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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唐宋科举制度研究》将唐宋时期的科举制度与士阶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并力图从唐
宋科举制度的嬗变与士阶层的变化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来揭示隐藏其表象背后的中国唐宋时期社会变
革的历史背景及其深刻的内涵。
这不仅反映了作者独具匠心的视角，以及勇于创新的气魄，而且也反映了作者具有较好的理论素养与
较扎实系统的专业知识。
尤其值得提及的是该书是作者在翻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并在拥有一定数量较高水平的前期成果基础
上，以及注重历史文献考证与理论阐发相结合，注重继承前人成果与独立创新相结合，注重学术价值
与社会价值相结合等特色的基础上完成的。
这使得该书不仅具有历史的凝重、厚实，而且又具有视野的开阔，见识的深刻。
书中各种图表的绘制以及关于覆试与殿试的考辨，尤见功力。
　　《唐宋科举制度研究》选题视角别致，立论准确，论述充分，材料翔实，结构谨严，脉络清晰，
表述准确流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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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陳秀宏，男，1973年1月生，黑龙江勃利人。
1996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历史系，获史学学士学位，曾任教于齐齐哈尔大学历史系。
1998-2004年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史学硕士、博士学位。
现任职于辽宁大学唐宋史研究所,讲师。
目前主要从事唐宋史方面的研究。
曾在《文史》等学术刊物发表史学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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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司马光在《涑水记闻》卷三中，引景休语记载了夏竦师从姚铉学赋，后中进士的经历，云：　　
夏竦字子乔，父故钱氏臣，归朝为侍禁。
竦幼学于姚铉，使为《水赋》，限以万字。
竦作三千字以示铉，铉怒不视，曰：“汝何不于水之前后左右广言之，则多矣。
”竦又益之，凡得六千字，以示铉。
铉喜曰：“可教矣。
”年十七，善属文，为时人所称。
举进士，开封府解者以百数，竦为第六，贡院奏名第四。
　　以上所论是北宋庆历改革前的状况。
庆历新政之后，朝廷下令兴办地方州县学。
官学教育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在教学内容中增加了诗赋策论等课程，为学生经由学校应举提供了便
利，从而使官学得以兴盛起来。
只可惜由于范仲淹去职，革新以失败而告终，一切仍然如故。
此后虽一再兴学，官学有所发展，但能在官学里学习的毕竟是少数。
宋室南渡后，时局动荡，官学更是有名无实。
有宋一代，官学时兴时废，徒具虚文。
当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印刷术的发明、推广，教育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要求受教育的人数激增，而
地方官学体系中蒙学教育机构的缺失已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于是，私学教育便得到较大发展，并在
宋代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
　　宋代私学设置普遍，甚为发达，就其总体而论已超过唐代。
其形式除书院外主要有两种：一是师授，一是家传。
其中师授按其传授内容，又可分为蒙学及经馆、精舍两类。
蒙学也叫小学，主要是教蒙童识字和基本知识；经馆、精舍属于较高类型的私立学校，，主要是为年
龄较长、程度较高、准备参加科举考试的学生从事问学或学习时文而设。
当然这种从传授内容上的划分是粗略的，与其说是两种类型，不如说是私学教育的两个阶段。
　　宋代的蒙学教育种类较多，既有常年开课的私塾、义学（或义塾）、家塾等等，也有季节性的村
塾、冬学，而且设置相当普遍，几乎遍及每一里巷。
私塾是塾师在自己家中设学授徒，一般规模都不大，学生往往从十几人到几十人不等，也有少数达上
百人的。
塾师靠学童所缴学费（多为粮米等实物）维持生活，往往相当贫困。
义学或义塾是某一地方出钱设馆，延聘教师，以教育本族及乡里子弟。
范仲淹曾创建范氏义塾于苏州天平山。
之后，各地官员、士人纷纷效法。
因大多数义塾置有田产，较私塾而言其塾师的生活比较有保障。
此外还有家塾，是官宦世家为教育其家族子弟，延聘教师，设于家内的私学。
如著名理学家陆九渊、吕祖谦家都设有家塾。
以上是常年开课的蒙学。
此外，宋代农村还有季节性的村塾、冬学。
它是为适应农村生产的特点而开办的。
十月以后，农事已毕，冬闲来临，村童入冬学，识读一些《杂字》、《百家姓》等所谓村书，也是在
农村普及文化知识的一条重要途径。
可见，宋代的蒙学，形式多样，设置普遍。
学习内容以识字、习字为主，同时也负有施行道德教化的使命。
而实际上儒家的很多伦理教化功能都是在蒙学中完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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