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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道与鬼道 # 学术工作坊在
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

会议室
举行 $ 文研院工作委员会委
员%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
扬以 &白居易' 一位文学青年
的官僚生成史 # 作主题演讲 (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
后滨以 "宦途八骏' 唐代新型
精英群体生成的制度路径与文
化认同) 作主题演讲$ 日本中
央大学文学部教授妹尾达彦 !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叶
炜! 文研院访问学者% 复旦大
学汉唐文献工作室研究员唐
雯!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
教授孙正军! 中国人民大学历
史学院唐宋史研究中心兼任研
究员古丽巍出席并参与讨论$

探讨制度史和政治

史在当前研究中的

结合路径

陆扬首先指出! 在较为传
统的国内隋唐史研究中! 政治
史与制度史占据着中心地位 !

但目前这种中心已经面临很多
挑战! 基于这一前提! 本次工
作坊聚焦于 "宦途八骏 ) 与
"文青官僚白居易) 两大主题!

兼具文学性和制度史特色! 试
图探讨制度史和政治史在当前
研究中的结合路径$

刘后滨带来 "宦途八骏 '

唐代新型精英群体生成的制度
路径和文化认同 ) 的主题报
告 ! 并从四方面解读 ' 一是
"宦途八骏)% "八骏群体) 概
念( 二是 "八骏) 作为精英生
成制度的路径构建过程( 三是
"八骏群体 ) 文化认同的构建
过程( 四是 "八骏群体) 的身
份属性与社会等级再编制$

刘后滨认为! 陆扬提出的
"清流文化 ) 对理解唐后期的
整体变化有重大意义! 他的研
究和陆扬提出的 "清流文化 )

也有很大关系! 引出 "宦途八
骏) 和 "八骏群体) 两个概念
正是为了作出呼应$ "宦途八
骏) 出自唐代封演 *封氏闻见
记 + 卷三 *制科 +! 反映了封
演本人所概括的一条做官升迁

途径 ! 包括进士 % 校书 % 畿
尉 % 监察御史 % 拾遗 % 员外 %

中书舍人% 中书侍郎这八个步
骤$ &宦途八骏) 是特定精英
群体的生成路径! 也是身份认
同的基准体系 $ &八骏群体 )

指的是以 &八骏) 为认同基准
的精英群体! 在很大程度上通
过内% 外部双重认同而构建起
来的$ 这个群体是流动而开放
的! 更多体现在文化和价值的
认同层面$

在这两个概念基础之上 !

刘后滨进而引出四个问题启发
思考' 其一! 作为精英生成理
想路径的完整表述及实际运用!

&宦途八骏) 最终出现在何时何
种背景下, 其二! 这条路径构
建的次序是从最高级环节开始
还是从进士出身开始! 是否相
向而行, 其三! &八骏 ) 之间
是否完全衔接! 是否还需要其
他环节 -例如大理评事. 链接,

其四! 若说 &八骏群体# 的核
心认同取向是陆扬所指出的
&文#! 那么每个台阶在这个体
系中的意义又是什么,

关于精英生成制度路径的
构建过程! 刘后滨通过白居易
的 *大官乏人% 由不慎选小官
也 + ! 张九龄开元三年上疏 !

天宝九载三月十二 % 十三日
赦! 宣宗大中元年正月赦节文
等史料进行分析$ 在唐代制度
和政治演进过程中! 关键的变
化节点发生在武则天开元之
际! 并最终逐渐形成了白居易
在 *大官乏人% 由不慎选小官
也+ 中反复申说的一套路径$

刘后滨还列举了薛逢% 卢
生 - *枕中记 + 黄粱梦境人
物 .% 杨筹 -检校户部尚书杨
汉公之子. 的仕途经历以及张
九龄阻止牛仙客担任尚书的事
件$ 通过分析以上材料! 他指
出! &宦途八骏# 不是制度规
定的精英生成路径! 而是社会
对官员升迁现象的归纳///这
种归纳意味着社会对这些官职
的认知及对路径的认同$ 进一
步地 ! 刘后滨在引出 *新唐
书0韦湊传 + 中有关韦湊的记
载后指出! 对官职的社会认同
与任官者个人的背景和流品有
关 $ 通过分析 *封氏见闻记 +

卷三 *铨曹 +! 他表示 ! 某个
群体反对的声音也可能促成某
种认同! 文士之间以文学创作
为中心的交游及文学作品的传
播本身就是在构建这种认同 $

例如! 沈既济对卢生理想仕途
的描述! 既是对精英生成路径
的提炼总结! 也反过来促进了
政治精英的自我认同$

最后! 刘后滨就 &八骏群
体# 的身份属性和社会等级的
再编制制度问题提出了一系列
值得探讨的问题' 唐代的旧门
和新贵如何利用当时的选举制
度和官僚体制, 如何塑造了当
时的政治文化! 并使其反过来
影响了选举制度和官僚体制的
发展进程, 对此! 刘后滨解答
道' 贞元元年及以后! 进士及
第成为新贵和旧门跻身精英群
体的不二选择 ! 且基本遵从
&宦途八骏 # 的制度路径 $ 为
了尽量贴合这条路径! 各种社
会资源 -如婚姻策略. 都被调
动起来$

讨论环节! 陆扬首先对刘
后滨的报告进行了总结$ 他认
为! 报告内容丰富! 涉及唐代
前期至后期的职官制度变迁 !

进而延伸出精英自我认同以及
与制度之间的关系 $ 叶炜表
示! &宦途八骏# 是士人当官
的理想! 这种理想从北朝后期
到唐代中期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北朝后期士人的理想是
&功名马上取#$ 他还指出! 目
前! 对 &八骏# 作为精英生成
制度路径的构建过程还不够清
晰! 只勾勒了大致的变化$

唐雯认为! 转官在唐代前
期并无特别明确的路径! 在安
史之乱之后才逐渐清晰起来 $

&八骏# 是一种理想化状态! 士
人实际的升迁路径与 &八骏 #

的前几个步骤可能比较符合 !

但到后期普遍出现分化现象$

孙正军的主要研究方向是
秦汉魏晋南北朝史 ! 他指出 !

秦汉和魏晋南北朝虽然没有
&宦途八骏 # 的相关文献 ! 但
从零碎的史料中可以发现! 魏
晋南北朝形成了一些受到广泛
认可的官职 ! 如太常卿 $ 此
外! 魏晋南北朝和唐代的官职
存在很大的重复性! 但官职地

位却有很大差别$ 因此! 他表
示! &宦途八骏# 这一路径是
历经多朝长时积累形成的! 非
唐代一朝的沉淀结果$

古丽巍认为! 从理想化的
&八骏 # 升迁路径到具体落实
的制度规定! 是有趣又值得探
讨的主题$ 此外! 她将唐宋选
官制度进行比较后指出! 在宋
代的升迁标准中! 门阀的因素
在减弱! 而科举% 亲民资历起
到了较大的作用$

妹尾达彦以 &仙道和鬼道'

唐代士人仕宦情结的再考察 #

为主题进行评议$ 他提出一个
问题' 唐代新型精英的虚实是
仙道还是鬼道, 科举作为制度
定型的时期在九世纪 ! 此后 !

唐代进入科举社会$ 而科举社
会的最明显特征便是能力主义
社会$ 其原理可分为两种' 一
是依靠家族属性! 二是依靠业
绩$ 通过科举这样的业绩考试!

合格者们创造了 &科举合格者
阶层# 这一全新阶层$

考察历史转变时期

人的主客体意识之

间的错位

接下来 ! 陆扬以 &白居
易' 一位文学青年的官僚成长
史# 为题作了报告$ 他先对刘
后滨报告作了引申式的评论 !

认为唐代职官体系有几个特
点$ 首先! 帝制时代的职官体
系本身具有延续性和惯性! 很
多官职其实早已出现了! 虽然
这些官职具体性质不断变化 !

在官僚体系中的位置也在变 !

但其本身具有的那种历史延续
性和职位性质上的某些惯性仍
不容忽视! 唐代的 &八骏# 也
不例外$ 第二! 中古时代新官
职的产生有两大特点' 一是出
于统治的某种特殊需要( 二是
重新确立与权力核心的关系 !

以及以何种方式建立这种关
系! 比如唐代的词臣是以对文
的掌握建立起与权力核心的密
切关系$ 第三! 唐代仕途对于
士人而言有特殊的重要性$ 八
骏固然是当时的理想型职位组
合! 唐代人如此看重这一模式

的仕途! 从权力和地位体现的
角度其实是难以充分解释的 !

说明官僚生涯是他们赖以获取
自我身份的最重要途径! 也是
获得社会认可的前提$ 这种追
求其实是基于完全不同的人生
理念! 或者可以说是一种特殊
的政治想象! 即围绕朝廷权威
展开% 唯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
实现的体国经野的理想$ 所以
才会出现 &八骏 # 这样的现
象 $ 从时间上说 ! 陆扬认为
&八骏 # 更多体现在武后到玄
宗时代以清要官为核心的仕途
的再确立 ! 还不完全代表以
&文 # 为核心的清流官僚的确
立! 后一过程高度依赖前一过
程! 但必须作必要的区分$

陆扬说他的报告以白居易
作为个案分析的对象! 不仅因
为白乐天本身地位的重要! 也
是因为对唐后期政治和制度史
的任何研究! 都难以绕开 *白
氏文集+ 中的各类章奏制敕乃
至诗文等撰作! 尤其是白居易
担任翰林学士期间撰写的文
字$ 这些写作提供了唐代在九
世纪前期的政治与制度的种种
细节$ 但此前似乎没有学者探
讨过那位在科举中大获成功的
&文青# 白居易和早期官僚生

!宦途八骏"与!文青官僚白居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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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九世纪初翰林学士的重要性的时候! 往往引用白居易的撰作作为例子! 证据就是他在担任
学士期间的大量诗文都没有体现出那种身处权力核心" 仕途清贵无比的荣耀感! 恰恰相反! 不断
出现的是一种疏离感和孤独感! 和他积极参与议政! 提供大量讽谏形成强烈对比# 那么这种疏离
感和孤独感究竟是一种自我塑造还是对这种身份地位的真正发自内心的缺乏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