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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古代宦官与宦官制度是君主专制制度的产物，是古代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宦官一方面是皇帝及其家族的奴隶，具有依附性与寄生性；另一方面又具有政府官员式的国家职务，
是国家统治集团的一个特殊部分。
这种双重身份及其专门机构作为国家制度确立下来，并日渐严密和完善。
　　春秋战国时期，宦官堂而皇之地登上政治舞台。
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帝国皇权专制体制的确立，宦官制度逐步完善。
秦朝有关宦官机构的设置已渐趋系统化和正规化。
西汉时期，宦官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为宦官染指中枢机要敞开了方便之门。
至东汉时期，宦官势力急剧膨胀，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的第一次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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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唐代宦官政治自玄宗始，经十四朝、近两个世纪，其延续性、持久化在中国古代史上可谓独一无
二，是唐代中后期典型的政治现象，历代史家多有关注。
近几年来，对唐代宦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并且对唐代宦官
的研究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至今尚无一部有关唐代宦官政治的研究专著问世。
《唐代宦官政治》结合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全面透析了唐代宦官政治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过程，
以及对中晚唐政治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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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守栋，2001年获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
现任德州学院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隋唐史、地域文化史。
出版学术专著一部，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代表性研究成果有：专著《德州苏禄王墓研究》及论文《试论唐代宦官对维系唐中后期统治的作用》
、《论唐中后期南衙对北司的依附》、《唐中后期宦官权势演进考析》、《唐代“权阉四贵”考析》
、《有关李辅国几个问题的考论》、《论唐中后期的“二元”制衡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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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宦官制度的确立　　“中国古代的宦官制度，正式形成于西周。
”“《周礼》置官，亦备其数。
”②“《周礼》建寺人之官，掌女宫之戒。
”③《周礼》的成书年代学术界一直没有定论，一般认为《周礼》应该是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书中
所记载的有关周代的典章制度不足以全信，但是大致还是可靠的。
《周礼》一书分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几个部分，而有
关宦官制度的记载主要集中在《天官冢宰》，在《地官司徒》、《春官宗伯》中也有零星记载。
　　西周宦官制度形成的原因主要有：第一，专制王权的不断强化，导致了宫禁制度的日趋严格。
根据《周礼·天官冢宰》中的记载，当时已严格规定：“阍人掌守王宫之中门之禁。
丧服凶器不入宫。
潜服贼器不入宫。
奇服怪民不入宫。
凡内人公器宾客无帅。
则几其出入。
以时启闭。
”宫禁制度的日趋严格，必然会需要更多数量的宦官，并在实际上强化了宦官的职责，增强了内廷事
务对宦官的依赖程度。
第二，由于专制王权和宗法制度的不断发展，天子后妃制度在西周时更趋完备。
后妃宫女的人数大量增加，内廷之男女防禁则更为严厉。
《礼记·昏义》云：“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
”后人多认为此系周制。
当时的后妃宫女，已受到广泛的礼法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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