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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关键词

纪年 永昌元年[323] 2 綏和元年[-8] 2 建平二年[331] 2 元始元年[1] 2 太康十年[280] 1 元狩四年[-119] 1

延熹二年[159] 1 元壽元年[-2] 1

地点 晉江 12 長水 5 廣州 2

人物 晉武帝 18 太子 15 漢武帝 8

文官 謁者 19 長史 12 主簿 10 中丞 10 尚書 9 奉朝請 9 舍人 9 刺史 8

武官 領軍 12 強弩將軍 7 校尉 5

其他 營兵 7 世祖 6 蘭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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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十 志第三十 百官下
給事黃門侍郎給事黃門侍郎 ，四人。與侍中侍中 俱掌門下眾事。郊廟臨軒 ，則一人執麾。漢百官表 秦曰給事黃給事黃

門門 ，無員，掌侍從左右，漢因之。漢東京曰給事黃門侍郎給事黃門侍郎 ，亦無員，掌侍從左右，關通中外，諸王

朝見，則引王就坐。應劭曰：「每日莫向青瑣門 拜，謂之夕郎。」史臣按劉向與子歆書曰：「黃門黃門

郎郎 ，顯處也。」然則前漢世已為黃門侍郎黃門侍郎 矣。董巴漢書 曰：「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故號曰黃黃

門令門令 。」然則黃門郎黃門郎 給事給事 黃闥之內，故曰黃門郎黃門郎 也。魏、晉以來員四人，秩六百石。

公車令公車令 ，一人。掌受章奏。秦有公車司馬令公車司馬令 ，屬衛尉衛尉 ，漢因之，掌宮南闕門。凡吏民上章 ，四方

貢獻，及徵詣公車 者，皆掌之。晉江 左以來，直云公車令公車令 。

太醫令太醫令 ，一人。丞一人。周官為醫師，秦為太醫令太醫令 ，至二漢屬少府少府 。

太官令太官令 ，一人。丞一人。周官為膳夫，秦為太官令太官令 ，至漢屬少府少府 。

驊騮 廄丞，一人。漢西京為龍馬長，漢東京為未央廄令，魏為驊騮 令。自公車令公車令 至此，隸侍中侍中 。

散騎常侍散騎常侍 ，四人。掌侍左右。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中常侍 散騎，並乘輿車 後。中常侍中常侍 得入禁中。皆無

員，並為加官。漢東京初省散騎，而中常侍中常侍 因用宦者。魏文帝 黃初初，置散騎，合於中常侍中常侍 ，謂

之散騎常侍散騎常侍 ，始以孟達補之。久次者為祭酒散騎常侍祭酒散騎常侍 ，秩比二千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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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直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 ，四人。魏末散騎常侍散騎常侍 又有在員外者，晉武帝 使二人與散騎常侍散騎常侍 通直，故謂之通直通直

散騎常侍散騎常侍 。晉江 左置五人。

員外散騎常侍員外散騎常侍 ，魏末置，無員。

散騎侍郎散騎侍郎 ，四人。魏初與散騎常侍散騎常侍 同置。魏、晉散騎常侍散騎常侍 、侍郎侍郎 ，與侍中侍中 、黃門侍郎黃門侍郎 共平尚尚

書書 奏事，江左乃罷。

通直散騎侍郎通直散騎侍郎 ，四人。初晉武帝 置員外散騎侍郎員外散騎侍郎 四人，元帝 使二人與散騎侍郎散騎侍郎 通直，故謂之通通

直散騎侍郎直散騎侍郎 ，後增為四人。

員外散騎侍郎員外散騎侍郎 ，晉武帝 置，無員。

給事中給事中 ，無員。漢西京置。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中常侍 。漢東京省，魏世復置。

奉朝請奉朝請 ，無員，亦不為官。漢東京罷省三公、外戚 、宗室 、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 。奉朝請奉朝請 者，奉朝

會 請召而已。晉武帝 亦以宗室 外戚 為奉車 、駙馬 、騎都尉騎都尉 ，而奉朝請奉朝請 焉。元帝 為晉

王，以參軍為奉車都尉奉車都尉 ，掾、屬為駙馬都尉駙馬都尉 ，行參軍行參軍 、舍人舍人 為騎都尉騎都尉 ，皆奉朝請奉朝請 。後省奉

車 、騎都尉騎都尉 ，唯留駙馬都尉駙馬都尉 、奉朝請奉朝請 。永初已來，以奉朝請奉朝請 選雜，其尚主者唯拜駙馬都駙馬都

尉尉 。三都尉三都尉 並漢武帝 置。孝建初，奉朝請奉朝請 省。駙馬都尉駙馬都尉 、三都尉三都尉 秩比二千石。

中書令中書令 ，一人。中書監中書監 ，一人。中書侍郎中書侍郎 ，四人。中書通事舍人中書通事舍人 ，四人。漢武帝 游宴後廷，始

使宦者典尚書尚書 事，謂之中書中書 謁者謁者 ，置令、僕射僕射 。元帝 時，令弘恭，僕射僕射 石顯，秉勢用事，權

傾內外。成帝 改中書謁者令中書謁者令 曰中謁者令中謁者令 ，罷僕射僕射 。漢東京省中謁者令中謁者令 。而有中官謁者謁者 令，非

其職也。魏武帝 為王，置祕書令祕書令 ，典尚書尚書 奏事，又其任也。文帝 黃初初，改為中書令中書令 ，又置

監，及通事郎通事郎 ，次黃門郎黃門郎 。黃門郎黃門郎 已署事過，通事通事 乃奉以入，為帝省讀書可。晉改曰中書侍中書侍

郎郎 ，員四人。晉江 左初，改中書侍郎中書侍郎 曰通事郎通事郎 ，尋復為中書侍郎中書侍郎 。晉初置舍人舍人 一人，通通

事事 一人。江左初，合舍人舍人 通事通事 謂之通事舍人通事舍人 ，掌呈奏案章。後省通事通事 ，中書中書 差侍郎侍郎 一人

直西省 ，又掌詔命。宋初又置通事舍人通事舍人 ，而侍郎侍郎 之任輕矣。舍人舍人 直閤 內，隸中書中書 。其下有主主

事事 ，本用武官，宋改用文吏。

祕書監 ，一人。祕書丞祕書丞 ，一人。祕書郎祕書郎 ，四人。漢桓帝 延熹二年[159]，置祕書監 。皇甫規 與

張奐書云「從兄祕書它何動靜」是也。應劭漢官曰：「祕書監 一人，六百石。」後省。魏武帝 為魏

王，置祕書令祕書令 、祕書丞祕書丞 。祕書典尚書尚書 奏事。文帝 黃初初，置中書令中書令 ，典尚書尚書 奏事，而祕書改

令為監。後欲以何楨為祕書丞祕書丞 ，而祕書先自有丞，乃以楨為祕書右丞右丞 。後省。掌蓺文圖籍。周官外

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即其任也。漢西京圖籍所藏，有天祿、石渠 、蘭臺 、石室、延閣、

廣內之府是也。東京圖書在東觀 。晉武帝 以祕書并中書中書 ，省監，謂丞為中書中書 祕書丞祕書丞 。惠帝 復

置著作郎著作郎 一人，佐郎佐郎 八人，掌國史掌國史 。周世左史記事 ，右史記言 ，即其任也。漢東京圖籍在東

觀 ，故使名儒碩學，著作東觀 ，撰述國史。著作之名，自此始也。魏世隸中書中書 。晉武世，繆徵

為中書中書 著作郎著作郎 。元康中，改隸祕書，後別自為省，而猶隸祕書。著作郎著作郎 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

晉制，著作佐郎著作佐郎 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宋氏 初，國朝始建，未有合撰者，此制遂替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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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軍將軍領軍將軍 ，一人。掌內軍 。漢有南北軍 ，衛京師。武帝 置中壘校尉中壘校尉 ，掌北軍營。光武省中壘校中壘校

尉尉 ，置北軍中候北軍中候 ，監五校營。魏武為丞相丞相 ，相府自置領軍領軍 ，非漢官也。文帝 即魏王位，魏始置領領

軍軍 ，主五校、中壘、武衛 三營。晉武帝 初省，使中軍將軍中軍將軍 羊祜統二衛前後左右驍騎驍騎 七軍營兵，

即領軍領軍 之任也。祜遷罷，復置北軍中候北軍中候 。北軍中候北軍中候 置丞一人。懷帝 永嘉中，改曰中領軍中領軍 。元

帝 永昌元年[323]，復改 曰北軍中候北軍中候 。尋復為領軍領軍 。成帝 世，復以為中候中候 ，而陶回居之。尋復

為領軍領軍 。領軍領軍 今猶有南軍都 督。

護軍將軍護軍將軍 ，一人。掌外軍 。秦時護軍都尉護軍都尉 ，漢因之。陳平為護軍中尉護軍中尉 ，盡護諸將。然則復以都都

尉尉 為中尉中尉 矣。武帝 元狩四年[-119]，以護軍都尉護軍都尉 屬大司馬大司馬 ，于時復為都尉都尉 矣。漢書 李廣傳，

廣為驍騎將軍驍騎將軍 ，屬護軍將軍護軍將軍 。蓋護軍護軍 護諸將軍。哀帝 元壽元年[-2]，更名護軍都尉護軍都尉 曰司寇司寇 。平

帝元始元年[1]，更名護軍都尉護軍都尉 。東京省，班固為大將軍大將軍 中護軍中護軍 ，隸將軍莫府，非漢朝 列職。魏

武為相，以韓浩為護軍護軍 ，史奐為領軍領軍 ，非漢官也。建安十二年[207]，改護軍護軍 為中護軍中護軍 ，領領

軍軍 為中領軍中領軍 ，置長史長史 、司馬。魏初因置護軍護軍 ，主武官選，隸領軍領軍 ，晉世則不隸也。晉元帝 永
昌元年[323]，省護軍護軍 并領軍領軍 。明帝 太寧二年[327]，復置。魏、晉江 右領右領 、護各領營兵 ；江左以

來，領軍領軍 不復別置營，總統總統 二衛驍騎驍騎 材官材官 諸營；護軍護軍 猶別有營也。領、護資重者為領軍領軍 、護護

軍將軍軍將軍 ，資輕者為中領軍中領軍 、中護軍中護軍 。官屬有長史長史 、司馬、功曹功曹 、主簿主簿 、五官。受命出征，則

置參軍。

左衛將軍左衛將軍 ，一人。右衛將軍右衛將軍 ，一人。二衛將軍衛將軍 掌宿衛 營兵 。二漢、魏不置。晉文帝 為相國，

相國府置中衛將軍中衛將軍 。武帝 初，分中衛 置左右衛將軍左右衛將軍 ，以羊琇為左衛，趙序為右衛。二衛江右有長長

史史 、司馬、功曹功曹 、主簿主簿 ，江左無長史長史 。

驍騎將軍驍騎將軍 ，漢武帝 元光六年[-129]，李廣為驍騎將軍驍騎將軍 。魏世置為內軍 ，有營兵 ，高功者主之。先

有司馬、功曹功曹 、主簿主簿 ，後省。

游擊將軍游擊將軍 ，漢武時，韓說為游擊。是為六軍。

左軍將軍左軍將軍 。右軍將軍右軍將軍 。前軍將軍前軍將軍 。後軍將軍後軍將軍 。魏明帝 時，有左軍將軍左軍將軍 ，然則左軍魏官也。晉

武帝 初，置前軍、右軍右軍 ，泰始八年[273]，又置後軍。是為四軍 。

左中郎將左中郎將 。右中郎將右中郎將 。秦官，漢因之。與五官中郎將五官中郎將 領三署郎三署郎 ，魏無三署郎三署郎 ，猶置其職。晉武

帝 省。宋世祖 大明中又置。

屯騎校尉屯騎校尉 。步兵校尉步兵校尉 。越騎校尉越騎校尉 。長水校尉長水校尉 。射聲校尉射聲校尉 。五校並漢武帝 置。屯騎、步兵掌上上

林苑林苑 門屯兵 ；越騎 掌越人來降，因以為騎也；一說取其材力超越也。長水 掌長水 宣曲胡騎。長

水 ，胡部 落名也。胡騎屯宣曲觀下。韋曜曰：「長水校尉長水校尉 ，典胡騎，廄近長水 ，故以為名。長

水 ，蓋關中小水名也。」射聲 掌射聲 士，聞聲則射之，故以為名。漢光武初改屯騎為驍騎驍騎 ，越

騎 為青巾。建武十五年[39]，復舊。漢東京五校，典宿衛士衛士 。自游擊至五校，魏、晉逮于江左，初猶

領營兵 ，並置司 馬、功曹功曹 、主簿主簿 ，後省。二中郎將中郎將 本不領營也。五營校尉五營校尉 ，秩二千石。

虎賁中郎將虎賁中郎將 ，周官有虎賁氏虎賁氏 。漢武帝 建元三年[367]，始微行出遊，選材力之士執兵從送，期之諸

門，故名期門期門 。無員，多至千人。平帝元始元年[1]，更名曰虎賁郎虎賁郎 ，置中郎將中郎將 領之。虎賁虎賁 舊作

虎奔，言如虎之奔走也。王莽輔政，以古有勇士孟賁，故以奔為賁。比二千石。

冗從僕射冗從僕射 ，漢東京有中黃門冗從僕射黃門冗從僕射 ，非其職也。魏世因其名而置冗從僕射冗從僕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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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30

31

32

33

34

羽林監羽林監 ，漢武帝 太初元年[397]，初置建章營騎建章營騎 ，亦掌從送次期門期門 ，後更名羽林騎羽林騎 ，置令、丞。宣

帝 令中郎將中郎將 騎都尉騎都尉 監羽林羽林 ，謂之羽林中郎將羽林中郎將 。漢東京又置羽林羽林 左監、羽林羽林 右監，至魏世不

改。晉罷羽林中郎將羽林中郎將 ，又省一監，置一監而已。自虎賁虎賁 至羽林羽林 ，是為三將。哀帝 省。宋高祖 永初

初，復置。江右領右領 營兵 ，江左無復營兵 。羽林監羽林監 六百石。

積射將軍積射將軍 。強弩將軍強弩將軍 。漢武帝 以路博德為強弩校尉強弩校尉 ，李沮為強弩將軍強弩將軍 。宣帝 以許延壽 為強強

弩將軍弩將軍 。強弩將軍強弩將軍 至東漢 為雜號。前漢至魏無積射積射 。晉太康十年[280]，立射營、弩營，置積積

射射 、強弩將軍強弩將軍 主之。自驍騎驍騎 至強弩將軍強弩將軍 ，先並各置一人；宋太宗 泰始以來，多以軍功得此官，

今並無復員。

殿中將軍殿中將軍 。殿中司馬督殿中司馬督 。晉武帝 時，殿內宿衛 ，號曰三部司馬三部司馬 ，置此二官，分隸左右二衛，江

右初，員十人。朝會 宴饗，則將軍戎服，直侍左右，夜開城諸門，則執白虎 幡監之。晉孝武太元

中，改選，以門閥 居之。宋高祖 永初初，增為二十人。其後過員者，謂之殿中員外將軍殿中員外將軍 、員外司員外司

馬督馬督 。其後並無復員。

武衛將軍武衛將軍 ，無員。初魏王始置武衛中郎將武衛中郎將 ，文帝 踐阼，改為衛將軍衛將軍 ，主禁旅，如今二衛，非其任

也。晉氏不常置。宋世祖 大明中，復置，代殿中將軍殿中將軍 之任，比員外散騎侍郎員外散騎侍郎 。

武騎常侍武騎常侍 ，無員。漢西京官。車駕游獵，常從射猛獸。後漢 、魏、晉不置。宋世祖 大明中，復

置。比奉朝請奉朝請 。

御史中丞御史中丞 ，一人。掌奏劾不法。秦時御史大夫御史大夫 有二丞，其一曰御史丞御史丞 ，其二曰御史中丞御史中丞 。殿中蘭

臺 祕書圖籍在焉，而中丞中丞 居之。外督部刺史部刺史 ，內領侍御史侍御史 ，受公卿奏事，舉劾 按章。時中中

丞丞 亦受奏事，然則分有所掌也。成帝 綏和元年[-8]，更名御史大夫御史大夫 為大司空司空 ，置長史長史 ，而中中

丞丞 官職如故。哀帝 建平二年[331]，復為御史大夫御史大夫 。元壽二年[-1]，復為大司空司空 。而中丞中丞 出外為御

史臺 主，名御史長史御史長史 。光武還曰中丞中丞 ，又屬少府少府 。獻帝 時，更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 ，自置長史長史 一

人，不復領中丞中丞 也。漢東京御史中丞御史中丞 遇尚書丞郎尚書丞郎 ，則中丞中丞 止車執版揖，而丞郎坐車舉手禮之而

已。不知此制何時省。中丞中丞 每月二十五日，繞行宮垣白壁 。史臣按漢志執金吾執金吾 每月三繞行宮城，

疑是省金吾，以此事併中丞中丞 。中丞中丞 秩千石。

治書侍御史治書侍御史 ，掌舉劾 官品第六已上。漢宣帝 齋居決事，令御史御史 二人治書，因謂之治書御史御史 。漢

東京使明法 律者為之，天下讞疑事，則以法律當其是非。魏、晉以來，則分掌侍御史侍御史 所掌諸曹，

若尚書尚書 二丞也。

侍御史侍御史 ，於周為柱下史柱下史 。周官有御史御史 ，掌治令，亦其任也。秦置侍御史侍御史 ，漢因之。二漢員並十五

人。掌察舉 非法，受公卿奏事，有違失者舉劾 之。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令；二曰印曹，掌刻

印；三曰供曹，掌齋祠；四曰尉馬曹，掌官廄馬；五曰乘曹，掌護駕。魏置御史御史 八人，有治書曹，掌

度支運，課第曹，掌考課 ，不知其餘曹也。晉西朝凡有吏曹、課第曹、直事曹、印曹、中都中都

督督 曹、外都督外都督 曹、媒曹、符節 曹、水曹、中壘曹、營軍曹、算曹、法曹，凡十三曹，而置御史御史 九

人。晉江 左初，省課第曹，置庫曹，掌廄牧牛馬市租。後復分庫曹，置外左庫、內左庫二曹。宋太

祖 元嘉中，省外左庫，而內左庫直云左庫。世祖 大明中，復置。廢帝 景和元年又省。順帝 初，

省營軍併水曹，省算曹併法曹，吏曹不置御史御史 ，凡十御史御史 焉。魏又有殿中侍御史殿中侍御史 二人，蓋是蘭

臺 遣二御史御史 居殿內察非法也。晉西朝四人，江左二人。秦、漢有符節令符節令 ，隸少府少府 ，領符璽符璽

郎郎 、符節令史符節令史 ，蓋周禮 典瑞、掌節之任也。漢至魏別為一臺，位次御史中丞御史中丞 ，掌授節、銅虎

符 、竹使符。晉武帝 泰始九年[274]，省并蘭臺 ，置符節御史符節御史 掌其事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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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謁者僕射謁者僕射 ，一人。掌大拜授 及百官班次 。領謁者謁者 十人。謁者謁者 掌小拜授 及報章。蓋秦官也。謁，

請也。應氏漢官曰，堯以試舜，賓于四門，是其職也。秦世謁者謁者 七十人，漢因之。後漢 百官志 ，謁謁

者僕射者僕射 掌奉引。和帝 世，陳郡 何熙為謁者僕射謁者僕射 ，贊拜 殿中，音動左右。然則又掌唱贊。有常常

侍侍 謁者謁者 五人，謁者謁者 則置三十五人，半減西京也。二漢並隸光祿勳光祿勳 。魏世置謁者謁者 十人。晉武

帝 省僕射僕射 ，以謁者謁者 隸蘭臺 。江左復置僕射僕射 ，後又省。宋世祖 大明中，復置。秩比千石。

都水使者都水使者 ，一人。掌舟航及運部。秦、漢有都水長都水長 、丞，主陂池灌溉，保守河渠，屬太常太常 。漢東

京省都水，置河隄謁者謁者 ，魏因之。漢世水衡都尉水衡都尉 主上林苑上林苑 ，魏世主天下水軍舟船器械。晉武帝 省

水衡，置都水使者都水使者 ，而河隄為都水官屬。有參軍二人，謁者謁者 一人，令史令史 減置無常員。晉西朝有參

軍而無謁者謁者 ，謁者謁者 則江左置也。懷帝 永嘉六年[312]，胡入洛陽 ，都水使者都水使者 爰濬先出督運得免。

然則武帝 置職，便掌運矣。江左省 河隄。

太子太傅太子太傅 ，一人。丞一人。太子 少傅，一人。丞一人。傅，古官也。文王世子 曰：「凡三王教世

子 ，太傅太傅 在前，少傅在後，並以輔導為職。」漢高帝 九年，以叔孫 通為太子太傅太子太傅 ，位次太太

常常 。二漢並無丞。魏世無東宮 ，然則晉氏置丞也。晉武帝 泰始五年[270]，詔太子 拜太傅太傅 、少

傅，如弟子 事師之禮；二傅不得上疏曲敬。二傅並有功曹功曹 、主簿主簿 、五官。太傅太傅 中二千石，少傅二

千石。

太子詹事太子詹事 ，一人。丞一人。職比臺尚書令尚書令 、領軍將軍領軍將軍 。詹，省也。漢西京則太子門大夫太子門大夫 、庶子、

洗馬、舍人舍人 屬二傅，率更令率更令 、家令、僕、衛率衛率 屬詹事詹事 。皆秦官也。後漢 省詹事詹事 ，太子 官屬

悉屬少傅，而太傅太傅 不復領官屬。晉初太子 官屬通屬二傅。咸寧元年[399]，復置詹事詹事 ，二傅不復領官

屬。詹事詹事 二千石。

家令，一人。丞一人。晉世置。漢世太子 食湯沐邑十縣，家令主之。又主刑獄 飲食，職比廷廷

尉尉 、司農司農 、少府少府 。漢東京主食官令。食官令，晉世自為官，不復屬家令。

率更令率更令 ，一人。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職如光祿勳光祿勳 、衛尉衛尉 。漢東京掌庶子、舍人舍人 ，晉世則不也。

自漢至晉，家令在率更下；宋則居上。

僕，一人。漢世太子 五日一朝，非入朝日 ，遣僕及中允中允 旦入請問起居，主車主車 馬、親族，職如太太

僕僕 、宗正宗正 。自家令至僕，為太子 三卿。三卿秩千石。

門大夫大夫 ，二人。漢東京置，職如中郎將中郎將 ，分掌遠近表牋。秩六百石。

中庶子中庶子 ，四人。職如侍中侍中 。漢東京員五人，晉減為四人。秩六百石。

中舍人中舍人 ，四人。漢東京太子 官屬有中允中允 之職，在中庶子中庶子 下，洗馬上，疑若今中書舍人中書舍人 矣。中舍中舍

人人 ，晉初置，職如黃門侍郎黃門侍郎 。

食官令，一人。職如太官令太官令 。漢東京官也。今屬中庶子中庶子 。

庶子四人，職比散騎常侍散騎常侍 、中書監中書監 令。晉制也。漢西京員五人，漢東京無員，職如三署中郎中郎 。古

者諸侯世〔祿，卿大夫卿大夫 之子即為副倅，謂之國子，天子諸侯〕子有庶子之官，〔以掌教之〕秦因其名

也。秩四百石。

舍人舍人 ，十六人。職如散騎、中書侍郎中書侍郎 。晉制也。二漢無員，掌宿衛 如三署中郎中郎 。

洗馬，八人。職如謁者謁者 、祕書郎祕書郎 也。二漢員十六人。太子 出，則當直者前驅前驅 導威儀。秩比六百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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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59

太子左衛率太子左衛率 ，七人。太子右衛率太子右衛率 ，二人。二率職如二衛。秦時直云衛率衛率 ，漢因之，主門衛 。晉初

曰中衛率中衛率 ，泰始分為左右，各領一軍。惠帝 時，愍懷太子 在東宮 ，加置前後二率。成都王 穎為太

弟，又置中衛 ，是為五率。江左初，省前後二率。孝武太元中又置。皆有丞，晉初置。宋世止置左右二

率。秩舊四百石。

太子屯騎校尉太子屯騎校尉 。太子步兵校尉太子步兵校尉 。太子翊軍校尉太子翊軍校尉 。三校尉校尉 各七人，並宋初置。屯騎、步兵，因臺校校

尉尉 ；翊軍，晉武帝 太康初置，始為臺校尉校尉 ，而以唐彬居之，江左省 。

太子冗從僕射太子冗從僕射 ，七人。宋初置。

太子旅賁中郎將太子旅賁中郎將 ，十人。職如虎賁中郎將虎賁中郎將 。宋初置。周官有旅賁氏旅賁氏 。漢制，天子有虎賁虎賁 ，王侯有

旅賁。旅，眾也。

太子 左積弩將軍積弩將軍 ，十人。太子 右積弩將軍積弩將軍 ，二人。漢東京積弩將軍積弩將軍 ，雜號也，無左右之積積

弩弩 。魏世至晉江 左，左右積弩積弩 為臺職，領營兵 。宋世度東宮 ，無復營矣。

殿中將軍殿中將軍 ，十人。殿中員外將軍殿中員外將軍 ，二十人。宋初置。

平越中郎將中郎將 ，晉武帝 置，治廣州 ，主護南越。

南蠻校尉南蠻校尉 ，晉武帝 置，治襄陽 。江左初省。尋又置，治江陵 。宋世祖 孝建中省。

西戎校尉西戎校尉 ，晉初置，治長安。安帝 義熙中又置，治漢中。

寧蠻校尉寧蠻校尉 ，晉安帝 置，治襄陽 ，以授魯宗之 。

南夷校尉南夷校尉 ，晉武帝 置，治寧州 。江左改曰鎮蠻校尉鎮蠻校尉 。四夷中郎中郎 校尉校尉 ，皆有長史長史 、司馬、參

軍。魏、晉有雜號護軍雜號護軍 ，如將軍，今猶有鎮蠻、安遠等護軍護軍 。鎮蠻以加廬江 、晉熙、西陽太守西陽太守 。

安遠以加武陵內史武陵內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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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主 主 衙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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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

武 武 文 武

主 武 主 武 武

武 地 武 军 衙

武 武

武 主 地

武 主 地 地 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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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史刺史 ，每州各一人。黃帝 立四監以治萬國，唐、虞世十二牧，是其職也。周改曰典，秦曰監御史監御史 ，

而更遣丞相史丞相史 分刺諸州，謂之刺史刺史 。刺之為言猶參覘也。寫書亦謂之刺。漢制不得刺尚書尚書 事是

也。刺史刺史 班行六條詔書 ，其一條曰，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陵弱，以眾暴寡；其二條曰，二千石

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姦；其三條曰，二千石不恤疑獄 ，風厲

殺人，怒則加罰，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剝戮黎元，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其四條曰，二千

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其五條曰，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其六條曰，二千石違公

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歲終則乘傳詣京師奏事。成帝 綏和元年[-8]，改為牧。哀帝 建
平二年[331]，復為刺史刺史 。前漢世，刺史刺史 乘傳周行郡國，無適所治。後漢 世，所治始有定處，止八月行

部，不復奏事京師。晉江 左猶行郡縣詔，棗據追遠詩曰：「先君為鉅鹿太守鉅鹿太守 ，迄今三紀。忝私為冀州冀州

刺史刺史 ，班詔次于郡傳」是也。靈帝 世，天下漸亂，豪桀各據有州郡，而劉焉、劉虞並自九卿出為益

州 、幽州牧幽州牧 ，其任漸重矣。官屬有別駕從事史別駕從事史 一人，從刺史刺史 行部；治中從事史治中從事史 一人，主財穀簿

書；兵曹從事兵曹從事 史一人，主兵事；部從事從事 史每郡各一人，主察非法；主簿主簿 一人，錄閤下眾事，省署文

書；門亭長亭長 一人，主州正門；功曹書佐功曹書佐 一人，主選用；孝經 師一人，主試經；月令 師一人，主時節

祠祀；律令師 一人，平律；簿曹書佐一人，主簿主簿 書；典郡書佐典郡書佐 每郡各一人，主一郡文書：漢制也。

今有別駕從事史別駕從事史 、治中從事史治中從事史 、主簿主簿 、西曹書佐、祭酒從事史祭酒從事史 、議曹從事從事 史、部郡從事郡從事 史，

自主簿主簿 以下，置人多少，各隨州 ，舊無定制也。晉成帝 咸康中，江州 又有別駕祭酒別駕祭酒 ，居僚職之

上，而別駕從事史別駕從事史 如故，今則無也。別駕別駕 、西曹主 吏及選舉事，治中主眾曹文書事。西曹，即漢

之功曹書佐功曹書佐 也。祭酒祭酒 分掌諸曹兵、賊、倉、戶、水、鎧之屬。揚州 無祭酒祭酒 ，而主簿主簿 治事。荊

州 有從事從事 史，在議曹從事從事 史下，大較應是魏、晉以來置也。今廣州 、徐州 有月令 從事從事 ，若諸

州之曹史，漢舊名也。漢武元封四年[-107]，令諸州歲各舉秀才 一人。後漢 避光武諱，改茂才。魏復

曰秀才 。晉江 左揚州 歲舉二人，諸州舉一人，或三歲一人，隨州 大小，並對策 問。晉東海王

越 為豫州牧豫州牧 ，牧置長史長史 、參軍，庾敳為長史長史 ，謝鯤為參軍，此為牧者則無也。牧二千石，刺史刺史 六

百石。

郡守郡守 ，秦官。秦滅諸侯，隨以其地為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郡當邊戍者，丞

為長史長史 。晉江 左皆謂之丞。尉典兵典兵 ，備盜賊。漢景帝 中二年，更名守曰太守太守 ，尉為都尉都尉 。光

武省都尉都尉 ，後又往往置東部、西部都尉部都尉 。有蠻夷者，又有屬國都尉屬國都尉 。漢末及三國 ，多以諸部都部都

尉尉 為郡。晉成帝 咸康七年[341]，又省諸郡丞。宋太祖 元嘉四年[427]，復置。郡官屬略如公府，無東

西曹，有功曹史功曹史 ，主選舉，五官掾五官掾 ，主諸曹事，部縣有都郵、門亭長亭長 ，又有主記史，催督期會，

漢制也，今略如之。諸郡各有舊俗，諸曹名號，往往不同。漢武帝 納董仲舒 之言，元光元年[-134]，

始令郡國舉孝廉 ，制郡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

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

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博士 ；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中御

史史 ；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決斷，材任三輔縣令三輔縣令 。魏初，更制口十萬以上，歲一人，有秀

異，不拘戶口。江左以丹陽 、吳、會稽、吳興並大郡，歲各舉二人。漢制歲遣上計掾史掾史 各一人，

條上郡 內眾事，謂之階簿，至今行之。太守太守 二千石，丞六百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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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令縣令 、長，秦官也。大者為令，小者為長，侯國為相。漢制，置丞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五家

為伍，伍長伍長 主之；二五為什，什長什長 主之；十什為里，里魁主之；十里為亭，亭長亭長 主之；十亭為鄉，

鄉有鄉佐、三老、有秩、嗇夫 、游徼各一人。鄉佐、有秩主賦稅，三老主教化，嗇夫 主爭訟，游徼

主姦非 。其餘諸曹，略同郡職。以五官為廷掾，後則無復丞，唯建康有獄丞，其餘眾職，或此縣有而彼

縣無，各有舊俗，無定制也。晉江 右洛陽縣洛陽縣 置六部都尉部都尉 ，餘大縣置二人，次縣、小縣各一人。宋太

祖 元嘉十五年[438]，縣小者又省之。

諸官府至郡，各置五百者，舊說古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旅，五百人也。今縣令縣令 以上，古之諸侯，故

立四五百以象師從旅從，依古義也。韋曜曰，五百字本為伍伯伍伯 。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

伯 中以驅除也。周制五百為旅，帥皆大夫大夫 ，不得卑之如此說也。又周禮 秋官有條狼氏條狼氏 ，掌執鞭以

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近之矣，名之異爾。又漢官中有伯

使，主為諸官驅使辟路於道伯中，故言伯使，此其比也。縣令縣令 千石至六百石，長五百石。

漢初王國置太傅太傅 ，掌輔導；內史內史 主治民；丞相丞相 統眾官；中尉中尉 掌武職。分官置職，略同京師。至景

帝 懲七國之亂，更制諸王不得治國，漢為置吏，改丞相丞相 曰相，省御史大夫御史大夫 、廷尉廷尉 、少府少府 、宗宗

正正 、博士博士 官，其大夫大夫 、謁者謁者 、諸官長丞，皆損其員數。後改漢內史內史 為京兆尹京兆尹 ，中尉中尉 為執金執金

吾吾 ，郎中令郎中令 為光祿勳光祿勳 ，而王國如故，又太僕太僕 為僕，司農司農 為大農。成帝 更令相治民如郡太郡太

守守 ，省內史內史 。其中尉中尉 如郡尉郡尉 ，太傅太傅 但曰傅。漢東京亦置傅一人，王師事之；相一人，主治

民；中尉中尉 一人，主盜賊；郎中令郎中令 一人，掌郎中郎中 宿衛 ；僕一人；治書一人，治書本曰尚書尚書 ，後更

名治書；中大夫中大夫 ，無員，掌奉使 京師及諸國；謁者謁者 及禮樂、衛士衛士 、醫工、永巷、祀禮長各一

人；郎中郎中 ，無員。魏氏 謁者謁者 官屬，史闕不知次第。晉武帝 初置師、友、文學各一人。師即傅

也，景帝 諱師，改為傅。宋世復改 曰師。其文學，前漢已置也。友者因文王 、仲尼四友之名也。

改太守太守 為內史內史 ，省相及僕。有郎中令郎中令 、中尉中尉 、大農為三卿。大國置左右常侍右常侍 各三人，省郎郎

中中 ，置侍郎侍郎 二人。大國又置上軍、中軍中軍 、下軍三將軍；次國上軍將軍將 軍、下軍將軍將 軍各一人；小國

上軍而已。典書典書 、典祠、典衛、學官學官 令、典書典書 令丞各一人，治書四人，中尉中尉 、司馬、世子 庶

子陵廟 、牧長牧長 各一人，謁者謁者 四人，中大夫中大夫 六人，舍人舍人 十人，典醫丞典醫丞 、典府丞府丞 各一人。宋

氏 以來，一用晉制，雖大小國，皆有三軍。晉制，典書典書 令在常侍常侍 下，侍郎侍郎 上；江左則侍郎侍郎 次常常

侍侍 ，而典書典書 令居三軍下矣。江左以來，公國則無中尉中尉 、常侍常侍 、三軍，侯國又無大農、侍郎侍郎 ，伯

子 男唯典書典書 以下，又無學官學官 令矣。吏職皆以次損省焉。晉江 右公侯以下置官屬，隨國 小大，無

定制也。晉江 左諸國，並三分食一。元帝 太興元年[318]，始制九分食一。

太傅太傅 。太保太保 。太宰。太尉太尉 。司徒司徒 。司空司空 。大司馬大司馬 。大將軍大將軍 。諸位從公。

右第一品

特進特進 。驃騎，車騎，衛將軍衛將軍 。諸大將軍諸大將軍 。諸持節都督諸持節都督 。

右第二品

侍中侍中 ，散騎常侍散騎常侍 。尚書令尚書令 ，僕射僕射 ，尚書尚書 。中書監中書監 ，令。祕書監 。諸征、鎮至龍驤將龍驤將

軍軍 。光祿大夫光祿大夫 。諸卿，尹。太子 二傅。大長秋大長秋 。太子詹事太子詹事 。領、護軍護軍 。縣侯。

右第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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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有趣、有料、有用』的古籍 

 籍海淘浪是什么
「籍海淘浪」是一个将古籍中的专有名词标注出来，使文本更易读，并希望依靠大家的慧眼，将主题鲜明的片段
摘录出来，让更多人发现古籍之「有料、有趣、有用」的平台。

一个已标注专词的古籍文本库：籍海淘浪定期发布精校、已标注专词的古籍，并提供划词字典、划词维基等工
具。利用专词、词典、维基，读者无需注释、译文，即可比较流畅地阅读，不再有「瞻前顾后」、被干扰阅读的
烦恼。

一个面向话题的笔记创作、分享社区：籍海淘浪提供了易用的工具，方便读者创作摘录笔记：拖选文本 + 点击「划线」按钮即可快速收
藏文本片段；有所感时，只需拖选相应文本，填写标题、标签、评注，即可发布一篇主题摘录，并可在摘录页面与同好互动讨论。您还
可导出自己的收藏和创作，留作方便温习、分享的笔记本。

 以下功能仅线上版本可用
划词查字典、查维基；
点击专词，获取纪年、帝王、政权详情的历史信息面板；
全部关键词统计，关键词跳转、导航浏览；
片段收藏、做摘录笔记、主题讨论；
文档、段落热力标识，源出、衍生、事论等关系的文档网络；
个人阅读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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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衛至五校尉五校尉 。寧朔至五威、五武將軍。四中郎將四中郎將 。刺史刺史 領兵者。戎蠻 校尉校尉 。御史中丞御史中丞 。都水都水

使者使者 。鄉侯。

右第四品

給事中給事中 。黃門黃門 、散騎、中書侍郎中書侍郎 。謁者僕射謁者僕射 。三將，積射積射 、強弩將軍強弩將軍 。太子中庶子太子中庶子 ，庶

子，三卿，率。鷹揚至陵江將軍陵江將軍 。刺史不領刺史不領 兵者。郡國太守太守 ，內史內史 ，相。亭侯。

右第五品

尚書丞尚書丞 ，郎。治書侍御史治書侍御史 ，侍御史侍御史 。三都尉三都尉 。博士博士 。撫軍撫軍 以上及持節都督都督 領護長史長史 ，司

馬。公府從事中郎從事中郎 將。廷尉正廷尉正 ，監，評。祕書著作丞，郎。王國公 三卿，師，友，文學。諸縣署署

令令 千石者。太子門大夫太子門大夫 。殿中將軍殿中將軍 ，司馬督司馬督 。雜號護軍雜號護軍 。關內侯關內侯 。

右第六品

謁者謁者 。殿中監 。諸卿尹丞。太子 傅詹事詹事 率丞。諸軍長史長史 、司馬六百石者。諸府參軍府參軍 。戎

蠻 府長史府長史 ，司馬。公府掾，屬。太子 洗馬，舍人舍人 ，食官令。諸縣令六百石者諸縣令六百石者 。

右第七品

內臺正令史內臺正令史 。郡丞。諸縣署長。雜號宣威將軍宣威將軍 以下。

右第八品

內臺書令史內臺書令史 。外臺正令史外臺正令史 。諸縣署丞署丞 ，尉。

右第九品。凡新置不見此諸條者，隨秩位所視，蓋□□右所定也。

武 武 文 政 武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武 武 文

武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武 文 武 武 文

武 文 主

文 武 武 武 文 武

文 衙 主 文 文 武

政 文 主 文 文

文 武

文 文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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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修订工具；
标注修订工具，可纠正标注的错、漏，并提交新标注；
全文繁简转换；
提交文档需求、功能需求、意见建议等；
更多待你发掘……

文档标注日常修订、更新中，您看到的版本可能已经陈旧，请访问页眉链接查看最新版本，欢迎在线上为更

好的标注增砖添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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