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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举制不仅对从隋唐至明清时期的中国政治、教育、社会、文学等各方 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而且为东亚国家的科举制和西方国家的文官考试 制度所借鉴，对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教育也还有深
刻的影响。
科举学以科举 制及其运作的历史为研究对象，既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也是一门雅俗共赏 、引人人
胜的专学，与中国1300年间大部分知名人物、大部分书籍和几乎所 有地区皆有关系。
本书是第一部科举学专著，将古、今、中、外、文、史、 政、教等各方面的科举研究熔于一炉，系统
地论述了科举学的涵义、内容、 结构，重在科举学学理的阐发和学术史的梳理，并为科举学构建出一
个基本 的理论框架和发展平台。
书后还附有《新印科举古籍目录》、《科举学著作 目录》和《科举研究学位论文目录》，对科举研究
颇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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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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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应举者读书--考试--及第的目的多数是为了获得官职，就像现代人读书--考试--获得学位的目的多
数是为了就业或取得一个更好的职位一样。
然而，如同现代有个别人攻读学位纯粹是为了求取一种荣誉而没有功利的目的，科举时代也有一些人
博取科名只是为了获得学术文化活动的有利条件，中举后长期居于乡间，有的人应举仅仅是为了追求
科名的荣誉而不是为了当官，尤其是一些70岁以上的高龄考生。
这充分体现出科名代表了一定的文化水平，是一种学术头衔，与西方学位相同。
　　与爵位和官位不同，科名靠本人的才学得来，因而从来不具有继承性，一般情况下也不能赏赐。
唐玄宗时，玄宗身边的一个亲信希图将赏赐给其女婿的官位换成进士科名，玄宗答应后通知礼部给其
及第。
礼部侍郎将此事禀报宰相，宰相认为&ldquo;明经、进士，国家取才之地。
若圣恩优异，差可与官，今以及第与之，将何以劝？
&rdquo;结果只好作罢①。
可见在人们心目中，科名比官职更为特别，不能轻易赏赐。
宰相之所以敢将皇帝许诺的事情挡掉，其理由为：官职是一回事，天子可以一时兴起封官许愿，但科
名是另一回事，作为&ldquo;国家取才之地&rdquo;，有其学术标准，未达标准不经考试，想找皇帝走
后门也行不通。
又如，清康熙时，文果和尚因&ldquo;圣祖南巡见之，命入京师，居玉泉精舍，宠眷殊厚。
和尚一日携其孙入见，上问何事来此，和尚奏日：&lsquo;来此应举。
&rsquo;上曰：&lsquo;应举即不应来见。
&rsquo;盖防微杜渐，虑其希望非分之恩也&rdquo;②。
也说明在康熙皇帝心目中，科第名位颇为神圣，不可造次。
　　学位的本质特征之一是不可剥夺性。
科举时代士人一旦中举及第，其举人进士名号将伴随终生，不可分离。
&ldquo;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
&rdquo;既然举人、进士是一个人才学水平的标志，便具有终生不可移易的特点。
官职可以升降，职称可能随职业的改变而变动，但只要不是发现其获得学位过程中有作伪行为，代表
一个人学术经历和水平的学位与科名一般是不可褫夺的，即使其日后触犯法律处以重刑也是如此。
&ldquo;科名继世古来稀，高步何年下紫微。
&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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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科举学不仅是一个知识体系，而且是一个理论体系。
因此本书于一般的科举研究著作不同，主要不是面面俱到地介绍科举知识或研究科举制度，而是在探
讨科学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或者说带有普遍性和根本性的问题。
《科举学导论》重在科举学学理的阐发和学术史的梳理。
该书内容新颖、构思别致、结构完善、、逻辑严密，相信对&ldquo;科举学&rdquo;的辨析、对专学与
学科的异同与分野之探讨，对其他传统文化领域中的专学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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