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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丰富的方志登科录及笔记等资料，排比、考证勾勒出明代解
额由明初的“不拘额数”到乡试解额制度形成的轨迹，并阐明区域解额配置变动的原因，在于明廷利
用科举取士手段平衡社会智力资源、增强区域政治实力的。
这对于今天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区域配置和调整仍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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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汪维真，1965年出生于安徽桐城县。
1986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
1989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获硕士学位。
现为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副编审、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
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史学集刊》、《安徽史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
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和期刊编辑出版史。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明代乡试解额制度研究>>

书籍目录

绪论  一  科举制度的广泛影响  二  明代乡试与乡试解额  三  明代科举与乡试解额制度研究史  四  本书的
研究方法、意义和结构第一章  乡试解额制度的逻辑继承及其与现实需要间的错位——洪武、建文、
永乐三朝解额制度的虚悬  一  乡试解额制度溯源  二  洪武开科诏对各直省乡试解额之规定  三  洪武朝
乡试录取政策解读  四  明初三朝乡试录取非依解额的实态考察第二章  明代乡试解额制度的初步运行—
—洪熙、宣德、正统三朝乡试解额的变动与实施  一  洪熙元年各直省乡试解额的重新议定  二  宣德朝
乡试解额的局部调整  三  熙宣解额体系实施状况考察  四  正统初年乡试解额的全面调整  五  乡试解额
制度运行之影响第三章  景泰解额体系的推出和平稳运行  一  景泰初特殊背景下“不拘额数”政策的推
行  二  景泰七年全国性乡试解额的调整  三  景泰解额体系运行中的局部变动  四  景泰解额体系运行状
况考察第四章  万历解额体系的推出、运行和终结  一  万历四十三年乡试解额的大范围调整  二  启祯两
朝新帝登基对首科乡试之临时加额  三  启祯间宗生、圣裔乡试中式政策之制定  四  万历解额体系运行
状况考察  五  崇祯十五年全国性的乡试解额调整第五章  云贵乡试的合分及其解额的变动  一  云南开科
之始与贵州附搭乡试  二  云贵合试时期乡试解额的变动与分配  三  贵州争取独立开科之过程  四  云贵
分试后两省的乡试解额变动  五  云贵开科对地方文化事业发展的影响余论  一  乡试解额制度与乡试解
额体系  二  乡试解额变化动力和变动类型  三  与解额制度相关的举人总量估算方法的设想  四  乡试解
额制度蕴涵的区域均衡原则的启示参考书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明代乡试解额制度研究>>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乡试解额制度的逻辑继承及其与现实需要间的错位　　——洪武、建文、永乐三朝解额制
度的虚悬　　乡试解额制度始创于北宋真宗年间，以后各代相沿变化，遂成乡试录取制度。
蒙古贵族以少数民族身份定鼎中原，建立元朝，在汉文化的影响下也曾开科，在乡试录取环节继承了
宋代的分区定额制度，并结合其民族特性做了改造，将各考试区域的名额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
四个等级分配。
吴元年（1367）十月，起义首领朱元璋在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的檄文中曾标榜要“复汉官
之威仪”①。
其实，元代的许多制度是继承唐宋而来，并非独创，不是其任何制度都可打上民族烙印的，所以朱元
璋的复汉官威仪的口号不过是一面凝聚汉人反元的旗帜和表明自己政权正统性的说辞而已。
从制度自身发展的逻辑看，明代不能割断历史发展的脉络，必然要继承元代乃至汉、唐、宋的制度体
系，并在原有基础上结合新的变化条件进行改造和发展。
作为国家制度体系构成部分的乡试解额制度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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