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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举文学论》立足于科举文化大背景，以时代先后为序，选取科举与文人及其文学创作密切关
联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较为专门的探研。
其中关涉了自唐至清的部分科举文学内容，包括了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及科举文体诸方面。
在稽考文人读书科举生活的基础上，把握创作主体的生态环境、生命样态与心性特征。
对诸种文学现象、文人活动和文体的关注、聚焦、阐论，旨在揭示其颇为纠结的科举文化因缘，透视
其间的复杂关系，力图作出一些富有一定新意的诠解，并藉此尝试拓展古代文学研究的别样思路与学
术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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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子广，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人。
一九八四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著作有《科举与古代文学》（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状元诗人考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古
典文学鉴赏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参编书籍多部，发表论文数十篇。
近年兼事随笔散文写作，已陆续结集为《书本草》、《故纸乡愁》、《茶酒对》、《谒掌录》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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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论 儒家思想与文学考试
（一）科举制的产生、发展与儒家思想有着密切联系
（二）科举考试与尚文传统
一 唐代科举文化与诗歌繁荣
（一）唐代的科举尤其是进士科的以诗赋取士造成了诗歌的普及形成了朝野上下崇尚诗道、普遍学诗
的社会风气
（二）唐代的科举取士使庶族地主知识分子走上文坛改变了贵族独霸文坛的局面促进了唐风的形成并
从而成就了以诗歌为精神生活最高形式的唐人风范
（三）科举也造成了文士的流动、交游与聚合开拓了诗人的视野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内容促进了诗歌艺
术的发展
（四）进士初任之官的低微造成了唐代文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唐代诗坛出现了别样的声音和色彩
二 唐代古文运动与进士科举
（一）进土集团或阶层构成了中唐古文运动勃兴的基础
（二）进士科举以古文行卷与纳省卷风气的形成为古文运动的全面展开提供了有利契机
（三）韩柳相继以师道自任导启来学为古文运动的兴起和展开建立起素质较高的作者队伍并以此构成
文学集团
三 唐代科举与传奇小说创作的自觉
（一）由科举而形成的举人阶层遣兴娱乐和逞才延誉的需要既促使了传奇的兴盛也导致了唐传奇小说
对现实的关注及唐文人好奇心理的形成
（二）由于科举及其行卷的关系造成了唐传奇小说由重在传述奇事向抒情言志的转变“传”的样式兴
起爱情题材流行
（三）在科举文化大背景下唐传奇小说在艺术上充分文人化而表现出高度的自觉
四 北宋嘉祜二年进士科举与文坛风云
（一）北宋嘉桔二年以前的文坛状况
（二）北宋嘉桔二年进士贡举的标志性意义
五 张九成及其状元策
（一）张九成的仕履学行
（二）张九成状元策的思想内容
（三）张九成状元策的艺术特色
六 《西厢记》与科举文化
（一）《西厢记》与科举文化的关联
（二）《西厢记》充分揭示了科举文化与世族文化的矛盾冲突
七 宋元南戏中的士人婚恋主题
（一）宋代南戏以写士人发迹变泰、负心背德故事最为引人注目
（二）元代南戏在士人婚恋主题上的两大转变
（三）小结：由表层批判到深刻反思
八 明清科举文学概观
（一）以科举入仕为指归的文人教育与士林风习
（二）八股文化背景下的散文发展
（三）桐城文派与八股时文
（四）戏曲小说与科举的关联
九 《聊斋志异》中的科举士人群像
十 《贾奉雉》的思想深度
十一 《儒林外史》的科举文化批判
十二 优语讽谏中的科举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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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八股文破题佳话与蒙学语文教育
十四 纪晓岚《赋得绮丽不足珍》的诗学解读价值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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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唐代的科举取士，使庶族地主知识分子走上文坛，改变了贵族独霸文坛的局面，促进了唐
风的形成，并从而成就了以诗歌为精神生活最高形式的唐人风范　　科举考试士人“投牒自进”及其
一切以文章优劣为去取的原则，打破了魏晋以来的门阀取士制度，使庶族寒士得以人仕为官，甚而身
历显宦。
这种制度，无疑有着历史的进步意义。
从政治角度讲，它扩大了皇权的统治基础，剥夺了世族把持选举的特权，适应了庶族的政治要求和入
仕愿望。
当然，在实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唐代的这种新的选官制度对庶族寒士的关注程度和开放程度有一个
由小到大的渐进历程。
从唐太宗开始，庶族人仕机会陆续扩大。
贞观十五年（641）下诏各州“搜扬所部士庶之内”的各种优异人物及“文章秀异，才足著述”者，“
并宜荐举”（《唐大诏令集》卷一〇二，《求访贤良限来年二月集泰山诏》）。
进士科对举子的资历限制更为宽松，像李义府这样“家代无名”的人物也由进士身居宰辅之位。
统治者垂意寒浚之士而以科举登进之，至武后、中宗朝更为显明。
如果说贞观间之《氏族志》有排抑山东旧族之意，而代之以关陇贵族，不无残余之门阀意识的话，那
么，至武后修订《姓氏录》则始全面排抑全部世族。
《姓氏录》与《氏族志》两相比较，前者更为彻底。
《氏族志》崇重李唐皇室和今朝冠冕，对旧士族“一切降之”，以为贬抑之法。
而《姓氏录》则更加突出今朝冠冕的地位，而彻底排除旧土族，大力扶持庶族寒士阶层。
武则天对科举制度实行改革，广泛擢拔庶族寒士。
“其有文可以经邦国，武可以定边疆，蕴栋梁之材，堪将帅之任，无隔士庶，具以名闻。
”（《全唐文》卷九五，《求贤制》）通过制举与进士科，这一时期的庶族文士大量进入文坛。
此后，开、天之际，庶族寒士全面崛起，文人政治格局得以建立。
　　尤为重要的是，进士科的抬头及其日趋重要，反映了唐代世庶力量的对比和变化。
　　进土科的尚词华，以诗赋取士，在制度上为庶族入仕提供了某种保障。
进士所取为具当代之诗赋才能者；世族所习，为传统经典儒统。
世族拘守故常，而庶族则多趋新异，故而唐诗之兴盛由之而起。
当然，此其大较，并不因此排除有个别例外；何况世族与寒士之界限也非一成不变。
　　这种新变的出现，对唐风的形成意义十分重大。
学者已多论及之，不再辞费。
今拟就“盛唐气象”与科举之关系略作阐论，以此概见其一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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