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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一称呼出现于“甲古文”里，是位首领身边参谋议事制

作公文的人，与今天的文书人员有些相似。内史也称“右史

”，西周设的秘书官，也称“作册内史”、“作命内史”，

主要是记录大事，掌管著作简册。太史是春秋时的秘市人员

，掌起草文书、记载史事、编写史书，也兼管图书典籍、天

文历法、祭祖等。博士，最早见于战国时期，原指博学通达

之士，用来称呼学者。战国后期齐、魏、秦等国先后设博士

官，从此博士成了官职名。秦统一中国后，置博士掌古今史

事，保管书籍，应对皇帝的咨询，相当于皇帝的顾问和秘书

。御史在春秋、战国时期为秘书之职，随王活动，专掌记事

。 中国自秦汉以来，历代封建王朝均设有尚书、秘书监、秘

书令、秘书丞、秘书郎等官职，掌握大小官员转呈向皇帝递

交的奏折，宣布皇帝的诏书等。尚书的设置在秦朝时就已经

有了，《宋书百官上》说：“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

发书，故为之尚书。”又说：“秦时有尚书令、尚书仆射、

尚书承。”所谓的“发书”，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启发文书

，即臣下进呈的奏章，皆由尚书开启审读，向皇帝报告；一

说是发布诏制，即皇帝下达的命令文告，都经尚书抄写登记

，然后颁发。不管那种说法，都可以看出：“尚书”是皇帝

身边亲近的司秘书之职的官员，或者说是皇帝的私人秘书。 

秘书丞为秘书省中的秘书长。魏时设立，随唐时协助秘书监

及秘书少监管理秘书省具体事物的官吏。秘书郎为魏晋始设



，属秘书省，或称秘书郎中，专掌图书收藏及抄写事物。秘

书令是三国时曹操设置的秘书人员。东汉末年，曹操封魏王

，在自己封国内置秘书令，以区别于朝廷的尚书令。秘书令

掌管章奏上书，也兼管图书秘记之事。 长史是秦时为丞相属

官，如李斯曾任长史，相当于丞相的秘书长。两汉以后成为

将军属官，是幕僚之长。《出师表》：“侍中、尚书、长史

、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长史”指张裔。《赤壁之

战》“子输者，亮兄谨也，避乱江东，为孙权长史。” 汉武

帝强化君主集权，侵夺“二府”的权力，尚书的职权大大扩

张，越来越多的相权转移到尚书的手中。见于两汉史书最早

的一例是霍光“领尚书事”，武帝去世后，霍光主持朝政，

“领尚书事”成为实际上的宰相。此后，辅政大臣凡有权处

理机密政务者，常常兼有此买衔。这就发展成为“领尚书事

”制度。“领”，即“治理”之意。“领尚书事”之外，又

有“平尚书事”。“平”即“评议、讨论”之意，地位在“

领尚书事”之下，对尚书事务具有参议、评议权。西汉的“

领尚书事”，除霍光作为特例外，基本上仍然是皇帝的私人

秘书。 学士是魏晋时是掌管典礼、编撰诸事的官职。唐以后

指翰林学士，成为皇帝的机要秘书，掌管由皇帝直接发出的

机密文件，如任免宰相、宣布讨伐令等。唐玄宗时由文学侍

从官选充任，北宋始设专职，明代翰林学士为翰林院长。明

清时承旨、侍读、侍讲、编修、庶吉士等虽亦为翰林学士，

但与唐宋时翰林学士的地位和职掌都不同。如《（指南录）

后序》“以资政殿学士行”，这是文天祥辞掉丞相后授予的

官职；《谭嗣同》“君以学士徐公致靖荐”，徐致靖当时任

翰林院侍读学士，这是专给帝王讲学的官职。白居易、欧阳



修、苏轼、司马光、沈括、宋濂等都曾是翰林学士。 辅臣就

是皇帝的秘书和顾问。辅臣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不得平

章国事”，即只“参预机务”，不得侵犯皇权；二是必须听

命和顺从皇帝，办事要得力、敏捷、保密。所以明朝开国皇

帝朱元障为了自己更好地处理政务，曾置四辅官。以后，他

又仿宋制，设殿阁大学，执掌草拟诏谕，并备皇帝顾问，但

“不得平章国事”。到了明成祖时，命翰林院编修、检讨等

官员进大内在文渊阁值班，并参预机务，帮助皇帝处理大臣

的题奏文书。 古代的秘书机构 我国最早的中央秘书机构产生

于商朝末年，称太史寮。其职掌为拟写册命、组织祭祀典礼

等事务，它仅为秘书机构雏型。太史寮的长官是太史，主管

册命、制禄、祭祀、时令、图籍等，既是文职官员的领袖，

又是神职官员的首领，其地位仅次于卿事寮。西周初年，政

务目繁，太史寮被扩展，有了太史、小吏、内史、外史、御

史等不同等级不同职责的秘书官员，承担着拟制、处理文书

，保管档案。 东汉末年，曾设秘书监，掌图书档案。曹操受

封魏王，在王府设秘书监，改用“文学通识”之士人任秘书

令，增加了“典尚书奏事”的职责，负责起草机要命令，已

掌管了部分秘书职责。曹不代汉建魏，遂改秘书监为中书，

另置秘书监，仍专掌图书秘记。也就是说，此时的中书，是

将皇帝机要秘书的职责独立出来。 在古代，“秘阁”指的是

内府的一个图书档案机构，汉代以后都由秘书监掌管。“秘

阁”一名后来又成为尚书省的别称，尚书省在汉魏时是皇帝

的秘书机关。大概在纸张发明以前皇家所藏的图书秘笈大都

只是一些刻写有文字的竹木片，而这种藏在秘阁中的竹木片

后来也被代称为“秘阁”。 内阁的设立，是宰相制度废除的



必然产物。因为中书省及丞相废除后，皇帝政务繁多，不可

无辅臣，明太祖于是又设殿阁大学士，作为侍从顾问。不过

，他仍事必躬亲，大学士很少能参决政务。到明成祖时，阁

臣获得参决机务的权力，内阁制度正式确立。至明宣宗时，

阁臣又获得票拟权。此后，内阁权力不断扩大，有些首辅甚

至权压六部，俨然是个丞相。关于内阁的性质，历来存在争

议。一种意见认为，内阁是皇帝的辅政机构；另有一种意见

认为，内阁是皇帝的秘书机构；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内阁是

兼具秘书型、顾问型和学术型等职能特点的辅助皇帝决策的

机构。一般历史书认为明代内阁是为皇帝提供顾问的内侍机

构，即秘书机构。阁臣的升降和职权的大小，完全取决于皇

帝的旨意。 明清时期，在所有的进士中，一甲三人可直接进

入翰林院，二甲和三甲中挑选精英考试才可成为庶吉士，他

们的职责是给皇帝讲解经史书籍，并帮皇帝起草诏书，是皇

帝的秘书，权力很大，到了明朝中期，更形成了不是庶吉士

不能当大学士的惯例。 军机处始设于雍正七年（1729）。因

与准葛尔部作战，军报往返频繁，而内阁又距内廷过远，且

办事效率不高，为了紧急处理西北军务，“始设军需房于隆

宗门内”。军需房是军机处的最早叫法，以后又改为军机房

、军机处。 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雍正帝从大学士、尚书、

侍郎以及亲贵中指定充任。还有军机章京，由内阁、翰林院

、六部、理藩院等衙门官员中选充。所有这些人都是兼职，

他们的升转仍在原衙门进行。军机处没有正式衙署，只有值

班房，在隆宗门内，靠近雍正帝寝宫养心殿，以便于军机大

臣被召见议事。军机大臣对皇帝负责，他的下属军机章京因

系其他部门的官员兼任，他们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很难结成



同党。军机处不过是皇帝的秘书班子。 拟缮谕旨是军机处的

主要工作。雍正帝每天召见军机大臣，有时一天召见数次，

召见时，雍正帝指示各项事件应如何办理，有时向军机大臣

询问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以作出裁决。军机大臣面聆皇

帝旨意，草拟文书。上谕形成后，不经过内阁，由军机处直

接发给有关官员。 在清代，皇帝的诏令有数种。雍正以后，

由内阁传抄发送的诏令，叫做“明发上谕”；由军机处撰拟

、抄写、密封发出的诏令，叫做“寄信上谕”。“寄信上谕

”因是由朝廷直接寄出，故又称“廷寄”。所寄对象为高级

官员，用“军机大臣字寄”的形式寄送；其余则用“军机大

臣传谕”的形式寄送。字寄、传谕封函的表面都注明“某处

某官开拆”，封口处盖有军机处印信，保密程度非常高。很

显然，军机处承办的“寄信上谕”最重要，内阁所办理的“

明发上谕”只是一般性事务文书。 归军机处办的事情，不问

大小，“悉以本日完结”，绝不积压。这样的办事作风，效

率自然较高。寄信方法也是快捷的。军机处根据函件内容，

决定递送速度，写于函面，凡标“马上飞递”字样的，日行

三百里，紧急事，另写日行里数，或四、五百里，或六百里

，并有六百里加快的。这就和内阁发出的“明发上谕”不同

了。内阁的“明发上谕”，或由六科抄发，或由有关部门行

文，多一个衙门周转，就费时日，保密也不容易，往往被地

方官员探到消息，雇人先行投递，在正式公文到来之前，他

们已悉内情，作了准备，加以应付。 古代秘书出身的能人 东

汉末文学家杨修为曹操主簿，博学能文，非常聪明，悟性高

。曹操在许都建造府第，曹操看后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

便走了，众人不知何意，杨修说是府门修得太阔气了。曹操



过蓝田到蔡邕旧宅，见墙上有一幅画，上有“黄绢幼妇，外

孙臼”八字，手下皆无人能解，唯杨修说是“绝妙好辞”。

塞北送了一盒酥来，曹操在盒上写了“一合酥”三个字，置

之案头，同样又是杨修猜出谜底是“一人一口酥”。后曹操

与诸葛亮大战，接连失利，夏侯问今夜口令时，曹操正在喝

鸡汤，随口说了“鸡肋”二字，杨修便知曹操意欲撤军。后

被曹操以扰乱军心的罪名斩首。 大书法家虞世南和褚遂良都

做过秘书郎。虞世南生于南朝陈武帝永定二年。隋炀帝为晋

王时就听到虞世南的名声，打算聘为书记，世南以母老固辞

。炀帝即位后，大业（605-618）中累授秘书郎，迁起居舍人

。隋炀帝虽然爱虞世南的才气，却并不欣赏他的刚正性格，

实际上并不重用他。虞世南入唐时已是花甲之年，先为秦王

府参军，不久转为记室，授弘文馆学士，与房玄龄共掌文翰

。一次，李世民命他把《列女传》书写在屏风上。当时没有

底本，虞世南就默写出来，竟然一字不差。李世民立为太子

，虞世南为太子中舍人。公元627年，李世民即位，虞世南被

任命为员外散骑侍郎，兼弘文馆学士，当时，虞世南年近古

稀，他请求告老还乡，太宗不许，迁太子右庶子，虞世南固

辞不受，仍被任命为秘书少监。贞观六年（633）升秘书监，

掌管图书著作等事，世称“虞监”。 褚遂良，其父与虞世南

并为秦王府十八学士，他是欧、虞的晚辈。贞观初年出仕为

秘书郎，史载贞观十二年（638）太宗感叹虞世南去世、无人

可与论书，魏徵举荐他说:“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

。”太宗即日诏遂良侍书，以后备受重视。褚遂良现存楷书

作品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有《伊阀佛龛碑》、《孟法师碑

》，后期则以《房玄龄碑》、《雁塔圣教序》为代表。此外



有传为他所书的墨迹《大字阴符经》等作品。《伊阂佛龛碑

》与《孟法师碑》先后书于贞观十五年和贞观十六年，正是

其艺术成长的时期。技巧大体来源于北朝楷法，存有隶意，

字势端正宽博，用笔劲健多力。 作为一代女皇武则天的心腹

笔杆，上官婉儿长期生活在武则天的身边。她一面精心侍奉

武则天，一面在宫中执掌制定命令，为武则天代笔草拟敕诏

，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朝中文武大臣、宫内外官宦人等，无

不对她另眼相看。据史书记载，尤其到万岁通天年（696）之

后，上官婉儿“内掌诏命”，“群臣奏议及天下事皆与之”

——政制、诏书、祭拜祝词、官员任免令等等，皆出自她的

手笔，百官上奏的表章她也都加以批阅参议。天下大事虽由

武则天决断，背后却都有她的一份参与。武则天对她的信任

和倚靠程度，远非一般大臣乃至亲生儿女所能相比。上官婉

儿几乎终其一生地生活在武则天的身边，从一个罪臣孤女到

称量天下才子的女皇秘书，她的成长得自于天赋，得自于环

境，更得自于武则天。上官婉儿的女皇秘书生涯，在政治斗

争的血雨腥风中一直持续到公元705年。F8F8"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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