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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举考试是中国历史上一种十分重要的选拔官员的制度。
它创始于隋而确立于唐，完备于宋，而延续至元明清，前后历一千三百年之久。
科举考试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历代统治者通过科举考试，也的确选
拔了不少治国安民的有用之才；但同时，科举考试制度又成为套在广大士人脖子上的一具枷锁、既禁
锢思想，又摧残人才，这在清朝后期尤为突出一本书主要对中国的科举制度本身作一些概括性的介绍
，以期以古察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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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从“世卿世禄”到“九品中正”    ——古人这样选官任能    “世卿世禄”行在商周    春秋纷争
，各诸侯国举荐贤能    战国时期，盛“养士”之风    两汉时代的“察举制”    可知“九品中正制”？
第二章  “九品中正制”不废也得废    ——科举开始萌芽    “九品中正制”不废也得废    隋文帝下令举
人    隋炀帝凭喜好设“进士科”，沿用千余年    首开士庶人才做文官之路    隋代进士成为唐朝中坚第
三章  “登龙门”身价百倍    ——科举基本成型    科举制度基本定型    唐代科举考试的“制科”和“武
科”    唐代科举与人才    唐代长安城的狂欢节    唐代科举的缺陷第四章  官僚子弟“别头试”    ——科
举得到完善    宋代科举的发展    宋代科举对后世的影响    宋代科举名人与名人改革科举    宋代科举的弊
端第五章  一千年前的“一国两制”    ——科举的变通    一项基本政策    南面官与北面官    契丹人禁止
参加科举第六章  罕见的非礼之举    ——科举得人又伤人    金代科举之“南北选”    “会试”之称始于
金朝    女真进士科    录取者多，留名者少    奴隶中状元    科举史上罕见的非礼之举第七章  “臭老九”
之称的由来    ——科举再罢再复    戊戌选试——似是而非的科举演习    元仁宗下诏恢复科举    四等人    
程朱理学定为一尊    “臭老九”一词的由来    有必要提及的两个人物    元杂剧与小说第八章  唐伯虎“
塞翁失马”    ——科举功过评说    科举取士成为定制    科举考试程序成为定制    明代考中进士的恩荣    
明代科举名人    明代科举之“过”    八股取士，人才中举难，庸才做官易第九章  被腰斩血书七“惨” 
  ——科举寿终正寝    清代科举成为工具    清代科举与民间文化    清代科举名人的凋零    科场作弊与科
场案触目惊心    八股之废，已成定局    科举之亡，历史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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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从“世卿世禄”到“九品中正”——古人这样选官任能“世卿世禄”行在商周科举制
度，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实行的一种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
那么，在这种制度产生之前，我国奴隶社会以及封建社会前期，是怎样的一种选拔官吏的制度呢？
在夏、商、周时代，我国处于奴隶制社会，为了国家的管理和统治的需要，奴隶主贵族按血缘的关系
远近来分封自己的亲属，也就是任用亲人来做官的制度。
这种选官制度，采取的是‘‘亲贵合～”的形式。
而且世代相传，所以又叫做“世卿世禄”制度。
历史上有名的周公，名旦，是周武王的四弟弟。
周武王去世以后，周成王年幼即位，便由周公摄政，辅佐成王。
周公呕心沥血，日理万机，除了辅佐成王巩固周王朝的统治之外，还参照商王朝的礼乐制度，结合周
族的氏 。
周公辅成王画像砖族传统，制定了一套区别君臣、上下、亲疏、尊卑的维持周统治阶级关系的礼制、
典章制度。
这些礼乐制度，有效地巩固了西周统治阶级的政权，加强了统治阶级的内部团结。
周公辅佐幼主，前后七年。
当成王能够独立理政时，周公把一个国力强大的政权完整地交到他的手中，自己继续尽臣子之力。
“周公辅成王”的故事，就是奴隶社会“亲贵合一”选官制度的典型例证。
春秋纷争，各诸侯国举荐贤能历史进入到春秋时代以后，奴隶制已经“礼崩乐坏”，各诸侯国群起争
雄，纷争不断，严重地破坏了“世卿世禄”制度。
诸侯国们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纷纷争取、网络人才，打破了任人唯亲的传统制度，开始通过举荐的
形式，来破格任用一些原来不是贵族的下层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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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图说中国古代科举》由团结出版社出版。
科举制度在形式上标榜〔唯才是举〕，注重机会均等，对上，它为统治者带来了〔天下英雄入吾毂中
〕，对下，它给人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幻想，它的产生是时代的骄傲，它的灭亡　也是
历史的必然。
梁启超曾说：“科举非恶制也，所恶乎畴昔之科举者，徒以其所试不足致用耳。
⋯⋯吾故悍然日复科举便。
”孙中山称科举考试为“中国良好的旧法”，“往年罢废科举，未免因噎废食，其实考试之法极良，
不过当日考试之材料不良也”。
钱穆指出，科举制度“在理论上，决不可非议”，“我们不能因其出了毛病，而把此制度一笔抹杀”
，“把现代通行的制度来作为批评千余年前的旧制度之一种根据，那是最不合情实的”胡适认为科举
制度“打破了社会阶级的存在，同时也是保持中国两千年来的统一安定的力量，⋯⋯所以并不是完全
失败的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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