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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敦煌文书所反映的唐前期乡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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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唐代前期$乡里组织作为县以上政权的辅助机构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在(上承下达)$直接管理农民$维护乡里

社会的安定等方面&然囿于相关史料记载较少$很难考察其具体真实的情况&所幸敦煌文书的出土$弥补了这一遗憾&通过

对
F<!@E@

号文书的研究$可以发现$唐代前期$乡里组织$尤其是里正$的确在乡里社会的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其与上

级官吏'农民以及地方乡绅的关系也具有复杂性与矛盾性的一面&本文再度考察
F<!@E@

号敦煌文书$以此增进对其时乡里

组织实际运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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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春秋战国以来$乡里制度即是中央对基层社

会控制的最基本的管理制度&自先秦至唐$乡里制

度既有延续$又有变化&乡里制度下运行的乡里组

织及充任人员隶属于地方政权下的半官方组织系

统$即乡官等虽然都在正式的政府组织体系之中$但

其往往不是正式的品秩官员$尤其至唐代后期$乡官

等既无衙署$又无品秩$已成为职役&尽管如此$乡

里系统仍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直接承自县级政权$

完成县级政权对基层社会的管理内容&唐以降的朝

代更是如此&

相对于中央政治而言$地方政治亦是历代王朝

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处于国家与地方之间$

上承王朝政令$下理社会之秩序$故地方政治之优劣

直接关乎社会的安定与王朝的兴衰&可以说$对地

方政治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历代王朝的治乱兴衰与

社会底层的方方面面&而乡里组织恰是地方政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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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敦煌文书所反映的唐前期乡里组织

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乡里组织的考察有助于进一

步了解地方政权的运行$可谓管中窥豹&

事实上$早在
!"

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有学者关

注到乡里制度与组织问题$最早的也是影响最大的

是闻钧天的*中国保甲制度+&其时之论著虽然颇

丰$但学术性不强$更多的是为现实政治而服务&七

八十年代以来$关于乡里制度的研究又进一步发展$

不仅论著增加$而且在研究的范围与深度都有强

化&

!随着敦煌文献与新资料的出土$又推进了乡里

制度研究的深入&综观已有研究$从时限看$以汉'

明'清探讨居多$而五代十国'隋唐'辽夏金元等也有

乡里制度却缺少细致深入的梳理!从内容看$以乡里

制度的阐释'考证居多$而对其实际操作情况的分析

较少&

"因此$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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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敦煌文书为视角$对唐开元中叶以前的乡村

组织的实际运行情况作一番探讨&另外$需要说明

的是$以往对
F<!@E@

号敦煌文书的研究较多的集

中在从这篇文书来考察唐代的勾征制度$

#本文利

用这篇文书考察唐之乡里组织的运行也是另一立意

之处&

一$

F<!@E@

号敦煌文书所见乡里组织

F<!@E@

号敦煌文书*唐开元廿四年岐州县县

尉牒判集+

$残存判文
C

篇$牒文
$

篇&尽管文书的

性质有争议$但一致认为其内容主要是县县尉对

该县部分事务的判词和牒文$因此包含了许多乡里

组织处理事务的实际情况之信息&

我们知道$唐代是乡里制度演变的转折点$其时

乡的功能进一步弱化$里'村成为乡里组织的重要一

级&尽管史书记载唐代(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

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坊村皆有

正$以司督察&)

-

#

.卷四十三$

#A!>实行乡'里'村三级制&

实际上$唐代里正负责管理整个乡里的事务$成为唐

代乡里组织的实际最高领导者&其职责(掌按比户

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

-

!

.卷三$

!%

$重要性

不言而喻&正如有学者论及%(乡制到了唐代$已经

名存实亡&)

-

%

.

!""基于(里)的重要性$对里正的选任

也甚为慎重&史书载%(诸里正$县司选勋官六品以

下$白丁清平强干者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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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

!%足见唐代统治者对

其之重视&

在文书中$多次提及里正&其中第
A

至
#%

行

(不伏输勾征前申第廿五)条载%

A

!

不伏输勾征地税及草前申第廿五

@

!

开元廿三年地税及草等"里正众腪皆言据

实合蠲"使司勾

#"

!

推亦云据实合剥!里正则按见逃见死"以

此不征"使司则执未

##

!

削未除"由是却览!为使司则不得不尔"处

里正又不得不然!而

#!

!

今见存之人"合征者犹羁岁月"将死之鬼取

办者"何有

#%

!

得期若专征所由"弊邑甚惧!今尽以里正

等录状"上州司户

该条记载了里正据户籍+见逃见死,"以此合蠲

地税及草"却遭使司反对一事!第
#C

至
!"

行+不伏

输勾征地税及草后申第廿六,条载*

#C

!

请裁垂下!不伏输勾征地税及草后申第

廿六

#>

!

廿三年地税及草等"被柳使剥由"已具前

解"不蒙听察"但责名

#$

!

品!若此税合征"官吏岂能逃责% 只缘有

据"下僚所以薄言!今

#E

!

不信里正据薄之由"唯凭扭使按藉之勾!

即征即坐"不虑

#A

!

不图"欲遣?残之"奚从可否之命"况准

虑条"自徒

#@

!

以下咸免!又?
!

恩敕"逋欠之物合原"里

正虽是贱流"县尉

!"

!

亦诚卑品!确书其罪"能不有辞% 依前具

状录申州司户!请乞审慎"

这里也是言及里正具状征收地税及草一事!第

@#

至
@>

行+署税钱不纳户第卅二,条载*

@#

!

使并录申!署税钱不纳户第卅二

@!

!

百姓之中"解事者少"见温言则不知惭德"

闻粗

@%

!

棒则庶事荒弛"如此倒著"何以从化% 今长

官恩

@C

!

惠已足"此辈顽嚣亦多"仰并限此月十六

日纳

@>

!

毕"不毕"里正摄来"当与死棒!

此条所载与上文属于同类事务"上级要求里正

催促拖欠税钱者"限时未纳者捉拿"+当与死棒,!第

!#

至
%>

行+朱本被诬牒上台使第廿七,条述及里正

朱本征役一事"其详如下*

!#

!

无重所由!朱本被诬牒上台使第廿七

!!

!

初"里正朱本据户通齐舜着幽州行"舜负

恨"至京诣台"讼朱

!%

!

本隐强取弱"并或乞敛乡村!台使推研"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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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颇至"再三索上"

!C

!

为作此"申版使!曰*

!>

!

此县破县"人是疲人"一役差科"群口已议"

是何里正"能作过

!$

!

非!如前定行之时"所由鱅送之日"其人非

长大不可"非久

!E

!

行不堪!在朱本所差"与 ?文相合!皆类

壮健"悉是老

!A

!

行!鱅中之初"十得其四"余所不送"例是

!

羸!不病不贫"即伤

!@

!

即鱅役者"准 敕不取"交贫者于法亦原!

其中唯吕万一人

%"

!

稍似强壮"不入过薄"为向陇州"且非高勋"

又异取限!如齐舜

%#

!

所讼"更有何非% 或云*+遍历乡村"乞诸百

姓!,昨亦令人访问"并

%!

!

且追众推研"总无所凭"浑是虚说!至如州

县发役"人间

%%

!

难务"免者即无响无声"着者即称冤称讼!

此摇动在乎

%C

!

群小"政令何?有司!众证既虚"朱本何

罪% 昨缘此事"追

%>

!

摄亦勤"廿许人"数旬劳顿"农不复理"身不

得宁"忝是职

%$

!

司"敢不衔恤% 具状牒上御使台推专使!

第
$A

至
E>

行+岐阳郎光隐匿防丁高元牒问第

卅,条载*

$A

!

岐阳郎光隐匿防丁高元牒问第卅

$@

!

高元县百姓"岐阳寄田"其计素
"

"其身

难管"昨以身

E"

!

着丁防"腪有告身"往取更不报来"遣追因

即逃避!至如

E#

!

郎光郎隐"不知何色何人"既
#

合朋徒"指

麾村野"横捉

E!

!

里正殴打"转将高元隐藏!若此朋凶"何成

州县% 且见

E%

!

去年孙彖"今日刘诚皆是庸愚"起此大患"

萛由下人易

EC

!

为扇动"狂狡迭为英雄"若小不遂惩"必大

而难挫"是事

E>

!

利国"当亦利人!其高元请送其身"郎隐乞

推其党!

又"第
E$

至
A>

行+岐山吕繤隐匿防丁王仵牒问

第卅一,条载*

E$

!

岐山吕繤隐匿防丁王仵牒问第卅一

EE

!

人之云凶"不必待乱"但倚强作暴"恃力作

欺"外捍州县之权"

EA

!

居为逋逸之薮"此则虐不可纵"患不可容"

如岐山吕繤不

E@

!

知何者"家藏逃户"无数其人!昨缘一户防

丁"久匿其舍"有

A"

!

伯叔往以追括"执文书"信足有凭!而吕繤

逆而捍之"诅以为

A#

!

贼"以物以缚"不异掳掠其人"将匿将携"更

以胁迁其党!

A!

!

同奸之辈"所识者半是人"傥合之朋"与

彼者"咸非家屠!

A%

!

今启长官"威动旁邑"众寮肕声隐甸畿"则

有此狷入潜

AC

!

辏乱也"明训"不知其故"敢乞图之!其若

于鹘子及王阿仵等"

A>

!

实望公缚送来"无纵吕繤跋扈"具状牒岐

山县!

这两条皆是言及里正追括逃匿的防丁一事$当

属同类&据该文书上述所载$足见里正的确在管理

基层乡里的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二$

F<!@E@

号敦煌文书所反映的乡里组

织与上级官僚

!!

基于乡里社会幅员广大$情况复杂$若仅靠州县

官吏管理好乡里社会$实非易事&实际上$州县官大

多是通过乡里组织来实现对百姓的统治$尤其在唐

代$里正在州县官与民之间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

通过对
F<!@E@

号敦煌文书的考察$可以发现州县

等上级官吏与乡里组织$或言与里正的关系具体有

以下几点%

其一$重视对乡里组织$尤其是对里正的考察奖

惩&前文所引文书(朱本被诬牒上台使第廿七)条记

载了里正朱本被诬事件&齐舜讼朱本隐强取弱$乞

敛乡村&据*唐律疏议+规定%(诸差科赋役违法及不

均平$杖六十&疏议曰%依令%凡差科$先富强$后贫

弱$先多丁$后少丁&22若非法而擅赋敛及以法赋

敛而擅加益$赃重入官者$计所擅坐赃论!入私者$以

枉法论$至死者加役流)&

-

C

.卷第十三$

!>#可见若贫富'强

弱'先后'闲要等$差科不均$各杖六十&如果又非法

敛赋$更加罪名&以此来看$里正朱本被讼罪名不

小&后经台使仔细调查$发现朱本(鱅中之初$十得

其四$余所不送$例是
'

赢)&据唐律%(老男'废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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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妾'部曲'官女'奴婢皆为不课户&)

-

C

.卷第十二$

!%%因

此$(朱本所差$与敕文相合)&而且$台使又(另人访

问$并且追众推研)$最终调查其讼(总无所凭$浑是

虚说)$并出具缘由$里正朱本被诬&其调查之详细

周全$足见上级官吏着实重视对里正的考察$并非敷

衍了事&

其二$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乡里组织与州

县官沆瀣一气&一般说来$我们一贯认为乡里组织

与州县官狼狈为奸$鱼肉百姓$但亦有例外&在
F<

!@E@

号文书中$(不伏输勾征地税及草前申第廿五)

条谈到$里正以户籍(见逃见死)$(以此不征)(据实

合蠲)&但使司认为虽(见逃见死)$但户籍未消$要

求按籍(合剥)&里正与使司发生意见冲突$故里正

录状$上州司户$请裁垂下&前引文书(不伏输勾征

地税及草后申第廿六)条再次重申此事&其实$使司

之所以不听信县尉'里正之言$执意以有籍无人的

(空籍)征税$是为聚敛财物&从经济利益看$乡里是

物力财富的来源$是官僚赖以生存的基础&为满足

一己贪欲$各个层级的官吏都千方百计对乡里横征

暴敛&譬如玄宗朝的财政大臣王鵵&*资治通鉴+

载%(上以户部郎中王鵵为户口色役使$22旧制$戍

边者免其租庸$六岁而更&时边将耻败$士卒死者皆

不申牒$贯籍不除&王鵵志在聚敛$以有籍无人者皆

为避课$按籍戍边六岁之外$悉征其租庸$有?征三

十年者$民无所诉&22鵵探知上指$岁贡额外钱百

亿万$贮于内库$以供宫中宴赐&)

-

>

.

$@AE由此推知$使

司之所以与里正意见不合$其意在于借勾征之名行

聚敛之实&但实际上$里正比使司更了解民情&据

文书内容可知$当时县已是连年受灾$百姓困顿$

文书云(?残之)$人口逃亡严重$有籍无人普遍$

故切言(今见存之人$合征者犹羁岁月$将死之鬼取

办者$何有得期&若专征所由$弊邑甚惧&)由此$里

正申请(据实合蠲)&可见$当时乡里组织确有考虑

民情之实&事实上$这也反映了在唐前期$里正的素

质还是较高的$再次应证了唐代对里正人选是较为

重视的&

其三$乡里组织是州县等长官实现对基层社会

管理的媒介&诚如史籍所载里正之职责在于(掌按

比户口$课置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

-

!

.卷三$

!%文书

对此均有应证&譬如在(不伏输勾征地税及草前申

第廿五)条与(不伏输勾征地税及草后申第廿六)条

都有提到里正征税之职$这一点在前引(署税钱不纳

户第卅二)条表现的尤为突出$县官要求里正尽快催

征百姓纳税$限期未纳毕$则由里正捉拿$(当与死

棒)&在征役方面$亦由里正追括逃匿防丁$在前引

文书(岐山吕繤隐匿防丁王仵牒问第卅一)条'(岐阳

郎光隐匿防丁高元牒问第卅)条均有提及&

!!

三$

F<!@E@

号敦煌文书所反映的乡里组

织与农民

!!

若要深入考察乡里组织的运行$那么与乡里组

织密切相关的农民自然是不容忽视&农民是乡里组

织管理的直接对象$甚至从某种意义而言$其是衡量

乡里组织成败得失之关键&在
F<!@E@

号文书中$

真实反映了唐前期乡里组织与农民之关系$具体包

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文书反映出农民对乡里组织并非完全顺

从屈服$有时又表现出相当强烈的反抗意识&据文

书载$农民表现其反抗$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

上诉上级官府表示不满和反抗&譬如在(朱本被诬

牒上台使第廿七)条记载$县齐舜(至京诣台$讼朱

本隐强取弱$并或乞敛乡村)$上诉里正朱本&二是$

通过武力反对$与乡里组织发生冲突&在(岐阳郎光

隐匿防丁高元牒问第卅)条$县百姓高元为躲避兵

役而逃匿于岐阳$因而里正遣追&岐阳郎光郎隐$文

书虽曰(不知何色何人)$据下文推测应为普通百姓$

其(

(

合朋徒$指麾村野$横捉里正殴打$转将高元隐

藏&)其民有意隐匿逃役人员$已是违反唐律$况且殴

打遣追逃役人员的里正$更是以下犯上$阻挠乡里组

织执行政务&文书又云%(去年孙彖$今日刘诚$皆是

庸愚$起此大患$萛由下人易为扇动$狂狡迭为英雄$

若小不遂惩$必大而难挫)&可见$出现这样的情况

并非偶然&即唐前期$在乡里组织实际管理的过程

中$其与农民的关系具有矛盾性$有其斗争性的

一面&

其二$在经济上$农民与乡里组织之关系更为复

杂&乡里组织涉及经济方面的职责主要在于重农养

民和征收赋税&在
F<!@E@

号文书中多次言及征收

赋税一事&其中$文书谈及的地税及税草是当时唐

政府的重要税种之一$主要依据户籍征收&因赋税

是政府的主要财源$故对赋税的征收既受到乡里组

织的重视$同时也被上级官吏特别关注&在该问题

上$农民与乡里组织关系的复杂性主要基于征收的

方式&有时$里正也会考虑乡里社会的现实$顾及农

民的利益与社会的安定&前文提及当时的县连年

受灾$百姓困顿$人口逃亡严重&由此$里正申请(据

实合蠲)&文书中前后两次申请$即(不伏输勾征前

申第廿五)条与(不伏输勾征地税及草后申第廿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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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而且在后一条中更切言合蠲的重要性&乡里组

织能顾及农民的利益$便易得到农民的理解与支持&

另一方面$更多的乡里组织利用征税之机对农民横

征暴敛$加重农民的灾难&在文书(署税钱不纳户第

卅二)条中讲道$若农民未能按期交税$即(里正摄

来$当与死棒)$其残忍暴虐可见一斑&诚然$这种复

杂性也源于乡里组织人员的素质与政府的要求&在

唐代官制下$要求官员体察民情&*旧唐书+中*职官

志+载%(京畿及天下诸县令之职$皆掌导扬风化$抚

宇黎筈$敦四人之业$崇五土之利$养鳏寡'恤孤穷&

审察冤屈$躬亲狱讼$务知百姓之疾苦&)

-

#

.卷四十四$

#@!#

该规定同样适用于乡里组织&但在实际情况中$既

有体察民情的里正$也不乏穷凶极恶之徒&再一方

面$据*唐律疏议+规定%(诸里正$依令%授人田$课农

桑&22应课而不课$如此事类违法者$失一事$笞

四十&)

-

C

.卷第十三$

!C@又有(里正'坊正'村正等$唯掌追

呼催督$不合辄加笞杖)&

-

C

.卷第三十$

>$#可见$唐政府规

定$若里正不能按期催纳上缴$则笞仗判刑$有时代

入输纳$苦不堪言&行政规定也会影响到乡里组织

在实际事务中的处理方式&一定程度上$造就了经

济层面上农民与乡里组织之关系的复杂&

其三$乡里组织重视对农民的教化&在文书中$

突出表现在乡里组织对乡里社会之矛盾事务采取调

节的方式&譬如文书(许资助防丁第廿八)条载%

%E

!

许资助防丁第廿八

%A

!

初"防丁
$

诉衣资不充"合得亲邻借助!当

为准法无例"长

%@

!

官不合"又更下状云"虽无所凭"旧俗如此!

况某等往日并

C"

!

资前人"今及身行"即无后继"非唯取恨而

去"亦恐不办

C#

!

更逃以故!遂其所言"取济官役"判署曰*

C!

!

+频遭凶年"人不堪命!,今幸小稔"俗犹困

穷"更属征差"何

C%

!

以供办% 既闻顷年防者"必扰亲邻!或一

室使办单衣"或数

CC

!

人共出袷服!此乃无中相恤"岂谓有而济

赖!昨者长官见

C>

!

说资助"及彼资丁皆叹人穷"不堪其事!几

欲判停此助"

C$

!

申减资钱!不奈旧例先成"众口难抑"以为

防丁一役"不请

CE

!

官赐"只是转相资助"众以相怜!若或判

停"交破旧法"

CA

!

已差者即须逃走"未差者不免癨承!以是

至再至三"

C@

!

惟忧惟虑!事不获已"借救于人"既非新

规"实是旧例!

>"

!

亦望百姓等体察至公之意"自开救恤之门"

一则仁义

>#

!

大行"二固风俗淳古"天时亦因此而泰"水

旱则何因以兴%

>!

!

是事行之于人"益之以政"百姓何患乎辛

苦"一境何忧乎

>%

!

不宁% 勋忝守下司"敢忘百姓"实由事不得

已"理不合违"

>C

!

亦望众人"无以为憾!其应办衣资等户"衣

服者

>>

!

精"故者其次"唯不得破烂"及乎垢恶!仍

限续得续纳"无

>$

!

后无先"皆就此衙"押付官典!至今月廿

日"大限合毕"辄

>E

!

违此约"或有严科"恐未遍知"因以高谕"仍

榜示!

该条讲述了防丁诉衣赀不充$希望得到亲邻借

助$而且(旧俗如此)&然其地(频遭凶年$人不堪

命)$虽当年粮食有所收获$也未能改变经济破败的

处境$百姓仍然困穷而无力承担(资丁)之事&文书

中讲道%(昨者长官见说资助$及彼资丁皆叹人穷$不

堪其事&几欲判停此助$申减资钱&不奈旧例先成$

众口难抑$以为防丁一役$不请官赐$只是转相资助$

众以相怜&若或判停$交破旧法$已差者即须逃走$

未差者不免癨承&以是至再至三$惟忧惟虑&事不

获已$借救于人$既非新规$实是旧例&)这段记录真

实反映了当地官员面对此事的矛盾心态&一方面$

考虑到(人穷)(不堪其事)$希望(判停此助)$(申减

资钱)$以减轻人民负担&另一方面$(资丁)一事已

是既定旧例$又是国家政令$一旦判停$则(交破旧

法$已差者即须逃走$未差者不免癨承&)由文书推

知$乡里组织对农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慰百姓

体察长官之意$(自开救恤之门$一则仁义大行$二固

风俗淳古$天时亦因此而泰$水旱则何因以兴/ 是事

行之于人$益之以政$百姓何患乎辛苦$一境何忧乎

不宁/)可见$乡里组织重在以(德)'(义)教化农民$

并非完全依赖武力惩罚的手段&

事实上$乡里组织虽非一级行政政权$但它仍是

唐政府管理'控制农民的工具$其本质目的还在于维

护唐政府的统治&因此$这种特殊性决定了乡里组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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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

号敦煌文书所反映的唐前期乡里组织

织与农民的复杂关系&

F<!@E@

号敦煌文书正反映

了在真实的社会生活中$乡里组织与农民关系的矛

盾性&

!!

四$

F<!@E@

号敦煌文书所反映的乡里组

织与乡绅势力

!!

在地方社会中还需要特别注意地方乡绅势力&

诚如有学者指出%(乡绅往往是地方利益的代表$是

乡里社会的核心&)

-

$

.

!E!因其(在地方社会的实际影

响力$任何时代的地方政府都必须正视并依托

之&)

-

E

.

E一般情况下$他们会配合乡里组织的工作&

然而$有时乡绅势力颇大$也会形成与乡里组织相抗

衡的力量&

在文书(岐山吕繤隐匿防丁王仵牒问第卅一)条

中讲道县防丁逃匿于岐山县吕繤处&虽文书曰吕

繤(不知何者)$但其(家藏逃户$无数其人)$据此推

测吕繤似不太可能为一般村民$应为岐山县一地主'

乡绅势力&吕繤隐匿逃亡防丁$且阻挠追括$因此

县县尉又特在牒文声明$希望岐山县(无纵吕繤跋

扈)$可见$当时的确存在乡绅势力破坏乡里组织处

理事务的现象&在文书(判问宋智咆悖第廿九)条亦

有体现&文书言%(宋智阖门$尽为老吏$吞削田地$

其数甚多$昨乃兼一户人$共一毡装$助其贫防$不着

百钱$乃投此状来&)据此可知$宋智系当地乡绅势

力$侵夺私田$隐匿逃户$且(助其贫防$不着百钱)&

因此$里正投状$(帖狱留问)宋智&然而$宋智(且欲

沮止也议$既善言不率$亦法语不恭$怒气高于县官$

指麾似于长吏&)其气焰之嚣张$可见一斑&

由此观之$在唐前期$仍然不乏乡绅势力破坏乡

里组织事务的现象&突出表现在阻挠乡里组织的工

作$经济上匿田逃税$隐匿户口等方面&当出现利益

分歧$就会发生这样的冲突&这恰从一定层面上反

映了在地方社会中$乡绅势力与乡里组织关系的复

杂性&

五$结语

自玄宗登帝以来$匡扶政治$终造就开元盛世&

然而$在繁华的背后$地方社会的行政效能仍然存在

种种问题&在整个唐代官僚体制中$乡里组织处于

最基层的位置$却举足轻重&一方面$它承接来自上

层官僚的压力与控制$另一方面$又直接实现对百姓

的管理&对于传统农业国家来说$(乡里制度是农业

文明国家形态及其政治体制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基

础&)

-

$

.

!敦煌'吐鲁番文书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史

料缺载的遗憾$为研究唐代乡里组织问题提供了重

要资料&通过对
F<!@E@

号敦煌文书的考察$反映

出在唐代前期$里正在地方乡里社会的管理中起着

重要作用&尽管唐代制度有各种明文规定$然乡里

组织与上级官僚'农民及乡绅势力的关系仍然极具

复杂性&诚如有学者指出$政治制度与政治运行的

实际政治过程中往往并不一致$在地方政治中尤其

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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