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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别开生面的体例形式、简约流畅的语言风格，讲述了中国政治制度在近五千年间纷繁而复杂的
演变历程，其间涉及夏商周三代制度、皇帝制度、宰相制度、职官制度、言谏制度、监察制度、军事
制度、司法制度和地方建制等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方方面面，也涉及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期中国
政治制度的艰难变迁历程。
在具体制度的描述和勾画中，作者还不时将读者带入对中国政治制度史中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思考，
中国国家起源的方式与国家形态之间的关系，西周选择封建制的原因，封建制与宗法制的关系，秦以
后多数王朝选择中央集权体制形式的原因，皇权的性质，相权的性质，皇权与相权的关系，发达的监
察制度与皇权极端化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后妃干政，宦官乱政等等，所有这些学界争论不休
的问题，本书皆有严肃讨论，且多有独到的见解提出。
历史的白描和制度的叙述，伴随着理论问题的陈说，知识的讲述，夹带着智慧的启迪，这是本书能够
带给读者的最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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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商代国家政治体制状况概览　　《尚书·酒诰》说：“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
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
”明显将商代官员分成内外两部分。
“服”的含义据郑玄说是“服侍天子”的意思，而“内”、“外”则是其所处位置不同。
内服指王畿，在卜辞中称“商”；外服则相当于卜辞中所说的“四土”，是王畿外由各类地方势力所
管辖的区域。
王畿的具体范围，有学者认为可能包括安阳到河南淇县一线，向南可延伸到沁阳一带，最远可能延伸
到河北南部和山东西部。
但这一说法因为没有将商丘包含在内，似乎还是过小，大概应再向南延伸一些。
　　商代内服与外服将国家分成了中央（王畿）和地方（方国）两个部分，在这两个部分里，商王控
制的力度是很不相同的。
王畿内属于商王直接行使管辖权的区域，而王畿之外，则是由商王授权的诸侯自治区域，商王对此拥
有主权和部分管辖权，但一般不直接掌握行政和司法等权力。
　　王畿内的城邑和居民点的分布自然要密集得多，但城镇和聚落的密集程度还远不能与后来（如春
秋战国时）相比，在每个城邑和附属于它的一些聚落的外围还有大片的未开垦的土地。
《尔雅·释地》说：“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
”商代社会大概也是这种情况。
　　邑在商代有大小之分，最小的指聚落，与村庄没有什么区别。
[。
]但如果有贵族居住，或是商王朝重要的设防据点，其规模可能会大一些。
王畿之内最大的邑是王都，规模正如偃师商城所展现的那样，周围有长达十几华里的高大夯土城墙拱
卫，里面耸立着华丽的王官、庄严的宗庙，围绕王宫则分布着大小官署和贵族们的住宅，还分布着专
门为王室服务的各种手工业作坊。
　　城墙外面五十里之内，古人称之为“近郊”，这里密集地分布着大小聚落（邑）以及大片的被沟
渠分割成“井”字状的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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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政治制度史纲要》是中国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及行政管理研究所的几位同志集体合作的
结果，集腋成裘，在许多方面难免有风格、写法上的差异，虽然在成书的最后阶段，我们曾多方努力
，但其结果如何只能让有关读者评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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