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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成立于汉，并最终在隋唐演变为科举制的察举选官制度的七八百年变迁历程，作为研究对象。
书中把官僚制理性行政、帝国政体下的特权分配与权力斗争，以及作为帝国官僚来源的知识群体的动
态，作为制约察举制变迁的三个主要动因。
由此出发，对大量相关史料进行了考订梳理，在此基础之上，对察举制中的“以德取人”、“以能取
人”、“以文取人”及“以名取人”、“以族取人”因素的表现形式、相互关系及变迁，进行了深入
分析和精到阐述。
从而对这一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向科举制的演变，提供了一个独具特色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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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阎步克，1954年生，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主要专业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和政治文化史。
著有《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
研究》、《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
构研究》，译著《官僚制》、《帝国的政治体系》，及论文90余篇，论文集3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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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部分　两汉时期　第一章　儒生、文吏与“四科”　  一、察举诸科的渊源推测　  二、儒生
参政、“以德取人”与察举制之成立　  三、“四科”之考析　  四、察举与任子　  附录　察举诸科杂
考　　  一、尤异与高第　　  二、文无害　　  三、察廉、廉吏与孝廉　　  四、西汉秀才岁举的推测
　第二章“授试以职”与“必累功劳”　  一、“授试以职”考述　  二、“以能取人”　  三、儒生与
文吏的冲突与融合　第三章　阳嘉新制　  一、阳嘉新制考述　  二、阳嘉新制的来源　  三、等第与黜
落　  四、黄琼“四科”    五、“以文取人”　第四章　汉末的选官危机    一、选官的腐败    二、“以
名取人”    三、“以族取人”第二部分　曹魏时期　第五章　曹魏察举之变迁　  一、特科与岁科　  
二、“贡士以经学为先”　  三、“四科”与“明法”　  四、郎吏试经与学校课试　第六章　“名实
”问题与“清途”的兴起    一、名实本末的对立    二、崇本责实之对策    三、从“黄散”看“清途”
的兴起    四、“清途”与选官格局的变迁第三部分　两晋时期　第七章　晋代察举之变迁    一、察举
特科    二、秀才对策制度    三、察举考试之等第和任用    四、其他科目    五、学校试经入仕制度  　附
录　魏晋的散郎　第八章　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　  一、九品中正制与“清途”的配合 　 二、两种选
官倾向的冲突　　⋯⋯　第九章　察举的低落第四部分　南朝时期　第十章　南朝察举之复兴及其士
族化　第十一章　南朝策试制度及科举制的萌芽第五部分　北朝时期　第十二章　北方政权对察举制
的采用　第十三章　官僚政治的复兴与察举制的关系　第十四章　科举的前夜　第十五章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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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汉代察举制在成立之初，就已包含着多种发展因素与倾向了。
在某一特定时期察举出现了某种变迁，这往往就是其中某个因素特别地得到了发展的结果。
因此这也就成了我们分析的注目之点。
这些倾向或因素之中的重要的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以能取人”。
“能”指吏能、功能。
在“试职”、“累功”制度之中，这一因素得到了鲜明而充分的体现。
　　《周礼·天官·大宰》：“三日进贤，四日使能”，郑注：“贤，有善行也；能，多材艺者。
”对“能”的解释较为宽泛。
　《荀子·王霸》：“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贤士矣；其官职事业，足以容天下之
能士矣。
”是“贤”为“善行”，而“能士”之“材艺”可为“官职事业”。
这正与秦汉王朝对“能”的理解相同。
例如汉武帝倚重文法酷吏，而酷吏正是以“能”为称的。
据《史记?酷吏列传》所载，赵禹，“上以为能，至太中大夫”；张汤，“于是上以为能，稍迁至太中
大夫”；义纵，　“上以为能，迁为河内都尉”；王温舒，“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尹齐
，“上以为能，迁为中尉”；杨仆，“天子以为能，南越反，拜为楼船将军”。
对这种吏能、功能的考察，“试职”、“累功”最为良法。
《韩非子·显学》：“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则庸人不疑于愚智
。
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　　当然，每一个王朝政府都不能不要求文官具备行政才能，但具体到选官这一环节上，那毕竟还
有重大差别。
例如科举制以诗赋八股取人，而诗赋八股与吏治政务并无直接干系，这就不能说是“以能取人”了。
顾炎武《日知录》卷八“选补”条日：　　汉时县令，多取郡吏之尤异者，是以习其事而无不胜之患
。
　　今则一以畀之初释褐之书生。
其通晓吏事者，十不一二；而软　　弱无能者，且居其八九矣！
东汉察举以功能，取人自郡吏；明清科举试八股，书生宰百里。
二制之不同如此。
至于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选官先门阀，势族居上品，更不可谓“以能取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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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察》书的成绩与特点，可归结为新、全、精三个字。
新，主要指该书分析问题的角度新。
全，一指它探讨了察举制发展的全过程，二指《察》书对察举制研究的全面。
《察》书的精，首先是其考证精当。
再是指它大量使用了统计的方法。
　　——《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　　《史稿》以前的研究者，对于汉代察举已有很深入的探
讨，但鲜见对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察举制度作如此全面的研究⋯⋯足以说明《史稿》所具有的学术价值
。
⋯⋯作者在委曲制度变迁轨迹的同时，其间充满智慧的思考，而非只是简单罗列材料，或者只得出后
代制度对前代有继承有发展之类无待证明的结论，尤其值得制度史研究者学习。
　　——《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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