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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十年前的1997年春，我在美国耶鲁大学从事“吐鲁番历史与文化”的合作研究，校报上的一则边角消
息偶然地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是法学院一场辩论会的布告，预定的主题是法庭辩论是否应该以“Truth Seelsi’ng”(寻求真实)作为
目标。
这使我联想起自己当时正在串请的研究项目：唐宋时期中央考察地方政绩的信息渠道，也促使我进一
步思考历史上帝王与朝廷经营信息渠道的根本目的。
项目进行中的2003年春季，国内爆发了前所未有的SARS疫情。
一两个月的时间内，情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从不同层级政府机构的麻痹大意到严守紧捂，从粉饰隐瞒到大范围的传言与猜疑，继而从群众情绪的
普遍恐慌转而趋向稳定，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疫情背后“信息”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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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官僚责任制度的运作，是围绕对信息的控制而展开的。
中央对于地方官员的政绩考察，中央与地方之间搜集、传递、处理信息的方式，对于政令运行具有重
要意义。
这是历史的问题，也是当代的问题；是学术问题，也是实践问题。
本书以宋代史事为重心，尝试于这一课题的探讨，希望能够引起学界对于历史上“信息渠道”问题更
为充分的重视和学术对话。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

作者简介

邓小南，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著有《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史述略》、《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课绩·资格·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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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研究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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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议论指出，是非典型性肺炎疫情的突袭，使整个社会进入非典型状态，各种关系也以非典型的方式
得到调适。
①而正是这种“调适”，恢复了政府的公信力，从而使危机转化为契机。
所谓“诚信政府”，是现代政治中的概念。
与依法、公正、廉洁、高效、勤政、践约等基本要求联系在一起的，是行政的公开度、透明度，是保
证公众及时知情的权利。
这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基本要求，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责任型政府、法治型政府的必备前提。
而达到这一目标，无疑需要经历艰苦而又漫长的过程。
这些年来，上至全国性的非典疫情，下到地方范围的恶性事件，诸如当年的南丹透水事故、万载烟花
爆炸、海城豆奶事件，近年的自然灾害死亡人数统计失真、重大矿难隐瞒不报⋯⋯诸多性质不一的事
件中，人们都曾觉察到不同层级的政府官员对事实真相的百般遮掩。
瞒报已经成为生产事故频发现象如影随形的新动向，成为天灾背后的人祸。
而这台下背后的原因，正是由于这些“信息”联系着“地方政绩”。
各类对上对下的迟报、漏报、瞒报、谎报，在政府官员“避免民众恐慌”的解说下，被容忍，被视为
正当，甚至企图以遮掩真相的谎言去消除种种传言。
这类情形造成的信息失真，导致的决策失误，使国计民生蒙受了重大损失，也构成为政治文明进程中
的严重障碍。
这类情形我们并不陌生。
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在形形色色的历史材料中，已经见得够多。
不是21世纪，不是矿难、台风，但都有对于信息的掌控与争夺，都有信息阙失与失真，也都有不同层
级、不同意旨的权力干预之努力。
事实上，占往今来，一切腐败行为的发生，都与信息的不透明有关。
制约腐败发生的可能，有赖于信息渠道的畅通与信息的公开；惩处已经发生的腐败，更离不开足够的
准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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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以宋代为重心》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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