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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据古书《古今注》记载，尧曾经设诽谤之木。
这种木制品，形似后世的华表，既可以在上面书写对政府的意见，又可作为路标。
是用一根横木交叉在柱头上，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在各路的交通口都有设置。
这大约是我国文字记载的向上表达意见的一种最早方式，是上古时代原始形式的上书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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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到了公元前21世纪的夏王朝时，我国中原地区进入了奴隶制社会。
那时候，交通工具已较前代发达。
古书上说，“夏后氏二十人而辇”，是指用20个奴隶拉着大车子。
若是没有宽阔的道路，20人拉的车是无法通行的。
《左传》引用上古文献《虞人之箴》说：“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记载大禹治理水患后
，把全国划为九个州，修整了九条宽广大道。
以后，夏朝统治者规定了定期整治清除大道的制度。
《夏小令》中称为“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是说每年秋九月全国有一次扫除道路的任务，十月则修
治桥梁。
这说明夏王朝对交通管理十分重视。
正因为道路的通畅，夏朝命令才下达迅速有效。
《史记·夏本纪》说，夏王朝统治区东到大海，西至大漠，“声教讫于四海”。
　　这时，人们的通信活动也比以前复杂化了。
流传下来的《夏书》说，有一种政府宣令的方式，是每年春三月，由称为“遒人”的宣令官，手执木
铎，在各交通要道，宣布政府的号令。
这是我国早期下达国家公文的方式。
国家组织人们治理洪水，需要完善的通报组织系统；政府对地方实行有效的管理，也需要较为严密的
通讯联络网。
所以，夏朝设立了“牧正”、“庖正”、“车正”等官吏。
牧正是专管畜牧的，庖正是管理膳食的，车正就是统管民间通信系统的官吏，负责天下“车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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