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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 军! $&’%#" $男$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经济史%

使职官是历史研究的重点之一$它作为官制的重要组成

部分$& 研究史事者 必 不 容 不 究 心’ % ($)! *%+$" 而& 五 季 承

唐 以 后 $虽 兵 戈 相 寻 $然 去 唐 未 远 $制 度 典 章 $人 犹 得 以 持

循% ’ (!)! 卷五" 使职官作为典章制度的独特组成部分$亦得

以承继其余荫$ 并 在 五 代 独 特 繁 杂 的 政 治 环 境 中 产 生 了 与

唐代不同的模式 和 特 点$ 影 响 着 五 代 乃 至 北 宋 的 政 治 和 经

济的格局%

产生 于 唐 代 宗 永 泰 年 间 的 枢 密 使$ 到 五 代 时 权 力 已 经

空前膨胀% 清代学者王鸣盛说$& 三省长官皆宰相$而唐偏以

同平章事充之$后又移其 权 于 翰 林 学 士$五 代 又 移 其 权 于 枢

密使$宰相如不兼枢密使者但空有相名耳% ’ (,)! 卷九十五"

永泰年间初置枢密使时$以宦官充任$不置厅署$& 其职掌惟

承受表奏于内中进呈$若 人 主 有 所 处 分$则 宣 付 中 书 门 下 施

行而己% ’ (-)! 卷五十八( 枢密使) " 僖*昭二朝$宦官& 杨复

恭*西门季玄欲夺宰相权$乃于堂 状 后 帖 黄$指 挥 公 事$此 其

始也’ % (-)! 卷五十八( 枢密使) "

五代 后 梁 为 革 除 唐 宦 官 专 权 之 弊$ 开 平 元 年! &"’" 改

枢 密 院 为 崇 政 院$ 以 士 人 敬 翔 为 使$ & 其 备 顾 问 参 谋 于 中

则有之$ 未 始 专 行 事 于 外 也++至 后 唐 而 复 枢 密 院$ 郭 崇

韬*安重诲相继领其事$皆腹心大 臣$ 则 是 宰 相 之 外 复 有 宰

相$ 三 省 之 外 复 有 一 省 矣++枢 密 使 带 相 印 为 枢 相 自 后 唐

始% ’ (-)! 卷五十八( 枢密使) " 胡三省亦认为& 至后唐同光

以来$枢密使任事$丞相取充任而已% ’ (+)! 卷 二 百 八 十 九"

故而$枢密院成为最高决策机关应在后唐同光年间% (%)又据

( 新五代史) 卷 -’( 刘处让传) 载$& 唐 制$枢 密 使 常 以 宦 官

为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庄宗始用武臣$而权重宰相% ’ 后

唐时枢密使的职权已经很 广 泛$军 事 上$他 们 不 仅 参 与 军 事

决策$ 且拥有对中央和地方武官的 任 免 权,(+)! 卷 二 百 七 十

二" 政 治 方 面$枢 密 使 不 仅 参 与 决 定 国 家 方 针 大 计$且 可 越

过 中 书 门 下 直 接 处 理 国 务 $如( 旧 五 代 史 ) 卷 ,’( 明 宗 纪

三) 即 记 载 了 当 时 枢 密 院 直 接 处 理 国 务 的 一 个 条 奏,财 政$

更是控制中央财政核心---三司$并以此干预地方财政% 因

其权太盛$ 故后晋石敬瑭时加以限制$( 资治通鉴) 卷 !.!

( 后 晋 纪 三) 云$& 帝 惩 唐 明 宗 之 世$安 重 诲 专 横$故 即 位 之

初$但命桑维翰兼枢密使% ’ 桑维翰时为宰相$以其兼之$说

明了对枢密使权力的压抑% 石敬瑭末年$甚至一度撤销枢密

院$归其职于中书门下$直 至 少 帝 方 复 之$将 军 国 大 事*人 事

任免俱交给新任枢密使冯玉$枢 密 使 重 新 显 赫 起 来% (’)! 卷

五十六( 冯玉传) " 后汉 枢 密 使 开 始 有 明 确 分 工$& 枢 密 使*

右仆射*同平章事杨邠总机政$枢密使兼侍中郭威主征伐% ’
(+)! 卷 二 百 八 十 九" 后 周 时 以 枢 密 使 专 掌 军 事$遂 使 其 成 为

最 高 军 事 长 宫$& 后 世 因 之$遂 分 为 二$文 事 任 宰 相$武 事 任

枢密’ % 因此$马端临云#& 宋 兴$始 以 中 书 与 枢 密 对 峙 文 武

二柄$号称. 二府/ % ’ (-)! 卷五十八( 枢密使) " 史学界对五

代时枢密使的研究很多$这里不再对此问题做深入探讨% 虽

然学者侧 重 点 不 同$ 但 多 数 认 为 五 代 时 期 枢 密 使 权 力 取 得

重大发展$ 枢 密 使 地 位 的 提 高 是 五 代 中 央 官 制 最 为 突 出 的

变化$并对北宋官制产生了影响%

与 枢 密 使 地 位 相 呼 应 的 是 财 政 体 系 中 三 司 使 的 形 成 及

发展% 唐初$尚书省户部为 中 央 财 政 机 关$下 设 户 部*度 支*

金部* 仓部四司$& 掌天下土地* 人民* 钱谷之政* 贡赋之

差% ’ (.)! 卷 四 十 六( 百 官 志 一) "& 于 时 封 疆 既 广$经 费 尤

多$亦不闻别分利权$改创使额$而军需取足% ’ (&)! 卷 -" 但

自玄宗朝$ 使职官开始大量涌现$& 设官以经之$ 置使以纬

之% ’ ($")! 卷十九$( 职官一) " 而财政使职的设置$破坏了原

有的财政体制$盐铁*度支*户 部 等 使 职 之 地 位 却 日 渐 突 出$

标志以这三个部门为核心的新的财政体制逐渐形成%

三 司 之 名$最 早 见 于 元 和 七 年! .$!" 五 月% ( 唐 会 要)

略论五代使职官的几个特征

李 军
!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摘 要#使职官在五代产生新特点#枢密使*三司使在政治*经济体制中取得核心地位,内诸司使多由士人充任$并

出现阶官化趋势,部分在唐朝业已消失的使职重新恢复,部分使职可兼领外职$这加剧了它们本身职能的衰亡% 这

些新特点影响到北宋的政治*经济格局%

关键词#五代, 使职官, 枢密使, 三司使, 阶官化%

中图分类号#/!-,0000000000000000000文献标识码#10000000000000000文章编号#$""&#,,’"! !""," ",#"".$#"-

@AB B



北 京 理 工 大 学 学 报 ! 社 会 科 学 版 " !""# 年 第 # 期

卷 !"# 泉货$ 云%& ! 元和" 七 年 五 月’兵 部 尚 书 判 户 部 事 王

绍(户 部 侍 郎 卢 坦(盐 铁 使 王 播 等 奏%) 伏 以 京 都 时 用’多 重

现 钱*++臣 等 今 商 量 ’伏 请 许 令 商 人 于 户 部,度 支 (盐 铁

三司’任便换现钱’一切依旧禁约++- . 从之/ 但李锦绣认

为’元和二年! !#$"& 户部司的真正独立标志着三司的最终

确立. 0 %&&’! (&)*" 前文提及’中唐以后先后创立了专理钱谷

收支的度支使’专理盐 铁 之 利 的 盐 铁 使’专 理 赋 税 征 调 的 户

部 使 ’然 而 ’自 天 宝 年 间 杨 慎 矜 (杨 国 忠 等 人& 继 以 聚 货 之

术’媚 上 受 宠’然 皆 守 户 部(度 支 本 官’别 带 使 额 ’亦 无 所 改

作0 下及刘晏(第五琦亦如旧制0 自后亦以宰臣各判一司’不

置使额. ’%+,’! 卷一百四十九1 职官志$ " 盐铁转运(度支(户

部三司实际上自成体系’各有职司’又相互关联0 唐后期’随

着时局日益混 乱 及 藩 镇 割 据 形 势 的 加 剧’ 中 央 政 府 可 以 征

收赋税的区域也随之缩 小’财 政 收 入 日 渐 减 少’三 司 也 开 始

向着一体化方向发展0

三司合一最早见于1 资治通鉴$ 卷 ,-. 唐僖宗光启二年

! !!." 条%& 四月’以郑昌图++判度支(盐铁(户部’各置副

使’三司之事一以委焉0 . 郑昌图充任这一职务时间虽不长’

但 判! 领" 三 司 的 职 事 名 却 固 定 下 来 了 ’天 复 年 间 卢 光 启(

崔胤俱兼领过三司0 关 于 三 司 使 之 名 的 出 现’1 旧 唐 书$ 卷

/0 下1 哀 帝 纪$ 载%天 佑 三 年! "0." 三 月 ’& 制 元 帅 梁 王 可

兼领诸道盐铁 转 运 等 使’ 判 庭 支( 户 部 事’ 充 三 司 都 制 置

使0 . 朱全忠& 辞而不就. 0 三司使之名始于此0 不过朱全忠

在 充 任 三 司 都 制 置 使 时 仍 兼 领 盐 铁 (度 支 (户 部 ’表 明 三 司

请使并未完全 取 消’ 三 司 诸 使 只 是 隶 属 于 三 司 都 制 置 使 而

已0 三司使使职的最终确定应在后唐0 在此之前’各朝先后

设立过建昌宫使(国计使(租庸 使(内 勾 使 等 财 政 主 管 官 员0

但 这 些 使 职 由 于 与 中 央 政 权 的 冲 突 及 其 自 身 的 局 限 性 ’而

纷 纷 宣 告 瓦 解’& 长 兴 元 年! "12" 八 月’以 许 州 节 度 使 张 延

朗行工部尚书’充三司使’班在宣徽使之下0 三司置使’自延

朗始也0 . %&3’! 卷一百四十九1 职官志$ " 当时的诏书云& 会

计 之 司’国 朝 重 事’将 总 其 使 额’俾 专 委 于 近 臣 ’贵 便 一 时’

何 循 往 例 ’兼 移 内 职 ’可 示 新 规 0 . %&,’! 卷 四 十 一1 明 宗 纪

七$ " 对设三司使做出了解释0 此后’三司使遂成为五代(宋

初掌管财政的重要官员0

三 司 使 系 统 的 种 种 变 革 皆 出 于 同 一 目 的’ 即 由 中 央 控

制财权’收回地方对财 权 的 支 配0 事 实 证 明’这 一 变 革 颇 见

成效’三司使真正成为 一 个 有 职 有 权 的 要 职0 简 而 言 之’三

司使的具体职责就是为 国 家 开 辟 财 源’聚 敛 财 富’主 要 通 过

以下几个方面%征收与免除赋税’管理盐麴事务2对影响军备

的牛皮大加征税2经常参与军事 行 动’或 随 军’或 负 责 后 勤’

以便于粮草军需的调 拨2参 与 管 理 马 政 事 务2参 与 营 田 事 务

管 理2参 与 管 理 府 库 及 官 员 俸 料 2掌 供 祭 祀 所 用 一 干 物 等2

涉足吏部事务是五代三司使职权扩大的最明显表现0

宦 官 问 题 是 促 使 唐 王 朝 灭 亡 的 一 个 原 因0 由 于 唐 中 后

期打破了宦官 不 能 干 预 军 政 事 务 的 限 制’ 宦 官 得 以 控 制 朝

政’他们的公开身份多 是 某 种 内 诸 司 官 员’这 引 起 五 代 君 主

的 警 觉’他 们 改 将 这 些 使 职 交 由 士 人 充 任 ’这 也 是 唐 ,五 代

区别最为明显 的 地 方 之 一0 藩 镇 出 身 的 帝 王 更 相 信 与 自 己

出生入死的士人心腹’他们通过 各 种 手 段’或 联 姻’或 赐 婚’

或养为义子的 假 血 缘 关 系 来 密 切 彼 此 的 关 系’ 巩 固 统 治 基

础0 朱温在唐末曾勾结 崔 胤’大 肆 诛 杀 宦 官’仅 余 少 量 供 奉

杂 役 的 宦 官’& 除 留 宣 徽 两 院,小 马 坊,丰 德 库,御 厨,客 省,

閤门,飞 龙,庄 宅 九 使 外’其 余 并 停0 . %&4’! 卷 二 十 上1 昭 宗

纪$ " 部分监军使也在地方节镇的庇护下得以幸免0 但宦官

犹存’却丧失了操纵政 权 的 力 量’内 诸 司 使 更 多 的 由 士 人 充

之0 或问’既然朱全忠 既 能 铲 除 宦 官’为 何 不 除 去 内 诸 司 使

系统3 盖因为他们的存在尚有一定合理性’君王还需要这些

机 构 为 其 服 务2另 外’这 一 机 制 是 历 史 发 展 长 期 形 成 的 ’非

一朝一夕可以废除的’故 虽 不 满 宦 官 充 职 的 内 诸 司 使 系 统’

却又不得不把它保存’而改由士人充职应为两全之策0

后唐& 由于在国策上与后梁对垒’故此主张恢复以宦官

为主的内诸司使0 . %&-’! (&."" 庄宗时宦官& 殆及千人’皆给

赐 优 厚’委 之 事 任’以 为 腹 心0 内 诸 司 使’天 祐 以 来 士 人 代

之’至是复用宦者’侵于政事0 . %-’! 卷二百七十三同光二年

正 月 庚 戌 条" 明 宗 目 睹 庄 宗 由 宦 官 而 亡’故 即 位 后’即 罢 诸

道 监 军 使’并 大 杀 宦 官’又 下 诏 裁 减 内 廷 宫 人,宦 官’& 教 坊

音声量留 一 百 人’鹰 犬 之 事’以 备 嵬狩’量 留 二 十 人’御 厨 膳

夫量留五十人’其余任 从 所 适’内 诸 司 使 有 名 无 实 者 并 从 停

废0 . %&.’! 卷一百一十二1 即位赦文$ " 其后’后晋,后汉,后

周三朝均沿袭士人充内诸司使的传统’而未有大的反复0

由 士 人 充 任 的 内 诸 司 使 系 统’ 在 五 代 时 形 成 了 一 套 升

迁秩序’并出现阶官化趋向0 五代内诸司使的最高级官员为

枢 密 使 ’其 下 为 宣 徽 使 ’再 下 者 为 内 客 省 使 ,客 省 使 ,引 进

使,四方馆使,东上 閤门使,西上 閤门 使 等’如1 宋 史$ 卷 354

1 张 保 续 传$ %& 开 运 二 年! "4-" ++以 本 官 充 西 上 閤 门 副

使0 明年’使荆南’复命转东上閤门使0 ++周祖革命++累

迁引进副使++世宗即位’授西上閤门使0 明年’进秩东上閤

门使0从上征淮南++以功迁判四方馆事’就迁客省使0 . 再

上 则 可 到 达 宣 徽 使,枢 密 使 0 北 图 藏 志 章 &&!.1 吴 廷 祚 墓

志$ 较完整地反映出另一升迁途径’& ! 周" 太祖++疇佐命

之绩’授公庄宅副使’未年检转 内 军 器 库 使’不 逾 时’迁 大 内

皇 城 使’ ++显 德 初++充 内 客 省 使’ 由 北 院 转 宣 徽 南 院

使’从 顾 命 也++旋 授 公 枢 密 使++. 这 样’至 少 有 两 条 途

径 可 以 达 到 宣 徽 使,枢 密 使 这 一 任 职 高 峰 ’多 人 挤 在 其 中 ’

竞争 必 然 激 烈’1 资 治 通 鉴$ 卷 3!" 后 汉 乾 祐 三 年! "-0" 十

一月条%& 武德使李业’太后之弟也’高祖使掌内帑’帝即位’

尤蒙宠任0会宣徽使阙’业意欲之’帝及李后亦讽执政2! 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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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 后赞%飞龙使. 乾祐末宰相杨邠(侍卫亲军使史弘肇执

政% 赞以久 此 未 迁% 颇 怀 怨 望% 乃 与 枢 密 承 旨 聂 文 进 等 构

变. /* 旧五代史+ 卷 "45* 阎晋卿传+ 也说!0 乾祐中%历 閤

门使%判四方馆& 未几%关西乱1贼平%为内客省使. 时宣徽

使阙%晋卿以职次事望%合当其任. / 据此%内诸司使升迁之

停滞%是造成后汉酝酿政变之一大主因.* 册府元龟+ 卷 /46

* 外戚部2专恣+ 亦云!0 萧墙之变%自此而作& /

但 我 们 却 可 以 由 此 看 出% 后 汉 时 业 已 形 成 一 套 为 时 人

接受的升迁模式%后周加以继承& 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如* 旧

五代史+ 卷 "*2* 李彦积传+ 载!0 3 后周$ 太祖镇邺%置之左

右%及即位%历绫锦副使(榷易使& 世宗嗣位%以彦 君見有旧%超

授内客省使& / 因榷易使与内客省使相差悬殊%故以0 超授/

示之&

而低级使臣之间的升迁次序也在后周时趋于严谨& 如%

北 图 藏 志 /622* 故 宋 内 酒 库 使 张 秉 墓 志 + 云 !0 世 宗3 时 $

44扌翟授内弓箭副使% 未 逾 旬% 授 弓 箭 库 使% 寻 迁 军 器 库

使&/* 宋史+ 卷 *35* 李崇矩传+ 载%0 显德初%补供奉官&从

征高平%以功转供备库副使%改作坊使& 恭帝嗣位%命崇矩告

哀于南唐& 还判四方馆事& /

可 见%五 代 内 诸 司 使 出 现 阶 官 化 的 局 面%为 宋 朝 继 承%

形成阶官&

我 们 知 道% 设 立 使 职 官 的 原 因 主 要 是 基 于 它 的 灵 活 性

与 机 动 性%一 旦 任 务 完 结%它 们 的 历 史 使 命 也 告 终 结 %当 然

也有个别因 政 局 的 变 动 而 消 失 的& 五 代 时 部 分 以 前 消 失 的

使职得以恢复%并比原先使职的职责范围有所扩大& 如武德

使%唐 昭 宗 天 祐 元 年3 247$ 废%后 唐 庄 宗 同 光 二 年3 2*7$ 扩

充内诸司使的设置%该使当复置于此时%* 资治通鉴+ 卷 *57

同光三年 3 2*3$ 十一月云!0 帝以武德使史彦琼为邺都监

军& / 即可为证& 又如采访使%* 资治通鉴+ 卷 *68 后梁太祖

乾 化 元 年 3 2"9$ 六 月 条 !0 上4乃 以 守 光 为 河 北 道 采 访

使& / 其下胡注云!0 唐之盛时%置十道采访使%河北其一也&

自安史乱后不复除授& / 又如营田使%也在后唐时恢复设置&

此 外%宫 苑 使(3 内$ 作 坊 使(内 园 栽 接 使 (八 作 使 等 唐 末 废

除的使职均得以重设%并有具体职责& 而租庸使(如京使(皇

城使( 左藏 库 使 等 在 唐 朝 时 非 内 诸 司 使 系 统 的 使 职 也 并 入

其中%反映了五代时内使定义方面已趋于宽松& 这可能是因

为后梁歼灭宦 官% 以 士 人 充 任 内 使 而 致 使 内 诸 司 使 系 统 逐

渐丧失内廷意味的缘故& 另外%五代时期使职的职能范围也

较 唐 有 扩 大%如!担 任 监 军%显 德 元 年3 237$ 四 月%0 客 省 使

王峻帅师屯于关西& / !5#卷十* 后汉隐帝纪+ $ 又如* 宋史+

卷 *5"* 张勋传+ 载!0 周世宗征淮南44监光州军44迁内

园副使& 及征 瀛%以 为 霸 州 兵 马 都 监44拔 扬 州%以 勋 为 兵

马 都 监%迁 毡 毯 使/ ’监 护 丧 事%尚 食 使 安 友 规(洛 苑 使 曹 守

珰 等 俱 出 任 过 此 项 事 务’工 程 营 造%内 衣 库 使 齐 藏 珍 因0 奉

诏修河%不于役所部辖%私至近 县 止 宿%及 报 堤 防 危 急%安 寝

不动%遂此横流& / !"*#3 卷一百一十三* 齐藏珍传+ $ 而被流

放& 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职责扩大的同时它们还具有本身

职能%如武德使%0 后唐武德使本掌宫中事%明宗时%尝旱%已

而雪暴%坐庭中%诏武德司宫中无扫雪%是其证也& / !3#3 卷二

百七十四同光三年 十 二 月 胡 注$ 又 如0 3 后 唐 庄 宗$ 令 宫 苑

使经营3 宫殿$ / %!"*#3 卷五十七%* 郭崇韬传+ $ 后周显德四

年%0 斩 内 供 奉 官 孙 延 希 于 都 市%御 厨 使 董 延 勋(副 使 张 皓%

武德使卢维昇并停职&时重修永福殿%命延希督役%止见役夫

有就瓦 口敢饭以柿为匕者%大怒%斩延希而罢延勋等& / !"*#3 卷

一 百 一 十 七* 世 宗 纪 四+ $ 虽 然 他 们 尚 有 本 职%然 而 职 责 的

扩大使他们不 再 专 注 于 本 身 职 责% 这 也 造 成 本 职 的 慢 慢 丧

失%最终在北宋时成为阶官&

部分使职可兼领外职%也造成其本职的衰落& * 宋朝事

实 类 苑+ 卷 一 载!0 开 宝 中%教 坊 使 卫 某 年 老 %当 补 外 %援 后

唐故事%求领小郡& 太祖曰!5 伶人为刺史%岂治朝事%尚可法

耶6 第令于本部中迁叙7 & 乃以为大常太乐令& / 说明后唐

有 领 外 职 的 事 例 & * 新 五 代 史+ 卷 3* 后 唐 庄 宗 纪 下 + 载 %

0 同光二年3 2*7$ 五月1教坊使陈俊为景州刺史%内园栽接

使储德源为宪州刺史& / 即可为证& 它固然是反映后唐授官

之滥%更是内职可领外官的反映&

从 以 上 我 们 不 难 看 出% 五 代 时 期 使 职 官 大 约 有 六 个 特

点%即政治格局%枢密使取得至 高 权 威’经 济 体 系%三 司 使 获

得 核 心 地 位’内 诸 司 职 官 多 由 士 人 出 任 ’形 成 升 迁 秩 序 %出

现阶官化趋势’部分唐 朝 消 失 的 使 职 官 得 以 恢 复’部 分 内 职

可领外官& 它反映了五 代 各 朝 在 大 乱 之 后%并 未 抱 残 守 缺(

因循守旧%而是尽可能 的 摸 索 一 条 适 合 自 身%适 合 历 史 发 展

的新路子& 当然%由于 时 间 及 自 身 力 量 的 有 限 性%他 们 不 可

能彻底推翻旧的制度%而 推 行 一 条 全 新 于 唐 的 体 制& 最 好(

最方便的当然 是 将 旧 的 与 新 的 结 合% 即 将 三 省 体 制 与 使 职

差 遣 结 合 起 来%最 终 形 成 了 枢 密 使 掌 军 事 %三 司 使 掌 财 政 %

中书掌行政的局面%对北宋政治(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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