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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制艺俗称“八股文”，是我国古代科举制度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实用文体。
作为一种艺术化了的古代论说性实用体裁，它对封建社会人才的选拔与培养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加之它是一种与我国传统韵文样式有着渊源关系的解释儒家经典的古代文体，并在思维与写作方面包
含某种合理内核，今天的学子应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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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伟凡，1961年生，198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就学于北京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获
文学硕士学位。
现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教学部主任，北京写作学会常务理事。
有专著《大学语文探路》、合著《语病汇解800例》，曾主编《大学语文新教程》、副主编《实用经济
应用文写作》、参编《写作新教程》等，曾参与《当代汉语大辞典》、《古代散文鉴赏辞典》等的编
纂，并有多篇学术论文和散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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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言　　第一节　制艺问题的症结　　制艺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种特殊文体，也是跟诗
赋词曲和骈文一脉相承的一种文体。
作为一个民族的独特“发明”，它成为我国古代的文官考试工具，影响深远。
但是，近代以来，却被误为“祸国殃民”，而长期被当作封建垃圾和形式主义的符号，这是民族文化
史上的一个冤案。
　　制艺从萌芽发展到争议废弃，历时近千年。
其争议主要发生在明清时代的四书文阶段。
批判论点常常张冠李戴，把制艺看作各种罪恶之渊薮，甚至把卖国割地等封建主义的政治罪恶也推到
一种文体上，以期在避免触犯封建朝廷的前提下引发当时的制度改革。
应该看到，任何一种文体都有局限性，只能量体裁衣，不应削足适履。
进一步说，任何文章都有内容和形式之分，不应不加分别，更不应把形式主义和形式科学混为一谈。
这就是以往对制艺造成模糊认识的症结所在。
　　从制艺的历史进程看，它是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共生共存的一种考试文体，即从隋唐时代开始逐
渐发展终至成熟。
当时中国的文官选拔制度由于开科举士而出现了重大改变。
由于科举制度的实行，开通了中国社会下层知识分子通向上层官僚的新路，明显优于以往的封建世袭
、门阀制度和察举甚至九品中正制，这些制度要么任人唯亲，要么主观臆断，弊害显然。
随着统治阶级对儒士的要求日益不同，科举制度的内容也因之变迁。
盛唐时期曾经以诗为其考试科目，宋朝变为考试经义，明清又变为考试制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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