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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代，共历三百余年(960-1279) 。

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局部统一。虽然仍有

局部战乱和分裂，也存在着积贫积弱等弊病，但宋代经济和文化

的发展大大超越了前代。这一时期，统治者为改变唐末以来地

方割据势力尾大不掉的弊端，着手分篱地方军事、行政、对政等

权力，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经济上，工商业发展繁荣，都市

兴起，市民文化发展。文化上，由于"右立"政策的推行和露在版印

尉术的发展，儒学复兴，并与费、道思想结合，诞生了新的儒学思

想 理学，再书院的兴盛和书籍的大量刊行更是撞动了宋代

文化的繁盛。

宋代，地方实行路、州、县三级行政建棋。泰判一直作为井!

一级的行政建制而存在，辖制地区略有变化，但主要是辖海陵、

兴化、泰兴，3l0辜困县，州治所在地在海陵县。南宋时期宋金南

北对Il莓，由于泰州处于南北边防之第，军事位置极其重要，因此

暂设镇抚使一职。

泰外i 自西汉之祸开始成为煮海获盐之地后，经千余年的发

震，至宋代已成为国家庭才政版图中至为重要的一区，也成就了宋

代泰州经济的繁荣和辉煌。北宋中期的泰州，盐产量每年已达

六七十万石，仅次于山西解州盐产量。宋徽宗时，随着蔡京等变

更钞法，东南各路亦开始实行钞盐之制，盐利开始全部如宋中央

财政所有，泰州对国家财政的巨大贡献日益彰显。但不可否认

的是，宋代泰州盐业经济的辉煌，是以对生产海盐的亭户和转卖

海盐的商人的残蔷盘剥为基础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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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发展带动了文化的繁盛。泰少N建外i于南窟，但其文

昌于北宋。名臣名宣聚集于此，以胡臻、范仲淹为代表的名人为

泰州文化的繁盛做出了重要贡献。泰外!科举-tlt家的涌现和学校

教育的发达均晃证了泰州文化的昌盛。在儒、道、佛三教合一的

大趋势下，宋代泰州的佛教和道教也与儒家文化一样，发展到了

极盛时期，佛、道、需交相辉映，使宋代泰如i在历史上大放光彩。

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繁荣也使得泰州人的生活表现出

世馅先和市民化的倾向，社会生活精彩纷呈，衣食住行等方面各

具其时代特色，娱乐活动丰富多彰，民风民俗更是别具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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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周显德七年(960)正月，赵Z凰通过陈桥兵变取代后周政

权，建国号宋，建元建隆，切都开封，史称北宋。宋朝立圈，一方

E继承唐末、五代以来的地方行政、监察、统兵体髓，另一方面为

改变唐末以来地方割据势力过大的弊端，着手分割地方军事、行

政、财政权力，加强中央集权，由此形成了宋代地方管理体制的

基本框架。

307 一、概述

宋代地方实行路，1N 、县的虚三级制，作为高层地方行政区

的路总领全国三百余府、炜、军、监。所谓虚三级制，是指朝廷分

割路一级的军事、仔政、财政权力，以加强中央集权，在路一级设

置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安提使司四大常设扭构。

以"婚田、税贼属之转运，猿讼、经总属之提刑，常平、荼盐属之提

举，兵将盗酸属之安提"①。在四大机构中，转运司是地方行政

体制的主体"一路之事，无所不恙"俨然成为地方高层政区的

首当其冲。

在路之下，宋代设府、州、军、监直属朝廷，由朝廷委派中央

宫员管理地方州事，统领该区的军民之政。府、炜、军、监，实以

州为主，统治县级行政区域。翔的等级划分有两套标准 z一套是

沿袭唐朝前半期之剖，将分li分为辑、雄、望、紧、上、中、中下、下数

等;另一套是瑕据唐代政局演变的结果，将分i分为六等，"凡州之

别有六，吕都督、日节莲、日观察、曰捞御、日困练、日军事"②。

① 〔宋]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囚，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第 32 页。

@ [清]徐松《宋会要辑穰》职宫四七之一，中华书局 1957 年影印版，

第 34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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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特殊地位的州，如京城、皇帝潜邸、行幸之地设府;在军事要

塞、矿冶、铸钱、煮盐之所设置外i级行政区军、监。宋代实仔"地

要不成州，而当津会者则为军"的原则，军隶露于路，其"同下州"

的地位终宋一代。"同下外1"的军，其仔政长宫是知军事，商称知

军。由于同下州的军一般为边要之地，或户口繁多，因币往往也

和州一样设置通判。宋代的监分为同下乡N之监飞隶州之监与隶

甚之监三等。南下州之监的特点是有户口、属甚;隶州之监地位

与县梧缸，无属邑 F隶县之监则一般是些规模较小的工矿场所，

不是一级行政机构和行政区。监的规模一般都较小，最多的也

仅有一两个属县，通判也大多不设。在州、府、军、监困者之中，

州是统县政区的主体。

宋代地方行政机构中，f~级政远的主体是县。县的等第，基

本上沿用唐制，又稍加改动:第一，在赤、雀、望、紧、上、中、r七

等的基础上，增中下 A气，共为八等;第二，较后题时划分的标准

有所提高，每等递增于户，除赤、最外，以"四千户为望，三千户以

上为紧，二千户以上为上，于户以上为中，不满千户为中下，五百

户以下为下"①。此划分标准一直沿用到北宋灭亡，虽中间有政

和五年的新制，但并未付诸实行。宋代县的地望升降相对平稳，

变动不大，与宋代特殊的人事、刑事、征税、地方行政管理方法有

关，此不赘言。

为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防止藩镇割据的重新上演，宋廷

极力跟棋、削弱分i县长官势力，集中表现为在9+1一级设置相互牵

制的"知外1"和"通判"且妙!县长宫启文E担任，严防武人专权

跋窟。

{一}知外i

宋太祖为了削弱地方节度使的极利，规定诸外|剌史必须直

接向辑廷奏报和接受诏令，节度使不得干预踪所驻外i之外的政

① [元二马端|拖《文献遥考》卷六三《职官考一七)).中华书局 1986 年

版，第 5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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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后来，逐步派遣在京朝官接替刺史管理州务。州的有政长

官称"权知军州事气以后又称"知州军事'气简军在为"知州"。"权

知"意为暂时管理，军指该地厢军，州指民政。知卦;可直接向朝

廷奏事，且多用文臣担任，三年一替，经常调换，防止长黯任职形

成割据势力。

{二}通判

通判是兼行政与监察于一体的中央宫吏。北宋平定湖南

后，陆续在各判设立"通判某州军事"一职，分割知峙的权利。以

后推广至全国，成为宋代一项特殊的地方官制。通判"既非副

茧，又非属官，故多与长史忿争"①，与知判共领ffl事，丸一些11兵

民、钱谷、户口、赎役、狱讼听断之事，必须经通判连署方能生效。

知州"事无大小，宜与通判或判宫、录事同裁处之岭，大大限制

了知姆的权利。到了南宋，通判可以直接向皇帝奏报州郡宫、县

宫在内的一切官员的情况，以此监督和牵制知颊，故又称"监

委N"。为了防止通判滥用职权，朝廷规定"语道姥通判无得估权

梅私，须与长史连署，文移方许行下吗，使知翔和通判梧互牵

制。通判的差选，起弱多以在京官员出任，后改由转运使、能置

使及提举司等奏辟，其级别多数为从八品，与知外!相差甚远，亦

有大小相制之意。

州下为县，宋代的县根据户数多少分为赤县(京城内人盏

县(京城外)、望县(四千户以上)、紧县(兰千户以上〉、上县(二

千户以上)、中县〈千户以上〉、中下县(不足于户人下县(五百

户以下)八级。县一般设县令、县7R、主簿、县尉进行管理。关

于县令、主薄、县尉的设置，开宝三年(970)朝廷明令规定:一

千户以上的县，令、主簿、尉必须齐全，一千户以下的县，有令

① L宋]李焘《续资;台通鉴长编》卷七"乾德四年十一月葵已条"，中华

书局 1979 年题，第 181 页。

②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乾德E年十一月戊戌条"第 182 页。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乾德四年十一月葵己条"第 1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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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主簿和尉，四百户以下的县，有主簿兼令和嚣，二百户以下

的县，只有主簿。

{三}县令

县的行政长官，设"判县事"为一县之长，后改为"知县"或

"县令"也由中央直接派遣。知县或县令的职责广泛，凡一县户

口、戴税、差役、水利、农桑、兵政、学校、狱讼等，都是其职责所

在。知县在协谓中央与地方关系、稳定地方统治秩序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同时，知县受到知炜、通判、监司的严密监督，职责

繁重、位卑权轻，不易形成地方割据。

{囚}县军

北宋建国初，太祖为"省官"不设县Æ。天圣四年(1026)七

月，朝廷在县府宫署始置县萃，为知县之下的副长宫，胁助县令

处理县事。熙宁四年(1071)为推行常平、免疫等新法，开始大量

设童基萃，":1+1军繁醋，县分主户二万户以上，增量县Æ一员，以

幕职宫或县令人充"①。北宋县翠的设置与废省是围绕是否行

黑丰之法而展开的。离宋时，县萃的设置成为定制。

{五}主簿

县孟之下设主簿，辅助基令整顿县政。"县之属有主簿，秩

从九品，甚一人，掌县之需书，凡户租之艇，出内之会、符橄之委、

狱讼之成，皆总丽治之，勾检其事之稽违，与其财ffl之亡失，以赞

令治，盖主簿之为职如此。"②主簿是县翠控制户口、催在赋税的

重要帮手，同时还受监司、郡守差遣，外出办理一些事情，如行视

水力工程、检视灾镜等③。

① 《宋会要辑稿》职官回八之五三，第 3481 页。

② E宋1朱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七《建宁府建阳县主簿ff

记))，卷一八《按唐仲友第二状))，((西部丛刊初编》本。

② 关于主簿的具体职能，详克李立《宋代县主簿初探队载《城市研

究)>， 1995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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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县尉

主簿之下置县尉，集责镇压盗贼和诉讼等事项，维护地方社

会治安。宋太祖建国之初，为解决州县政令不通、治安混乱的局

面，令"每县复置县尉一员，在主簿之下，棒禄与主簿同，凡盗贼、

斗讼先委镇将者，沼县令及尉复领其事巧，分化镇将的部分职

权，划归县尉。县尉平时缉捕盗贼、使查案件，维持治安，战时抵

御外敌人侵，保卫边界安全。

{七}乡书手

县下有乡，设乡书子一人。乡下有坊〈域厢)、里〈乡村) ，设

坊正或里正→人。里下是户，设户长一人。王安石变法时，乡村

农户以十户为一探，量保长一人，五保为一大保，置大保长一人，

十大保为一部保，置正、副都保各一人。

了解宋代路、州、县三级地方行政体制的基本框架，有利于

更清断地主E握宋代泰州行政建羁的沿革。

二、政区沿革

宋代泰州的政区沿革大致可分为两个历史时期。

(-)北宋慰黯

这一时期的主要变化是由后爵的困练州降为军事州。

离世宗征讨淮离时，克泰州，设泰州为困练州。北宋建国初

期，沿袭后周18制，江淮前仍为扬、远、泰、雄、楚五个州，泰知i钙

辖海睦、泰兴、盐城、兴化、如奉五个县，海陵县为泰州州治所在

地。建隆元年，宋受周禅，泰州归宋，泰州在行政区划上在北宋

时期隶属下辖经过几次调整，主要有z

太祖乾德五年(967)，泰外i 由 E练州降为军事州②，焉

② 《续资治通鉴长辑》岳王"建撞三年十二月葵己"条，第 76 页 a

② 《大晓一统志》、《嘉靖维揭志》、《大清一统志》、《嘉庆重修扬州府

志》等称泰州为"泰州军"误。乾德五年泰州由团练州降为军事州，并非

降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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