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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举是一种离我们既远又近的传统考试制度，它已走入历史，属于已经过去的时代。
在当今中国已不可能再度恢复，但它又有抹之不去的历史记忆时常被唤醒，还有大量的历史遗迹和踪
影可以追寻，甚至还以不同的形态在现实社会重新复活。
《中国科举文化》五个部分的内容虽然不能囊括中国科举文化的所有方面，但基本上涉及了科举文化
的主要方面。
无论科举制的是非功过如何，它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要素，或者说是中国历史与文化中的重大
存在。
不管我们是否意识或是否承认，科举文化这种存在照样在起作用。
因此，充分认识并深入研究科举文化，在今天还有明显的现实意义。
但愿《中国科举文化》的出版，能促进中国科举文化的研究，并为科举学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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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海峰，福建人。
1977年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1984年硕士毕业后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工作。
1988年在职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2年晋升教授，1994被评为博士生导师。
2000年开始担任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现任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已出版《科举学导论》《高等教育历史与理论研究》《高考改革的理论思考》《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
》《科举制与“科举学”》《中国科举史》等著作19部，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教育研
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
曾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部、省级一等奖6次。
2005年被新浪网评选入围“年度文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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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一、科举制百年祭科举制百年祭为科举制平反重评科举制度终结盲目批评科举的时代科举制为何
需要平反昭雪为科举正名外来势力与科举革废科举停废与文明冲突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榜进士二、
科举制的兴起“科举”释义与科举制的起始年份唐代秀才科存废与秀才名目的演变唐代俊士科辨析唐
代的科举出身与铨选入仕唐代考试糊名起始时间再析“韩门弟子”与中唐科举唐代学校与科举的消长
唐代选举取士中的经术与文学之争贡院——千年科举的背影三、科举教育的得失论书院与科举的关系
科举学与书院学的参照互动双刃剑：科举考试的利弊分析科举考试的发展规律科举能否选拔真才科举
：中国古代的高教自学考试论科举的智力测验性质“科举学位说”可以确立四、科举文化的影响科举
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科举文学与科举学东亚科举文化圈中国对日朝越三国科举的影响科举西传新证科
举西传说的来龙去脉科举制——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博状元饼——科举文化的独特遗存从状元筹到博
会饼五、“科举学”的形成“科举学”古今含义的演变科举学的旨趣科举学——21世纪的显学科举学
：一门古老而全新的学问科举学：一门引人入胜的专学科举学研究与教育考试改革科举文献与科举学
“策学”与科举学百年回眸科举学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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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但是，对待古代文艺作品，许多人以现代的观点来取舍，例如，批判科举的小说《儒林外史
》和《聊斋志异》中的内容被选人语文教材，而大量称赞科举为贫寒士子改变命运的戏剧作品或传奇
小说，被看成题材落后而被忽略。
即使在中文系的古代文学课程中，谈到状元戏或才子佳人小说时，也是先人为主地对科举持批判的态
度。
其实，除了清末时期，多数时候，许多有过中举和及第经历的人与屡试不第者对科举的态度往往不同
，他们一般对科举不至于那么痛恨。
不少人有肯定科举之词，古代不少文化巨人也曾称赞过科举。
科举时代，不仅许多通过科举阶梯获得成功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而且一般的知识分子多是拥护科举制
度的。
至于普通老百姓，往往以为科举是一种可以让人经过奋斗而改变命运的东西，没有什么不好，不过，
一般百姓许多赞美科举的言论既无法成文，也难以刊刻流传下来。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找到不少以往人们想不到的肯定科举的言论。
这里我们略举一些史实，便可看出科举时代也有大量的正面评价。
唐代的白居易、柳宗元等人对考试取士和进士科都有过肯定的言论。
宋代的苏轼曾极力为科举取士作辩护，欧阳修则高度称赞过科举制度②。
科举制度受到赞扬最主要是因为其公平性。
五代时王定保认为，科举考试以才取人，“有其才者，糜捐于瓮牖绳枢；无其才者，讵系于王公子孙
”③。
也就是说，不管家世出身高低，以才学为标准公平竞争。
对于科举制是否能够选拔人才的问题，宋代陆九渊曾辩护说：“人才之不足，或者归咎于科举，以为
教之以课试之文章，非独不足以成天下之材，反从而困苦毁坏之。
科举固非古，然观其课试之文章，则圣人之经，前代之史，道德仁义之宗，治乱兴亡得丧之故，皆粹
然于其中，则其与古之所谓‘学古人官’‘学而优则仕’者何异？
困苦毁坏之说，其信然乎不也。
”④陆九渊认为科举制度与“学而优则仕”的古代理想本质上相同，认为科举制度能够选拔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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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科举文化》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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