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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楚涵 梁江红

古代监察官员被誉为“国之司直”。从先秦
时期起，古人治理国家时就十分重视监察的作
用。那么身负监察重任的监察官员们有哪些职
责呢？概括而言，监察官员的履职涵盖“事前、事
中、事后”三个环节，辅以出巡等方式，为国家的
治理、吏治的清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如果监察官员对国家大事毫不知情，对将
要颁布的政令一无所知，显然无法有效履职，因
此历代监察机构大多兼有审议政令的功能。《大
明会典》中就有以下记载：“凡国家政令得失、军
民利病、一切兴利除害之事，并从五军都督府、
六部官、面奏区处，及听监察御史、提刑按察司
官各陈所见、直言无隐。”

在日常的行政工作中，监察官员负责监督的
内容多种多样。《唐六典》中明确指出“监察御史
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

科举制度是古人的一项伟大发明，科举是
选拔人才的重要方式，是为各级官府输送新鲜
血液的重要途径。在科举考试中，同样需要监察
官员担任监试官，避免科举舞弊乱象出现，保证
人才选拔的公开公正。

古代监察官员在获得线索方面，除了自己
主动访得的，也可以受理他人提供的。唐代杜佑
所撰《通典》中提道：“旧例，御史台不受诉讼。有
通辞状者，立于台门候御史，御史径往门外收
采。知可弹者，略其姓名，皆云‘风闻访知’。”在
这一过程中，为了保护线索提供者，在上奏的文
牍中可以略去其名字。

巡察监督同样是古代监察官员履职的重要
形式，通过这一方式来考察地方官员政绩，了解
民情民意，为民解决实际问题。明朝于谦刚入仕
时，曾任御史，“出按江西，雪冤囚数百”。明朝御
史周新更是微服暗访，被县令抓进监狱，在狱中
掌握了县令的罪状。正是因此，监察御史在文学
作品中也化身成了惩恶扬善的“八府巡按”。

（《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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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冷门的成语“仚屳屲冚”，其四个字
长得非常相似，都有一个“山”，那这个成语和

“山”有关吗？
◉第一个字“仚”，读xiān，部首为“人”，上

下结构，一共5画。
仚，古同“仙”字，人在山上，引申为高举。

《说文解字》：仚，人在山上。从人从山……入山
长生，即仙字。

“仚”读作hén时，只代表江西省赣州市兴
国县一处地名。

◉第二个字“屳”，读xiān，部首为“山”，上
下结构，一共5画。

“屳”字也读xiān，“屳”和“仚”意思几乎相
同，唯一不同的是：“仚”当用作地名时读hén，
屳则没有这个用法。

◉第三个字“屲”，读作wā，部首为“山”，
上下结构，一共4画。

指山坡，斜坡，比如：山屲；同“洼”，多用作
地名。

“屲”字，一个撇，下面一座山。“屲”字很形
象，表示是个低洼的地方或水洼。

◉第四个字“冚”，读作kǎn，部首为“冖”，
上下结构，一共5画。

“冚”上面的“冖”就像帽子一样，盖住下面
的整个山。所以，“冚”的本意就是盖住，盖紧的
意思，常见于方言当中，比如“把馍馍和菜都冚
上，别招蝇子”。

“仚屳屲冚”这个成语含义是：人生的常态，
有高峰，就会有谷底，有悲伤，也会有畅快的开
怀，万般艰险总会过去。

这四个字下面都是“山”，上面的部分连在
一起就像是连绵不绝的山，有高有低，此成语可
以说是非常形象生动了。 （《泉州晚报》）

冷门成语“仚屳屲冚”

6月11日是“中国人口日”。作为
人口统计基础的户籍制度，在我国有
着几千年的历史，世界现存最早的

“户口本”也出自我国。从西周时的
“料民”制度开始，户籍制度一直在历
代治国理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甲骨文留下
最早人口登记字样

在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中，人口
的数量关系着国家的兵力、劳动力和
赋税的多少，可以说是国力的代表，
所以，人口登记尤为重要。我国最初
的户籍制度也因此从人口登记起步。

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残
片中，已经多次出现“登人”字样。这
里的“登人”即登记人口的意思。但
是，当时的登记人口是以人丁（能服
兵役的成年男子）为登记范围，目的
是征集兵丁、组建军队以满足军队的
需要，尚不具备后世户籍制度所具有
的多重功能。

西周时出现了较为原始的人口
登记办法，据东周左丘明所著的《国
语·周语》记载：“宣王既丧南国之师，
乃料民于太原。”这里提到的“料民”
就是登记人口。西周末期周宣王打了
败仗后，要在太原计算一下还有多少
人口，由不同的官员对不同身份的对
象分别登记，比如“司民”登记死亡者
和孤儿、“司徒”登记军队的人数等。

秦朝完成了
第一次全国人口登记

春秋战国时期，在以管仲、商鞅
为代表的政治家的推动下，各诸侯对
地方长官的任命和考察、赋税的统计
和集中愈发重视，一种自下而上的管
理制度——“上计制度”就此诞生。上
计的内容包括户籍财政、宗室名籍、
边戍状况等方面，人口登记也因而得
以经常化。该制度以县为单位，以县
令或县长为调查执行人，于每年8月
依据原有户籍对人口当面核对，确定
人口增减数。

到了秦朝，国土疆域的扩大进一
步推动了上计制度和人口收税政策
的严格实施，调查的基本单位因“郡
县制”的推行由县扩大至郡，同时人
口年龄也被纳入调查范围，并最终完
成了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的人口登记。

汉朝“案比”防造假

西汉以来，户籍制度更加完善，
以户为单位，被编入政府户籍的平民
百姓被称为“编户齐民”，涵盖7岁以
上的全部男女人口。同时为了降低漏
户、逃户、虚报等作弊行为，当时除了
登记姓名、性别、年龄、住地以外，还
要登记身高及肤色等个人体貌特征。
此种规范、高效且较为准确的人口登
记，使得《汉书·地理志》中所记载的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户口数成为世界
上现存最早、最完整、最精确的人口
登记记录。

汉朝在通过编户齐民政策登记
人口时，还有个核对的政策“案比”，
即挨家挨户清查、核实每户人口，通
常在每年8月进行。

汉朝的“案比”项目也不少，编制
户籍时，不仅要登记每户男女人口、
姓名、年龄、籍贯等情况，还要查看

“相貌”，也就是身高和肤色。

唐朝“岗位招聘”
先看户口

隋唐时期，造纸术的推广、商品
经济的活跃、流动人口的涌入，都对
人口的户籍管理和数量调查产生了
一定影响。

隋朝设立了专职负责户籍登记
与管理的民部，唐朝为避太宗李世民
名讳改称户部。

在唐朝，方兴未艾的建筑业和日
益繁盛的商品经济相辅相成，长安吸
纳了一批批流动人口的到来。出于安
全等方面的考虑，中央政府在招聘和
选用执役杂使人员时，逐渐开始对一
些重要和关键岗位进行户口设限。如
规定在选用门仆时，必须“取京城内
家口重大、身强者充”，但在某些岗
位，对“浮寄”的无籍人口给予了更宽
松的政策，如唐玄宗天宝十一年，卫
尉寺（掌管仪仗帐幕和武器库的部
门）奏请幕士、供膳、掌闲并杂匠等，

“取浮逃无籍人充”。皇帝不仅认可了
卫尉寺的奏请，还下令此后如果这类
职役空缺，令各部门“先取浮逃及无
籍”人，并委御史中丞监督执行。

元朝“鼠尾册”
独到的人口统计法

到了宋朝，五代十国的战乱局面
平定，全国人口增长迅速，为方便人
口管理，宋朝根据居住地，将城墙内
及周边附郭居民称为“坊郭户”，同

“乡村户”加以区分，城邑与乡村的分
野分治就此拉开帷幕。同时还根据居
民有无田产，划分“主户”与“客户”，
并以家庭财产之多寡，将主户划为不
同户等。

由于人口统计任务繁重，也出现
了偷懒的做法。

宋朝为了方便统计，干脆只统计
壮年男子，“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
老，女口不须通勘”。不统计女性、老
人、小孩的一个后果是，后世在研究
宋朝人口时，只能估摸着推算。

元朝忽必烈时期，设置了一整套
独到的人口统计方法。官府通过验人
户、收成的多寡，分上、中、下三等户，
每等再分为三级，如上上、上中、上下
等，称为“三等九甲”，都登记在鼠尾
文册中。之所以叫“鼠尾册”，是因为
当时在统计造册的时候，把丁粮多的

大户、富户编在前面，方便负担重役；
把丁粮少的小户、贫户编在后面，方
便负担轻役。前面的大户如虎头，后
面小户为鼠尾，故称为“鼠尾册”。

明朝建了960间房
存放“户口本”

在历朝的开国皇帝中，明朝的朱
元璋应该是最为重视人口统计的。为
了核查时有凭有据，朱元璋建立了

“户帖制”，为百姓发放专属的“身份
凭证”。“户帖”可以说是如今户口本
的雏形，户帖由户部印制，上面记载
了每户的人口、籍贯、年龄等信息。

流传至今的明朝安徽祁门人汪
寄佛的“户帖”，被视为世界上现存最
早的“户口本”。户帖上既有官印、编
号和数位经办人的花押，分开处还盖
着骑缝章，据此形成一式两份，一份
发给民户，另一份由官府收执，必要
时进行“半印勘合”。

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又推出了
“黄册”制度。每户需根据官方的统一
格式在一定期限内填写“供单”，内容
包括人口数、姓名、性别、年龄、与户
主关系等 12 项内容，填妥后经逐级
上报送至在京的户部衙门。

“黄册”不仅记录人口信息，还要
标明和区分户籍种类。明代有民户、
军户、匠户、灶户等户籍分类，不同的
户籍对应不同的赋役。按照当时的规
定，每十年编制一次黄册，由户部统
一指挥，地方官府具体负责，称作“大
造黄册”。地方官府以里为单位，每里
制作两册，派遣官吏下乡逐户核查、
填写信息。这两本册子，一本留在地
方官府，是用青纸做封面；另外一本
上交户部，是用黄纸做封面，后来就
称作“黄册”。

每次上交的“黄册”越来越多，为
了找地方存放，朱元璋选定了南京的
后湖（今玄武湖），建造房屋专门存放
黄册。到了明末，玄武湖黄册库房多
达960间。

清朝废除了“黄册”并改为造送
丁口增减册，每三年编审一次。后在
康熙年间，因感赋税充沛，故康熙皇
帝下旨施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
赋”政策，增加人口不再增加赋税。到
了雍正元年，又推行“摊丁入亩”政
策，正式取消了人头税。每户缴纳赋
税多少随田亩而定，不再受人丁增加
的影响。 （《海峡都市报》）

▲明朝的“户帖”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户口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