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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融合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
社会的历史沉积。
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本民族的文化。
我们只有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才能更好地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具有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意识
。
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一个民族的存在依赖文化，文化的解体就是一个民族的消亡。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广大民众对重塑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愿望日益迫切。
作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继承并传播给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
代，是我们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国文化知识读本》是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吉林文史出版社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学者
编写的一套旨在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
该书在深入挖掘和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同时，结合社会发展，注入了时代精神。
书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
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
　　希望本书能为弘扬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一份绵
薄之力，也坚信我们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早日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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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举，始于605年的隋朝，发展并成熟于唐朝，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被废除
，历经一千三百年，被称为中国古代的一项重要“发明”。

关于科举的功过是非，历来雾里看花、莫衷一是。
然而，科举制度在华夏大地绵延了十三个世纪之久，自然有它赖以存在的道理，今天，把科举放在历
史长河中，我们更应理智地审视这一特殊的考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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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整个隋朝的三十几年间，总共举行了四五次科考，共录取秀才、进士十二人。
唐朝继承并发展了这～制度。
唐朝的科举分为常科与制科两类。
常科每年举行，制科则是皇帝临时设置的科目。
常科的考生有生徒和乡贡，常科名目很多，依据应举人的条件和考试内容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
法、明书、明算等科。
生徒是在国子监（国子学、弘文馆、崇文馆）、各地学馆入学考试合格的学生；乡贡则是通过府试、
州试的人，又称举人，考取第一名的称解元或是解头。
通过朝廷尚书省的省试者称为进士及第，考取第一名的称状元，其余分甲第和乙第。
　　唐朝初年，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科举考试。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科举考试改由礼部侍郎主持，这是因为郎官地位太低。
唐代科举中最常见的科目是进士和明经。
进士一般考试帖经、杂文、策论，分别考记诵、辞章和政见时务；明经一般为试帖经、经义、策论。
所以进士和明经的区别主要在于辞章和经义，当时的人一般重进士，轻明经。
进士每年录取名额不过三十人，加上明经也只在百人左右。
　　除了每年的常科考试外，还有临时不定期由皇帝亲自主持的科举考试，叫制科。
唐代制科的科目有百种，如博学宏词科、文经邦国科、达于教化科等。
参加制科的人不仅有白身，也包括有出身和官职的人。
应试者可以由他人举荐，也可自荐。
开元以后，全国参加制科的人“多则两千，少犹不减千人”，所以“所收百才有一”。
考试以策论为主，也考经史和诗赋。
录取后“文策高者，特赐与美官，其次与出身”。
制举以开元时期为最盛，文宗大和以后就很少举行了。
　　武则天主政时，曾首创了由皇帝主持，复核进士资格的殿试和取武将的武科。
整个唐朝的科举取士约一万人。
唐代的宰相中，百分之八十是进士出身，可见科举的成效。
但科举也并不是唐代招纳人才的唯一方法，“门荫入仕”和“杂色人流”也是唐代重要的入仕途径。
到了唐代后期，出身寒门由科举入仕者渐多，与世族门荫入仕者形成两大官僚派系集团，互相倾轧，
史称“牛李党争”。
　　宋代进一步改良了唐朝的科举制度，确立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体制。
宋代之所以改良科举制度，其中重要原因是皇帝想要加强对取士过程的控制，减少考官及士子联党结
派的可能。
自宋太祖开宝六年起，取录的进士一律要经过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最后一关——殿试，名次也由皇帝亲
定。
自此以后，进士都是“天子门生”，而不再是考官的门生。
为了保证考试公平及公正，宋朝对考试的规则进一步完善，以免考生或考官作弊。
另一方面，宋代取士的数量大增，每科进士通常达数百人，并且放宽了应考条件，不论财富、声望、
年龄如何都可以应考，对偏远地方的考生更给予支持，赠与路费。
　　宋代的科考分为三级：解试（州试）、省试（由礼部举行）和殿试。
解试由各地方进行，通过的举人可以进京参加省试。
省试在贡院内进行，连考三天，为了防止作弊，考官均为临时委派，并由多人担任。
考官获任后要立即奔赴贡院，不得与外界往来，考生到达贡院后，要对号入座，同考官一样不得离场
。
试卷要糊名、誊录，并且由多人阅卷。
而殿试则在宫内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及定出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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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宋代起，凡于殿试中中进士者都会授予官衔，不需要再经吏部选试。
自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起，定期开考，三年一科，之后为明、清两朝所沿袭，至科举被废为止
。
　　宋代灭亡后，至元仁宗延祜二年（1315年），再次开办科举考试。
元代科举分地方的乡试和在京9币进行的会试及殿试。
元代从仁宗到顺帝灭亡时为止，科举时办时废，只举办过大约十次，取士一千余人。
但元代科举所选人才通常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元代政府中产生的影响也不大。
　　明朝的科举在宋代的基础上继续改良发展，制度已经非常完善，规模也更加庞大，参加科举的人
数也大大增加，但是考核的内容却开始僵化。
明朝二百多年共开科八十九次，取进士一万七千人。
清朝科举基本承袭明朝的制度。
清朝开国之初，曾在顺冶年间两次分满汉两榜取士，之后改为只有一榜，但不鼓励满人、蒙古人参加
，把科举入仕之途留给汉人，即所谓“旗人不占鼎甲”。
清朝近三百年间共开科一百一十二次，取进士二万六千余人，进土前三名中只有三人是满人，其中两
人是顺治分榜时所取。
明清时期，正式由国家举行的科考分为三级：乡试、会试、殿试。
在参加正式科考以前，考生先要取得“入学”的资格，即成为生员。
入学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称为童试的县、府、院三级考试，这是大部分士子所用的方法，被认为是
入仕的正途。
另一个方法是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监生中有皇帝恩准的“恩监”，还有因为其长辈曾为国建功立
业而特准的“荫监”，最常见的方法就是通过捐献金钱财物而成为“捐监”。
监生虽然也可以参加乡试、会试，但一般被认为是“杂流”，就算能考中进士，地位也较低，不受重
视。
　　鸦片战争后，科举考试的内容渐渐与时代发展的需要脱节，加上“西学东渐”和学校教育的崛起
，科举制度渐渐衰落。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京考会试的举人集体请愿，康有为、梁启超等举人们的建议
之一，便是改革科举，兴办新学。
百日维新时，科举一度被废，但在戊戌政变后再次被恢复。
1901年，清政府废除考试用八股文，到了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9月2日，经袁世凯奏请，慈禧以光
绪名义发布谕告：“着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
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自此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宣告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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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文化知识读本》是一套旨在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
读本。
该丛书在深入挖掘和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同时，结合社会发展，注入了时代精神。
书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
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
 　　《古代科举》为“中国文化知识读本”之《古代科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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