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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举文化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在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虽然科举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影响最为深远的考试制度与人才选拔制度，连同产生它的土壤封
建社会一样，已经退出历史百年，一去不再复返，然而，这个在中国经历了千年的特殊文化现象的载
体——江南贡院，却至今仍屹立于南京的秦淮河畔。
当今，江南贡院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历史见证，同时作为一种不可多得的文化遗迹，成为
中外游客向往的游览名胜。
　　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有其灿烂辉煌的过去，曾经较长时期地领先于世界，并对东方文化，乃
至全球文化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在这个文明古国里，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
民族文化，千百年来在教育和陶冶人的思想、性情、品格，提升人们的整体素质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独特的作用。
　　中国文化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等，至今仍是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本，延续中华
民族魂魄之所在。
先进文化是人类文化进步的结晶，又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影响人类的精神和
灵魂。
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和借鉴优秀的文化传统，必须立足本国国情、结合新的实
践加以创新。
　　传统中国又是一个科举大国。
江南贡院是中国科举制度兴盛成败的见证，是科举制度的千年化石。
在封建社会，学子们的唯一出路是皇榜高中，走上仕途。
自隋朝立科举以来，科举制度及其文化存在了1300多年，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整体面貌
。
清朝末年，废除科举，至今也有一百多年了。
正如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何怀宏先生所说，这是“‘亘古奇变’的二十世纪所发生的一件最早的
最重大事件，其意义要超过一个王朝的覆灭”。
我觉得他的判断不无一定道理。
　　然而，百年之后，在许多人的印象里，江南贡院及科举似乎只是一个特别古怪、恶劣、陌生而阴
暗的东西，已经远远走出生活，成为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其实不然。
因为它以潜在的方式，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持续作用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意识、精神等层
面，并走向世界，仍在发生极大的作用。
有史料证明，今日欧美发达国家的“公务员”录用、考试规则等，就是受中国科举制度的启发和借鉴
而形成的。
　　江南贡院和“中国科举”的演变历史怎样？
产生了哪些不同类型的典型人物？
有过什么正面与负面作用？
它和现代教育有什么衔接？
废科举就等于它一无是处吗？
科举在中国历史上究竟有哪些功能、意义？
科举制与现代文官制有何关系？
科举制与现代社会包括现代教育制度有什么区别？
我们能否从中吸取、继承什么有用的东西等问题，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反思的问题。
　　初建于宋、发展于明清的江南贡院是中国古老文化中一颗耀眼的明珠，在科举的发展史上，有着
十分重要的地位。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江南贡院>>

早在明代，就与北京贡院有“南闱”、“北闱”之称。
它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兴盛时可同时容纳两万多举子考试。
它漫长的历史发展，深沉的文化积淀为南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遗产。
　　所谓文化，当是指人类活动作用于社会、自然界和人本身的产物。
它大致是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大系统形成的统一体。
《周易?贵卦》所讲“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对“文化，，的抽象概括。
而文化遗产则是文化在世代传递的连续性基础上所创造的一种渐进型的物质的或精神的积累。
肖振才先生《江南贡院》一书介绍的内容就是属于文化遗产范畴。
　　本书作者系统整理了江南贡院的历史发展，以“说话”的形式介绍了江南贡院的演变过程，以帮
助读者了解科举，了解贡院，为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科学的公务员制度、教育体制改革提
供借鉴。
同时，对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促进南京的旅游事业的发展，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千方百计地搜集了百余幅老照片和多位贡院名士的事迹、轶事，读来使人
十分轻松，真实感人，对于今人理解科举时代的中国社会，起到了“点睛”的作用。
　　本书不失为一本集普及性、权威性、资料性、学术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好书。
相信它一定会得到读者喜爱的。
　　杨永泉　　2007年4月于南京玄武湖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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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举文化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在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它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影响最为深远的考试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
坐落在南京秦淮河畔的江南贡院，作为我国古代规模最大的科举考场，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科举制度
的历史见证，亦是一处不可多得的文化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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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理事，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刊物处正处级调研员。
先后在南京湖山煤矿、南京建材设备厂、南京工商银行等单位从事党务和管理工作。
1987年参加《中共中央南京局》的史料征集和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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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市探秘》、《智慧?技巧·财富》等，先后在省市以上报刊上发表理论和专题文章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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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说的是，荐举的秀才，连书都没有看过；察举的“孝廉”，连父母同居都不能做到；录用的高官，看
似清白实际上是腐化堕落一塌糊涂；位居要职的大将，胆怯得像鸡一样。
这样的“察举”、“征辟”，实在是误国殃民。
　　上品无寒门的“九品中正制”　　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大动荡的分裂时代。
在群雄纷争，社会动乱的情况下，各派政治军事势力为争霸天下，出于其长远的战略考虑，非常注重
网络人才，以壮大自己的力量。
　　东汉末期，以豪族地主逐步垄断了政权，他们大量兼并土地，扩大自己的特权。
而庶族地主则希望在封建政权中占有一席之地。
地主阶级的这一要求，与“察举”和“征辟”的选官制度产生了较大的矛盾。
　　汉末，军阀混战中脱颖而出的曹操，虽出身低贱，却以卓尔不群的政治军事才能，顺应王朝更迭
的规律和政治契机，逐个消灭了黄河流域的大小割据势力，基本统一了北方。
为图霸全国，曹操一反汉末僵化、教条的腐败虚伪之风，实行了开明政治。
　　在选用官员上，曹操大胆使用出身低贱的人物，实行“唯才是举。
以备录用”的方针。
据《三国志·魏书·武帝》所载，曹操在建安二十二年（218）发布的“察举”命令中说：商代的伊尹
早先是有莘氏女嫁给汤时陪嫁男奴，因精通治国之道。
而被汤授予国政大权：春秋时齐桓公不避讳管仲曾有过小偷小摸行为，而成就了霸业；汉代的丞相萧
何曾为沛县小吏、大夫曹参曾为沛县狱吏，韩信也曾为强者的“胯下之夫”，“负污辱之名，有见笑
之耻，卒能成就王业。
声著千载”。
他又说：在选人任官时不要求全责备，要用人所长，对于能够治围安邦的人才，即便品行不周也不要
遗弃他们。
有的人虽缺礼少德，但“果勇不顾，临敌力战”，“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有的人虽“负污辱之
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仍要“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在这一用人之道的指导下，曹操招揽了大量的英雄豪杰，为建立自己的集权统治创造了条件，“
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原则逐步形成。
　　曹丕称帝后，命吏部尚书陈群制定了一套完整的九品中正法。
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在“察举”、“征辟”的基础上通过评定品级，将“察举”、“征辟”的对
象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下等九等。
 《资治通鉴·魏记》记载，文帝黄初元年（220）“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
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
即由各州府设立“中正”官员，按九品法推荐出上等士人，再由朝廷任命的“中正” （相当于今天的
组织部部长）到各州府“评品”推荐可以到朝廷做官的人选。
　　如何将被推荐的人物分为九品，这需要有一套标准。
据《通典，选举三》记载：魏明帝时，为区别人品，排除七嘴八舌的议论，以便在混杂难辨的争论中
明辨是非，明帝诏令散骑常侍刘劭“作都官考课之法七十二条，考核百官”。
并要求各州郡依照七十二条标准，对备选人士进行贤、孝、德、才的考核，“然后察举。
或辟公府，为亲人长吏”。
但是，能够参加评品的人，并不是贫民百姓，而起码是中小地主和文化人。
所谓九品的高下，只是封建地主阶层中能够担任官职的那部分人之间的区别。
一般说来，凡是被列入品第的人，也就有了做官的资格。
　　西晋之后，几品中正制逐渐被实力雄厚的门阀世族所把持，从而形成“上品无寒士，下品无势族
”的局面。
正如《晋书，段灼传》所说：当今的评品、选举，纯属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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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能居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权势者）之昆弟也。
”　　几品中正制，重家世，轻才德，把血缘、门第、举鉴等作为评选准则，使真正的贤才被排斥在
外，贵胄纨绔子弟则高居显位。
同时，此类选任官员之法，因无统一的标准可循，以致显要官职尽被门阀世族垄断。
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的诗人左思就曾经针对“上品无寒门（贫贱家庭）、下品无世族（王公贵族）
”的现象发出喟叹，以“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为喻，抒发怀才不遇的愤懑之情。
　　开启寒门庶族入仕做官的新途径　　魏晋以后，豪门势衰，寒门庶族政治势力逐渐兴起。
　　隋炀帝建隋之初，仍实行“九品中正制”，因避隋文帝杨坚之父杨忠的名字，遂称为“九品中正
”为“州都”。
开皇十八年（598），隋文帝为适应封建经济的发展，加强中央集权，下令废除九品中正制，并布告全
国：“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斡济二科举人。
”即通过公开的考试，选拔“志行修谨”的有德之士和“清平斡济”的有才之士担任官阶五品的朝廷
“总管”、“刺史”。
从此，便开始了分科举人之先河。
　　隋炀帝杨广为补充各类官员的需要，又扩大了分科范围。
大业三年（607）四月，炀帝诏令：“文武有职事，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
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骁壮十科举人”，即通过十个不同科目的
考试，录用素来孝道忠诚、品德高尚、廉洁奉公、有治国理财之能以及身怀绝技、善于用兵的人才。
　　分科举人，开启了寒门儒士登上政治舞台的途径，摒弃了依靠少数人选官的流弊，克服了王公贵
族的血统论，使朝政焕然一新。
炀帝大受鼓舞，连续几年又开科取士。
据《隋书·炀帝上》记载，大业五年（609）六月，炀帝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治，膂力挠壮、
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
”这里的“十科举人”、“四科举人”，虽然只是偶一行之，还没有成为一种制度，但是，科举这一
名称则从分科举人而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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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江南贡院》作者系统整理了江南贡院的历史发展，以“说话”的形式介绍了江南贡院的演变过
程，以帮助读者了解科举，了解贡院，为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科学的公务员制度、教育体
制改革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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