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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机融合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
的历史沉积。
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本民族的文化。
我们只有加强对本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才能更好地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具有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意识
。
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动力。
一个民族的存在依赖文化，文化的解体就是一个民族的消亡。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广大民众对重塑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愿望日益迫切。
作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继承并传播给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
代，是我们出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套丛书是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学者编写的一套旨在
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
该书在深入挖掘和整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果的同时，结合社会发展，注入了时代精神。
书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
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点点滴滴的文化知识仿佛颗颗繁星，组成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的天穹。
    希望本书能为弘扬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各民族团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尽一份绵薄
之力，也坚信我们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早日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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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化知识读本》是在传播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文化修养的大型知识读本。
　　《中国文化知识读本：中国古代选举制度》为丛书之一，介绍了科举制度的创立和发展、科举制
度的改革和完善、科举制度的鼎盛和终结等内容。
　　《中国文化知识读本：中国古代选举制度》中优美生动的文字、简明通俗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形
式，把中国文化中的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精神文化等知识要点全面展示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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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选举制度的渊源二、科举制度的创立和发展三、科举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四、科举制度的鼎盛和终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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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古代选举制度既是选拔人才的制度，同时又是一种选官制度和文化制度。
它经历了远古时代的“禅让制”、封建贵族的“世袭制”、两汉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
品中正制及隋唐明清的“科举制”等发展阶段。
大致分为以隋唐为分界线的“荐举”与“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两种制度。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在九品中正制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科举制，始于隋，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
，废弃于清末，作为一种曾经“最不坏”的官僚选拔制度，历经一千三百余年，其历史之长，影响之
大，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它对于社会的稳定，各民族的团结和融合，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建设，特别是对儒家文化和古代教育的
促进和发展都曾产生过巨大影响。
    源远流长的中国历史蕴涵着辉煌灿烂的政治文明，选举制度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与西方现代选举制度相比，作为培养、选拔和任用士人为政府官员的中国古代选举制度，是独特的完
整的有机体系。
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其特定的模式，而且，这一模式总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前进。
在近现代中国历史进程中，西方现代选举制度和中国古代选举制度在冲突、碰撞和融合中共同推动着
制度改革和社会发展。
今天，对中国古代选举制度进行研究，仍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两汉以前的选举制度    我国古代的选举制度，因时代不同，方法各异。
如果将原始社会推举首领也列人其中的话，可以说原始社会实行的是“选贤任能”的民主制度；夏、
商、周时期，实行的是所谓“世卿世禄”制，但有些统治者也采取“举贤才”的特殊措施；战国时期
，各国国君采取的是“军功”和“养士”的办法；选举制度正式开始于汉代，主要通过“征辟”和“
察举”两种方式选拔人才；魏晋南北朝时期，采用的是九品中正制；隋唐至清，都实行科举制度，即
所谓“开科取士”。
它们之间均有渊源关系。
    1．原始社会的“选贤任能”    在“天下为公”的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决定了必须实行
集体劳动和生产资料、生产产品公有制。
当时，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是氏族和部落。
出于社会分工的需要，人们推选富有生产经验的劳动能手和具有指挥才能的人充当部落的组织者、管
理者和保卫者。
即部落的首领必须贤(贤德)能(能力)兼备并由民主选举产生。
如果他们工作不称职，群众可以罢免他。
这就是原始社会“选贤任能”的民主制度。
著名的尧、舜、禹禅让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2．夏、商、周时期的“世卿世禄”和“举贤才”    夏、商、周时期，大同之治转为小康之治，‘公
天下”转为“家天下”。
在奴隶制的夏、商、周时代，奴隶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将所有官吏由奴隶主贵族按自己亲属
血缘关系的远近来加以分封，当时主要官吏都是世袭的，这种官吏的任用方法叫做“世卿世禄”制。
由于这种制度有很大的寄生性和腐朽性，而成为国家机器中的腐蚀剂，所以有些统治者为了要使国家
机器有效地运转，便采取“举贤才”的特殊措施，从才华出众的平民和奴隶中选拔人才，让他们补充
到政权中来。
商代著名的丞相伊尹就是以奴隶身份被任用为官的。
    3．战国时期的“军功”和“养士”    战国时期，中国逐渐进入封建社会，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政治力
量的“士”阶层已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他们虽然出身不同，但都刻苦学习文化知识，熟悉当时形势，敏锐果断，敢于担负革新政治、经济、
军事和处置外交政策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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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国君为了在大动荡中保持和发展自己的势力，莫不以“礼贤下士”的姿态招揽人才。
    当时国君选用官吏，主要采取两种途径，一是“养士”，一是“军功”。
国君平时常招集一批有学问有才干的人，供养在自己身旁。
这些人，一般都是贵族出身，称为“士”，国君供养他们，就叫做“养士”。
国君随时可以从这些“士”中选取适当的人，分派官职。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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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选举制度既是选拔人才的制度，同时又是一种选官制度和文化制度。
它经历了远古时代的“禅让制”、封建贵族的“世袭制”、两汉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
品中正制及隋唐明清的“科举制”等发展阶段。
大致分为以隋唐为分界线的“荐举”与“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两种制度。
郭强编著的《中国古代选举制度》介绍了科举制度的创立、发展、改革完善、科举制度的鼎盛和终结
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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