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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魏北周六官制度新探

石 冬 梅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系#北京市"$$@%A"

摘!要!宇文泰实行六官制度的目的并不是标榜神州文化正统#而是要笼 络 五 大 宿 将 以 巩 固 西 魏 的 统

治$六官制度绝非单纯模拟尚书省的制度#它整合了西魏大统十二年以后的中央文官系统和部分武官系 统#

而又稍作调整#这是一套形式特殊实质却并不特殊的官制$杨坚代周以后#六官制度早已失去了初创时的 背

景#而且其弊端也更加明显#所以隋朝初建#即将其废除$六官制度的一些创造#对隋唐官制有一定影响#但是

隋唐官制的主要渊源还是西魏大统十二年改革以后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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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魏恭帝三年!公元AAE年"正月#宇文泰全面

实行六官制度#这是对汉代以来官制的一个较大变

动$早在西魏大统年间#宇文泰就让苏绰负责编制

六官#苏绰死后又由卢辩负责#先后参与的还有崔

猷&柳敏&裴政&薛寘等人#可以说六官制度是在宇

文泰的授意下#西魏的才智之士经过十几年努力的

结果$六官制度在西魏末年实行#但是不到一年北

周取代西魏#所以该制度主要是在北周推行的$关

于六官制度实行的目的以及六官制度的性质等问

题#现代学术界自陈寅恪先生以来#有一些讨论#但
还存在许多模糊认识#本文爬梳史料#对这些问题

作一新的探讨$

一

!!宇文泰为 什 么 要 实 行 六 官 制 度？史 学 界 多 认

为是为了表明他所控制的关中地区乃是比高齐的

山东和萧梁的江南具有更悠久的文化历史的地区&
是真正的神州文化正统之所在#借此来取得关中汉

族乃至于中原汉族的支持#巩固自己的统治$如陈

寅恪先生说’(宇文泰率领少数西迁之胡人及胡化

汉族割据关陇一隅之地#欲与财富并强之山东高氏

及神州正朔所在之江左萧氏共成一鼎峙之局#而其

物质及精神 二 者 力 量 之 凭 借#俱 远 不 如 其 东 南 二

敌#故必别觅一途径))此新途径即就其割据之土

依附古昔#称为汉化发源之地#不复以山东江左为

汉化之中心也))凡属于兵制之府兵制及属于官

制之周官皆是其事$*+","%E王仲荦先生也说#宇文泰

(采用了西周的六官制度#来组织政府))因为通

过这种形式上的改组#能够获得华夏正统文化继承

者的称号#并藉此取得中原地区汉族大地主阶级的

拥护和归向#又何乐而不为呢！*+#,"

宇文泰实行六官制度确实有一定的宣扬自己

是文化正统的目的#如大统十一年!公元AFA年"六

月规定#今后诏令的写作格式都要依-尚书.的诰命

体#所谓(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这一命令最后

没能 贯 彻"+!,卷#!#-苏 绰 传.%西 魏 废 帝 三 年!公 元AAF
年"正月#还模仿-周礼.九命之制#制定了新的官品

令#(始作九命之典#以叙内外官爵$以第一品为九

命#第九 品 为 一 命$改 流 外 品 为 九 秩#亦 以 九 为

上*+!,卷##-文 帝 纪 下.$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就会

看到#这并不是宇文泰行六官的根本目的$因为第

一#宇文泰所实行的六官制度杂糅汉魏官制#根本

不是真正的周制#如武官系统和地方官制完全是魏

晋以来的制度#这不能算是(精神上独立又自成一

系统之文化政策*#也根本不能表明西魏是(神州文

化正统*#当时那些饱学的汉族士人会非常清楚这

一点的$第二#经过西晋末年以来长达#A$多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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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迁徙和融合!所谓神州文化正统的观念到北朝

末年早已淡化!虽然南朝和北朝的史书中仍在互骂

"索虏#和"岛夷#!但在现实政治中!不管是魏与梁!
还是周与陈!它们都互通聘问!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不管是鲜卑人还是其他什么族人建立的政权!在强

势的中原正统文化的包围浸染下!最后都无一例外

地也是必然地采用了神州正统的制度和文化!虽然

其中不免夹杂少许少数民族的异质因素$第三!最
重要的是!在任何时期%特别是战争频繁的数方对

峙时期!人们首先要考虑的不是谁是正统!而是要

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民众要保护自己

的生命和财产!士人除了这些以外!还要保护自己

的政治利益$譬如西魏大统初年!关中闹饥荒!宇

文泰为了对付东魏不断的进攻!必须保持较强大的

军队!而这时军粮不足!只能搜求民间的粮食"以供

军费#!百姓有隐藏不交的!让他们互相告发!一旦

发现!严 加 拷 打!"以 是 人 有 逃 散#&!’卷"@!(王 罴 传)$当

时百姓逃散!并不是他们认为西魏不是神州文化正

统!而是因为政府掠取了他们赖以生存的粮食$同

样!梁武帝普通六年*公元A#A年+!梁朝宗室西丰

侯萧正德逃奔北魏!并不是因为他认为北魏乃是神

州文化正统!自己伯父萧衍创立的梁朝及其制度是

神州文化的僭伪!而是因为他对梁武帝心怀不满!
梁武帝曾经养萧正德为子!后来武帝立了亲生的萧

统为太子!萧正德当不上太子!"自此怨望!恒怀不

轨#!故而才有投魏之举&F’卷AA!(萧 正 德 传)$
那么!宇文泰实行六官制度的根本目的是什么

呢？其实宇文泰自己解释了表面原因!这就是"以

汉魏官繁!思 革 前 弊#&!’卷#!(文 帝 纪 下)$但 是 六 官 制 度

是整合了原来西魏的所有中央文官系统以及部分

武官系统而成*这点下文还要详论+!机构和人员并

没有怎么减少!反倒是六卿的权力增大了$显然!
宇文泰还有更深的用意$实际上!宇文泰实行六官

制度是为当时形势所迫$西魏僻处关陇!在与东魏

的争夺中处于明显的劣势!它与东魏无岁不战%一

岁屡战!严峻的军事形势要求宇文泰必须调节好与

宿将的关系!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所谓"太祖接

丧乱之际!乘战争之余!发迹平凉!抚征关右$于时

外虞孔炽!内难方殷!羽檄交驰!戎轩屡驾$终能荡

清逋孽!克 固 鸿 基$虽 禀 算 于 庙 谟!实 责 成 于 将

帅#&!’卷"G!(达 奚 武 等 传,论)$特别 是 李 弼%于 谨%赵 贵%独

孤信%侯莫陈崇%李虎等E个柱国大将军!初入关时

就与宇文泰位望相埒!后来又屡立战功!是位尊望

重 的 宿 将!他 们 "皆 与 太 祖 *宇 文 泰 +等

夷#&!’卷"E!(赵 贵 传)!都 是 不 容 小 视 的 人 物$所 以 宇 文

泰对他们是心有所畏的!如宇文泰庶长子宇文毓娶

独孤信女!宇文泰想立年幼的嫡子宇文觉为世子!
又怕 独 孤 信 不 高 兴!就 召 集 大 家 商 议!宇 文 泰 说-
"孤欲立子以嫡!恐大司马有疑$#大家都不敢得罪

独孤信!"众皆默!未有言者#$最后还是宇文泰的

儿女 亲 家 李 远 出 来 解 了 围&!’卷#A(李 贤 传 附 李 远 传)$魏 恭

帝元年*公元AAF年+!于谨率军攻江陵!城破后!将
梁朝名医姚僧垣召到军营!宇文泰也早就听说姚僧

垣的大名!所以"遣使驰驿征僧垣!谨*故+&固’留不

遣$谓使 人 曰-.吾 年 时 衰 暮!疹 疾 婴 沉$今 得 此

人!望 与 之 偕 老$/太 祖 以 谨 勋 德 隆 重!乃 止

焉$#&!’卷F%(艺 术 传,姚 僧 垣)可 见 这 位 柱 国 大 将 军 于 谨 的

强硬!宇文泰根本指挥不动他$
因此!宇文泰既要在军权上控制六柱 国!他 宁

可去掉丞相%大行台的名号!也要保持都督中外诸

军事的官位&!’卷#!(文 帝 纪 下)$但 他 又 必 须 依 靠 六 柱 国

等大将的军事才能和在军队中的影响!以保证他们

对自己的支持!这就要求宇文泰不能大权独揽!把

文%武权力都括入自己囊中!否则这些与他"等夷#
的大将的权力欲得不到满足!后果是很严重的$所

以!宇文泰让苏绰%卢辩等人所制六官!主要是改革

中央的文官系统!将魏晋以来纷繁的省%台%寺%监

等官分别纳入六官系统!这样六官的权力当然就比

较大了!然后以李弼%赵贵等大将分做六卿!魏恭帝

三年*公元AAE年+正月!全面实行六官制!"以太祖

*宇文泰+为 太 师%大 冢 宰!柱 国 李 弼 为 太 傅%大 司

徒!赵贵为太保%大宗伯!独孤信为大司马!于谨为

大司寇!侯 莫 陈 崇 为 大 司 空$#&!’卷#(文 帝 纪 下)*六 柱 国

中李虎已于大统十七年去世!见(通鉴)卷"EF梁简

文帝大宝二年$这样!宇文泰正好以天官大冢宰的

身份居六卿之首$+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五柱

国的权力欲!提高了他们的政治地位!使他们觉得

至少在名义上与宇文泰平起平坐了!因为宇文泰也

是六卿之一的大冢宰$
总之!宇文泰创行六官制是在西魏%东魏%萧梁

三方鼎立而西魏处于劣势!迫切需要位尊望重的大

将支持同时又要满足他们的权力要求的情况下!西
魏政权追求自身内部政治平衡的结果$宇文泰死

后!"孝闵帝尚幼!中山公护虽受顾命!而名位素下!
群公各图执政!莫相率服$护深忧之#&!’卷"A!(于 谨 传)$
最后!宇文护取得于谨的支持!采用各个击破的办

法解决了五柱国的问题!曾经与宇文泰"等夷#%令

宇文泰头痛的六柱国作为一个集团%一种象征到周

明帝时期已然冰消!不能再对宇文氏构成威胁$李

弼等五柱国之后的六卿!都没有五柱国的威望!这



给宇文护专权提供了条件!
保定元年"公 元AE"年#$在 杀 掉 两 个 皇 帝 以

后$宇 文 护 专 制 朝 政 的 地 位 已 经 巩 固$这 年 正 月$
%以大冢宰&晋国公护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令五府总

于天官’(!)卷A$*武 帝 纪 上+!到这 时$实 际 上 已 经 失 去 了

宇文泰初创六官的原意!但由于%五府总于天官’
的特殊六官制便于宇文护操纵最高权力$掌控傀儡

皇帝$所以他还乐于行之!

二

!!六官制度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制度$它的性质如

何？王仲荦认为是%用六官来比拟尚书八座’(#)$陈
仲安也说,%就其职事观察$主要亦系模拟尚书省之

制度!如,天官大冢宰总司百官之政$实际相当尚

书令&仆射等职!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马&大司寇&
大司空五官$则相当吏&礼&兵&刑&工五部尚书!天

官司会相当户部首长!御正&御伯相当侍中&黄门

等内侍官 员$春 官 内 史 相 当 中 书 监&令!’(A)@%实 际

上$两先生的概括并不妥当$六官制度绝非简单的

%模拟尚书省之制度’$而是全面合并中央诸省&台&
寺&监而成的庞杂系统$它把原来的省&台&寺&监分

散到六官之下$而以天官府为枢纽!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有必要对西魏的官制

及六官的制订过程再略作回顾!西魏官制基本沿

袭北魏制度$所谓%官名未改魏号’$(E)卷#%$*百 官 志 中+这

在*周书+&*北史+&*隋书+所反映的西魏官制中得

到了证实!大统初年$宇文泰让苏绰&卢辩&崔猷等

酝酿草拟新官制$一直到大统十二年"公元AFE年#
苏绰死&崔 猷 调 任 淅 州 刺 史 都 没 完 成(!)卷!A$*崔 猷 传+!
但是$他们还是做了重要的工作$制定了六官的总

体框 架$即 六 卿&六 少 卿 体 制$如 前 述 大 统 十 三 年

"公元AF%年#已任命独孤信为大司马-更为重要的

是$他们整顿了尚书省$把原!E曹精简为"#部$时
在大统十二年(!)卷!%$*李 彦 传+!这节省了政府的开支$
也为尚书省轻身并入六官创造了条件!精简后的

尚书"#部是哪些？考皇甫璠在大统后期%历蕃部&
兵部&虞 部&民 部&吏 部 等 诸 曹 郎 中’(!)卷!G$*皇 甫 璠 传+-
又大统十二年$%改三十六曹为十二部$诏以"柳#庆
为 计 部 郎 中’(!)卷##$*柳 庆 传+$柳 敏 也 %迁 礼 部 郎

中’(!)卷!#$*柳 敏 传+-魏 恭 帝 二 年"公 元AAA年#$张 轨

%征拜度支尚书’(!)卷!%$*张 轨 传+!另外$根据后来以上

@部都并入六官的事实$六官中以下!部也当属于

"#部之 中,刑 部&工 部&驾 部!还 有"部 无 考!这

样$精简以后尚书"#部中的""部是,吏部&民部&
礼部&兵部&刑部&工部&计部"即比部#&蕃部"即主

客#&度支部&驾部&虞部!还有一点需要提到$大统

十二年"公元AFE年#以前$西魏沿袭北魏制度$以

六尚书分统!E曹$简化为"#部以后$仍以六尚书

分统之$如唐瑾先为民部尚书"唐人修史时改民部

为户部#$后来转吏部尚书$%时六尚书皆一时之秀$
周文自 谓 得 人$号 为 六 俊’(!)卷!#$*唐 瑾 传+!今 知 的 有

吏部尚书&兵部尚书&民部尚书"或称度支尚书#&工
部尚书$还应当有礼部尚书和刑部尚书"或称都官

尚书#!
大统十二年"公元AFE年#$苏绰去世&崔 猷 调

任$六 官 的 编 制 工 作 改 由 卢 辩 负 责$裴

政(%)卷%%*裴 政 传+&薛寘(!)卷!@*薛 寘 传+参预!这一次力度很

大$终于完成了工作!他们将中书省&门下省&尚书

"#部&御史台&太 常 等 九 卿 以 及 国 子&将 作&都 水&
少府等机构全部合并到六官当中!但是$这并不意

味着机构和官员的大规模减少"在当时天下纷扰&
急需人才的情况下$那样做显然不利于内部政局的

稳定$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而只是机构的合并$
总的来看$大的机构少了$但官员并未减少$原机构

及其职能和官员都被分散到六官体制下!这样$六
卿的权力很大$特别是合并了中书省之一部分和门

下省的天官府以及合并了另一部分中书省的春官

府$地位更为重要!
下面我们主要根据*通典.职官二十一+所记

北周官品令$结合*周书+&*北史+&*隋书+的材料以

及*唐六典+的注所叙述的历代职官情况$以列表的

形式看一下六官中主要官员的设置$以图恢复它们

与合并前的部门的对应关系!需要注意的是$*唐

六典+&*通典+等都以北周的六卿比六部尚书$这显

然是不恰当 的$因 为 北 周 六 卿 分 别 合 并 了 很 多 部

门$每一卿 的 管 辖 范 围 和 职 权 都 比 六 部 尚 书 大 得

多!另外$关于御正中大夫和中书监&内史中大夫

和中书令的关系$可参看*论北周的御正和内史+一
文(@)!

表!!西魏门下省与六官制官名对应表

门下省 侍中 给事黄门侍郎 给事中

天官 御伯中大夫 小御伯下大夫 给事中士

表"!西魏中书省与六官制官名对应表

中书省 中书监 中书令 中书侍郎 中书舍人

天官 御正中大夫
小御正

下大夫
小御正上士

春官 内史中大夫
小内史

下大夫
小史上士



表#!西魏尚书省诸曹与六官制官名对应表

!大统十二年以后的尚书!"部即按新曹名"

西魏曹名 六官曹名 所属六卿

吏部 吏部中大夫 夏官
民部 民部中大夫 地官
礼部 礼部中大夫 春官
兵部 兵部中大夫 夏官
刑部 刑部中大夫 秋官
工部 工部中大夫 冬官
计部 计部中大夫 天官
度支部 司会中大夫 天官
左士 主膳中大夫 天官
蕃部 蕃部中大夫 秋官
祠部 典祀中大夫 春官
驾部 驾部中大夫 夏官
库部 武藏中大夫 夏官
屯田 司土中大夫 冬官
金部 司金中大夫 冬官
水部 司水中大夫 冬官
仓部 司仓下大夫 地官
虞部 虞部下大夫 地官
都官 司厉中士 秋官

职方中大夫 夏官
司门下大夫 地官
司勋上士 夏官

表$!西魏御史台与六官制官名对应表

御史台 御史中尉
治书侍

御史
侍御史 检校御史

秋官 司宪中大夫 司宪上士 司宪中士 司宪旅下士

表%!西魏太常等九卿与六官制官名对应表

太常等九卿 六官制官名 所属六卿

太常卿
守庙中大夫

大司乐中大夫
春官

光禄卿
主膳中大夫

!与尚书左士曹合并而成"
天官

卫尉卿
司甲下大夫

司弓矢下大夫
夏官

宗正卿 宗师中大夫 天官

太仆卿 大驭中大夫 夏官

廷尉卿
刑部中大夫

!与尚书刑部曹合并而成"
秋官

鸿胪卿 宾部中大夫 秋官

司农卿 司农上士 地官

太府卿 太府中大夫 天官

表&!西魏国子祭酒等四卿与六官制官名对应表

国子祭酒

等四卿
六官制官名 所属六卿

国子祭酒 师氏中大夫 地官

少府 少府大夫 冬官

将作大匠 匠师中大夫 冬官

都水使者
司水中大夫

!与尚书水部曹合并而成"
冬官

三

!!综前所述#宇文泰实行六官制度的目的不是要

宣扬北周是所谓神州文化正统#在任何时候#靠宣

扬文化或者政治上的正统都不可能达到巩固统治$
凝聚人心$吸引人才的目的%以文化来说#相对落

后的游牧民族的文化在与中原文化的碰撞中#必然

会被中原文 化 所 消 融#尽 管 这 个 过 程 中 可 能 有 曲

折#但只是迟与早的问题#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用
不着宣扬#宣扬这个也达不到吸引人才的目的%实

际上#占人口少数的较落后的征服者要想有效地统

治自己的控制区#必然要任用汉族士人#汉族士人

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得到了承认#自然会为胡人

政权效力#不会再去投奔所谓神州文化正统所在的

政权%从政治上的正统来说更是如此#比如刘备虽

然自称是继承大汉一脉#但并不能使魏$吴人才归

之如流水#最终这僻处一隅的大汉朝也摆脱不了灭

亡的命运#从古至今的诸多例证不必备举#足以说

明这一点%国家只相信实力#不相信正统！宇文泰

实行六官制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笼络功高位崇的

宿将#以巩固西魏的统治#这样也就巩固了他自己

的权力地位%
六官制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它是 整 合 原 中 央 文 官 系 统 中 的 省$台$

寺$监以及属于武官系统的宿卫军等机构而成#并

非简单的’模拟尚书省之制度(%
第二#天官府合并了中书省的一部分#门下省#

尚书省的度支$比部$左士!即膳部"等曹#宗正卿$
太府卿以及一部分宿卫军机构#拥有最大的权力#
是整个中央政权体制的核心%

第三#有一些原来职能相近的机构做了实质性

的合并%如光禄卿与尚书左士曹#廷尉卿与尚书刑

部曹#都水使者与尚书水部曹等#都合并到一起%
第四#为了在表面上略微符合)周礼*的规定#

有一些原部门的下属曹司被提高了地位#与原主管

部门并列为中大夫%如原太常卿下属的太乐署$太
庙署分别改为大司乐中大夫$守庙中大夫#并列于

春官府#以代替原来太常卿之任+还有原将作大匠

下属管木工的左校署改为司木中大夫#与将作大匠

改成的匠师中大夫并列于冬官府%
第五#大统十二年!公元AFE年"将尚书!E曹

省并为"#部#精简过甚#使得尚书省不能快速高效

地处理政务#所 以 在 六 官 制 度 中 除 了 全 部 继 承"#
部之外#又恢复了很多原来的尚书曹司#并新创了

几个相当于尚书曹司的部门#如地官府有司仓!即



仓部!"司门#新创!等下大夫$夏官府有武藏#即库

部!"职方#新创!等中大夫%又吏部中大夫下设有司

勋上士%开创了后来隋唐吏部司勋司之先河$秋官

府有司厉中士%即西魏的都官曹$冬官府有司土#即
屯田!"司金#即金部!"司水#即水部!等中大夫&这

样%尚书省的曹司经过大统十二年以前的!E曹时

期到大统十二年以后的"#部时期%到六官制时期

终于发展成##曹左右%这对后来隋朝以六部分统

#F司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吴宗国先生称%隋朝’各

部均规定为四曹%分为六部二十四曹%也主要是模

仿梁制()G*E%这 个 看 法 是 不 够 确 切 的%早 在 曹 魏 时

就设过#!个曹%而曹魏和梁朝的#!曹均与后来隋

朝的#F司相去较远%梁朝的删定和功论两曹相当

于隋朝的考功司%中兵"外兵"骑兵!曹相当于隋朝

的兵部司%缺少相当于司封"司勋"膳部"职方"司门

等司的曹司&所以说%隋朝六部的#F司并非模仿

梁制%而是直接袭自六官制度&
总之%六官制度是宇文泰在特殊的背景下实行

的形式特殊而实质并不特殊的官制%它主要是继承

西魏旧制%所不同的只是官名的改易和将原来的机

构并入六官之中&它也有创造%主要体现在创设了

几个相当于 尚 书 省 曹 司 的 官 职%这 就 是 职 方 中 大

夫"司门下大夫和司勋上士%后来演变为隋唐的兵

部职方司"刑部司门司和吏部的司勋司$除了新创

的曹司之外%它还在西魏尚书"#部的基础上%又恢

复了西魏大统十二年改革时废掉的一些曹司%这最

终奠定了隋朝尚书省六部#F司的格局$同时%六官

制度承袭了西魏大统十二年改革后的尚书曹司名%
其中的民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五部的名称都

是首创%这些名称奠定了隋唐六部部名的基础&
所以说%六官制度对隋唐官制的影响主要表现

在尚书省方面%这种影响是深刻的%但是由于六官

制度总体上继承了西魏制度%故而不能夸大它对隋

唐制度的影响&应当说%隋朝的官制主要源自西魏

#特别是大统十二年以后的制度!%所谓隋文帝’改

周之六官%其 所 制 名%多 依 前 代 之 法()E*卷#@+百 官 志 下,%

其中的’前代之法(主要指西魏%同时又兼采北周新

创的一些制度%旁采北齐"梁陈官制中的部分因素%
综合而成了一套完整体系%这个体系中最直接"最

重要的渊源是西魏&当然%西魏之制源自北魏太和

以后的制度%太和之制又是远承魏晋"兼采宋齐%如
果这样追溯就没什么意义了%因为这些制度最早的

渊源都在秦汉&
至于杨坚代周建隋以后为什么很快废除了六

官制度%则 是 由 于 它 已 经 完 全 失 去 了 初 创 时 的 背

景%而且它的弊端也日益明显%这种弊端主要表现

在六官之间的关系不好理顺%政务性机关#尚书曹

司!和事务性机关#九卿和四卿系统!的合并#特别

是光禄卿"廷尉卿"都水使者等与膳部"刑部"司水

的实质性合并!%不利于政策的拟定和实行%使得中

央机构的办事效率降低%因为北周时期#直到宋代!
尚书曹司#北周只是官名不一样!的机能还正在发

展完善的过程中%还不能完全取代九卿等事务性机

关的作用&到了元代以后%特别是明清两代%六部

已经非常发达%成为功能强大的政务和事务合一的

机关%这样九卿就变成可有可无的闲职了%仅供官

员迁转之用&再有%六官制度还使政务的决策"审

驳"执行等机构的职能划分不够清晰&所以隋文帝

一即位%崔仲方#其父就是曾参与制定六官制度的

崔猷%这时还 健 在!就’劝 上 除 六 官%请 依 汉"魏 之

旧&上皆从 之&()E*卷E$+崔 仲 方 传,隋 朝 终 于 创 立 了 一 套

影响深远的中央政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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