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晋南朝官体制度概说

曹 文 柱
_

东晋南朝是个乱世
,

从晋元帝建武元年 (3 17 年 )

间二百七十余年
,
江南地区历经五朝

。

由于政权更迭
,

制度也相当紊乱
,

加之记载零散漏阔
,

始至陈后主祯明三年 卯89 年 ) 终
,

其

制度屡变
,

做为官制重要构成的傣禄

更使后人很难辨认它的原貌
。

没有见到专门讨论东晋南朝官棒制度的文章
。

本文试图爬梳史料
到 目 前 为止

,

我们还
,

对此 略 作论说
。

东晋南朝的官体是指封建国家为任职期间的官吏提供的固定收人

家庭经济生活的需要
。

这一时期的官傣
,

除一部分以物质形式支付外

役的方式供给的
。

在前一部分官傣中
,

以下分别进行叙述
:

,

用以满足职官个人和
,

还有一部分是通过力

既包括定期的给予
,

也包括一次性的给予
。

(一 ) 实物傣禄

、

摧森公;界蒸燕扒二
姓多匾

,

九亲供给
,

众官虞傣
,

权可减半
。 ”

荐兴
,

国用虚竭
,

自司 徒以下
, 日凛七升

。 ”

碘燕必熟熙
石

《晋书
·

会稽王道子传 )} ;
晋安帝时

, “ 军旅

这种情况到南朝后期仍然存在
。

《隋书
·

食货

京官文武
,

一

月别唯得虞食
。

,, 除上述中央官吏
。

峰梁文 》 卷 20 载萧统 《陶渊明传 》 ,

东晋

日
:

吾常得醉于酒
,

足矣
。

妻子 固 请 种 袜
。

扮次典



官品级用国有土地进行课佃以取得体禄的办法
,

就是职田制度
。

大量的文献记录证明
,

从应

詹建议 以后
,

职田制度不但确已实行
,

而且通行于整个东晋南朝
。

李文澜 同志的
·

《两晋南朝

禄田制度初探》 ②一文
,

对此引述详瞻
,

可以参看
。

关于东晋时期各级地方官吏所得的职田数额
,

应詹的建议与 《陶渊明传》 的材料
,

可以

互相印证
。 陶溉明为县从 其职田三顷和应詹建议数目相合口据此推测

,

东晋的职田制度大

致是采纳应詹的方案
。

南朝时期
一

,

职田的数额有过增加
。

《宋书
·

武帝纪》 载
:

永初二年
,

“ 制中二千石加公田一顷
。 ”

东晋南朝的郡守的品级不及中二千石
,

只属二千石
。

《陈书
·

孔奥传》 :

陈武帝永定二年
,

孔灸为晋陵太守
, “

晋陵 自宋齐 以来
,

旧为大郡
,

虽经寇掠
,

犹为全实
。

前后二千石多行侵暴
,

负清白自守
。 ”

当然也有个别郡守被皇帝加秩为中二千石

的
,

但史籍所载
,

二百七十余年不过二十凡人
。

都督
、

州官属中二千石
,

绝无问题
。

这就是

说
,

刘宋时期都督的职田二十一顷
,

州官十一顷
,
属于中二千石级的郡官六顷

,

一般郡守和

县令数额不变
,

仍为五顷和三顷
。

这一制度是南朝的通制
,

还是只实行于刘宋一朝
,

由于材料

不足
,

无法得知了
。

对于各级地方官吏的职田秩米数额
,

史书也无明确记载
。

我们发现了几条互相矛盾的材

料
。

《陈书
·

江总传 》 : “
梁元帝平侯景

,

征总为明威将军
,

始兴内史
,

以郡米八百解给总

行装
。 ” 《陈书

·

宗元饶传》 :

陈高宗时
,

宗元饶
“
迁贞威将军

、

南康内史
, 以秩米三千余

解助民课祖
。 ”

前弓! 《 南史
·

任防传》 ,

任防任义兴太守
,

其职田体秩是八百余石
。

内史与

太守
,

品级相同
。

这几个太守
、

内史都无加秩中二千石的记录
,

时间义都在梁陈时期
,

奉秩

应该一样
。

但从八百解到三千解
,

差额很大
。

造成这种混乱
,

大概有两个原因
:

首先和政府

不断变动田秩标准有关
。

本来
“ 守宰体禄

,

盖有恒准
” ,

但由于当时社会经济经常处于动荡

之中
, “ 故沿时损益

。 ” ③仅刘宋一朝
,

从武帝永初元年 ( 4 2 0) 到顺帝升明元年 (4 子7)
,

五十八年里有关增
、

减
、

削
、

复田秩的诏书
,

见诸史籍的就有十三次
,

平均每四年左右要变动

一次
。

其次可能同职田不是地方官秩米唯一来源有关
。

《隋书
,

食货志 》 ;
梁陈时期

, “
州

郡县禄米
、

绢
、

布
、

丝
、

绵
,

当处输台传仓库
,

若给刺史
、
守

、

令等
,

先谁其所部人物多少
,

由救而裁
。 ” 《隋志》 还讲

,

这部分禄秩
,

刺史
、

守
、

令
“
其家所得盖少

。 ”
虽然 数 额不

多
,

但仍然证明职田之外
,

地方官的秩米有部分是出 自国库
,

来源于赋税的
。

梁元帝征江总

为始兴内史
,

时江总在广州
。

为江总行装之用的郡秩米八百解
,

自然不会来自始兴的职田
,

若理解为国库的开支
,

比较有说服力
。

东晋南朝的 中央官吏没有实行积田制度
。

第一 在这一时期的史籍中
,
我们没有发现有

关于对中央官吏实行职田的记载
。

第二
,

中央官吏的收人完全爱国库丰
、

竭的牵动
,

这是因为

没有职田收人调剂的结果
。

东晋南朝时期
,

皇帝在有关傣禄的诏书中
,

常把中央官吏和地方

官吏区别开来
。

中央官吏被称之为
“
百官

” 、 “
内百官

” ,

而地方官吏则被称之为
“
守宰

” 、

“
刺史守令

”
或直称

“ 州郡县
” 。

只有称
“
内外百官

”
时

,

才包括中央和地方所有的职官
。

《宋书
·

文帝纪》 :
`

元嘉二十七年二月
, “ 以军兴减百官傣三分之一

。

… …三月乙丑
,

淮南

太守诸葛阐求减傣禄同内百官
,

于是州及郡县垂尉并悉同减
。 ”

二月减体的
“
百官

” 只指中

央官吏
,

而不包括地方官吏
,

行文表达得十分清楚
。

内百官的傣禄完全仰承国家
,

因此国库

的变动对他们影响很大
。

《普书
·

刘撤传》 :
晋成帝咸和中

, “
朝廷空罄

,

百官无禄
,

惟资

江州运粤
’ ,

晋安帝时
, “

自司徒已
一

凡 日凛七升
, ”

也是由于
“
军旅荐兴

,

国用虚竭
”
引



、 起的、 宋如帝泰始五年
“
六月癸酉

,

以军兴已丸 酸断椒 并给生食
·

官” ,

之乱后

无疑是指中央官吏而言
。

妙 ④这两处的

“ 国用常偏
”

到南朝后期
,

百官秩米依靠中央供给的情况仍然未变
。

·

国家对京官文武的体禄犷唯一能够做到的也只是按月分发虞食
证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

。

第三
,

中央官吏不实行职田
,

职田只限于地方官吏
,

一

“
百

侯景
几

,

保

的这一制度和统一北方后的北魏政府的体禄制度是一致的
。

“
太和八年

,

始谁 古班百官之禄
,

以品第各有差
。

,’’ :. 至是
,

为官司之录
” 。

《 魏吉》 又记九年对州郡县实行职田制度
:

《魏书
·

食货志

户增帛三匹
,

“
诸宰民之官

,

东晋南朝政府

》 :

魏 孝 文帝

栗二石九斗
,

以

各随地给公 田
,

刺史十五呼 太守十顷
·

治 ha 别驾各八顷
,

县令
、

郡尽六
一

呱 更代相付
,

卖者坐如律
· ”

龚
`

当时南北双方虽处子敌对状态 但彼此的龄
情况只是小有不咸 基本社会经济结枷阳然

经济 占统治地位
·

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索强烈则大体一致

与北方
。

无论南北
,

这时的职田制度尚处在形成阶段
,

,

所以职田制度才能相继出现在南方

并不完善
。

到隋统一中国前夕
,

开皇

监黔鬓戳堑拿薪赢尹郎
…

“ “ 职分田 ” …

的

吵懒
`

“ 又结积“ 田

卜铡

岌善笃号
二官 、 》 所载的西晋职官傣秩

,

除秩米夕

六
。。是分春 ; 秋两次给予的绢和、

。

东晋南朝时期
,

与秩来并列的也是体帛
。

艰宋书
·

文九王传 》 :

宋明帝时
,

建平王刘景素任

ha 默沈馨嘿;
、

漂芳续磊糯霜赢
户征调

姗
卖

而
晋时

期户调的主要内容是绢缔
。

的赋税则
一

出现 “ 布” 韵名瓦
婿价 食货志卜

“ 丁男之八 岁输绢三 匹
,

绵三斤
· ”
东晋

《晋书
·

孝武帝纪 》 :

宁康二年诏日
: “
三吴

、

义兴
、

晋陵及

郭凳黯重盔魏
。

嚣蕊咒朵露蔚髯磊氯募馨默需燕泉耀息交纂
朝

,

户调中丝织品的内容开始增多
。

国家在全国各地设置了很多仓库

宋孝武帝时仅
“
斋库上绢

,

年调巨方匹
,

绵也如此
。 ”

,

以储藏调绢
、

调绵
。

⑦很多仓库的
一

储绢是用于傣 帛开 支

l鳄军黛:黔撇襄燃羁件黔咒
队 禄钱

-
-

燥;酪:滋杰漱操燕塔噢誉撇
猛
”

器叠翼馨滚撇梦装鑫掣琴器臀蘸粱覃交产篡霜驴戴

笋徽{氟燕蒸薰{彭烈憾霎莎中
:

齐武帝时
,

袁象到吴兴担任郡守
,

侯都曾下过职官给钱的诏书
。 《南齐书

“ 坐逆用
一

禄钱
,

免官付东洽
, ”

之后
,

齐明帝和东 昏
.

明帝纪 》 : 建武三年
, “

闰十二月戊寅诏日
: 一

今岁



一

不须光新
,
可 以见钱为百官供给

。 ”
同书 《东昏侯纪 》 也载

: “永元元年春正月辛卯
,

诏三

品清资官以上应食禄者
,

有二亲或祖父母年登七十
,

并给见钱
。 ”

到梁时
,

禄钱已成为傣禄

的一个组成部分
。

喃妙 王志传 》 “ 天监初为丹阳尹
,

为政清静
,

都下有寡妇无子
,

姑亡

举债 以敛
,

葬既而无以还之
。

志憨其义
,

以体钱偿焉
。 ” 《梁书

·

良吏传 》 :

何远为始兴内

史
, “ 田秩棒钱

,

并无所取
。 ”

禄钱的供给方式
,

我们所见到的材料中都证明它是 由国家直接颁发的
。

4
、

杂供给

杂供给为地方官吏专有的经济收人
。

《南齐书
·

豫章王疑传 》
: “

宋氏以来
,

州郡秩体

及杂供给多随土所出
,

无所定准
。 ”

南齐时
,

齐武帝接受萧襄的建议
,

命令各地守 宰各陈所

须
, “

尚书精加洗 粟
,

务令优衷
。

事在可通随意开许
,

损公侵民一皆止却
,

明立定格
,

班下

四方
,

永为恒制
。 ”

精加洗聚后
,

的杂供给仍是个大数目
。

《南史
·

范云传 》 :

齐末
,

范云为

零陵内史
, “
零陵旧政

,

公田棒米之外
,

别杂调四千石
。

及云至郡
,

止其半
,

百姓悦之
。 ”

杂

供给的收人竟比秩米还多
。

地方官吏直接从统领民户中进行征发
,

是取得杂供给的方式
,

只是国家对此预先有一个

数额的限制
。

在实物傣禄中
,

一次性给予的项目是迎新送故之费
。

迎新相当于安家费
;
送故也称归资

、

还资
,

则是一笔离职金
。

两项都是地 方 官 吏 的收

入
。 《隋书

,

百官志 》 引梁陈制度
: “

郡县官之任代下
,

有迎新送故之法
,

铜 馈 皆 自百姓

出
,

并无定令
。 ”

这是一个旧制度
, 《晋书》 的 《虞预传》 和 《范汪附子宁传》 都记载了东

晋时期迎新送故之法对社会的危害
。

《晋书
·

良吏
·

邓饮传》 讲东晋吴郡太守的送故钱有数百

万
。 、

以后郡守级的送故基本维持了这个数字
。

《宋书
·

王僧达传 》 载
,

王锡
“
罢临海 郡还

,

送故及体禄百万以上
。 ,, 州刺史的送故钱则高达数千万

。

宋末
,

雍州刺史张兴世罢任
, “ 拥

雍州还资
,

见钱三千万
。 ” ⑧除了钱外

,

送故的
“
米布之属

,

木可称计
。 ”

⑨送故还包括许
多土特产

,

如东晋时谢安
“
乡人有罢中宿县者

,

还诣安
。

安间其归资
,

答曰
:
有 蒲 葵扇五

万
。 ” L梁时

,

临海太守王药
, “

还资有芒履两船
,

他物称是
。 ”

@

=( ) 力役形式的体禄

以力役方式支付的傣禄被称作是
“
力

” 。

力
,

又称
“
事力

”

或
“
力人

” 。

由于力的主要

成员
,

是由一种叫作
“ 吏 ” 的国家依附构成

,

所以更多的情况下
,

力也被称为
“ 吏力

” 。

给

力是个很繁杂的制度
。

东晋南朝时期
,

朝廷
、

皇室
、

诸封国
、

诸官府
、

诸 军府都 配 备 有
军

“ 力 ” ,

但大多属于
“
公力

” 。

做为职官傣禄的力
,

属于
“
私力

” 。

它和体禄的实物给予是

一个统一体
,

时人常把两项联称为
“ 国秩吏力

”
或简称为

“
禄力

” 。 《南齐书
,

巴陵王子伦

传 》 :

永明十年
,
萧子伦

·

迁北 中郎将
,

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
。

郁林即位
,

以南彭 城 禄 力优

厚
,

夺子伦与中书舍人纂毋珍之
,

更以南兰陵代之
` ”

梁世
,

钟嵘上表反对寒人滥贯清级
,

要求皇帝
“
严断禄力

” 。

这些材料证明
,
禄力合而为一 构成了当时 职 官 体 禄 的 全 部 内

容
。

东晋末年
,

中央官吏和地方官吏都已配备有私力
。

陶渊明任彭泽令和谢灵运拜相国从事

中郎
、

世子左卫率都是在晋安帝义熙年间
。

史籍中保留了他们任识期间使用 力 的 材 料
·

萧

7口



《陶渊明传 》
。

今遣此力
,

: “
为彭泽令

,

助妆薪水之劳
。

不以家累自随
,

送一力给其子
。

书民 汝旦 夕之费
,

自给为

此亦人子也
,

可善遇之
。 ” 《宋书

,

王弘传》 载王弘奏弹谢

难统城

燕簇称拜斗公
空

, 厂

(柳 ) 元景在从公之上
,

《南齐书
·

张壤传 》 和 《梁书

给邺吏五十人
。 ”

宋明帝给僧瑾的力中有 “ 亲信二 十 人
” 。

·

柳淡传 》

传》 :

天监十四年诏
:

亲信二十人
,

并给扶 ,,
。

传》 还能找到
。

“
光禄大夫孙谦

,

也有给职官
“
亲信二十人

” 的记载
。

《梁书
,

良吏

清慎有闻
,

白首不息
,

高年旧齿
,

宜加优秩
。

可给

有关
“
给扶

”
的记载

,

我们在 《陈 书 》 的 《侯 安 都传》 和 《袁宪

一

偏:滞灌潇悦要域罐器麟撰
。

_

糯嘿幸猛缘澎粤鸳霭瓢瑰器求夺耀黯禽
渊明

“
送一力给其子 ” 是东晋末年的事情

。

南朝 时期
,

职官的给力仍可晌家
。 《宋书 .I 海川

王义庆传》 :

宋文帝时
,

王弘在江州亦有此制
。

一

”

晌家的记载
。

“
(荆 ) 州统内官长亲老

,

不随在官舍者
,

年听遣五吏饱家
。

先是

霍 必采书
·

孔凯传》 中也有宋孝武帝大明八年江夏内史孔道存遣吏

崛i嘿誉醚)默滞国叛界戮狱二鳄
乎者守本力

,

闲者降一等焉
。 ”

南方的制度大约与

职官傣禄的供给大致与
襟

经济发展状况是合
_

从秦汉到魏晋南北朝
,

中国社会经济有一个交

距不会太远
。

济由盛到衰
,

黔粼掣翼缘常缨耀羹蹂篡竖纂食
雳柔黔契雷鳌,:. 靡恶 {吃磊黔努黑委瓷黯

自然经济不断强化的演

西汉官傣中的实物比重

皆半钱半谷
” 。

L汉末

官傣给钱的项目也被布

(子 )威自京都省之
。

熟巍欲然麟潍娜



土 地 卑 湿
,

无有蓄积之资
。

” L自然经济成分在人们经济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
,

商品流通

和货币交换并不发达
。

“
钱既不多

,

由是稍贵
。

“ 晋迁江南
,

疆域未廓
, 或土 习其风

,

钱不普用
,

其数本少
。 ” L

” L许多州郡都用实物交易
。

影响到这个时期的官体制度
,

就形成

甚至在实物不能充足供给时
,

遂采取职田形式
,

直接对劳动者

进行榨取
·

但这种清况延续到刘宋时期逐渐发生变化
·

宋文帝元嘉年间
, “

三十有九载
,

兵

车勿用
,

民不外劳
,

役宽务简
,

氓庶繁
J

息
” 。

L江南地区的农业
、

手工业生产呈现了东晋以来未

曾有过的繁荣景象
。

与此同时
,

交换经济也得到发展
。 “

音人去而从商
” , “

末 业 流 而 寝

广酬 成为宋代的重要社会现象
。

商税一度是南朝国库的主要收人
,

所谓
“
救令所给

,

悉仰

交易
” 。

L在流通中
,

钱币势力的抬头
,

引起了官体中禄钱的出现和数额的逐渐增多
·

但我

们木能将南朝的交换经济的发展估计过高
,

因为即使是在商品流通最为活跃的梁朝前期
,

也

雌京师及三熟 荆
、

郧
、

江
、

湘
、

梁
、

益用钱
,

其余州郡
,

则杂以谷帛交易
· ”

L 陈承侯景之

乱余弊
,

社会经济有所倒退
,

官棒制度又恢复到东晋时期的水平
。

唐长孺先生指出
; “梁代

用钱的记载较多
,

陈代非常少见
,

例如官傣在梁武帝已给钱
,

而在侯景乱后以至陈代便都给

实物
。 ” L
职田制度的出现

,

除了受到自然经济强化的直接影响外
,

还与东晋南朝士族地主经济的

高度发展密切相关
。

我们认为
,

首先它是士族经济的一种对抗形态
。

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门

阀士族
,

不但占据着大量的生产资料 (主要是土地 )
,

而且控制着大量依附人日
。

士族地主

具有强烈的兼并性和割据性
,

它吞噬土地和人口的能力是非常惊人的
。

这种私人大土地所有

制的发展
,

不但给庶族地主
、

自耕农带来了巨大 的威胁
,

而且也给封建国家造成 了 严 重 的危

机
。

士族
“
求田问舍

” 的结果往往要
“
占取公田

” L和 “ 汽山封水
” L

,

侵蚀国有土地
。

士

族扩大人口的手段
,

除
“
竞招游食

” L外
,

还常常
“

挟藏户口 以为私附
” ,

L把手伸向国家掌

握的户籍
。

士族地主经济越发展
,

社会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越加剧
,

封建国家的统

治权力和所依存的经济力量也越削弱
。

东晋初年统治阶级中的许多人物都 注意 到
“ 国 弊家

丰
” 的危险

,

应詹建议实行职田时更是痛感于
“
今之艰弊

,

过于往昔
” 。

实行职田
,

_

“ 重居

职之体
” ,

一方面既可以缓和国家的财政恐慌
,

达到
“
人慎其职

,

朝无惰官
” ,

巩固统治机

构的目的
。

另一方面
,

还能加强政府对人口的控制
,

将他们附着在土地上
,

起着堵塞这些人

口流人士族
“
私门

” 的效果
。

应詹除建议
“
皆取文武吏

、

医
、

卜” 为职田劳动者外
,

还要求
“ 三台九府

、

中外诸军有可减损
。

皆令附农
,

市息未使
,

道无游人
。 ” L从某种意义上讲

,

政府发展 以职田为形式的国有地主经济有对抗
、

限制士族地主经济的色彩
, 它反映了地主国

家同地主分子在争夺土地和劳动人手方面的矛盾
。

其次职田制度又是对士族地主经济的一种

仿效
。

它与士族地主经济在本质上是相词 的
,

两者都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形式
,

都是 以地主

阶级残酷剥削
、

奴役农民阶级为内容的
,

只是在所有权上两者表现出区别
,

职田的所有者不

是某个地主分子
,

而是整个的地主国家
。

另外
,

职田在剥削方式上也完全仿效士 族地 主 经

济
,

职田劳动者和士族私人依附劳动人口的身分处境极端类似
。

职官在职田范围内享受士族

地主的全部经济利益
:

第一
、

官吏在任职期间内对职田的土地有充分的使用权
。

他们能任意

决定职 田作物的种类和数额
,

陶渊明为彭泽令可以令吏种袜
,

也可令吏种粳
。

第二
、

职 田劳

动者爱到官吏的强烈控制
,

只要未免吏名
,

就不能随便脱籍
, L这和士族的荫占人 口同主人

的关系一致
。

从前引 《南史
·

任防传》 的材料
,

我们可以得知官吏对职田劳动者采取的是分



、 成制的剥削
,

这也和士族地主庄园内的

证明
,

职官对职田收入能够自由支配
:

或用它来助民课租
。

州田谷告与大家量分
” L的方法类似

。

第三
,

大量献

既可以个人消费
,

也可以饱家
、

放债
,

还可以减免它

……斗扮
业

。 ”

L这些近道之田则是职官的私田
。

围
,

一边对役使公 力的职官进行惩罚
。

以后的情况大体如是
:

国家一边扩大对职官的给力范

腐纂默嘿粼熟粼卖黔黔黑二票i鬓继建概严
器罗露黔贡粼淞版霖集琴黯鼻咒黑减黔霖驾黔黑显

箱端l:黔编{澎狱戳祥娜;

详井二…



还是地方
,

职官违反国家禁令私使公力的事情
,

不断发生
。

由干京官与皇帝近在咫尺
,

稍有

动作即被发现
。

而那些地方官
,

天高皇帝远
,

做起手脚是来不易露馅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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