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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奏官从唐到宋的演变初探

宋素红 齐琪

摘要

唐
、
五代 时期

,

进奏官始终代表藩镇利 益
,

不仅发行进奏院状
,

还 负 责地方与 中

央之 间 的信息传播工作
,
深度参与政治并有诸 多非 法行为 。 宋代不仅收缩进奏官的职

务范 围 ,
强化官文书 的保密性以防进奏官泄密 ,

还不断 细化对进奏官违规传播行为 的

惩罚 措施 , 降低进奏官的待遇水平 。 从唐经五代到 宋 ,
进奏官 由主动的传播者和强 势

的参政者转 变为被严格控制 、 地位低微的
“

传声 筒
”

,
这是 中 央集权加强的趋势下控

制政治信息传播的重要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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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的官方信息传播中 , 进奏官承担着传递来 自朝廷的时政信息的

任务 。 进奏官始于唐代中后期 ,
其前身是各地藩镇派驻首都的邸务留后使 , 主

要职责是向所属藩镇抄传来 自朝廷的
“

报状
”

。 唐中叶之后 , 无论是邸务留后

使还是进奏官 , 其行政归属和信息传播均服务于地方 , 不受中央直接控制 。

这种倾向在五代时期更加明显 , 但在宋初发生彻底变化 。 宋太宗太平兴国六

年 ( 公元 年 )
, 随着各州郡设在京师的进奏院被改为直属朝廷的

“

都进奏

院
”

, 进奏官也由地方指派改为朝廷任命 、 由 朝官监领 , 其信息传播活动亦受

诸多限制 。 至此 , 进奏官的地位和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
这一变化确定了中国

古代官方政治信息传播的基本模式 。

进奏官从唐经五代到宋的职能变化如何 ？ 宋朝从哪些方面对进奏官加强了

管理 ？ 前者是宋初对进奏官加强管理的历史背景 ,
后者是宋朝对进奏官加强管

理的具体体现 。 对此问题 , 学术界较多地关注了唐代进奏官发布邸报及宋代都

进奏院的设立 , 而对进奏官从唐经五代至宋的职能变化 、 宋代对进奏官的细化

管理等问题关注甚少 。 本文在以上两方面进行了初步探析 , 以期加深对中国古

代传播活动中进奏官的认识。

一

、 唐 、 五代时期进奏官传播职能的多样化与职外行为

一

进奏官职能的多样化及其对朝廷疏离趋势的加强

进奏官的产生与唐代中后期地方行政体制和藩镇制度的变化密切相关 , 其

职能多样化及其对朝廷的疏离 , 亦是藩镇制度影响下的产物。

唐玄宗时期的兵制和行政制度的变化 ,
直接导致藩镇长官的权力扩大 。 玄

宗天宝年间 , 募兵制完全取代府兵制 , 节度使领兵长期镇守边疆 。 同时
, 原有

的州 、 县两级地方行政体制改为道 、 州 、 县三级地方行政体制 , 节度使同时兼

任道的长官 , 拥有军权和行政管辖权 。

“

安史之乱
”

后 , 唐代更是在内地增设

军区以维持平衡 , 导致藩镇数量激增 。

“

方镇相望于内地 , 大者连州十余 ,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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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尤兼三四 。 故兵骄则逐帅 , 帅强则 判上 。 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 ； 或取舍

由于士卒 , 往往 自择将吏 , 号为
‘

留后
’

, 以邀命于朝 。 天子顾力不能制 , 则

忍耻含垢 ,
因而抚之 ,

谓之姑息之政 。

”

(欧阳修 宋祁 由此形成节度使拥

兵 自重 , 中央受藩镇摆布的局面 。

进奏官是进奏院的主持官员 ,

二者分别 由唐代
“

上都邸务留后使
”

和
“

上

都邸务留后院
”

发展而来 。 安史之乱后 ,
立足于州县两级行政体制 、 由各州每

年派往京城述职 的朝集使失去 了存在基础 , 但地方和 中央的信息联系依然必

不可少。 于是 , 随着地方势力的发展 ,

“

藩镇皆置邸京师 , 以大将领之 , 谓

之上都留后
”

,
(
李焘 , 以为藩镇长官提供包括信息传播在内的多种服务 。

“

邸
”

后改称
“

上都邸务留后院
”

, 其负责人为
“

上都邸务留后使
”

。 公元

年 ,

“

上都邸务留后院
”

改为
“

上都知进奏院
”

, 简称
“

进奏院
”

,

“

上都邸

务留后使
”

改为
“

上都知进奏院官
”

, 简称
“

进奏官
”

。

在中央 日 益受藩镇摆布的情况下 , 上都邸务留后使与进奏官仅是称谓不

同
, 其信息传播活动并无本质区别 。 随着唐代节度使权力的膨胀 , 进奏官的职

能 日 益多样化 , 但主要是代表藩镇利益 , 处理诸道邸务 ,

“

能传万里之音 , 不

坠九霄之命
”

, (崔致远 ,
为地方长官服务 , 以便在信息交流中占据主动地

位。 因不受朝廷管辖且背后有藩镇势力撑腰 , 唐代进奏官不仅能灵活方便地

收集情报 , 还主动向朝廷邀利益 、 谈条件以服务藩镇 ,

“

名 曰接应 , 实则剌

听
”

, (李永 , 地方藩镇在控制信息交流渠道方面逐渐掌握主动权 。 五代时

期大致延续唐朝后期的政治体制 ,
在藩镇割据方面比唐代更为严重 。 进奏官在

负责 中央和地方的信息传递 、 为地方长官效忠的同时 , 职能更加多样化 。

首先 , 剌探朝廷消息 , 发行进奏院状。 五代时期继承了唐代后期的政治

制度 , 其中包括进奏官设置制度 。

“

唐之藩镇质子留司京都 ,
承发文字

”

(
赵

升 , 即进奏院状 。 唐代进奏官人手充裕 , 每个藩镇都有 自己的心腹 ,

“

每

日 早集 内前待漏院东廊下承受宣校 , 诸 司文字 , 各就本州院发递
”

。
(
王应

麟 ,
王应麟, 进奏院状所报之事主要是军政大事 , 包括官员受职 、 外使

往还 、
兵马发遣 、 宣布德音 、 战争进程 、 黄河水清 、 祈雨有应 、 群臣朝贺等时

事政治材料 。
(
张国刚 , 另据方汉奇先生考证 , 唐代进奏官通过进奏院状报

传播的 , 还有 自行采集的 、 与长官关系密切的最新信息 。
(方汉奇 进奏官

身处传递信息的枢纽位置 , 以 自 身优势为藩镇长官的利益服务 。

其次 , 进奏官被朝廷重视 , 并借其向地方传达 旨意 。 这并不意味着进奏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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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亲近朝廷 ,
而是朝廷权威衰弱 , 不得不借助进奏官了解地方 、 甚至向地方

实施怀柔的做法 。 唐朝灭亡后 , 中国历史再次进入大割据时期 。 在变幻的时局

中 , 进奏官作为朝廷怀柔藩镇的 中介 , 直接传递朝廷 旨 意 。 据 《 董璋传 》 记

载 ：

“

明宗方务怀柔 ,
乃放西川进奏官苏愿 、 东川军将刘澄各归本道 , 别无召

旨 , 只云 ：

‘

两务求安
’ ”

。
(
薛居正

,
另据 《新五代史 》 记载 , 明宗得知

孟知祥反叛 , 令西川进奏官苏愿 、 进奉军将杜绍本回去招谕孟知祥 , 告诉他
“

家属在京师者皆无恙
”

。
(欧阳修 上述文献证明进奏官作为藩镇在京师

的代表 , 曾带上谕回两川 , 传达皇帝谕 旨 。

最后 , 进奏官还向朝廷上传地方官员的意见 。

“

诸侯之任 , 各有职贡 , 小

者得循事例 , 大者决于朝廷 闻 白启导 , 属在 留邸
”

, (杜牧 藩镇大事需

经进奏官通报朝廷 , 由 中央定夺 , 以维持名义上的统
一

。 《 论诉人不许俺滞

敕 》

一

文从侧面体现出进奏官替地方长官向朝廷上传司法领域信息的职能 。

该敕令规定
“

实未经本处诉论 , 便可具事 由 , 勒本道进奏官差人赍牒监送本

处
”

。
(
董诰 此外 , 藩镇如对朝廷的处理方法有异议 , 也由进奏官与朝廷

讨价还价 。 据 《 旧唐书 》 记载 ,
卢龙节度使 、 检校工部尚书杨志诚迁升为吏部

尚书 , 其进奏官徐迪立刻向中书 白宰相进言 ：

“

军中不识朝廷体位 ,
只知尚书

改仆射为迁 , 何知工部转吏部为美？ 且军士盛饰以待新恩 ,

一旦复为尚书 , 军

中必惭 。 今中使往彼 , 其势恐不得出
”

,
(
刘昀 以此要求将杨志诚封为仆

射 , 朝廷最后不得不诏谕将其封为尚书兼仆射 。

唐 、 五代时期 , 进奏官除向诸道藩镇传递来 自京城的时政信息和 自行采集

的 、 与地方长官利益相关的信息之外 , 还充当朝廷和地方的联络人 , 或直接传

达朝廷旨意或上传长官对时政的意见 ,
甚至代表藩镇与朝廷谈条件 、 邀利益 。

朝廷也试图通过进奏官获悉藩镇消息 , 甚至笼络藩镇 。 但进奏官始终站在藩镇

立场
,
即使向朝廷汇报诸道情况 , 也是为藩镇争取更大的 利益 , 而朝廷始终缺

乏对进奏官进行控制的有效手段 。

另外 ,
进奏官虽长期在京师活动 , 还被朝廷借以改善与地方的关系 , 但因

进奏官与藩镇利益高度
一

致 , 其在京师并没有融入官场主流。 进奏官虽是有正

式编制 的官员 ,

’

但其属于诸道藩镇长官的
“

留后使
”

, 鲜少听命于朝廷 。 这

种疏离不仅体现在进奏官的上述职司 , 还体现在其在京师的社会交往 。 对于朝

廷其他官员来说 , 进奏官属于较为边缘的人群 , 双方的正式接触不多 。 后唐末

帝时期 , 卢文纪刚登上相位 ,
各道进奏官前来祝贺 ,

他竟问旁人 ：

“

事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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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

”

卢文纪虽官拜丞相 , 却不知见进奏官该循何礼 , 其他官员想必更是如

此 。 当时的台吏回应说 ：

“

朝廷在长安 日
, 进奏官见大夫中丞 , 如胥吏见长

官之礼 。 及梁氐将革命 , 本朝微弱 , 诸藩强据 , 人主大臣姑息邸吏 , 时中丞

上事 , 邸吏虽至 , 皆于客次传语 , 竟不相见 。 自经兵乱 , 便以为常
”

。
(
薛居

正
, 台吏言语之间多有无奈 、 不满 , 指责进奏官与藩镇沆瀣

一

气 , 嚣张践

扈 。 可见 , 中央体系的官员并未将进奏官视为同僚 , 而视之为
“

诸藩
”

手下 ,

对进奏官亦存在对抗情绪 。 这是进奏官与藩镇长官结为
一

体的结果 , 也是进奏

官与朝廷疏离的明证。

二
) 进奏官多有严重的非法行为

唐 、 五代时期 , 进奏官不仅在信息传播中偏袒藩镇 ,
其本身亦时有种种不

良行为 , 甚至还常常作奸犯科 。 这不仅降低了进奏官的声誉 , 甚至直接威胁着

朝廷的统治 。 就史料来看 , 唐末 、 五代时期进奏官犯案者非常多 , 所犯案件大

多较为敏感和严重 , 甚至与军政有所牵连 。 唐昭宗光化三年 ( 年 ) , 宦官刘

季述反叛 , 宣武进奏官程岩伙同刘季述
一

起率兵攻入皇宫 ,

“

逢人辄杀
”

,
(
范

祖禹 最终幽禁昭宗 ,
立太子为帝 。 除去这宗最严重的参与宫廷政变的案

件之外 , 进奏官还有杀人 、 盗马 、 伪造奏章 等恶名 。 尤其值得
一

提的是盗马

一

事 。 后唐明宗长兴三年 年 灵武军将裴昭隐等二人伙同进奏官阮顺之

蔵匿官马
一

匹 。 偷盗官马该当死罪 ,
这从明宗

“

不可以
一马杀三人命

”

即可反

证 。 作为官员 , 进奏官阮顺之理应知晓偷盗官马的后果 , 却仍与本道军将一起

犯罪 ,
这侧面显示出进奏官和地方军将的密切关系 。

其次 , 唐 、 五代时期的进奏官与本道官员尤其是军事官员交往甚密 。 与进

奏官和中央的疏离关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 其与地方军将的联系过于紧密 , 这

构成对大
一

统的隐患 。

一些进奏官不仅在平时伙同地方军将作奸犯科 ,
两者在

战乱时期更是行军议事的搭档 ：

一

方面 , 进奏官是战讯的传递者 , 将重要消息

带回本道 , 如前文提到的明宗派西川进奏官苏愿招谕孟知祥就是
一

例 ； 另
一

方

面
, 进奏官 因掌握许多重要军政消息而直接参与军政 。 据 《李文饶文集 》 中

《 请发镇州马军状 》 记载 ： 唐武宗会昌二年 ( 年 ) 月 日 , 回鹘向唐边境

移营四十里 ,
幽州进奏官孙方造告诉李文饶 , 幽州方面已派出军队抗击回鹘 ,

李文饶方上奏要求增兵支援 。 (李德裕 , 又如 《 刘崇望传 》 记录 ： 时值河中

战乱 , 崔胤除河中节度使 , 河东进奏官崔志勤有所异议 ,
直接上言说

“

崔相虽

重德 ’ 如作镇河中代王珂 , 不如光德刘公 , 与我公事素也
”

。
(
刘昀 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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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中 , 进奏官皆直接参与军政事件的讨论 , 其所扮演的绝非简单的信息传递

者角色 ’
更是军政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

二 、 宋代对进奏官的细化管理

鉴于前朝藩镇割据 、 武将拥兵为乱的教训 , 宋代改变地方行政体制并分割

±也方长官过于集中的权力 。 宋初将节度使所管辖的州直隶中央 , 地方行政回归

州县两级制 。 太宗末年以后 , 地方行政制度又改为路 、 府州 、 县三级制 , 但各

路不设元首性长官 ,
而分别以曹司 、 宪司 、 仓司 、 帅司来分掌众务 。 各司彼此

不相统属 ,
职掌划分交互错杂 , 以防 自专 , (严耕望 同时 , 依照

“

稍夺其

权 , 制其钱谷 , 收其精兵
”

的思路打压武将 。 在此背景下 , 对与武将交好的进

奏官加强管理 、 严格规范 , 将信息传播的主动权牢牢控制在朝廷手中 。

一

) 宋代进奏官职能的收缩

进奏官职能的收缩 , 是设立都进奏院以管辖进奏官的结果。

从五代开始 , 不隶属于某个藩镇的州也开始在京师设进奏院 , 进奏院数量

激增 , 而宋初对进奏院及进奏官的管理 ,
基本承袭唐 、 五代旧制 , 未将进奏官

统
一

管理 ,

“

晨集右掖门外廊 , 受制勑及诸司符牒 , 将午则各还私居 , 事颇稽

缓泄漏
”

,
(
李煮 这带来了管理上的极大不便 。 年 , 朝廷宣布

“

诸州罢

知后之名 , 简知后官得李楚等百五十人并充进奏官 , 命供奉官张文璨提辖诸道

进奏院 , 监官以京朝官及三班使臣充
”

。
(
马端临 , 朝廷遴选进奏官 , 并 由

京官和朝官监管进奏院 ,
这有助于皇帝直接控制进奏官 , 由此进奏官开始脱离

±也方指派而由 朝廷统一管理 , 代表朝廷进行信息传递工作 。 同时
, 进奏官职能

收缩 , 主要集中在传呈章奏案牍等官文书 , 以及向有关方面传报官文书以外的

朝廷政事消息 ,
(
方汉奇 , 其中包括发行进奏院状 。

除职能收缩之外 , 进奏官的信息采集范围也大大缩小 , 从 自采信息转变为

到朝廷 中枢机关如 閤 门 、 六部 等处抄报 ,
同时按照规定内容发报 。 宋真宗咸

平二年 ( 年 ) , 诏令
“

进奏院所供报状每五 日
一

写 ,
上枢密院定本供报

”

,

徐松 这是 目前史料中最早提出进奏官发报需遵循定本的记载 。 发布 内容

需遵循定本制度 ,

一

般被限制在
“

常程申奏及经尚书省已出文字
”

,

“

除承六

部取会承发事务供报之外 , 余并不许侵
”

, (徐松 且不能
“

非时供报
”

。

时任秘阁校书 、 知相州的杨孜曾说 ：

“

进奏院逐旬发外州军报状 ,
盖朝廷之

意 , 欲 以迁受降黜示赏功罚罪 , 勉励天下之为吏者
”

。
(
徐松 , 朝廷通过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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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信息采集范围 、 采集内容和发布时机来掌握信息传播权 ,
达到信息传播的政

治 目的 。

二 加强对进奏官办公和官文书的管理

唐代进奏官从人员任用 到 日 常活动都由所属藩镇做主 , 中央缺乏对其的统

一

管理 , 这导致进奏官与其长官坑灌
一

气 , 加重与 中央对抗的局势 。 宋代在削

弱和取消节度使职权的同时 ,
对进奏官的 日常办公和文书管理进行集中规范 。

宋朝颁布限令 , 规定进奏官必须在进奏院内办公 , 以免遗漏文字 。 太平兴

国八年 , 朝廷发布诏令 , 规定
“

进奏院常切钤辖进奏官 只令在院承发文字 ,不得

将归私家 致有漏泄
”

。
(
徐松 , 同时 , 还通过对臣僚奏章等需进奏官过手的

文件加强管理 , 实现对进奏官的间接规范 , 要求
“

诸州府军监自 今所奏文字 ,

凡系实封者 , 并令依常式封书 , 毕 , 更折角重封准前题字 , 及两折角处 , 并令

用印 ,
无印者 ,

细书名字……都进奏院监官躬亲点检无折动 ,
即依例进纳 ； 或

有损动者 , 具收接人姓名以 闻天圣
”

。
(徐松 , 朝廷严格规定地方呈上章奏

的格式 ,
让各地官员封好所奏文字 , 防止进奏官私拆实封以走漏重要消息 ,

达

到加强保密性的 目的 。

三 细化对进奏官违规传播活动的惩罚

唐 、
五代时期并无限制进奏官传播活动的记载 ,

而在宋代 ,
此类记载比比

皆是 。 査阅史料可知 , 宋朝对进奏官的传播活动限制得非常具体 、
细致。

哲宗元祐五年 ( 年 ) 规定 , 进奏官需及时处理文书以免文书延误。

“

门下后省请检点进奏官文书稽失送本院 , 事理重者送 门下后省 , 应决者从

本省送开封府 ,
从之

”

。
(
李焘 ,

同时
,
强化定本制度 。 南宋绍兴十七年

年 ) , 进奏官的传播内容进
一步受到控制 ,

“

进奏院除承六部取会承发

事务供报外 , 余并不许侵紊
”

。
(
徐松 乾道六年 ( 年 )

,

“

今后长行

传报 , 如违 , 依听探传报漏泄法科罪
”

,
(
徐松 明确将进奏官的

“

违依听

探传报漏泄
”

活动定义为非法传播 。

对于进奏官的非法传播行为 , 朝廷鼓励他人揭发 。 宋代虽加强 了对进奏官

的管理以防信息泄露 , 但信息失控现象时有发生。 宋仁宗皇佑年间就发现
“

诸

州进奏官 日 近多撰合事端腾报 , 扇惑人心 , 及将机密不合报外之事供申
”

。
(徐

松
,

对于此类失范行为 , 朝廷鼓励同行揭发和行外人揭发 。 若同行揭发 ,

则给予升迁奖励 ,

“

今后许经开封府陈告 , 如获 , 进奏官不候年满 , 优与授官

出职 , 余递迁职掌
；
不愿本院转职 , 当 议比类安排

”

。
(
徐松 若进奏官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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庇同行的违规行为 , 则降职惩罚 ,

“

同保觉察告首 , 捕获亦与免罪酬奖 。 监官

不举觉致有败露 , 当行冲替降官
”

。
(徐松 若行外人揭发进奏官的失范行

为 , 则给予经济奖励 。 宋神宗元丰六年 ( 年 ) , 时臣吕 惠卿提议
“

自今实

封文字及于机密者 , 进奏官并诸司史传报者以违制论 。 承虚进事 、 誊报 、 交

构谤讪 、 扇惑人心者准此 。 仍许人告 , 赏钱三百千……
”

,
(李焘 神宗从

之。

除了鼓励揭发之外 , 朝廷还设置连带责任 , 加大对进奏官
“

非法
”

传播行

为的惩罚力度 。 宋初并没有对传播失范行为实施连带责任 ,
只是通过各类法令

条文正面限制进奏官的传播行为 , 但后来引入保甲制和责任制 。 宋太宗雍熙三

年 ( 年 )
, 都进奏院向朝廷提议惩罚进奏官愆犯法令的行为 , 得到

“

小有愆

犯 , 听用小杖 ；
若涉情弊 , 即时司见

”

的诏令 。
(
徐松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

年 ( 年 )
, 朝廷对进奏官实行保 甲制度 ,

“

令进奏官五人为保 ,
犯者科违

制之罪
”

。
(徐松 进奏官如不合时宜地报道了朝政消息 , 就 以

“

违制
”

之

罪论处 , 此罪罪行严重 , 且会牵涉他人 。 靖康年间 ( 年 )
, 如进奏官

稽缓行事 ,
不只进奏官受处罚 , 连监官也要受连带处罚 , 情况严重者 , 监官要

被废黜官职 。

四 ) 工作量的增加和薪水的下降

在收归中央统
一

统辖之前 , 宋初进奏官约二百人 , 朝廷的本意是
“

二百余

人选百人
”

, 但首任监进奏院官张文粲等以州郡较多 、 人手不够为 由 , 选取

一

百五十人充当进奏官 ,
这样 , 平均每个进奏官要管理数州 。 太平兴国九年

年 ) ,

“

诏进奏官李楚等于崇政殿 , 择三十人补殿前承旨
”

,
(
徐松 ,

进奏官的人数又削减为
一百二十人 , 此时的进奏官 , 毎人需兼三四州的事宜 ,

工作量明显增加 。

虽然进奏官的工作量越来越大 , 但其收入却没有很大的增加空间 。 宋初 ,

朝廷毎 月给进奏院的经费为
“

纸笔五千余三千 , 并一分见钱 ,
二分折支

”

。
(
徐

松
“
一

分见钱 ,
二分折支

”

是当时文武官员 的正俸 。 太平兴国八年 (

年 ) ’
进奏官的俸禄由

一

分见钱涨到两分 。 雍熙三年 ( 年 )
, 进奏官李文

业等抱怨
“

自减进奏官以来 , 事务益多 , 俸给贫乏
”

。
(
徐松 面对其加

薪请求 , 朝廷
“

诏三司每 月给见钱五千充纸笔费 , 自 今不得额外添人
”

。
(
徐

松 ,
这看似满足了进奏官加薪的请求 , 但要求以后不得额外添人 , 实际上是

。。
对进奏官提出了更严苛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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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进奏官不但工作量大 ,
待遇一般 ,

其升迁空间也不大 。 宋朝颁布了与

进奏官升迁相关的章程 ： 除去郊祀等特殊情况 , 诸州进奏官十年以上者 ,

“

并

补三班奉职
”

。
(
李焘 , 所谓

“

三班奉职
”

, 实际上是宋代非常低微的职

位 。 虽然该职位最高可升至节度使 , 但此前还要经历
“

右班殿直 , 左班殿直 ,

右侍禁 , 左侍禁 , 西头供奉官 , 东头供奉官 , 内殿崇班……
”

(
脱脱

,
等多

个阶段 。 唐代进奏官能直接升任内客省使 , 宋代进奏官履职十年后才能补为三

班奉职 。 不断缩小的升迁空间与不断扩大的惩罚范围和不断强化的惩罚措施相

辅相成 , 构成宋朝对于进奏官的另一种限制 。

综上所述 , 进奏官 由唐经五代至宋 的演变过程中 , 经历了一个从效忠藩

镇 、 分离朝廷 、
干涉军政 、 管理缺失的无序状态 , 到脱离地方 、 服从朝廷 、 职

能收缩 、 控制严苛的发展过程 , 进而形成了不同于前朝的 、 中央集权的进奏官

制度 。 在此过程中 , 进奏官的总体地位不断下降 。 唐 、 五代时期 , 进奏官作为

藩镇势力在京师的发言人 ,
可直接参与讨论军政大事 ,

而宋代进奏官
“

混于皂

隶 , 不复齿于衣冠之列
”

。
(
王梂 ,

从 年起 , 朝廷便不断削减进奏官人

数 , 到南宋淳熙年间 , 进奏官再次减员十人 , 其直接原因是
“

减冗食
”

,
(
徐

松
,

进奏官的地位更不被看重。 进奏官从主动而强势的参政者变为被严格管

制 、
±也位低微的

“

传声筒
”

。

中央取消进奏官在信息传播中的主动与强势地位 , 收回对信息的控制与传

播权 ,

一

方面与唐 、 五代及宋以来的地方行政制度变化相关 , 是宋代吸取前朝

教训 、 维护庞大统一国家的必然举措 , 同时也是高度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中的一

个侧面反映 。 这更能达到封建制度下政治信息的传播 目的
, 也直接影响 了宋以

后封建官报的信息传播格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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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 官多恶 , 欲去其用事者 。 十
一

月 五 日 , 为左军军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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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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