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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我国古代，国家采用科举考试的方式，来选拔人才。
所谓科举，本来就是“以文章取士”，这个“文章”包括了诗赋及骈、散各体文。
所以科举自身就是取士制度与文学的结合体，而将“科举”与“文学”联系起来进行交叉研究，唐、
宋时代的学者便已肇其端；以现代理论和方法进行科学研究，则始于上世纪。
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在唐代科举与文学研究现在已有了很好的成就。
作者受他们启发，于是对宋代的宋代科举与文学进行研究，数年来，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本书从科举制度研究、科举文体研究、科举与各种思想文化之关联互动研究、科举与文学之关系研究
等四个方面，分十九章进行论述，资料详实，分析具体，有很好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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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祝尚书，1944年10月生于四川阆中。
1982年获硕士学位。
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博士生导师。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学术带头人，宋代文学研究会理事。
著有《卢照邻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宋人别集叙录》（中华书局，1999）、《宋人
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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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宋代科举的科目设置科举的“科目”，有如竞技体育的“项目”，项目一定，运动员才有竞
赛的内容和竞争的对象。
宋代的科目，大体承袭唐制，分常科、制科两大类，但具体科目又有所因革，不尽相同。
北宋末，增置所谓“词科”，它与常科、制科都有区别，是宋代自创的一个科目。
第一节　科目概述所谓“常科”，简言之即常设之科，朝廷预定考试的内容和方法，定期举行考试。
唐代的常科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六科，而其中的“明经之制，有《五经》
，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
唐中叶以后，常科以进士科最受社会的重视，成为举子们主要攻习的对象。
宋代的常科科目，《宋史·选举志一》叙曰：“初，礼部贡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
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
”“九经”以下至“明法”九科，宋代一般不叫“明经”，文献多统称为“诸科”，而另设有“明经
科”，盖相区别故也，——但也有称诸科为“明经”的。
就考试方法论，诸科与唐代明经科大体相似，但另设的明经科则不尽相同（增加了大义及时务策），
这我们将在后面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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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1999年我在《文史》上发表第一篇关于宋代科举与文学的论文算起，到现在已经八年了。
八年来，我共在此主题下写了二十多篇论文。
去年夏天，将其中的二十二篇编为专题论文集《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于今年三月由大象出版社出
版，谬得学界和读者的好评，半年后又重印一次。
但研究工作还远没有结束，正如我在《考论》的《后记》中所说：“这只能算是研究进程中的初步成
果，⋯⋯将继续努力，以期撰成一部更为满意的专著《宋代科举与文学》来。
”又经过一年半的努力，目前奉献给读者的这本书，就是那时所谓“更满意”的专著了。
应当说明，本书以系列论文为基础，也就是说，书中所讨论的问题，有相当部分已见于《考论》；但
也更需说明，本书并不是《考论》的简单重编或改写，这表现在：《考论》有的论题，这里在内容上
作了许多补充，对某些论点也有所修正；《考论》中有些篇章，这里或压缩或节取，有的干脆删去，
并非悉数照搬；而本书中的大量内容，却并不为《考论》所有。
换言之，《考论》与本书研究的虽是同一个课题，但前者只是部分前期和阶段性成果，本书方是完整
的最终成果，它们是既有联系又各不相同的两本书。
在本书脱稿之际，环顾书屋，心里喜惧交并；或者象我在另一本书的后记中所说，惶恐多于欣喜。
应当实事求是地说，对“宋代科举与文学”这个课题的研究，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结果如何，虽
然有着基本的自信，但限于才、学、识，又决不敢自是，尤其是那浩如烟海的宋代文献，根本不敢说
已经阅读穷尽，即使读过的，也可能与一些重要史料失之交臂，说不定哪天冷不丁地冒出来，足以修
正某些结论。
所有这一切，都还得靠读者和时间去评判、验证。
而先前自诩的所谓“更满意”的专著，怕是象有的导演所说：“更满意”的是“下一部”。
不过，这个研究领域，我也许还会撰写论文，但已经没有“下一部”了，下一部该是别的学者的大著
，到那时，本书就作为引玉之“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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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宋代科举与文学》由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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