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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宋代的信息渠道：研究与思考

邓小南

一、选题缘起 

（一）研究领域的沟通

（二）现实启发：SARS、矿难、公共权力与信息公开

（三）Game Theory 与“Truth Seeking”，治国治事与防范壅蔽

二、“信息”概念与研究主旨

（一）唐宋时代的“信息”：音信、消息

（二）今人（“信息时代”）理解的“信息”：

1、音信、消息所传递的内容（包括知识）；

2、流动的途径，构成的环节；

3、流动途径中枢纽与终端的关联。

——人们对于信息的理解、收集与处理信息的方式；不同社会人群掌控信息的努力。

（三）信息的“社会性”：

信息的内容及其传递方式所反映出的，实际上是制度与组织运行的特有方式。

信息有赖于人的观察、理解，加工、处理；信息的搜求、传递和处理过程，其实是不同社

会群体相对于种种信息的活动过程。

以“信息”为研究对象，希望讨论“信息”如何被总结，被上下传递，被处理；讨论中注

意制度“关键点”实际运作的细节，注意各个环节之间的联系。 

三、主要议题

（一）宋代对于信息渠道的建设：过程与空间

（君主专制政体限制着信息渠道畅通的可能，但仍有围绕信息渠道的建设。）

主要途径：

【中央】

群臣奏事：御前进对（轮对、请对、召对），进呈章奏（通进银台司/閤门），

经筵

政事堂（都堂）奏事

诏求直言：消息，建议。

台谏进言：

地方政绩报告：理性、申报、勘验

磨勘勾检系统核验

特派专使访察

登闻鼓检院、理检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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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民沟通

地方官员的巡历与察访

地方官员、士人交游

地方性公共事务（兴学、方志、赈济、桥路、先贤祠祀、寺庙修建）、

诉讼活动（次第陈诉、越诉）

中介因素

（二）通进环节（上行）：

进奏院

通进银台司

閤门

内东门司

御前：前殿、便殿

经筵

（三）官文书：上下行

下行：

1、类型

2、流转渠道

3、基层传布：粉壁、榜谕（缙绅、父老）

（四）君主与朝廷（二府）：

信息渠道的经营与控御

沟通与壅蔽；

案例：《文忠集》卷一七二《思陵录》、卷一五○《奉诏录》五

《西山文集》卷十八《经筵讲义》

四、中央考察地方政绩的信息渠道

【系列研究初步】

（一）信息搜集：

多途多层纵横交织，相对独立运作

多途考察：常规（台谏监察、行政体制）

非常规（专使、亲从）

多层次：环节（“点”状空间）

有选择

（二）举例：对于地方政绩的考察：

访闻、点检、体量、勘验、会问

（三）信息处理：

环节：参见“通进环节”

协调机构：二府

“御前”决策



唐宋社會變遷網站資料

3

（四）“实迹”与“不实”：

谁真正关心所汇集的信息是否准确？

申报材料者？

汇总材料者？

朝廷决策者：执政者？帝王？

循名责实：激励机制，风险

官场生态：怠惰、隐瞒、虚报

——“防范壅蔽”与“稳定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