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唐代科举制度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唐代科举制度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301164549

10位ISBN编号：7301164548

出版时间：2010-3

出版时间：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吴宗国

页数：27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唐代科举制度研究>>

内容概要

科举之名始于宋代。
唐代贡举制度宋以后也习称为科举，因为它已具备了科举制的最基本的特征，故本书亦以科举名之。
本书追述了科举制度的产生过程，论述了科举在唐代选官制度中的地位变化，对唐代科举制度中常科
和制科中一些主要问题、科目选和学校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阐述，还探讨了进士科考试科目和录
取标准的变化，并对由科举制度发展而产生的座主门生关系、请托行卷盛行、门荫衰落和进士家族、
社会等级再编制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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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宗国，1934年出生于南京，祖籍江苏如皋。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隋唐史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
主要著作有《隋唐五代简史》、《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主编）、（CON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
主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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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三为超拔群类（开元六年）、拔萃（九年、十三年、十六年、十八年、二十四年、天宝八载）、茂
才异等（开元十年）、贤良方正（开元十四年、天宝元年）、多才（开元二十一年）等超拔之科；其
四为高才沉沦，草泽自举（开元十五年）、才高未达、沉迹下僚（十七年）、高蹈不仕（天宝四载）
、风雅古调（六载）等。
其五为王霸、牧宰（开元二十三年）、博通坟典、才可宰百里（天宝十载）等理人之科。
此外，还举行过一次洞晓玄经科（天宝十三载）。
在这几类科目中，文学之科主要集中在开元五年至十年之间，韬略之科主要集中在开元九年至十五年
间，而在开元十三年至二十三年间，则主要是拔萃和才高未达一类科目。
至天宝年间，制举主要集中在天宝元年和天宝十三载，其他时间没有什么实质性科目，也没有选拔出
什么突出人才。
玄宗开元五年至十五年期间，制举以文学之科和韬略之科为主。
这是与玄宗在开元之治逐步形成后，锐意于文治武功相一致的。
开元中年又连续几次以才高位下、沉迹下僚为科名，则是为了协调地主阶级内部的某些关系。
天宝年间虽然平均年科次与开元时相近，但平均1.7 年进行一次，仍低于开元时1.3 年一次的水平。
除天宝三年和十三载有文词秀逸、词藻宏丽和军谋越众等科，其他年代分别为博学宏词、高蹈不仕、
风雅古调、拔萃、博通坟典、才可宰百里等科，没有显示一个集中的主题。
这与天宝年间李林甫当政，主要是以吏干来选拔官员，也有密切的关系。
开元、天宝时期设科的这种情况说明，开元前期，玄宗虽曾想通过制科来选拔一些经邦治国、明于韬
略的人才，但由于神龙以后，文学取士成为主要的潮流，因此，除了选拔出王翰、孙逖、达奚殉、苗
晋卿等文士外，并没有选拔出什么杰出的政治人才。
而随着开元之治局面的形成和社会矛盾的迅速发展，开元中年以后迫切需要一批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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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科举之名始于宋代。
唐代贡举制宋以后也习称为科举。
这是因为它已具备了科举制的最基本的特征，故本书亦以科举名之。
本书仅就唐代科举制度中一些主要问题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论述，没有触及的问题还有很多。
十几年来科举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有了很大的发展。
唐代科举，学者们也从不同的方面去进行新的探索，取得了许多成就。
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这些包含了最新研究成果的论著。
当年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参考了海内外学者有关科举的论著，受到诸位师友的鼓励和支持。
在刘雪枫先生的督促和努力下，本书1992年12月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初版以后，受到了爱好唐代历史和文化的朋友们的关心。
我还听到不止一位年轻的朋友说，他们买不到本书，就只好复印。
这些都使我倍感欣慰，但也感到十分愧疚。
时间虽然过去了十八个年头，但我在本书中的基本看法并没有变化。
因此这次修订没有进行大的改动，只在个别地方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
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刘方女士又给了这本书再版的机会，在此，我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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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唐代科举制度研究》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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