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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太和改制前北魏政治与财政体制的转型1 

                 转型期的北魏财政体制变迁论稿 
 

王万盈  
（厦门大学历史系  福建厦门  361005） 
 

内容摘要：制度转型贯穿于北魏政权的始终，其政治体制的演进经历三个重要阶段，从而使北魏政治

体制从最初的胡汉杂糅二元制渐变为单一封建制，而对这种制度变迁起催化作用的就是北魏入主中原后对

汉文化的吸收，孝文帝太和年间的经济改革和官职改革使得北魏的政治体制逐渐接近于南朝。与政治体制

的转型相适应，北魏财政体制也在发生相应变化，由前期的内外二元财政体制和皇室财政囊括国家财政的

现象逐渐演进为国家财政占据主导地位，由以军事掠夺和游牧为主要财力来源渐变为租调成为国家财政的

支柱，并在财务行政方面出现南朝化的趋势。 
关键词：北魏、政治体制、转型、财政体制、南朝化 
 
北魏制度转型与财政体制变迁的关系是北魏财政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之

一，北魏制度转型不仅包括官制变迁、经济转型、文化心理变化，也包括拓跋鲜
卑民族的汉化以及基本经济区的嬗变等等，这一切变化都对北魏不同时期的财政
体制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如何从官制转型中探讨北魏财政体制变迁将是本文讨论
的重点，但要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因资料阙失其难度显而易见。先贤曾有不
少卓见[2]，对我们深入研究该问题不无裨益。本文在前贤研究基础上提出北魏制
度转型的三阶段说，并就其财政体制的相应变迁提出拙见，就教于方家通人。 

 
一、太和改制前北魏政治与财政体制的转型 
登国元年（386）拓跋珪在牛川“即代王位”后，“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

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分治其众。以上谷张兖为左长史，许谦为右司马，广宁王
建、代人和跋、叔孙建、庾岳等为外朝大人，奚牧为治民长，皆掌宿卫及参军国
谋议。长孙道生、贺毗等侍从左右，出纳教命”[3]。这是北魏立国之初体制转化
的第一步，形成部落大人制和魏晋十六国以来班爵制并存的胡汉杂糅体制，非驴
非马。但其政治体制此时仍是胡族体制据主导地位，中央政治体制上的内外官并
行制更为明显。 

拓跋鲜卑内朝形成的时间，远早于登国年间。史载，拓跋什翼犍在建国二年
（339），“始置百官，分掌众职”[4]。这实际上就是《魏书·官氏志》所言：
“建国二年，初置左右近侍之职，无常员，或至百数，侍直禁中，传宣诏命。皆
取诸部大人及豪族良家子弟仪貌端严，机辩才于者应选。又置内侍长四人，主顾
问，拾遗应对，若今之侍中、散骑常侍也”。这种带有氏族制残余的制度经过百
余年发展后，到登国元年（386），拓跋珪又设外官系统，“置幢将及外朝大人
官”[5]。至此，拓跋魏最终形成了内外朝制政治体制，并以制度形式确定下来。 

有关北魏初期内外官并行的政治体制，严耀中有深入研究。他指出北魏建国
伊始，便并存着内、外两个官员系统，各有职司，分庭抗礼，认为北魏内行官的
文官系统主要职责在于“主顾问，拾遗应对”；掌机密，出入诏命；“察举百
僚”；“摄行祭事”；典掌内库；典诸曹；领御食、医药等事；折狱。内行官中
武职系统的主要任务是禁卫皇帝和宫室。但随着北魏版图扩大和被统治民族人数
的急剧增多，外朝官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并成为北魏的主要行政机构。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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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之后，有关北魏的史料上就再也找不到关于内行官员的记载。这是孝文帝改革
的一个重要方面[6]。 

北魏初期内外朝并存的现象，在赵超的《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7]一书中
也有颇多记述，从中也能清楚观察出北魏内外官制一直延续到太和官制改革之
际。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80年代在山西灵丘县考古发现的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和平
二年（461）南巡碑，其中随行拓跋濬的280余位随从中有所谓的内阿干、库部内
阿干、内行内三郎、内行令、内行内小、库部内小幢将等内朝官称谓，这对我们
了解北魏前期政治制度特别是内外官制度有重大帮助[8]。 

当然，太和改制前北魏制度转型并非单纯的内外官体制的形成，还包括爵
制、礼制改革，中央集权逐渐加强，生产方式变迁等诸多方面。这一切都对该时
期北魏财政体制产生了一定影响，只不过内外朝体制对北魏太和改制前财政制度
的影响更大而已，这是首先要明确的。 

与北魏太和改制前政治体制形成相联系的就是其财政体制的形成，而财政管
理属于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有关北魏太和改制前财务行政的内容，《魏
书》载之甚略。但众所周知，北魏立国伊始就设立了所谓尚书三十六曹的机构，
依照魏晋官制，尚书部分诸曹应是掌管财务行政的机构，北魏太和改制前是否如
此，值得探讨。 

皇始二年（397），拓跋珪任命崔逞“为尚书，任以政事，隶三十六曹，别
给吏属，居门下者”[9]。这是文献所见到的北魏最早设置尚书三十六曹的记载。
次年（398），拓跋珪命崔玄伯“通署三十六曹，如令仆统事”[10]。天兴二年
（399），拓跋珪命“吏部尚书崔宏通署三十六曹”[11]。但在同年又“分尚书三
十六曹及诸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12]，解散了尚书省。天兴四年（401），
“复尚书三十六曹，曹置代人令史一人，译令史一人，书令史二人”。到天赐二
年（405），又“复罢尚书三十六曹，别置武归、修勤二职。武归比郎中，修勤
比令史，分主省务”[13]。此后十余年的拓跋嗣统治时期就干脆找不到尚书省机
构了。这正如陈琳国所指出的，北魏拓跋珪、拓跋嗣时期“三省制并没有坚持下
去”，“在主持三省的汉族士人被杀或黜免以后，三省殆同虚设，甚至废弃不置
了”[14]。北魏初期尚书三十六曹的频繁废立说明该时期北魏体制波动之剧烈，
这是体制转换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同时也说明在魏晋时期负责财政管理的尚书诸
曹在拓跋珪、拓跋嗣时期徒有其名，不可能发挥财政管理的职能。 

拓跋焘刚继位，就“以河内镇将代人罗结为侍中、外都大官，总三十六曹

事”[15]，将三十六曹恢复。五年之后，即神 元年（428），拓跋焘“置左右
仆射、左右丞、诸曹尚书十余人，各居别寺”[16]，尚书省担负起中央行政中枢
的重任。但是，拓跋焘所恢复的尚书制从形式到内容又都显著保留着鲜卑制的残
余，因而它既与魏晋的尚书省，也与北魏太和改制后的尚书省有明显差异，这种
差异就是突破“八座”之制，并设多曹[17]。表现在财政管理上就是财政权力在
集中于皇室的基础上又呈现分散态势。 

  
[2] 该方面相关研究的突出成果有唐长孺先生的《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魏晋南北朝

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版）；黄慧贤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财政管理制度的变革》（《武

汉大学学报》1995年5期），严耀中先生的《北魏前期政治制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
版），王三北先生的《论秦汉至初唐间的中央财政管理机构》（《西北师院学报》1984年4
期），何汝泉先生的《汉唐财政职官体制的三次变革》（《西南师大学报》1997年1期）等。 
[3] 《通鉴》卷106，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条 
[4] 《魏书》卷1《序记》 
[5] 《魏书》卷113《官氏志》 
[6] 严耀中《北魏内行官试探》，刊《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7]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8] 参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丘县文物局《山西灵丘北魏文成帝<南巡碑>》，刊《文物》1997

年12期 
[9] 《魏书》卷32《崔逞传》 
[10] 《魏书》卷24《崔玄伯传》 
[11] 《通鉴》卷111，《晋纪》33，安帝隆安三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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