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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云南古代举士》是一部难得的云南古代教育（科举）史研究专著。
其特点有三：一是地方性，二是史料性，三是系统全面性。
像这样专就云南科举历史研究的专著，在我省可说是具有填补空白的性质。
就其学术价值而言，首先是史料的翔实和丰富，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其次，以历代举士的方法以及录取的人物为实证材料，有说服力地理出云南历代教育发展的脉络，说
明科举选士制度对云南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所起的重大促进作用。
再次，通过历史的史实，说明人才培养对一个地方的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性。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启示，那就是通过科举考试，可以看到中原文化（汉文化）对云南民族的深刻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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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我国古代取士　　建国固治，富民兴邦，都有赖人才。
人才何来？
我们的古人采用了很多有效的选才办法，创造了&ldquo;世界各国中所用以选择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
度&rdquo;（孙中山《五权宪法》）。
　　第一节禅让制和选士制　　一、禅让制　　《礼记&middot;礼运》明白地说：&ldquo;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
&rdquo;如果把&ldquo;天下为公&rdquo;作为理想社会状况的概括或发展目标，那么其首要表现、首要
措施，则是&ldquo;选贤与能&rdquo;。
选贤与能，就是通过选举产生部落、民族的首领，传说中的挚，尧、舜、禹更替即是。
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ldquo;禅让制&rdquo;。
禅让，不是某个人想让谁就让谁，而是公议公推的结果。
譬如，尧让位以前，先征询&ldquo;四岳&rdquo;（四位部落首领）的意见：&ldquo;咨，四
岳&mdash;&mdash;汝能庸命巽朕位（你们谁能接替我的职位）？
&rdquo;四岳都说不能，一致推举了舜。
人选初定以后，还要进行多方考查：尧&ldquo;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男与处以观其外&rdquo;
，&ldquo;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
&rdquo;（《史记&middot;五帝本记》）不仅考查社会活动（外），还要考查家庭生活（内）的表现；
不是一两个人、而是十来个人（二女九男）专司考察；不光考察为人处世，还要看治事管理（五典百
官）能力。
反复多方面考察定了，才禅位于舜。
舜逊禹登，也经历了同样的推验过程。
《史记&middot;复本纪》说：&ldquo;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
&rdquo;为嗣，就是禹作为备用继承人被考核试用。
　　最早的这种禅让，离不开考和试，《尚书&middot;尧典》有清楚的记载。
为治理洪水，众推鲧主事，四岳建议：&ldquo;试可乃已（一作：试不可用而己）&rdquo;。
后来，四岳推荐舜时，尧也说，&ldquo;我其试哉&rdquo;。
舜继位前，尧召舜日：&ldquo;格汝舜，询事考言。
乃言底可绩。
&rdquo;这些，都强调了试和考的必要。
　　对于文明初起的这种禅让现象，史家都是肯定的；至于禅让的细节，则有很多传说推演的成份。
从传说中可以看出，那时的考试并不是一种制度，没有明确的稳定规矩，但却是选用人必用的方法。
不经过推举考选，在生产资料公有的原始社会后期，是不可能的。
即使在民间，儿童少年也要接受教育，参加一系列学习和训练。
到将成年时，经过&ldquo;成丁礼&rdquo;，才能算合格的原始公社成员。
实际上，成丁礼就是一种资格考试。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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