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制度：宗法分封→专制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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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制度：宗法分封→专制官僚 

上计考课制度  

《荀子·王霸》：“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
不当则废。”  
 
《商君书·去强》：“强国知十三数：竟（境）内仓口之
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
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槀之数。不知国十三数，地虽利，
民虽众，国愈弱至削。”  

《睡虎地秦墓竹简·为吏之道》五善：一曰忠信敬上，
二曰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
敬多让。五者企至，必有大赏。五失：夸以迣，贵以泰，
擅裚割，犯上弗知害，贱士而贵货贝。 



政治制度：宗法分封→专制官僚 

采邑主作为采邑的君主，也
像当时诸侯国的国君一样，
有自己的宫室、朝廷、甚至
还有宗庙和社稷。春秋时代
的卿大夫家作为一级独立的
国家政权的另一个重要标志，
是采邑主掌握着一支独立的
武装力量。春秋时代的卿大
夫之家是诸侯之下相对独立
的政治组织。 

吕文郁   著 

郡县制的建立  



政治制度：宗法分封→专制官僚 

郡县制的建立  

县出现于春秋初期，原是国君直接统治的领邑，它和国君分
赏给卿大夫的采邑不同。春秋末年，晋出现了郡，设于地广
人稀的边地，面积比县大，地位比县低。 
《左传·哀公二年》：“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
受郡。” 
 
县所不同于卿大夫采邑的，就是县内有一套集中的政治组织
和军事组织，特别是有征赋的制度，一方面便利了国君的集
中统治，一方面又加强了边防。战国时郡的设置仅限于各国
边地，县的设置则很普遍。它们取代了过去贵族的采邑。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
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 



政治制度：宗法分封→专制官僚 

郡县制的建立  

郡县长官都由国君任免，不得世袭。 
郡县领域都由国君控制，不作封赏。 

郡县组织由此逐渐成为由国
家权力直接支配的国土区域，
成为各国加强中央集权制的
重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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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术：贵族→民间 

孔
子 

在孔子（BC551-BC479）
以前，教育是贵族的
专利。 
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六
艺：礼、乐、射、御、
书、数。 
 
 
 
孔子：有教无类 
乃教育、学术平民化
之开端，奠“布衣卿
相”之基。 



学术：贵族→民间 

战国时期的士，已与出身无关，
可能来自贵族，也可能起于微贱，
其共同的身份标志是知识、智慧
和才能，士成为知识分子的代称。
是当时社会上最活跃的一个阶层。 
 
战国时代，游说和从师是士进入
仕途的两个主要途径。 
战国中期以后，各国有权势的大
臣多养士为食客。 

天子 

诸侯 

卿大夫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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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 “士”阶层之崛起 



学术：贵族→民间 

百家争鸣 

诸子，就是士人中的佼佼者 
儒家、墨家、道家、名家、法家、阴阳家、农家、纵横
家、杂家、小说家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
造也。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
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
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
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
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汉书·艺文志》 



学术：贵族→民间 

 

儒 
孟子 仁政论    性善论 
荀子 性恶论   礼法并重    德主刑辅   

墨 墨子 兼爱与非攻   尚贤 
 

道 
老子 辩证法   无为和以退为进 
庄子 相对主义    消极自由的人生观 

名 名家 逻辑问题：合同异   离坚白   白马非马 



学术：贵族→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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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
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
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tuán）之也。一则治，
两则乱。今御骊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则不可
以出于门闾者，不一也。 
                          ——《吕氏春秋》卷一七《执一》 

作为君主集权思想并不明显的孟子，和极端王权主
义的法家学者，其思想的交汇并不是偶然的。事实
上，没有任何一个文献，对君主垄断行政管理权力
提出质疑。……反映了君主垄断最终决策权的理念
在战国时期是思想界广泛的共识。 
     ——尤锐《展望永恒帝国：战国时代的中国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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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会：世袭→流动 

春秋：“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 
 
战国：“士、农、工、商 ”四民社会 

 
贵富合一      贵富分离 

自是以后，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
先富有而后推让。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
而贫者或不厌糟糠；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
诸侯，而弱国或绝祀而灭世。 
 
                                              ——《史记 · 平准书》 



社会：世袭→流动 

齐民化 

春秋二百余年内，一方面某些贵族不但扩张壮大，终于
取代国君；另一方面则有更多的贵族相继沦亡。 
这两种因素综合起来，终于促使封国内分属国君与不同
贵族之人民的身分逐渐整齐划一。 
古代“齐民化”的历程也是封建制崩溃、郡县制建立的
历程。  

土地 行政 军事 

春秋采邑 世袭 有治民权 有军权 

战国封君 非世袭 无治民权 无军权 



社会：世袭→流动 

 

中 央 集 权 制 
政 府 之 基 础 

掌握全国人力资源 

控制全国财税资源 

拥有最高法权 

“编户齐民”就是列入国家户籍、身份平等的人民，
户籍制度是国家控制户口人丁为“编户齐民” ，并
据以征收赋税、征发兵役徭役的主要手段。 
 
“编户齐民”既构成了中央集权的基础，也造就了中
央集权制国家的一种社会结构。  



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变动 

春秋战国之际，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
从此废去了以礼制为核心的贵族统治，建
立了“编户齐民”体制，开始了走向秦汉
以后“大一统”的历史进程。春秋战国时
代，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官僚
制国家的萌芽时期。 



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变动 

杨宽    著 

李学勤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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