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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6_9C_AF_E8_AE_BA_E6_c39_547039.htm 列宁曾经指出：“

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而且把它贯彻到底，把

它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

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①本文试图用马克思

的唯物史观来考察中国公文的历史发展过程，而对公文的历

史分期、演进的根本动力和一般规律提出了初步看法。 一、

中国公文历史发展的分期 目前研究公文（或以公务应用文为

主导的应用文②，以下行文中只出现“公文”，省略“应用

文”亦或只提其一）的历史分期的著作，我以为，大致有三

种分期方法： 一是按历史朝代结合社会形态来分期：先秦时

期公文；封建社会时期（从秦汉至清朝末叶）公文；中华民

国时期公文（自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至1949年被人民革命推

翻为止）；新中国成立后时期公文。③ 二是按历史朝代并结

合公文的自身发展规律来分期：应用文发展的成熟期（秦汉

时期）；应用文发展的自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应用

文发展的繁荣时期（隋唐宋时期）；应用文发展的稳定时期

（元明清时期）：应用文发展的变革与现代化时期（含三阶

段：辛亥革命至“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至新中国后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④ 三是按社会形态、历史朝代

并结合应用文自身发展规律来分期：原始社会是应用文的孕

育时期；从奴隶社会到秦统一中国以前的战国时期是应用文

的发端时期；秦汉时期是应用文的发展时期；魏晋南北朝时

期是应用文的成熟时期；隋、唐、宋时期是应用文发展的高



峰时期；元、明、清时代是应用文发展的稳定时期；五四运

动前夕至现代是应用文的重大变革时期。⑤ 以上三种分期方

法，这里只就其方法论谈点看法。什么是“分期”?从逻辑上

讲，就是以时间为序，采取划分或分类的方法，将说明对象

分成若干时段加以说明的方法。中国公文历史是一个属概念

（母项）．按照历史发展的一般属性或者本质属性将其分解

成若干种概念（子项），前者叫划分，后者叫分类。分类是

划分的特殊形式，它要求反映事物的本质特征。历史分期采

取划分或分类的方法均可，但“分”的标准只有一个，而且

前后是统一的，分出来的子项之和应相当于母项。上述三种

分期方法采取了两个以上的标准，同时前后又没有坚持同一

性，因而造成了“分”的逻辑混乱。 笔者认为，公文是政治

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同社会发展是同步的。因此研究中国

公文的历史分期，离不开中国社会的历史分类。 中国社会同

世界各国一样，有它共同的发展规律，既从无阶级的原始社

会进入到有阶级的阶级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公文

，自夏商产生至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在这一历史长河

中，公文作为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工具，伴随着中国社会

的发展，为各个阶段的社会和社会阶段的各个时期的统治者

、管理者、领导者服务，其历史发展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奴隶社会公文时期，约从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476年

，即从夏代开始，经商（殷）、西周、春秋，共经历近1600

年。中国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初的甲骨公文及金文公文，最

早的公文典籍《尚书》出现在这个时期。 （二）封建社会公

文时期，从公元前475年至1840年鸦片战争，共经历了2300多

年。封建公文发端于战国，到秦汉正式确立，以后处于不断



发展和完善的阶段。 （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公文时期，

从1840年至1949年，共经历100多年。在此期间，一方面随清

王朝的继续存在到瓦解，封建公文由稳定走向没落，另一方

面随辛亥革命后政局的变化，资产阶级公文从开始形成，发

展直至衰落。在这个期间的后期，产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公

文．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共产党机关和革命根据

地政权所形成的公文。 （四）社会主义社会公文时期。

从1949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今。在新民主主义

公文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创立和发展了社会主

义的公文系统．应当说明的是，社会主义的公文系统仅限于

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台湾的公文本着“一国两制”原则

并行于世，不在内地公文系统之列。 按通常的历史分期，我

们可以把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的公文称为古代公文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公文称为近代公文；社会主义时期的

公文称为现代公文。 有同志会问，按照中国的社会形态来划

分公文的历史发展是否“政治味太浓”？不会，因为这是客

观事实。由于公文的行文主体是法定作者，它是为了满足法

定作者需要的工具，是从属于法定作者及其社会管理活动要

求的。在阶级社会中，法定作者及其社会管理活动无不打上

阶级的烙印，而任何阶级的利益又通过政治集中体现出来。

因此，在阶级社会里，公文不是一般的社会管理的工具，而

是具有阶级性、政治性的管理工具。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政治

制度及其政治思想观点，制约着公文的内容，公文反映统治

阶级的政治要求并为政治服务。这就是说，公文作为社会管

理的工具，具有政治的从属性。无论是古代、近代或现代公

文，这种政治上的从属性是很明显的。总的看，封建社会公



文主要是反映最高封建统治者皇帝、封建官吏、地主阶级的

意志和利益；资本主义社会公文则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思

想、治国方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文则反映了广大工

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它社会阶层的利益，为建设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当然，我们讲公文具有政治从属性，并

不是指每个文件都要讲阶级的政治的大道理，也不是对每个

文件都要贴上政治性的标签。社会管理活动是纷繁复杂的，

除了政治性的管理活动外，还有非政治性的管理活动，如公

共秩序的管理，日常事务的商洽和联系，本单位需告知社会

的诸如地址搬迁、变更电话等事项，都是非政治性活动。以

公文作工具进行这些公务活动，不应勉强赋予这类公文以政

治性。我们讲公文具有政治从属性，是从总体上或者基本方

面来讲的。 由此可见，按照中国的社会形态来划分公文的历

史发展时期，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说得通的。当然，

这不是唯一的方法，比如可以按照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古

代、近代、现代）或以公文自身发展的规律来分期，也未尝

不可，但必须坚持标准的同一性和一贯性。 二、公文历史发

展的根本动力 有学者认为：“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公文改革的

根本动力。历史上，每个王朝、每个政权在建立之初，为了

理顺政权机构内部各组织间的关系，为了发展生产、稳定政

权，实施有效管理控制，就必然对公文这一管理工具作些改

革调整。”⑥即随着政权的更替，统治者实施社会管理的需

要是公文改革的根本动力。这种说法有相当道理，但如果从

公文改革和发展的历史长河看，将社会管理视为公文改革和

发展的根本性的动力是值得商榷的。 社会管理，包括决策、

计划、指挥、协调、控制等，都是属于国家的意志、统治者



的意志．这是属于精神的东西，它确实是公文改革和发展的

动力。历史唯物主义是充分肯定“精神动力”的，但它不停

留在这一点上，还要进一步弄清“动力的动力是什么”。恩

格斯说得好：“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

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⑦ 那么隐藏在

社会管理需要背后的动因是什么呢?就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的运动。生产力决定生

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反作用生产力，两者构成社会生产方式

。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政治的上层

建筑（即政治、法律观点以及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组织与机

构）和思想的上层建筑（即宗教、艺术、哲学等观点和学说

），并要它为自己服务，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总

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既是统一的，

又是对立的，它们是对立的统一，在矛盾中发展。正如马克

思指出的：“物质生活的方式制约着整个的社会生活、政治

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

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

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⑧社

会管理是属于政治上层建筑的范畴，社会管理的需要推动公

文的变革，其根本原因在于为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经

济基础）发生变革所引起的。所以公文变革的“动力的动力

”不是社会管理的需要，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

与上层建筑矛盾发展的结果。只要我们坚持唯物史观，就不

难看出，中国绵延数千年的公文的变革和发展，从公文内容

到形式、从公文的组织机构到制度、从公文文种到格式、从

语体风格到时代文风，其根本动力都是植根于社会的基本矛



盾和社会形态的演变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人们的观念里。 三

、公文演进的一般规律 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公文随着社

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和国家政权的更替而变革 随着经济基础的

改变，公文也相应地发生变革。从历代公文的内容看，经历

了为剥削阶级服务到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的变革过程

。社会主义运动和过去一切社会运动的根本区别在于：“过

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

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自觉

的独立的运动。”⑨据此，可以认为，制发公文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是为少数人谋利益还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这是

区别剥削阶级掌权的国家公文与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国家公文

的分水岭和试金石。我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经历了4000多年，其间无论统治者发生多少次更

替，公文的主要内容也呈现出千差万别，但公文为少数剥削

者谋利益的社会职能是没有改变的。只有从1921年中国共产

党成立并建立自己的文书工作之日起，公文内容才发生质的

变化，转到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的轨道上来。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后，公文内容从局部质变量变的阶段，发展到

全面质变阶段的飞跃。在利益主体已多元化的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以公文为载体制定各级党和国家机关的方针政策时，

对各方面的利益要统筹兼顾，但我们决策的着眼点必须以工

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绝大多数的人谋利益，这是中

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党建国的根本宗旨提出的要求

。 公文内容的变革推进了公文形式的革新。公文形式即公文

体式，包括公文文种、公文格式和语言表达方式。从公文体

式变革的历史演变趋势看，最突出的是从封建等级森严到打



破以至根除封建等级制。先秦以前的公文体式体现等级、尊

卑观念尚不明显。秦统一六国后，严格规定了封建皇帝颁下

和大臣上呈的各种公文的名称、使用范围和格式，体现了至

高无上的皇权思想和封建政治等级。秦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

不仅保留了秦制，而且越来越等级化，君臣两级的公文无论

是文种、格式、称谓、用语、载体都有严格的规定．而且还

按封建等级划分。各有自己的专用文种，不能混用，这是中

国封建社会文种繁多的重要原因。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南京临

时政府，革除了封建公文中那些体现皇权不可侵犯和等级森

严的体式，制定了体现资产阶级民主、平等思想的新体式。

这种体式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以雇佣劳动者把劳动力

自由出卖给资本家，以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家使

用雇佣劳动为其生产剩余价值为基础的。但是，南京临时政

府公文变革的成果遭到了北洋军阀直至国民党政府的践踏，

他们虽然没有完全复辟封建公文，但公文体式仍不同程度地

保留了封建余毒。只有新中国建立后创立的社会主义公文才

完成了革除封建等级制的任务，代之以社会平等、便利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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