圆

《宋书·百官志》：“给事中，无员，汉西京置，掌顾问应对，位次中常侍。

汉东京省，魏世复置。”@

关于给事中的设置时问，究竟是秦置还是西汉置呢?在《史记·吕不韦列

传》中有“不韦又阴谓太后日： ‘可事诈腐，则得给事中。’太后乃阴厚赐主腐

者吏，诈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这是史书中所出现的秦时唯一一次“给事中”

一词，但很明显，这里的给事中不是官职名称，仅是一个修饰短语。从表7中可

看出，武帝以前没有任何一人担任给事中，而且史书中武帝以前也没有出现给事

中一词，不论其是作为官职名称还是修饰短语，仅《史记·陈丞相世家》；“陵之

免丞相，吕太后乃徙平为右丞相，以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常给

事于中。”回一句中出现“给事于中”一词，这与修饰短语“给事中”乃是一个

意思。由于无具体实例考察，所以说，很难确定给事中为秦置，但也不能完全否

认秦置的可能性。前已论述给事中本指一种职事，随历史发展，慢慢向职官转变，

这个转变过程到底持续了多长时间，我们还不能确定，而且彻底转变成～种职官

和开始作为职官使用也不是一回事。由于资料有限，很难确定给事中开始作为职

官使用的时间，不过武帝时建立的加官制度促进了给事中由职事向职官的转变却

是可以肯定的。汉武帝以后，随着政治时局的转变，皇帝需要能够出入禁中的官

员不断增加，而“给事中”本来就是“在禁中供事”，所以很自然地就发展成一

种官职，被加到皇帝想让其进入省中的官员身上。不过即使这样，给事中也没有

彻底转变成一种职官，其作为修饰短语的用法并没有消失，很多时候都是指拥有

给事禁中权力的意思，而且其也可以补充修饰其他官职。直到魏晋以后，给事中

。【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官仪卷上，，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138页。
o‘晋书》卷24，第733页．

。【南朝粱】沈约‘宋书，卷柏，中华书局1990年3月，第1245页．

。‘史记)卷56．第20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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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职官的用法才真正发展成熟，史书中所出现的给事中～词皆指官职名称，不

再是一个叙述性短语。给事中的这一发展演变过程也比较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代

职官形成的一般规律，即所谓“官生于职，职沿于事，而名加之”。。

《晋书》及《宋书》都说汉东京省给事中，但我们在史书中仍能找到东汉

某些官员加官给事中的例子，如《后汉书·桓谭传》：“世祖即位，征待诏，上书

言事失旨，不用。后大司空宋弘荐谭，拜议郎、给事中，因上疏陈时政所宜。”

圆《后汉书·郑众传》：“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经给事中，再迁越骑司马，复

留给事中。”。可见，光武时桓谭、明帝时郑众都还有担任过给事中一职。当然，

此两处的给事中也可解释为是一个修饰短语，但笔者已论述过，拥有给事禁中权

力的大都加官为给事中，桓谭、郑众此时并不见加其他官职，能够给事禁中应该

是加给事中的缘故。而且不论是作为修饰短语还是官职名称，除此两例外，东汉

史书中再也找不到“给事中”一词，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给事中作为职官用法

的成熟，否则东汉中常侍、侍中都是可以给事禁中的，为何可作为修饰短语用法

的“给事中”却一次也没出现过呢?甚至到了魏晋以后就立即彻底转变成一种职

官。所以说汉东京省给事中并不确切，至少光武、明帝时还设有此职，至于明帝

以后，史书中不再再有记载，该是真正取消此职了吧。

综上所述：给事中最初只是一个修饰短语，汉武帝时发展成一种加官名称，

不过其作为修饰短语的用法并没有消失。汉东京初仍置，明帝以后省。魏世复置，

或专官或加官。

(六)、侍中

《史记》《汉书》所见加官侍中者简况表(表8)

I姓名 本官 身份 时间 出处(卷／页)

o
I元l脱脱等撰‘辽史》卷45．中华书局19s3年8月，第685页。

o(后汉书》卷28上，第956页。

o‘后汉书》卷36，第1224页．



霍子侯 奉车都尉 霍去病之子 汉武帝 12／475

驸马都尉、车骑将
金日碑 重臣 汉武帝、昭帝 20／1059

军、光禄大夫

蔡义 儒生 汉昭帝 20／1062

韦贤 儒生、帝师 汉昭帝 20／1062

赵充国 护军都尉 材武之士 汉武帝、昭帝 20／1063

王迁 尚书郎 汉昭帝 20／1064

中郎将、乐陵侯、 宣帝祖母内侄、
史高 汉宣帝 20／1066

大司马车骑将军 外戚 (史

董忠 枭骑都尉 汉宣帝 20／1067 记》

丙翁孟 将军 丙吉之子 汉宣帝 20／1068

霍禹 中郎将 霍光之子 汉宣帝 22／1148

光禄大夫、乐昌侯 汉宣帝、元帝、
王商 重臣 22／1152

中郎将、驸马都尉 成帝

卫青 建章监、大将军 卫皇后之弟、外戚 汉武帝 49／1979

霍去病 骒骑将军 皇后姐子．外戚 汉武帝 11l／2928

苟彘 校尉、左将军 材武之士 汉武帝 115／2988

朱买臣 太中大夫 文学材能之士 汉武帝 122／3143

奉车都尉、光禄大
霍光 重臣、外戚 汉武帝、昭帝 7／217

夫、大司马车骑将军

许延寿 光禄大夫 外戚 汉宣帝 7／257

张彭祖 中郎将、阳都侯 张贺弟子 汉宣帝 7／257

王舜 中郎将、太仆 皇太后兄、外戚 汉元帝 9／279

史丹 驸马都尉 史高之子、外戚 汉元帝 10／30l ‘汉

卫尉、阳平侯、 书)

王凤 成帝舅舅、外戚 汉元帝、成帝 10／302

大司马大将军

骑都尉、光禄大夫、
王莽 外戚 汉成帝 lO／319

新都侯



卫尉、定陵侯、
淖于长 太后姐子、外戚 汉成帝 lO／327

水衡都尉

光禄大夫、驸马都
赵钦 皇太后弟 汉哀帝 1l／335

尉、新城侯、骑都尉

帝太太后从弟、
傅商 汝昌侯、光禄大夫 汉哀帝 11／342

外戚

傅太后同母弟子、
郑业 阳信侯 汉哀帝 11／342

外戚 《汉

驸马都尉、 书》

董贤 佞幸 汉哀帝 n／342

大司马卫将军

金安上 中郎将、建章卫尉 汉宣帝 17／67l

甄邯 奉车都尉、承阳侯 孔光女婿 汉平帝 18／699

奉车都尉、 宗族子弟、儒生、
刘歆 汉哀帝、平帝 18／716

太中大夫、红沐侯 文学材能之士

五官中郎将、崇禄
孔永 汉平帝、新朝 18／716

侯、宁始将军

公孙
太仆 汉武帝 19下／783

敬声

邢元 汉昭帝 19下／797—798

金赏 太仆、侯、奉车都尉 金日碑之子 汉昭帝、宣帝 19下／812

许嘉 卫尉 孝宣许皇后从弟 汉元帝 19下815

卫尉、
王接 汉元帝 19下／817

大司马车骑将军

欧阳余 中大夫 儒生 汉元帝 19下／817

王音 中郎将、太仆 孝成帝舅、外戚 汉成帝 19下／827

奉车都尉、水衡都
金敲 金日碑之后 汉元帝、成帝 19下／828

尉、中郎将

师丹 光禄大夫、光禄勋 名儒 汉成帝 19下／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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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商 光禄大夫 儒生 汉成帝 19下／836

赵彪
光禄大夫、水衡都尉 汉成帝 19下／838

大伯

光禄大夫、
赵玄 汉成帝 19下／841

司农、卫尉

王能 光禄勋 汉成帝 19下／843

王龚 光禄大夫，光禄勋 儒生 汉成帝 19下／843

傅喜 光禄大夫 外戚 汉哀帝 19下／844—845

金钦 光禄大夫 金日碑之后 汉哀帝、平帝 19下／854

韩增 光禄大夫 汉武帝 33／1857 《汉

李陵 建章监 材武之士 汉武帝 54／2450 书》

苏武 侈中鹿监 材武之士 汉武帝 54／2464

张千秋 中郎将 张安世之子 汉宣帝 59／2648

张延寿 太仆、中郎将 张安世之子 汉宣帝 59／2648

张彭祖 中郎将 张安世之子 汉宣帝 59／26媳

中郎将、光椽大夫、
张放 公主子 汉成帝 59／2654

光禄勋

严助 中大夫 文学材能之士 汉武帝 64上／2490

吾丘
中郎、光禄大夫 文学材能之士 汉武帝 64上／2490

寿王

王忽 汉昭帝 68／2933

傅嘉 汉宣帝 68／29“

霍山 奉车都尉 霍光侄孙 汉昭帝 68／Z9蛆

金建 驸马都尉 金日谭之后 汉昭帝 68／2962

金涉 卫尉、骑都尉 金日碑之后 汉成帝 68／2963

金汤 将大夫 金日碑之后 汉成帝 68／2964

金融 将大夫 金日碑之后 汉成帝 68／2964

于永 中郎将、长水校尉 汉成帝 71／3046



傅迁 驸马都尉 外戚 汉哀帝 8l／3357

王邑 成都侯 王莽从弟 汉哀帝 86／3468

光禄大夫、
房风 儒生 汉成帝 88／3619

五官中郎将

丁吴 奉车都尉 汉哀帝 93／3733

王去疾 骑都尉 汉哀帝 93／3738
《汉

帛敞 谒者 汉平帝 94下／3818 书》

苟参 水衡都尉 外戚 汉成帝 98／4018

王况 列侯 外戚 汉成帝 98／4028

王寻 京兆大尹茂德侯 新朝 99中／4123

丁隆 骑都尉 刘歆门人 新朝 99中／4123

侯辅 宁始将军 新朝 99中／4128 ●

孔秉 讲礼大夫 新朝 99中4129

杜林 执法 新朝 99下／4161

李棼 掌牧大夫 新朝 99下／4l鹋

史越 宁始将军 皇后父 新朝 99下／4180

刘墨 五官中郎将 刘歆之子 新朝 99下／4184

王望 新朝 99下／4185

王睦 王邑之子 新朝 99下／4191

班伯 光禄大夫、水衡都尉 文学材能之士 汉成帝 loo上／4199

1、侍中的设置时间及得名

《初学记·职官部下》：“侍中，古官也，黄帝时风后为侍中。周时号常伯，

周公立政篇戒成王，常伯常任以为左右官是也。秦取古官，置侍中之职。”国

《艺文类聚-职官部四》：“环济《要略》日侍中古官也，或日风后为皇帝

侍中。周时号常伯者，言其道德可常遵也。秦始皇复古，冠貂蝉，汉因而不改。”

。【唐l徐坚等著‘初学记'卷12，中华书局1980年1月，第2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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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汉宫仪》：“侍中，周官，号日常伯，选于诸伯，言其道德可常遵也。”“侍

中，周成王常伯任侍中，殿中称制，出即陪乘，佩玺拖剑。”圆

根据以上，侍中设置时间有两种看法，一为“古官，黄帝时风后为侍中～秦

始皇复古置侍中”，不过此说被《通典·职官三》斥为“皆出兵家谶纬之文，不

足征也”@，故不可信。二为“侍中，周官”，就是说周代已有侍中之官，但在大

量的有关周代的文献文物资料中都未见“侍中”这一官名，故此说亦不大可信。

不过，“常伯常任以为左右官是也”，“周时号常伯者言其道德可常遵也”，把秦汉

之“侍中”比作周之“常伯”应该是可以的，因为二者的性质有某些相同之处。

《汉官仪》：“侍中，左蝉右貂，本秦丞相史，往来殿中，故谓之侍中。”。

《汉官旧仪》：“丞相初置，吏员十五人，皆六百石。⋯⋯西曹六人，其

五人往来自事东厢为侍中，一人留府日西曹，领百官奏事。”@

《宋书·百官志》综合此两条，作出概括：“侍中，本秦丞相史也，使五人

往来殿内，东厢奏事，故谓之侍中。”@

可见，“侍中”一词始见于秦代，本丞相之属官，因入侍殿中，故称为侍中。

《史记·吕不韦列传》集解引刘向《说苑》：“骞与侍中左右贵臣博饮酒，

醉，争言而斗。”口

《史记·李斯列传》：“⋯⋯且陛下深拱禁中，与臣及侍中习法者待事，事

来有以揆之。”o “赵高使其客十余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讯斯。”

@

史书中关于秦代侍中的这几条记载可确证秦代已有侍中，侍中一词始出现

于秦代，确实无疑。不过我们也可从材料中看出此时的侍中并不是一种加官，它

本为丞相史，是丞相之属官，往来殿中，东厢奏事，是联系天子与丞相的纽带，

是一种较为接近天子、亲近天子的官职。另外，它与给事中一样，有时也作为一

o【唐】欧阳询撰王绍楹校‘艺文类聚'卷48，中华书局1965年11月，第s64页。

o【清l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祝官仪卷上'，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138页．

o【唐】杜佑撰‘通典，卷2l，中华书局1992年6月，第545页．

o【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衩官仪卷上，，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137页。

o【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官旧仪卷上'，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36页．

o‘宋书，卷39，第1238页．

o‘史记》卷85．第2512页．

o‘史记'卷87，第2558页．

o‘史记’卷87，第256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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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修饰短语使用，如：《史记·李斯列传》：“以赵高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

回“赵高常侍中用事，事皆决于赵高。”。这两处的侍中乃是“入侍禁中”之意，

不仅如此，这种用法也一直沿用到西汉， 《史记·卢绾列传》：“及高祖初起沛，

卢绾以客从，入汉中为将军，常侍中。”。《史记·滑稽列传》：“诏拜以为郎，

常在侧侍中。”。不过此种用法在武帝以后甚少出现，大多数情况下侍中一词皆

指官名，这应该是侍中作为一种官职发展越来越成熟的表现。

2、西汉加官侍中

(1)、西汉侍中为加官的时间

秦代已有侍中，但那时并不是加官，那么侍中作为加官是始于何时呢?《初

学记·职官部下》：“初秦置侍中，本秦丞相史也。⋯⋯汉因之，多以为加官。”

“西汉无常员，多至数十人。”。《通典》：“汉侍中为加官，凡侍中、左右曹、

诸吏、散骑、中常侍皆为加官。”。可见西汉侍中已为加官，因为是加官，被加

者人数不定，所以“无常员”。不过侍中在西汉为加官的具体时间又是何时呢?

笔者认为乃是汉武帝时期。案汉初担任侍中者记载甚少，除去修饰短语外，侍中

作为官名的记载有：《史记·吕太后本纪》：“留侯子张辟强为侍中。”。‘史记·梁

孝王世家》：“梁之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官宦无异。”@《史

记-佞幸列传》：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黢鹱，贝带。”囝《汉书·佞幸传》：“汉

兴，佞幸宠臣，高祖时有籍孺，孝惠有闳孺，此两入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贵幸。

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黢鹱贝带，傅脂粉，化闳籍之属

也。”o《晋书·舆服志》则称“汉幸臣闳孺为侍中”“，因此籍孺可能与闳孺一

样，为高祖时侍中。从这些材料可看出，汉初侍中与皇帝关系十分亲近，不过年

o‘史记)卷87，第2552页．

o‘史记'卷87，第2558页。

o‘史记'卷93．第2637页。

o‘史记'卷126，第3205页．

o【唐】徐坚等著‘初学记'卷12，中华书局1980年1月，第279—280页。

o【唐】杜佑撰‘通典)卷21，中华书局1992年6月，第545页。

o‘史记)卷9，第399页。

o‘史记》卷58，第20¨页．

o‘史记》卷l”，第319l页．

o‘汉书)卷93，第372l页．

”‘晋书)卷25，第767受．



龄都比较小，这与加官为侍中的官员可平尚书事、与闻政事的重大职责不符，尤

其是皇帝那些佞幸宠臣，本以相貌责幸，不可能会有什么真才实学，这样的侍中

略相当于皇帝左右供使唤的“小厮”，主要是照顾君主日常起居的，所以说此时

的侍中不可能是加官。

武帝时期，出于强化君主专制的需要，武帝“内改制度”，实行一系列措旌

加强皇帝的权力。把一批文学之士召到禁中，以为左右，当然一般人是不可能出

入禁中的，为了让其能够自由出入禁中，武帝便给这些文学材能之士冠以加官，

而侍中这个皇帝十分亲近、十分信任又可随侍左右的官职自然而然地也就成为加

官。“侍中、左右曹、诸吏、散骑、中常侍皆加官”，可以说加官的产生是武帝加

强皇权的必然结果。《汉书补注》卷十九引钱大听曰：“高祖时，卢绾为将军，常

侍中；孝惠时侍中皆冠黢鹱，贝带，傅腊粉，是汉初已有侍中。武帝初，严助、

朱买臣皆侍中，贵幸用事，始与闻朝政。厥后，卫青、霍去病、霍光、金日碑皆
●

由侍中进，而权势出宰相右矣。”。可见，侍中是从武帝开始才“与闻政事”、地

位逐渐尊贵，权势逐渐强大起来的。当然，成为加官并不意味着其作为专官职能

的消失，还是有许多记载，可以看出其是本官的，如《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是岁也，大将军姊子霍去病年十八，幸，为天子侍中。”o《史记·平准书》：

“弘羊，雒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此时的桑弘羊、与霍去病年纪

轻轻，并没有担任其他什么官职，侍中应是他们的本官。不过也正是由于他们年

少便有了随侍天子左右、与天子接近的机会与权力，所以在他们立下功劳届很容

易得到升迁，而升迁之后那些仍被皇帝视为心腹之臣的便又被加上侍中一职，以

方便像以前一样可随时出入省中，以各顾问，霍去病即是其例，年少为侍中，立

下大功被封为骠骑将军后，加官侍中，仍可出入禁中。因此侍中是否为加官，要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因为西汉时侍中为加官，就全盘否定其为专宫的可能，

虽然在有关西汉侍中的记载中，作为加官记载的史料远远多于其作为专官的记

载。

。【请】王先谦‘汉书补注'卷19。

o‘史记>卷l】l，第2928页．

o‘史记’卷30，第1428页。

中华书局1983年9月影印本，第3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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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官侍中的官员的身份及本官

何种人可以加官侍中，从加官侍中者简况表来看，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种：

1、外戚。这里的外戚指皇太后、皇后、妃嫔的父亲、兄弟、子侄以及尚

公主者及其子孙。如表中的霍子侯、史高、霍禹、卫青、霍去病、许延寿、霍光、

王舜、史丹、王凤、王莽、淳于长、赵钦、傅商、郑业、许嘉、王音、王I|缶、苟

参、傅喜、张放、霍山、傅迁、王邑、王况、史越、王睦等。另外，还要一些没

有记载姓名的，“(史丹)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皆以丹任并为侍中诸曹，亲近

在左右。”o“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郑氏、傅氏

侯者凡六人，大司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诸曹十余人。”“丁氏侯者凡

二人，大司马一人，将军、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诸曹亦十余人。”。外戚是

两汉侍中最主要的担任者。

2、佞幸宠臣。如：李延年、董贤、张放等，亦有佞幸受宠而其家族受惠的，

“董氏(董贤)亲属皆侍中诸曹奉朝请，宠在丁、傅之右矣。”。

3、文学材能之士。如：朱买臣、严助、吾丘寿王等。

4、材武之士，如：赵充国、苟彘、卫青、霍去病、孔永、李陵、苏武等等。

5、功臣及其子弟。如：丙吉、丙翁孟、张安世、张千秋、张延寿、张彭祖、

霍光、霍禹、金日碑、金赏、金建、金敞、金涉、金汤、金融、金钦等，。及禹

诛灭，而安世子孙相继，自宣、元以来为侍中、中常侍、诸曹散骑、列校尉者凡

十余人。”@

6、名士大儒。如：蔡义、韦贤、师丹、许商、房凤、王龚、刘歆等。

总结这六种人员，他们大多数是皇帝所亲近信任之人，外戚及功臣子弟尤

多。《通典》：“旧用儒者，然贵族子弟荣其观好，乃至襁抱，坐受宠位，贝带

腊粉。”园案‘通典》对于担任侍中的人选先言儒者后言佞幸贵族子弟，与时代

不合。西汉初及中期，没有一个皇帝是纯粹任用儒学的，皆是“霸王道杂之”，

o‘议书'卷82，第3”9页。
o‘汉书)卷98，第4018页．

。‘汉书)卷97下，第4002页．

。‘汉书j卷93，第3736页．

。‘汉书)卷59，第2657页·gl陌
o【唐】杜佑撰‘远典'，卷2l，中华书局1992年6月，簧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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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帝时，儒学才开始真正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不过，虽然元帝崇儒，但任用儒者

为侍中却是成帝以后的事，如师丹、许商、房凤、王龚、刘歆皆为成哀之间的人，

且人数不多，不过这也开始慢慢反映了侍中由亲而尊的发展趋势。

关于加官侍中的官员的本官。《汉书·百官公卿表》：“侍中⋯⋯皆加官，所

加或列侯、将军、卿大夫、将、都尉、尚书、太医、太官令至郎中，亡员，多至

数十人。”所加官员范围十分广泛，从表8中也可看出这个特点，其加侍中的官

员本官有：奉车都尉、驸马都尉、水衡都尉、骑都尉、车骑将军、大将军、左将

军、中郎将、建章监、卫尉、太仆、中大夫、光禄大夫、光禄勋、谒者、列侯等。

这些被加之官地位秩禄都比较高，应该是与其被加侍中之后的职掌相适应的。

(3)、侍中的职掌

l、照顾皇帝的日常生活起居。侍中最基本的职责是“得入禁中”“入侍

天子”，他们随侍在天子的左右，自然会对皇帝的日常生活有所照顾。《汉官仪》

“侍中⋯⋯，分掌乘舆服物，下至亵器虎子之属。武帝时。孔安国为侍中，以其

儒者，特听掌御唾壶，朝廷荣之。”。劳干先生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此引文乃

“浅人妄增”，因“乘舆服物乃少府所掌，不由侍中”，“况侍中在武帝时本以

加于郎大夫之亲近者，其人多为文学材力之臣，与少府无涉；东汉改属少府，然

以儒者为之，其职尤尊”，“宫中岂少人，何至使之一司亵器乎?”“至于孔安

国亦未尝为侍中”，此处乃晋武帝时另～孔安国(会稽人)曾任侍中之讹误。o按

照劳干先生所说，侍中并无照管皇帝生活之任务。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史记·汲

黯列传》：“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而视之。”函可见，皇帝在如厕时，侍中也可

在旁侍侯，所以“分掌乘舆服物，下至亵器虎子之属”也是有可能的。事实上，

由于专门服侍皇帝的宦官的存在，侍中可能只是照管一下这些器物而已，不用自

己亲自动手，而且由于侍中与皇帝的关系密切，可与上“共卧起”(如成帝时张

放，哀帝时董贤)，因此侍中拿一拿备吐痰用的唾壶也是可能的，这都表示了侍

中与皇帝的关系的亲密，即使孔安国不为侍中，即使儒者不做这些事，也不能否

o【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官仪卷上'，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137页。

。劳千‘论汉代的内朝与外朝)，载于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制度与国家'，黄清连主编．中国大百科
全书出版社2∞5年5月，第46页．

。‘史记'卷120，第3107页。

5l



认侍中照顾皇帝生活的这项任务，如《汉书·史丹传》：“丹以亲密臣(时为侍中)

得侍视疾，候上间独寝时，丹直入卧内，顿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既然史丹是

服侍正在生病的皇帝，就不可能不照顾其日常起居。可以说这是一乖r贴身伺侯”，

即所谓的“亲省起居”，与以供应安排皇帝及宫中生活的少府还不是一回事。

2、侍从左右，保卫皇帝安全，出充车骑。从侍中所加之官来看，其许多都

是骑都尉、奉车都尉、驸马都尉、中郎将、光禄勋、将军、卫尉等武职，足以说

明保卫皇帝安全也是侍中最基本的职责之一，侍中“出则参乘，佩玺抱剑”“次

直护驾”，《汉书·文帝纪》注引如淳日：“法驾者，侍中骖乘，奉车郎御，属车

三十六乘。椰相信侍中骖乘不仅仅是一种礼仪，负责皇帝的安全亦是其重要责任。

而且不论是一种礼仪还是护卫之官，可以说都是皇帝出行，侍中必从。《汉书·东

方朔传》：“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八九月中，与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北地

良家子能骑射者期诸殿门，故有‘期门’之号自此始。”。侍中不仅随皇帝出行，

而且还居于保卫侍从武官人员的首位，足见其身份的特殊。最显著的例子即武帝

晚年，侍中仆射莽何罗袖藏白刃谋入武帝卧内行刺谋反的事件，赖“侍中驸马都

尉金日碑、奉车都尉霍光、骑都尉上官桀讨之”@，特别是侍中金日碑首先察觉，

及时阻止正欲行刺的莽何罗，才保护了武帝的安全，使这一大患消弭于千钧一发

之时。

3、与闻政事、拾遗补缺，参与国家大政的决策。侍中所加之官中光禄大夫、

中大夫、太中大夫以及名懦重臣，都是可以顾问应对、谋议议论之职，武帝时担

任侍中的太中大夫、光禄大夫、中大夫的朱买臣、吾丘寿王、严助三人，因议论

应对出色，深得武帝信任，曾多次让他们与公卿大臣辩论，使“大臣数诎”，使

得武帝的意志和决策能够排除大臣的阻挠，很好的贯彻下去。名儒重臣都是颇有

学识之人，他们博学多识，见闻较广，能够很好的为皇帝解惑、出谋划策。除了

顾问谋议之外，西汉侍中亦有向皇帝谏争的例子，如《汉书·霍光传》：“文学光

禄大夫夏侯胜等及侍中傅嘉数进谏以过失。”。《汉书·叙传》：“入侍禁中，设宴

饮之会，及赵、李诸侍中皆饮满举自，谈笑大噱，时乘舆幄坐张画屏风，画纣醉

o<汉书》卷82．第3377页。

毒‘汉书)卷4，第1lO页．

o‘汉书)卷65，第2847页。

o‘汉书)卷6．第2】l页，

o‘汉书'卷68，第29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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踞妲己作长夜之乐。上以伯新起，数目礼之，因顾指画而问伯：‘纣为无道，至

于是乎?’伯对日：‘书云[乃用妇人言]，何有踞肆于朝?所谓众恶归之，不如

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如此，此图何戒?’伯日：‘[沈湎于酒]，微子所以

告去也；[式号式藓]，大雅所以流连也。诗书淫乱之戒，其原因皆在于酒。’上

乃喟然叹日：‘吾久不见班生，今日复闻谠言!一。不过西汉侍中谏争的例子并不

多，只是开端，至东汉时始较多见。

4、喻指公卿，传发书奏，沟通内外，成为皇帝与百官特别是外朝官相互沟

通的媒介与桥梁。因为侍中是可以出入禁中的亲密近臣，自然就有机会“内干机

密，出宣诰命”。 《汉书·萧望之传》：“宣帝察望之明经持重，议论有余，材任

宰相，欲详试其政事，复以为左冯翊。望之从少府出为左迁，恐有不合意，即移

病。上闻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谕意日：‘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为平原

太守日浅，故复试中之于三辅非有所闻也。’望之即起视事。”@《汉书·李寻

传》：“哀帝初即位，召寻待诏黄门，使侍中卫尉傅喜问寻。”4邀是侍中受天子

委托，喻旨公卿。《汉书·杨恽传》：“霍氏谋反，恽先闻知，因侍中金安上以闻，

召见言状，霍氏伏诛。”。《汉书·谷永传》：“语不可露，愿具书所言，因侍中

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o这是公卿大臣通过侍中向天子言事、上书。除了担

任皇帝与公卿大臣之间的桥梁外，侍中亦在皇宫之内，两宫之间“往来传语”，

也和皇后、婕好接近，有时受皇后、皇太后差使，传言办事。(汉书·佞幸传》：

“太后姊子淳于长为侍中，数往来传语，得太后指，上立封赵婕妤父临为成阳侯。”

田《汉官旧仪》：“侍中左右近臣见皇后，如见帝。见婕好行则对璧，坐则伏茵。”

o《汉书·元后传》：“皇后使侍中杜辅、掖庭令浊贤交送政君太子宫。”@可见

侍中在皇帝家人之间也有着类似宦者的联络奔走的任务。

5、在一些重大的场合尤其是礼仪场合中，侍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如《史记武

帝本纪》：“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荐绅，射牛行事。”天子出行，法驾时“侍中

o‘汉书》卷100上，第420州20l页．
o‘汉书》卷78，第3274页．

o‘汉书》卷75，第3183页．

o‘汉书》卷66，第2889页．

o‘汉书》卷85，第3454页。

‘‘汉书》卷97下，第3989页。

o【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官旧仪卷下'，中华书局I盼。年9月，第44页．

o‘汉书，卷98，第柏15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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骖乘”回。“皇帝见诸侯王、列侯起，侍中称日： ‘皇帝为诸侯王、列侯起!’

起立，乃坐。⋯⋯宴见，侍中、常侍赞。”。“有天地大变，天下大过，皇帝

使侍中持节乘四白马，赐上尊酒十斛，养牛一头，告殃咎。”。

侍中的这许多职能，其实都源于一点，即侍中可出入禁中，与皇帝关系密

切，是深得皇帝信任之人，“亲近”“亲密”“左右”“腹心”和“侍帷幄”等

字样都是用来形容侍中的。不过西汉侍中虽与君主关系密切，地位却并不尊贵。

武帝时卫青、霍去病并为大司马将军，亲信无人可比，但他们也都很少过问国家

大政。武帝以后，大司马领尚书事成为中朝首领，地位比侍中要高的多，所以说

西汉侍中并无声势显赫之人物，其虽亲近却并不尊贵，但因为亲近，到了汉末，

侍中制度就为外戚擅权专政提供了条件。本来与皇帝就是亲戚关系的外戚加上侍

中后变得更为亲近，更容易影响皇帝，再为大司马领尚书事成为内朝官首领后，

就极易操控鹌廷政局，形成外戚擅权专政的局面，并最终造成了外戚王莽代汉的

结局。

3、东汉专官侍中

(1)、东汉侍中的专官性及兼官性

侍中在东汉是专任官职，为固定的正式官名，文属少府，秩“比二千石”，

无员，其长官“本有仆射一人，中兴转为祭酒，或置或否”。国但更始时似已有侍

中祭酒一称。《后汉书·卓茂传》：“更始立，以茂为侍中祭滔。”@看来，应该是

西汉时侍中长官为仆射，更始改为祭酒，东汉沿之，亦为祭酒，功高者为之。

关于侍中机构，西汉似有侍中曹一称。《唐六典》卷八《门下省·侍中》注

称：“初，秦汉置侍中曹，无台省之名，自晋始有门下省。”@而《后汉书·邳彤

传》中“(邳彤)复为左曹侍中”注日。《前书》日侍中有左右曹”，o虽没有关于

侍中曹的具体记载，找不到相关的例子佐证，但想否认它的存在，也还缺乏足够

o‘史记)卷12，第475页。

o【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官旧仪卷上'，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35页．

。【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旧仪卷上'，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72页。
o‘后汉书’卷114，第3593页．

o‘后汉书》卷25，第871页。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8，中华书局2∞5年4月，第241页．
o‘后汉书》卷2I．第7卯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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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证据。到了东汉末年出现了新的侍中机构侍中寺，或者说由侍中曹进一步发展

成了侍中寺。《后汉书·灵帝纪》：“夏四月丙辰，地震。侍中寺雌鸡化为雄。”。

侍中寺，这一机构建立的确切时问史无所载，大概与设置鸿都门学时间相当。《后

汉书·蔡邕传》：“初，(灵)帝好文章，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

文赋者，并特制鸿都门下，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

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意陈方俗闾里小事，

帝甚悦之，待以不次之位。”。“置鸿都门学，其诸生皆敕州郡、三公举用辟召，

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赐爵者，士君子皆耻与为列焉。”

固可能由于置鸿都门学，乐松、贾护等人趁机招引无形趣势之徒，致使侍中人数

大增，因而成立了专门的机构，设立了侍中寺。不管怎么说，灵帝时已确实出现

了侍中寺。侍中寺的设置既说明了侍中地位的日益提高，也说明了东汉侍中的专

官性质。

东汉在叙述某人担任侍中时多次用到“迁”字，如和帝时鲁恭为博士，迁

侍中：灵帝时刘宽拜太中大夫，迁侍中；明帝时赵孝拜谏议大夫，迁侍中；和帝

时刘恺拜为郎，稍迁侍中：灵帝时黄琬擢为青州刺史，迁侍中。这些由某官而迁

任为侍中的例子，足以说明了侍中在东汉时为专任官职。不过虽为专职，也有侍

中兼任他官者，具有兼官的性质。如《后汉书·皇后纪》：“子(郭)举为侍中，

兼射声校尉。”。《后汉书·儒林传》：“拜(戴)凭虎贲中郎将，以侍中兼领

之。”@除用“兼”字外，还有侍中“监”“领”某官的，《后汉书·来歙传》：

“(来历)永元中为侍中，监羽林右骑。”。《后汉书·桓郁传》：“(桓郁)

以侍中监虎贲中郎将。”o《后汉书·贾逵传》：“八年，复为侍中，领骑都尉。”

@可以说，这属于广义上的加官，但所加官职并不是侍中，而是被兼领的官职。

不论是“兼”、“监”还是“领”，官员的本官身份是侍中，侍中才是他最主要

的官职，其他官职是在侍中的基础上兼领的，这与西汉时的加官侍中不一样，作

o‘后汉书'卷8，第34l页．

o‘后汉书)卷60下，第1992页。

o‘后汉书)卷60下。第1998页．

o‘后汉书'卷lO上，404页。

o‘后汉书’卷79上，第2553页。

o‘后汉书)卷15，第590页．

o‘后汉书>卷37，第】255页．

o‘后汉书'卷36，第12柏页．



为加官时，侍中是虚职，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过东汉时像这样明确记载着侍

中兼(监、领)他官的情况并不多见，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列举某人担任侍中及其

他官，不指明是兼任还是先后迁转，如《后汉书·臧宫传》：“光武即位，以为

侍中、骑都尉。”o《后汉书·桓郁传》：“顷之，转为侍中、奉车都尉。”@《后

汉书·李法传》：“和帝永元九年，应贤良方正对策，除博士．迁侍中、光禄大

夫。”@《后汉书·党锢传》：“(刘淑)又再迁侍中、虎贲中郎将。”国在这些

例子中，乍看之下，与西汉情况相似，这些侍中亦似为加官，但仔细分析后，笔

者认为其不应该为加官。西汉时的几种加官到了东汉不是消失了就是转为专官

了，东汉不再有加官之制，整个东汉也未提及加官一词。所以说侍中不可能会作

为仅遗留下来的加官存在，再加上其兼官性质的存在，可“兼”“监”“领”某

官，因此上举几例，二官虽同时出现，未指明是兼官还是其他，但应不难推测它

们之间要么是兼官关系，要么是所担任的先后不同的两种官职，而不应该为加官

关系。总之，侍中作为加官的用法在东汉已经不存在了。

(2)、侍中的职掌和人选

东汉侍中的人选与西汉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佞幸、材武之士以及

一般文学侍从之士都不再为侍中了，其人选主要有两种：第一种为外戚和功臣子

弟。东汉的功臣之后往往与皇室结为姻亲，或以其女为皇后、贵人，或以其男与

公主成婚，所以东汉的功臣之后又多为外戚，如：光武帝时，阴皇后之兄弟阴识、

阴兴：光武郭皇后弟郭况之孙、光武帝女洧阳公主之子郭举；章帝和帝时，窦融

之孙、章帝窦皇后之兄弟窦宪、窦景、窦壤；安帝时，邓禹之孙，和帝邓皇后之

弟邓弘、邓阊、邓康；和帝时，来歙之曾孙、明帝女武安公主之子来历；桓帝时，

邓皇后兄邓演之子邓统，帝女阳安公主之夫伏完；灵帝时窦融后裔、窦太后兄弟

窦机及侄窦靖。这些侍中的担任者不是功臣子弟就是公主的子孙，因其都是外戚，

所以也称这类侍中为外戚侍中。第二种人选为士人儒者。东汉儒生担任侍中的人

员较之西汉大为增加。如：卓茂、鲁恭、贾逵、蔡茂、曹褒、郑玄、桓郁、丁鸿、

o‘后汉书》卷18．第692页。

o‘后汉书》卷37，第1256页。

o‘后汉书)卷48，第160l页．

o‘后汉书)卷67，第2190页．



薛包、赵孝、李法、爰延、杨秉、张衡、杨彪、卢植、延笃、刘淑、戴凭、张驯、

杨伦、包成、魏应、周泽、李育、蔡玄，等等。东汉一代有名的儒生大都有担任

侍中的经历，这类侍中可称作儒者侍中。儒者侍中的增加是与东汉王朝更加重视

和提倡儒学，更加尊重儒者，儒学更加盛行分不开的。所谓“侍中，常伯，选旧

儒高德，博学渊懿”。，正是东汉侍中情况的写照。

东汉侍中职掌大体与西汉相同，仍不外一“入”一“出”两个方面：入则

“赞导众事”“顾问应对”“喻指公卿⋯拾遗补缺”，出则“参乘”、骑从、
护驾。但因儒者侍中的大量增加，其职掌亦稍有不同。

首先就是进谏、谏争的任务加重，成为侍中最主要的职掌。“旧儒高德，

博学渊懿”的特点决定了儒者侍中正直敢言、切对谏争的职责。《后汉书》列传

中有颇多关于儒者侍中应对切谏的记载，如《后汉书·张衡传》：“后迁侍中，

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尝问衡天下所疾恶者。宦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衡乃

诡对而出。宦竖恐终为其患，遂共馋之。”o《后汉书·李法传》：“岁余，上

疏以为朝政苛碎，违永平、建初故事：宦官权重，椒房宠盛；又讥史官记事不实，

后世有识，寻功记德，必不明信。坐失言，下有司，免为庶人。”o在《后汉书》

中可看到大量的侍中直指弊政、应对谏争的上书。

其次，侍中的讲经、议经、校书、撰作等职能。儒者侍中往往是经学名家、

博学多识之人，除了应对、切谏、护驾这几项固定的职能外，还有许多因其儒者

身份而延伸出的临时性的颇具灵活性的职能。《后汉书·鲁丕传》：“和帝因朝

会，召见诸儒，丕与侍中贾逵、尚书令黄香等相难数事，帝善丕说，罢朝，特赐

冠帻履袜衣一袭。”。《后汉书·刘宽传》：“灵帝初，征拜太中大夫，侍讲华

光殿。迁侍中，赐衣一袭。”。侍中可在殿中讲经议经。“解经不穷戴侍中”(戴

凭)，“殿中无双丁孝公”(丁鸿)，“问事不休贾长头”(贾逵)，“五经纵

横周宣光”(周举)，这都是讲经议经后被公认为博学通儒之人。白虎观和石渠

阁两次会议中，儒者侍中在讲议五经异同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此外，东汉侍中

也参与校书、撰述之事。《后汉书·张衡传》：“及为侍中，上疏请得专事东观，

。【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官典职倥式选用一卷》，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203页．
。‘后汉书'卷59，第1914页．

口‘后汉书)卷48，第160l页。

o‘后汉书'卷25，第8s4页．

o‘后汉书)卷25。第8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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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捡遗文，毕力补缀。”‘D《后汉书·儒林传》：“(张驯)与蔡邕共奏定《六

经》文字。擢拜侍中，典领秘书近署，甚见纳异。”。《后汉书·文苑传》：“顺

帝时，(王逸)为侍中，著《楚辞章句》行于世。”。

这两项职能都是由于儒者侍中的大量增加而产生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汉

侍中没有此项职能，只是在西汉这种职能仅作为极个别的现象出现，并不显著，

但到了东汉这却成为侍中最主要的或极为重要的职责，故特意提出来。至于其他

职责两汉大都相同，或东汉时职责范围稍广，因其本质相同，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东汉侍中与西汉相比，尊贵有余，亲近不足，这与其人选和职掌也是相联

系的，《汉官典职仪式选用一卷》：“又侍中旧与中官俱止禁中。武帝时，侍中

莽何罗挟刃谋逆，由是侍中出禁外，有事乃入，毕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复入，

与中官共止。章帝元和中，侍中郭举与后宫通，拔佩刀惊上，举伏诛，由是侍中

复出外。”。又《后汉书·百官志一》引《献帝起居注》日：“1日侍中、黄门侍

郎以在中宫者，不与近密交政。诛黄门后，侍中、侍郎出入禁闺，机事颇露，由

是王允乃奏比尚书，不得出入，不通宾客，自此始也。”@武帝后“侍中出禁外，

有事乃入，毕即出”的事实并不确切，因为西汉中后期仍不乏侍中出入禁中，甚

至与皇帝“共卧起”的例子，如“日谭两子，赏、建，俱侍中，与昭帝略同年，

共卧起。”@“(张)放为侍中中郎将⋯⋯，与上卧起，宠爱殊绝。”。“丹以亲

密臣得侍视疾，候上间独寝时，丹直入卧内，顿首伏青蒲上，涕泣言。”@“初，

(淳于)长为侍中，奉两宫使，亲密。”@尤其是董贤，裒帝对他的宠爱到了无

以复加的地步，“贤宠爱日甚，为驸马都尉侍中，出则参乘，入御左右，旬月闻

赏赐累巨万，贵震朝庭。”@所以说，西汉侍中与皇帝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

莽何罗事件后，禁止侍中随意出入省中的规定可以说并没有被很好的执行。东汉

却不一样了，根据《汉仪》及《献帝起居注》所述，从章帝郭举事件后一直到诛

o‘后投书)卷59，第1940页。

o‘后汉书，卷79上，第2558页。

o《后汉书》卷∞上，第2618页．

o【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官典职仪式选用一卷'，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203页。

o‘后汉书)卷116，第3594页．

o‘汉书》卷68，第2962页．

o《汉书》卷59，第26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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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中常侍这一段时间里，侍中都是出禁外，有事乃入，毕即出，不与亲密交政，

汉献帝后因王允奏又“不得出入，不通宾客”。这样的规定可能也不是绝对的，

因为在外戚势力特另Ij强大时，如和帝时窦宪以侍中“内干机密，出宣诰命”，他

应该是能够随意出入省中的，但这样的例子毕竟是少数，且这样的亲近还远不能

与西汉时侍中“与上卧起”的近密相比，更不能与东汉时手握王爵、口含天宪、

声势赫赫的中常侍相比，否则显赫一时的外戚侍中梁冀与何进怎么会那么轻而易

举地就被中常侍们所打败。更何况，与外戚侍中相比，儒者侍中与皇帝的亲密度

就更低了。他们大都是德高望重、学识渊博之人，是皇帝尊重尊崇的对象，想要

像对待佞幸宠臣那样对待他们那是不可能的，从他们进谏不合上指就大都被排

斥、被贬黜、被罢官或被处死的情况也可看出，其与皇帝的关系亲近不足。所以

说，东汉侍中的地位高高的，秩禄也高高的，但却与皇帝的关系疏远了，对国家

政治生活的影响也相应地减小了。相对于阉人中常侍来说，士人侍中对于后宫终

究较不便，代替不了宦官的作用。

总结秦汉侍中这一官职的变迁，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秦至汉武帝

时期，此时的侍中为专官，职责是“入侍天子”，主要负责传发书奏以及皇帝的

日常起居生活等事宜：第二阶段，汉武帝时期到西汉末年，此时的侍中专官加官

性质并存，但加官侍中更为重要，影响更大，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权力和职责，

与皇帝的关系十分密切；第三阶段，侍中不再被当作加官使用，成为一种正式官

职名称，且是省禁官中地位最高者，其职责在西汉侍中的基础上也稍有发展及变

化，但由于各种原因，东汉侍中与皇帝的关系较为疏远，其尊重有余，亲近不足，

因此虽然地位和秩俸有了提高，其实际地位和影响却下降了。



三、 关于汉代加官研究的几个问题

(一)、加官设置的时间问题

通过对汉代六种基本加官的分析，笔者认为加官制并不是《汉书·百官公

卿表》所说的那样“皆秦制”，西汉也不是一开始就承袭秦制有加官制的，它应

该是汉武帝时才开始建立的制度。按照《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说法．“皆秦制”

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这些官名秦时已经出现了，二是这些官职已被当作加官使用。

是否果真如此呢?

第一层意思即秦时已有这些官名，这是不完全正确的，它们有的是秦置，

有的却不是。如散骑、中常侍、侍中在秦时都已出现，除了百官表所说的“皆秦

制”以外，史书上其他地方也都有相应记载。至于给事中，它所建立的确切时间

史无所载，古代学者对它设置的时间也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是秦官，有的认为

为汉西京置。它是由指一件事情的叙述性短语慢慢转变成一种官职的，这个过程

是需要时间的，不是一蹴而就的，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报难确切考证出其成为官

名的具体时间，不过贸然说其是秦置还缺乏有力的证据。而诸吏、诸曹、这两种

官名，秦时应该是没有的，史书上找不到其为秦置的记载以与百官表相对应，相

反倒有“武帝初置”的记载(前已论述)。另外，从这两种官名的形式看，其也

不应该为秦置。诸吏、诸曹太过一般化、普通化，会很容易让人产生混淆，所以

到东汉以及以后的朝代都不曾出现过这两种官名，没有理由秦时会设置这么普通

化的名字并一直使用下去，它们应该只能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产物，即加官制度

下的加官，到了东汉加官制度消失后，其作为加官当然也就不存在了，而又由于

其名称本身过于一般化，它们甚至失去了作为官职名称的资格。

第二层意思即秦时已有加官制度，笔者认为这是不大可能的。要弄清加官

设置的时问，就必须搞清加官设置的原因，为什么要设置加官，笔者在第一章已

经论述过，其主要原因是皇帝加强皇权的需要和内朝的形成及发展。皇帝想总揽

国家大政，但不论他再怎么精明睿智，都不可能一个人处理所有事情，总是需要

有人与他商议的，既然宰相、公卿大臣是他想抑制的对象，那么就必须有其他人



来被皇帝利用，成为他商讨国家大政以及抑制相权的人选，因此这些人就被赐予

了可以出入或居住省中的特权，成为了君主所信任尊崇的官员，掌握了其本不该

掌握的一些权力，而这一情况的实现所依赖的就是加官制度。了解了这一背景，

就知道秦及汉初就有加官制度是不可能的。秦时丞相的权力虽然也很大，但根本

就不可能与声威赫赫的始皇帝相抗衡，“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

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o

在事情都由秦始皇决定的情况下，根本没有必要建立加官制度以加强君权、抑制

相权，再加上秦统治时间短暂，许多事情都处于草创阶段，并不完备，丞相制度

及宫廷里的各项制度相信也是如此，即使想建立加官制度时间也未必允许。而汉

初实行的是“无为而治”，皇帝赋予了丞相很大的权力并且很少干涉，皇帝是越

无为越好，而丞相们也大都能深自贬抑，忠心皇帝，尽心为国家办事，故汉初君

臣之间的矛盾比较缓和，因而也没有必要来裁抑相权，加官制度自然也就没有建

立的必要，但是到了汉武帝时就不一样了。军功大臣们已经相继死去，担任丞相

者多是碌碌无庸之辈，掌握着很大的权力，却没有能力胜任，还时常与武帝发生

矛盾，雄心勃勃、英明睿智的武帝怎会甘心于此，必会想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于是加官制度就产生了。而昭帝霍光秉政时期，由于特殊的朝政格局，加官制度

沿袭下来，并随着内朝制度的发展而盛极一时。

虽然说汉承秦制，但不能说汉朝所有的制度都沿袭秦制，其损益者亦有不

少。《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皆秦制”过于笼统，我们应该要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

(二)、加官有无俸禄问题

加官是在原官基础上另加一种官职，凭此以示优宠或获得特殊的权力和任

务，它是一种虚职，是没有秩禄的。但事实情况却不全然如此，在史书中还有几

处因为加了加官而其原官秩俸有所提高的例子。如：

‘汉书·金日碑传》；“徙(金钦)光禄大夫侍中，秩中二千石，封都成

侯。一o

o‘史记)卷6，第253页。

o‘汉书l卷68，第2964页。

6l



《汉书·张汤传》：“后复征(张)放为侍中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

《汉书·张禹传》：“拜为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事中，领尚书

事。”。

《汉书·孔光传》：“数年，迁(孔光)诸吏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给

事中．赐黄金百金，领尚书事。”@

光禄大夫乃光禄勋的属官，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

“光禄大夫，比二千石”，但是在加上“侍中”或“诸吏”官后其秩由“比二千

石”上升为“中二千石”。所以说加官完全是一种虚职好像并不太确切。此外在

《汉旧仪》中还有“左曹日上朝谒，秩二千石；右曹日上朝谒，秩二千石”固的

记载，由此看来，加官也是有秩禄的。因此安作璋、熊铁基先生认为加官“在实

际上也是有一定意义的”o。阎步克先生也认同安、熊两位先生的观点，他在其

著作《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一书中提到汉代“秩次是

从属于职位的，居其职方有其秩，居其职则从其秩。甚至从加官看都是如此”，@

在认同安、熊两位先生观点的基础上，他认为“加官者由于被赋予了新的职事，

秩次便不同从前了。可见，在加官制度上，禄秩仍与职事相关。”。

笔者对加官倒底有无秩禄或被加官之后其俸禄是否可以提高还不能确定，

但却有一些疑问。首先就是史书上所记载的被加官之后俸禄有所提高的官员为什

么都是光禄大夫，为什么没有其他官职?如果说被加官之后俸禄真的可以提高的

话，那史书上的记载为什么仅有这几例?这与史书上所出现的大量的有关加官的

记载不符。其次，对于《汉旧仪》中“左右曹秩二千石”的记载亦有怀疑，笔者

所怀疑的是这里的左右曹是否为加官左右曹。其实这一点笔者在论述加官左右曹

时已稍有提及，在《后汉书·百官志二》中有如下记载：“右属光禄勋。本注日：

职属光禄者，自五官将至羽林右监，凡七署。自奉车都尉至谒者，以文属焉。旧

有左右曹，秩以二千石，上殿中，主受尚书奏事，平省之。世祖省，使小黄门郎

o‘汉书)卷59，第2956页．

o‘汉书'卷8I，第3348页。

。‘汉书)卷8l，第335，页。

o【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汉旧仪卷上’，中华书局1990年9月，第65页．

o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4年1月，第293页．

o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2月，第187页。
o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1．中华书局2002年2月，第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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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事，车驾出，给黄门郎兼。”。从这可看出，西汉时光禄勋有左右曹，可上殿

中，秩二千石，《汉旧仪》中所说的左右曹是否为光禄勋的左右曹呢?这看起来

极为可能。由于笔者水平有限，这些问题还都不能确定，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三)、加官设置的意义

加官制度与内朝制度是紧密联系的，是内朝制度的一部分，所有被加官的

官员都是内朝官员，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中朝官制度是通过加官来实现的。虽

然加官是一种虚职，加官本身并不是政府机构的职权性职务，但一旦加到其他官

职身上，被加官职就有了特殊的权力和地位。文人近臣们之所以能够随侍左右，

参与朝政，与他们被加官侍中、中常侍、给事中等官名是分不开的，外朝公卿大

臣成为中朝官员出入宫中省中也是因为他们被加加官的缘故。不论是位卑职贱的

侍从人员，还是声威赫赫的外朝大臣，被授予加官之号后，即成为内朝官，能够

参与国家机要，对政治产生重大的影响。可以说，因为有了加官制度，内朝制度

才得以实现，加官制是内朝制度建立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通观以上六种加官，其职掌虽然很多，但主要职责不外乎两种，即“武卫

文谋”。“武卫”则保护皇帝安全，不论是在宫中省中还是出行时。“文谋”则“顾

问应对”、“与闻政事”、“献可替否”、“拾遗补缺”、“平尚书奏事”。不过这就已

经完全体现了内朝制度的本质——加强皇权、削弱相权。通过加官，一大批具有

真才实学皇帝十分信任尊崇的官员可随时进入宫中省中，成为皇帝的心腹之臣。

国家的政治中心由朝中转入宫中省中，转入皇帝的卧室之中，国家越来越成为皇

帝的私有之物，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在皇帝独裁意志的驱使下更加完善，以丞相

为首的公卿大臣是再也没有能力与皇帝相抗衡了。

因为加官制度与内朝制度是相始终的，所以当西汉末年内朝制度的消极影

响出现的时候，加官的反面作用也随之浮现。它被把持内朝的权臣随意加到其所

信任，对其忠心耿耿的人身上，不管他们是否真的有才能，使得权臣的地位更加

稳固，朝廷被其控制在手中，而被削弱了权力的丞相等公卿大臣们也没有足够的

能力与之相抗衡，面对其擅权专政的局面却只能束手无策，跟睁睁看着西汉刘氏

o‘后汉书)卷115，第3578页．



政权断送在外戚王莽手中。也许正有鉴于此，东汉刘秀称帝后才会取消内朝制度，

取消加官制度，取消这个让权臣们可以擅权朝政的工具，把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

手中。不过历史的发展不是掌握在某个人手中的，东汉中后期，朝廷始终被外戚、

宦官所轮流把持，东汉政权也最终毁于二者的斗争之中，这完全是与当初刘秀的

想法背道而驰的。所以说取消加官、内朝制度并不是保持一个王朝不灭亡的方法，

其实加官制度、内朝制度本身并没有什么变化，所变的是当时的人和事，是当时

的社会形势，处于何种社会形势下，被何种人利用，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西

汉末皇帝大都软弱昏庸，无心朝政，政权当然会被野心勃勃的权臣们所把持、窃

取，这与有没有加官、内朝制度是没有关系的。当一个政权要灭亡的时候，是任

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正如一个新的政权要诞生一样。



结 语

虽说“汉承秦制”，百官表上亦说加官“皆秦制”，但其实加官制度仅在西

汉时存在过，它是内朝制度形成过程中的一个产物，是被用来加强皇权、削弱相

权的一个工具。加官制度与内朝南4度相始终，并不是汉承秦制，秦时就有的制度，

到了东汉，内朝制度被取消了，加官制度也随之消失。不再存在。

六种加官的被加人员身份虽然很多，但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皇帝信任的具

有真才实学之人，能够真正承担起加官的责任；一种是皇帝所喜欢宠爱之人，如

佞幸，某些外戚和功臣子弟等，是皇帝想荣宠的对象，他们并不需要很有才能，

也并不一定能承担起加官后应有的职责。加官的职能虽然也有很多，但其都围绕

一点，以一点为中心，即加强皇权、削弱相权，在此基础上，加官被授予各种权

力，成为为人所尊显的官职。

由于加官可出入或居住省中，与皇帝关系十分近密，因此对皇帝的影响也

比较大，对国家政治生活影响也颇大。在一段时间内，确实达到了其设置的目的，

加强了君主的权力，抑制了以丞相为首的公卿大臣的权力。但当皇帝软弱昏庸，

一个王朝走向末路的时候，这种亲近的加官反而被有野心的大臣所利用，成为其

擅权专政的工具，皇权反而削弱了。这样的历史循环也正好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

“物极必反”，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两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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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防等撰 《太平御览》 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lO月

欧阳询等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中华书局1965年11月

杜佑 《通典》 中华书局1992年6月

李林甫等撰《唐六典》 中华书局2005年4月

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

中华书局1990年9月

洪迈撰孔凡礼点校 《容斋随笔》 中华书局2006年lO月

王先谦 《汉书补注》 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年9月

王先谦 《后汉书集解》 商务印书馆1959年5月

钱大昕著 方诗铭、周殿杰校点《廿二史考异·附三史拾遗、

诸史拾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4月



二．今人论著

l，杨鸿年《汉魏制度丛考》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

2．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 齐鲁书社1984年1月

3．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4月

4．李玉福《秦汉审4度史论》 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

5．杨树藩《中国文官制度史》 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

6．刘国新主编 《中国政治制度辞典》 中国社会出版社1991年3月

7．《中华历史大辞典》 延边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

8． 阎步克《品位与职位_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
中华书局2002年2月

9． 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三卷秦汉卷(盂祥才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12月

10．吕思勉《秦汉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7月

11．臧云浦、朱崇业、王云度《历代官制·兵制·科举制表释》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4月

12．余行迈《两汉侍中制度初探》 载于《陈乐素教授九十诞辰纪念文集》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

13．于海平《汉代省官制度述略》 载于《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l期

14．孙键 《西汉侍中论述》 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ls．汤其领《西汉三公制探论》载于《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16．劳干 《论汉代的内朝与外朝》 载于《制度与国家》台湾学者中国

史研究论丛 黄清连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5月

17．李宜春《论西汉的内朝制度》 载于《史学月刊》 2000年第3期

18．秦学颀《西汉给事中非加官考》载于《文史》第3I辑

中华书局1989年

19．秦学顾《西汉给事中一条史料辨误》载于《河南大学学报》 1987年

第4期



20．王宝宁

21．乔国华

22，徐杰令

23．王欣

24．李新城

25．韩养民

26．孙福喜

27．苏诚鉴

28．董绍伟

29．袁刚

30．田旭东

《简析汉武帝朝频换丞相之原因》

2期

《汉武帝时期中朝形成过程简析》

第2期

载于《甘肃农业》2006年第

载予《历史教学》2002年

《两汉侍中考》 载于《中华文化论坛》 2006年第l期

《西汉大司马职官考论》 载于《南都学刊》 2005年第6期

《论秦汉相权之变迁》 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

第4期

《汉武帝时期的中外朝》载于《西北大学学报》 1978年第2期

《富省制度与秦汉政治》载于《西北大学学报》 1997年第3期

《论西汉中外朝的形成及其作用》载于《江淮论坛》1983年第

4期

《秦汉加官研究综述》 载于《高校社科信息》2005年第4期

《秦汉政府宫官系统和汉武帝任用中朝官》载于《南都学刊》

2003年第5期

《西汉时期的大司马与外戚专权一读《汉书》札记》

载于《西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后 记

对历史的初感兴趣是小时候在酷热的夏夜里邻里街坊拿着凳子坐在大街上

乘凉聊天中产生的，隔壁大伯所讲的一个个古代历史故事深深吸引着我。上学后，

自然而然地就对讲述故事的历史学科甚为喜爱，不时拿书本上的内容与平时所昕

到的以及电视上所看到的历史故事相比较，在比较中不断对所学的历史知识进一

步巩固。上大学时，虽然历史专业是冷门，但由于喜欢，我还是毅然选择了它，

并于四年后考研继续学习。

三年前，怀着憧憬和渴望我来到西北大学，师从著名的秦汉史专家黄留珠

老师，在黄老师的指导下，我租读了《四库全书总日提要》、前三史以及其他一

些历史著作，领略到历史史籍的浩广博杂，拓宽了学术视野。此外，在这三年的

学习过程中，还有幸聆听了徐卫民、陈峰、团旭东等诸位老师的授课和教诲，受

益匪浅。在此对各位老师表示深深的感谢!

起初，对于论文题目久久不能定下来，后来，在黄老师要求写的“西汉宫

廷史”中寻找到了一个大概方向—西汉时期的中外朝制度，但在搜集、阅读史料

的过程中，却又深感此题目过于宽泛，不易把握．且同时又对能够反映中朝制度

的加官制度产生了兴趣，询问黄老师后认为可写，于是最终确定“汉代加官研究”

这个题目。在论文撰写过程中，由于网络版四库检索的使用，为我的论文写作提

供了极大的方便。室友杨玉珠、唐穆君、邓恩娟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大家经常在

一起讨论，开阔了我的写作思路。此对她们表示真挚的谢意!

最后要特别感谢我的家人，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姐姐弟弟，在家里最困难

的时候，他们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我继续求学，没有家人的支持，我走不到今天。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会更加努力向上，自强不息，以报答他们的教养之恩。

田德霞

2008年5月1日于西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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