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秘书资格认定秘书论文：古人开会初探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

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77/2021_2022__E7_A7_98_

E4_B9_A6_E8_B5_84_E6_c39_277683.htm 会议自古以来就是行

政管理的一种常用手段。“办会”历来是秘书工作的一项重

要业务。了解古代会务工作的一般情况，对我们今天如何做

好会务工作，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原始社会部落联盟会议 会

议的历史与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长。在漫长的原始社会早、

中期，会议仅限于规模较小的氏族内部，不需要专门的会务

组织工作，可以说那时只有会议而没有会务工作。 原始社会

末期，出现了规模较大的部落和部落联盟。部落和部落联盟

实行原始民主制，重要问题集体议决，因此产生了频繁的原

始会议。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是部落联盟首长召开的由部落

联盟管理者和各部落酋长参加的议事会，类似于今天的办公

会议。传说尧在确定派谁去主管治水时就召开了部落联盟会

议，尽管他觉得鲧不可靠，但还是服从了多数人的意见，派

鲧去治水。 二是战争动员大会。如《墨子兼爱》记载，禹在

代替舜指挥伐苗战争前举行了动员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

伐苗誓辞”。 三是庆祝大会。如黄帝先后击败蚩尤和炎帝之

后，被大家拥戴为“天子”，在釜山（今河北省涿鹿县）举

行庆祝大会，参加会议的有“万国”之多。 四是礼仪性质的

朝见大会。大禹即位后不久，先后在涂山（今安徽怀远）和

苗山（今浙江绍兴）举行了各国诸侯(实际为各部落酋长)大

会，要求他们服从中央指挥。 这些传说中的部落联盟会议，

参加人数已比较多，议决的事项也比较重要，这些会议必然

有许多会务工作，诸如会议的准备、通知、仪式的确定和指



挥等等。这些工作是在会议主持者领导下由“百模”、“纳

言”等秘书官负责实施的。 历代会议概览 阶级和国家出现以

后，作为国家管理重要手段的会议也逐渐增多，处理国家内

部事务和国与国之间行政事务的会议相继产生，对会议的组

织工作要求越来越高。如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列国之间的盟

约会议，会议的主持人、记录人等，都比较齐备。 由于封建

王朝是专制政权，国家大政方针的形成往往缺少民主讨论的

过程，因此历代会议虽然不少，但大多数为礼仪性的，对国

家施政产生重大影响的会议为数不多，其中最著名的要数西

汉中期的“盐铁之议”和唐代初年的“政事堂会议”。 1.西

汉的“盐铁之议” 汉昭帝时，中央政府召开了一次由盐铁官

营问题引起的有关国家政策的辩论大会。汉武帝在元狩年间

起用桑弘羊等人，制定和推行一系列新经济政策，如统一币

制，实行盐铁和酒类官营，实施均输平准、算缗告缗这两种

重要的税收政策等。这些政策虽然充裕了国家财政，但是广

大农民的负担却愈来愈沉重。这些客观情况促使武帝晚年的

政策发生重大改变。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武帝诏令:此后务

必禁绝苛暴，不得擅兴赋役，应致力农耕。这在一定程度上

恢复了汉初“与民休息”的政策。武帝死后，继位的昭帝年

幼，大权掌握在霍光手里。为了保证“与民休息”政策的实

行，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昭帝下诏命丞相田千秋、御

史大夫桑弘羊召集各郡国推举的贤良文学之士共六十多人在

长安开会，询问民间疾苦。贤良文学之士与桑弘羊意见不一

，他们就汉王朝的内外政策进行了几十天的辩论。西汉桓宽

编撰的《盐铁论》详细记载了盐铁之议的情况，该书可以说

是中国古代一部比较完整的会议纪要和会议文件汇编。 这次



具有确定治国方策性质的会议，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对当时

经济和政治形势的不同认识，由此而提出了不同的治国政策

。经过这次辩论，“与民休息”的政策进一步得到肯定，对

昭帝、宣帝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2.唐代的“政事堂会议” 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形成的中央政

府机构的“三省制”，到唐代得到逐步完善。三省之间的关

系是“中书出令，门下审议，尚书执行”。中书省是起草政

令的机关，中书舍人拟稿后由中书令或中书侍郎选定并补充

修改，再呈送皇帝画一“敕”字，然后送达门下省，经过门

下省审议后再由皇帝亲自批准，才能成为国家的正式法令交

尚书省执行。 中书省拟好的政令送达门下省时，如遇门下省

反对，就会将它“封还”，命令即算作废，皇帝的“画敕”

也等于无效。所以，唐代皇帝欲下诏敕，一般先由门下省和

中书省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场所称为“政事堂”。政事堂会

议的出席人包括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及副官，多时有十几人，

最少时只有两人。讨论结果由“执笔”综合记录。“执笔”

等于现在的书记，由众人轮流充任，有时一人轮十天，有时

一人轮一天。皇帝的命令必须在政事堂会议正式通过，然后

才能送尚书省执行。若未加盖“中书门下之印”而由皇帝直

接发出的命令，在当时被认为是违法的，不能为下面各级机

关所承认。 尚书省长官一般不出席政事堂会议，他们只有执

行命令之权，而无发布命令及参与决定之权。 中央政令须由

政事堂会议通过才有效，皇帝一人说话不算数，这在封建社

会中算是最“民主”的决策制度了。贞观三年(公元629年)，

唐太宗对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说：“中书、门下，机要之

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近



来唯觉阿旨顺情，唯唯苟过，遂无一言谏诤者，岂是道理？

⋯⋯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

寝默。”由于政事堂会议制度的存在，中央政令在下发前经

过充分的论证，避免了中央政府决策失误，“由是鲜有败事

”(《资治通鉴》)。它对“贞观之治”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

。这一制度的合理性对于我们今天起草重要文件、出台重要

政策或形成重要决定，仍然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古代类似“

盐铁之议”和“政事堂会议”这样决定国家大政的会议毕竟

不是很多，朝廷中举行的大多是一些例行的礼仪性会议。各

个朝代会议之频繁、会务工作之繁琐，均大同小异。 清代的

会议概况 潘林杉先生的《中国古代秘书通论》一书介绍了清

代会议的概况以及封建社会会务工作的大致情况，大致如下

。 清代的会议多种多样。就朝廷会议而言，已形成完备的会

议制度。从形式上划分大致有六种： 第一，常朝会，这是皇

帝例行的办公会。一般情况下一天一次，于黎明时辰举行。

会议由皇帝亲自主持，与会人员除有关朝官外，还有掌玺、

记注官等服务人员。内容通常是由皇帝在会上宣布预先拟好

的谕诏，有时也议论一些问题。 第二，大朝会，有定期和不

定期两种。定期的大朝会为每年新年、冬至、万寿（皇帝生

日祝寿）的“三节会”，不定期的指皇帝登基、大婚、册封

皇妃或太子等大会。大朝会是朝廷举行的规模最大、最隆重

的大会。参加大会的人员除在京的朝廷文武官员、皇室亲王

等成员外，地方各省还派人参加，人员多在500上下。会议内

容多由内外官进表献辞，对皇帝和朝廷歌功颂德。 第三，军

礼大典会，这是不定期的会议，与大朝会有相同之处，参加

对象不尽相同。内容有大阅、亲征、命将、纳降、凯旋、献



俘等，均与军队活动和战争相关，仪式也很隆重。 第四，皇

帝会见被“引见”官员的会议，通过“引见”，皇帝可以直

接面试县以上官员，并予以任免。清代这类会议比较多，这

是临时性的会议。 第五，外交活动举行的各种会议，诸如朝

觐、迎送外国使者等。这类会议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与日

增多。 第六，探讨统治方略的会议，由皇帝随时召集身边重

臣或参谋顾问咨询官员座谈讨论。 从内容上看，以上六种会

议只有第一种和第六种才是真正商议事情的会议，其他四种

都是礼仪性的集会。 以上各种会议的会务工作，由内阁、军

机处等秘书部门负责安排统筹，具体工作则由礼部、太常寺

、鸿胪寺、光禄寺等有关机构负责落实。譬如：太常寺负责

庙坛祭祖典礼的安排；光禄寺负责节庆、祭典婚丧等会议的

筵席；鸿胪寺负责朝会、宴会、祭祖礼仪事项，通知参加大

朝会等官员名单、排定班次，确定不同官员穿戴官服，安排

行礼礼仪。清末光绪帝时，光禄寺、太常寺和鸿胪寺并入礼

部，宣统三年又改礼部为典礼院，故具体工作先后由礼部、

典礼院安排。 礼部分置了许多部门分管会务礼仪，如仪制清

吏司掌嘉礼、军礼事务，祠祭清吏司掌吉礼、凶礼事务，主

客清吏司掌典礼和接待外宾事务，等等。 从清代会务的数量

、会务组织机构和事务看，封建朝廷的会务工作是极其繁琐

的，且所承办的会议大多是维护封建帝王威严的礼仪性会议

。所以，除了上面介绍的汉代“盐铁之议”和唐代的“政事

堂会议”外，中国古代在会议组织方面没有多少值得今天借

鉴的有益经验，反倒有许多做法是今天应该努力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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