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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事物一经出现，便有持续发展的可能，科举学系列研讨会便是如此。
自2005年科举制废止百年之际在厦门大学召开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来，研讨会每年一届
，吸引相关学科众多学者参加，成为科举学界开阔视野、交流信息、切磋问题、展示成果的重要平台
。
　　由天津市教育考试与评价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
科学院_历史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第四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于2008年10月14日至16日在天津市
教育招生考试院召开，90余名中外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本届研讨会的主题为“科举与中华传统文化”，来自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围绕“科举思想与科举制度
”、“科举与社会”、“科举与教育”、“科举考试考务管理”、“科举文化遗产”、“科举与其他
形态文化”和“现代化视野下的科举学”等七个专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参加此次会议的代表来自不同的学科，尽管有共同的研究兴趣和话题，若没有科举学会议的话，
有许多人可能永远都不会见面。
科举学力图打通历史学、教育学、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各学科的边界，将各方面的科举研究融会
贯通起来。
一旦跨越学科的畛域，融通不同的学群，使科举研究不仅由点到线，而且由线到面，将相对分割的“
条”与“块”结合起来，便会出现整体大于局部之和的效果。
虽然众多研究科举的学者分布于不同的学科，但他们研究同一对象，使用共同的专业术语，有着共同
的学术语言，因而逐渐形成一个学术共同体。
历史学、教育学、文学是科举学的三大支柱性学科，当今研究科举者也以这三个学科的学者最多。
当然，哲学（儒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史学界也有许多研究科举的学者，还有一些文博界的朋
友也因共同的兴趣走到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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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2008年10月在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召开的“第四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所
收57篇论文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的科举学研究者，围绕“科举与中华传统文化”这一会议主题，内
容涉及科举学理论、断代科举、科举教育、科举文化、科举文学、科举社会、科举文献、科举地理、
科举立法、越南科举等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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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出版《科举学导论》、《科举制与“科举学”》、《高考改革的理论思考》、《高等教育历史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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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参与科举学的学术潮流(前言)经世致用科举学(欢迎词)科举学进展的重要标志(开幕式发言)科举学研究
的当代价值科举法学论稿——基于科举立法到中国考试立法的分析文化史视域下的科举研究述评(1992
年—2007年)  对中国科举制度的再认识关于科举考试报名资格的研究从科举考试的兴衰看当代社会考
试谈谈科举对考试命题的启迪科举考试考务管理“考试社会”之解析——兼论科举社会的形成与影响
从科举到科学——历史、语言和思想的考察古典戏曲视野中的科举社会试论古代蒙养教育与科举科举
制强化了传统的消极教育评价思想贡院——千年科举的背影江西贡院史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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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历史上的考试制度、考试活动和考试思想，是特定社会文化的产物，其文化含义和历史影响，唯
有结合时代发展不断进行阐释，才能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传统。
在一定意义上说，科举考试史就是一部独具特色的考试文化史，科举文化研究乃是中国文化史研究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从文化研究来看，科举学研究的重要目标之一就在于，依据科举考试演变的历史轨迹，综合运用叙事
、传记、展示形象（场景）、阐释意义等表现方法，揭示科举考试活动所蕴含的普遍的人文价值。
在科举考试文化研究中，科举学的文化阐释作用，突出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考察科举考
试与民族传统文化、近代西学的关系，全面阐释科举考试发生、发展和走向衰亡的文化根源。
中国最早创立和长期使用考试选拔人才制度，是与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特定社会文化土壤密切相连的
。
先秦儒学所崇尚的“大一统”观念、“贤能治国”思想以及“学而优则仕”的教育价值观，经过两汉
“独尊儒术”和“察举”选士的实践强化，为隋唐时期科举制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与制度渊源。
在儒家思想、儒学教育的影响下，科举考试形成以古典人文学科为主，重人文知识轻自然知识，重文
举轻武举，经学与文学合一等特点，并突破民族界限而传播到越南、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与地区。
进入近代，在西方文化的全面冲击下，科举考试陷入深重危机和困境之中，历经调整、改革而被废止
，制度化的儒学文化亦随之解体。
　　其次，透过科举考试文化现象，揭示考试文化的本质特征。
科举文化包括价值观念、制度规范、考试礼仪、考试心理、民风世俗、考试建筑等不同形态，具有丰
富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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