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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俗而治与一体化——唐

唐代设置羁縻州,实行了内地
体制的一体化,原则上羁縻州
政令、法令的区域,只不过唐

他的心在田野——缅怀我

他的胸中有世界——个编

从传统冰雪到冬奥文化—

“学者之文”与“史家之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近代中国的科举制度与考试文化
来源：澎湃私家历史  时间：2021.12.03

　　 11月27-28日，由复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近代中国的科举制度与

考试文化”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召开。来自中国社科院、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等科研

院所的40余位学者与会。受疫情影响，会议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共分八场进行，日程紧凑，

内容丰富。学者就科举考试内容、学额、生员入学年龄等问题做了热烈探讨。 

　　第一场由马忠文（中国社科院）主持，曹南屏（复旦大学）、马忠文评论。 

　　李开军（山东大学）的报告题为《江标〈为电〉论》。《为电》一文是江标光绪戊子（1888）

江南乡试获隽时的第二场五经文首艺，题目来自《周易》“说卦”“离为火为日为电为中女为甲胄

为戈兵”一句。李开军认为，《为电》是一篇形式上脱逸开八股体式之束缚，以富于文学意味的表

现方式（骈俪、韵语、拟托等）写成的传播现代电学知识的论说文，其形式上的非八股品质、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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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取信西学的倾向都比较鲜明。如果把这篇文章置于江标个人历史中来观察，《为电》等的写作

是他后来任湖南学政时（1894-1897）施教的预演。 

　　杨齐福（浙江工商大学）的报告题为《战时科举：咸丰九年江苏安徽乡试借闱浙江举行》。太

平军攻占南京后，江苏、安徽咸丰五年的乙卯乡试和咸丰八年戊午乡试被迫延期。咸丰九年清廷举

办己未恩科乡试，江苏、安徽乡试借闱浙江贡院举行，社会各界对此反响强烈。这次乡试与历届乡

试相比既有诸多共同点，譬如主考官由皇帝钦派、考试内容为四书五经、各种弊端层出不穷；又有

一些差异性，诸如考试地点、考官选派、考生选拔、选送人数。杨齐福认为，这次乡试的举行对当

时社会产生深远影响，既振奋江南士子的人心，也留下时局动荡的隐患，还实施了科举自救之路。 

　　蒋宝麟（上海社科院）介绍了其新著《清末学堂与近代中国教育财政的起源》的写作缘起和整

体思路，具体从经费、财政的角度，阐述了科举与学堂的制度联结。 

　　第二场由李开军主持，蒋宝麟、李开军评论。 

　　梁志平（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的报告题为《清代科举的社会流动性：基于学额的研究》。通过

分析清代的学额制度，指出科举制度的设计的确给了平民一个改变命运的上升通道，但高昂的求学

和应试成本，是诸多平民家庭无法逾越的障碍，虽然清代各地都有资助科举的宾兴组织，但很难满

足所有考生的需求。同时，近乎百里挑一的学额录取率，进一步降低平民家庭走科举道路的决心。

清代科举社会流动性最主要还是地主官僚等有经济实力和文化传承的家庭和家族，在清代，祖上三

代之上一穷二白的“穷秀才”绝对是少之又少。 

　　郭文安（广州大学）的报告题为《道光前期广东新进生员及其中举年龄（1826-1828）》。他

以学政翁心存《粤东校士录》为基础，结合其他史料，指出清道光六年（1826）至道光八年，广东

新进生员2686人，其中有107人先后在广东乡试折桂，进学与中举的平均年龄分别为28.9岁（实

年）、35.3岁（实年）。值得注意的是，统计生员考取举人的平均所需时间是以结果为导向，即计

算士子在不同层级科考成功的平均递进时间，应该以中式考生而非全体考生为统计对象。这107人由

生员成为举人的平均时间为12年。此外，清代士子报考科举时普遍减岁。具体而言，无论童试抑或

乡试，清中期广东士子的官年比实年大致都会少2岁。 

　　叶鹏（复旦大学）的报告题为《清代生员入学年龄新探——读翁心存辑生员名册两种》。他根

据翁心存道光六年前后督学广东所辑《粤东校士录》及道光十二年前后督学江西所辑《西江校士

录》，提取4627名文生员、1757名武生员的入学年龄数据，统计得出文生员平均入学年龄为26.14

岁，武生员平均进学年龄为21.8岁，加之官年现象的影响，实际入学年龄应当是文生员在27-28岁之

间，武生员在22-23岁之间。前人研究样本数量较少，样本中具有高级功名者比重过高，因而导致了

估算结果偏小。 

　　第三场由戴海斌（复旦大学）主持，郭书愚（四川大学）、戴海斌评论。 

　　李林（华东师范大学）的报告题为《“抡才大典”之另面——清代武科弊情及武科革废考

论》。武科选士，清代亦称“抡才大典”。李林首先考述清代武场之防弊措施、作弊手段及惩处法

则；次则结合官方档案及民间舆情，并证以实例，揭示部分武科士子之弊端与其为患；再则梳理清

季革废武科之论争与历程，藉以管见其时政局变迁之一斑；最后略述武科废除之善后举措及社会反

应，略及晚清军事近代化及旧式武科转型诸问题。 

　　徐世博（暨南大学）的报告题为《清代贡院号舍添建活动考论》。他梳理了清代各地贡院号舍

的数量变化和添建活动的概况，分析与之相关的学额、举额、录科定额、工程资金筹措方式等因素

的特点及其演变过程，讨论清代不同时期中央和地方管控乡试规模的态度与能力问题，并力图以此

为线索，在西学东渐的横向视角之外，为理解清末乃至清代科举制度的兴衰提供一个纵向视角。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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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时期各地贡院停建号舍，嘉道以来添建号舍活动的复苏和常态化，以及这类活动在清末迎来新高

潮的这一连串变化，或可被视为清代科举制度经乾隆改革后重振，再逐步走向衰落的一条隐线。 

　　裘陈江（华东师范大学）的报告题为《“为往圣继绝学”：孔教会的教育事业》。孔教会前期

的孔教学校多为各地支部自发发起的附属机构，除了澳门孔教学校，其余后来多湮没无声。澳门孔

教学校虽然也提倡儒学教育，但其规制和目的主要在于收拾华侨子弟，在殖民统治下维持中国文化

的传承和学生的基础教育，同时偏于一隅，因此在孔教会整个宗教宣传中并不重要。而孔教会总部

和首脑在民国初年忙于国教运动，无暇专心于会务和机构的建设，导致在国教运动失败后，被迫转

而进行最基础的“孔教”教育和宣传，孔教大学及其附属学校的创办成为其重要任务和宣传窗口之

一。但是孔教大学等的创办，与孔教总会堂的建设关联，在陈焕章等人的初衷是要将二者合并进

行，互为支撑，并以此来吸引社会关注和捐赠。但由于孔教总会堂建设的失败和社会上对经费去向

的质疑，以及后来孔教大学凋敝的状况，使得这项本来立意神圣的事业继续抹上了不光彩的颜色，

甚至沦为笑柄。 

　　第四场由瞿骏（华东师范大学）主持，蒋勤（上海交通大学）、王夏刚（大连大学）、瞿骏评

论。 

　　戎恒颖（复旦大学）的报告题为《宋代贡举再探——以中、法考试理念比较为视角》。她以北

宋中期（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为例，将中国科举制度与法国的大学校考试制度比较研

究，并选取北宋时期的贡举省试答卷作深入探讨。通过结合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理论，同时扎根于宋

代的文本，在比较视野下，重新探讨宋代科举的一些现象，关注其对高层官僚文化感召力的重视，

理解其士大夫“文化贵族”的心态，分析其官吏二途背后的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 

　　陈尚敏（兰州城市学院）的报告题为《书院革新、科举改章与清季甘肃士人思想变化》。光绪

三十一年（1905年）科举废止，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恩科乡试就成为中国科举史上的最后一科乡试。

对甘肃而言，癸卯恩科还是唯一一次按新章举行的乡试。陈尚敏通过该科《甘肃乡试闱墨》所收录

的第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文章，描摹甘肃士人的思想变动，并指出其与陶模、崧蕃两位陕甘

总督推动下的兰山、求古两所省级书院教育革新密不可分。 

　　蒋硕（浙江师范大学）的报告题为《晚清上海西人译介中国科举与八股文——以晁德蒞〈中国

文化教程〉为中心》。晚清上海徐家汇地区的天主教神父晁德蒞编译的拉丁文五卷本《中国文化教

程》，是一部供来华传教士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的课本，也是一套中国古代经典的文选和中国传统

文化的百科全书，该书第五卷是迄今最大规模的八股文西译，译者认为八股文众体兼备，是中国修

辞的集大成者。晁氏选用古罗马的拉丁修辞学对译并阐释中国传统修辞，涉及修辞手法、修辞格、

文体风格、八股文篇章分析等问题，将中西古典修辞进行汇通，并将中国修辞传播到西方。蒋硕指

出，一般认为中西修辞学系统性汇通要晚至民国时期才开始，但是晁德蒞在晚清时期就将八股文的

修辞体系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译介与汇通，使中西古典修辞汇通的年代提前，对中国修辞学史及比较

修辞学具有重要意义。 

　　苑津山（浙江大学）、林传舜（复旦大学）的报告题为《清末变局中的“他者”认同：丁韪良

颂扬科举的时代因由》。清末社会圮塌，国人送葬科举的哀声、西方传教士批判科举的靡音连绵不

断，丁韪良却与之截然相反，发出了颂扬科举的鸿鸣。丁韪良认为科举有对民间百姓、对科举本

身、对清廷和对西方有四处利好，即公平度才为先、激励测评竞争、制衡稳定士人、本国推介考

试。苑津山、林传舜认为，丁韪良颂扬科举是基于热爱汉学的兴趣、周围士人的形象、绵里藏针的

宗教、抬高中国的造势的四维立场，应以丁韪良颂扬科举管锥当代启思：认识一方文化才能有深刻

评价、对我国古代考试文化积极认识、理性看待之于中国文化的他者。 

　　张林杰（宜宾学院）的报告题为《廖平〈会试朱卷〉考论》。中国近代著名经学大师的廖平参

加了光绪十五年会试，通过对他的《会试朱卷》版本、履历页、科份页、文章等考证，张林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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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尽管廖平本人一再声称自己是己丑进士（即光绪十五年进士），但他的《会试朱卷》却明明白

白地写着他是庚寅进士（光绪十六年进士）。国家图书馆所藏单行本廖平《会试朱卷》并非该馆所

标注的光绪十五年刻本，而是光绪十六刻本。该单行本为廖平《会试朱卷》诸版本中最为完整的一

个版本，通过该版本可以纠正《廖平全集》本《会试朱卷》中文章之错误排序以及所缺之文字。 

　　第五场由杨齐福主持，裘陈江、徐世博评论。 

　　郭书愚、李宗庾（四川大学）的报告题为《清季改书院为学堂的实际运作和社会影响——以校

士馆为中心的考察》。清季“新政”之初，一方面竭力推动各地立改书院为学堂；另一方面低调默

许各省办校士馆或保留个别书院，缓解书院停办对旧式读书人的巨大冲击，以及给地方政务运作带

来的压力。各地主政者在具体办理时，普遍注重安抚相当数量因书院改学堂而失去生计的“旧学寒

儒”。但无论校士馆还是保留的书院，乃至停科举的善后举措，皆明显忽略在“培才”层面提升其

因应时代需求的能力。全面落伍于时代的该社群持续掣肘新政学务的实际运作、困扰新旧教育转型

进程。 

　　王艺纯（复旦大学）的报告题为《清末第一次归国留学毕业生考试述论》。光绪三十年（1904

年），针对直隶总督袁世凯上奏，学务处拟定留学毕业生考试章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年中

举行第一次留学毕业生考试，分为学务处考试与保和殿覆试两场，分别考察留学所学科目与经史论

说。共有14人通过考试获得出身奖励与赏赐官职，分别以翰林院检讨、分部主事、内阁中书及分省

补用知县的职位选用，后分别被奏调回到原处或商部、外务部等处任职。此次考试引发了广泛的舆

论反响，考试重“空谈”而非“实学”与官职任用“所用非所学”是主要批评方向。然而，清廷内

部官员与时人对于“实学”实际上有着不同层次的认知。清廷在考试的实际操作层面，又存在种种

曲折。 

　　张亮（四川师范大学）的报告题为《晚清四川童试中枪架、老弯匪患的整饬与清肃——以“卢

文斗案”为中心的考察》。晚清时期，枪架、老弯成为扰乱四川童试试场的一大乱源。同光之际，

曾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开启整治老弯、枪架的序幕。光绪六年，叙永厅童生刘怀治在考试期间，

被枪架、老弯卢文斗、陈世玉等骗去银三百两。刘怀治之师文生龙沛霖对此极为愤恨，遂向学政陈

懋侯状告匪徒卢文斗等人。陈懋侯对此极为重视，沿用张之洞所拟清查与整治办法，结合龙沛霖所

呈的枪架、老弯匪徒名单，抓获部分匪徒到案，虽未能抓获卢文斗等人，但对四川试场的匪患仍有

一定的整饬和震慑作用。光绪九年，邵积诚在任四川学政期间，终于抓获卢文斗及其团伙，沉重打

击了活跃于四川的枪架、老弯团伙。此后，四川童试的枪架、老弯等弊大减，试场积弊得以清肃，

晚清生童岁科试因此获得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六场由梁志平主持，李林、梁志平评论。 

　　张仲民（复旦大学）的报告题为《“废科举者，兴科举也”：清末最后的“杂试”与“朝

考”》。清代科举制度内容包罗广泛，除了平常所知的院试、乡试、会试、殿试等考试层阶之外，

还包括各种补充性的“杂试”，如优拔贡考试、生员考职、保送举贡，此外清廷不定期举办的经济

特科、举荐孝廉方正、举荐博学鸿词等考试。只是在乡会试存在的大背景之下，这些考试的成色不

足，由此得来的功名虽算正途，出路却一般，故不太为科举中人看重。但伴随清廷立停科举政策的

出台，这些辅助性考试的地位在新环境下大受清廷重视，遂引发了时人、时论极大的参与热情和关

注度。张仲民梳理了这些辅助性考试，并藉此反思科举立停造成的社会效果问题，进而从制度史角

度重新审视所谓“废科举”与“兴科举”这两个看似矛盾实则相辅相成的重要悖论现象。 

　　柯丽玉（厦门大学）的报告题为《同途殊归：清末民初末代秀才的出路及退路》。鼎革之际青

年一代的出路选择，折射着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走向。科举废除前夜，读书应考仍是士子的日常生活

状态，社会功名意识并未弱化；科举废除后，社会提供的多样化出路于青年秀才大多可行，只是出

路总体量未必增大，导致谋生之路曲折坎坷。社会趋新大环境下，不断接受新学者跟上了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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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伐；而屡屡失利退回乡村者，在精英缺失的乡村亦受尊崇，以新旧双重身份被乡民与新政所需，

助推着乡村社会转型，展示了转型时期乡村绅民矛盾斗争关系外的另一面向。清末民初的乡村社会

为时代失利者提供了一条退路，其或对科举立停造成的反体制力量具有削弱作用。 

　　王亚飞（华东师范大学）的报告题为《从新学制对旧学教育的规划再思科举的罢废》。新式学

堂普遍存在重西学轻中学的倾向，使得传统旧学的前景堪忧，这不仅阻碍着学堂教育的全面展开，

而且成为反对停废科举者的重要理由。清廷中央在注重可以致用之新学的同时，仍坚持“旧学不可

弃”。旧学与新制如何兼容聚讼不已。张之洞在拟定全国学堂章程时，力图通过提升旧学的地位和

比重，构建一个远胜于科举时代的旧学教育愿景，以彻底解决科举与学堂之争。此举多被时人及后

之研究者视为“守旧”，实则起到以退为进的务实效果，清末的教育改革因此获得重大推进。不

过，旧学虽进入新制且比重较此前有大幅提升，但张之洞仍秉承着其自戊戌以降“以简约方式保存

旧学”的思路，坚持学堂教育要以西学为重。 

　　第七场由陈文彬（复旦大学）主持，陈尚敏、徐佳贵（上海社科院）评论。 

　　王明前（厦门大学）的报告题为《太平天国基础教育制度的缺失与科举制度的演进》。太平天

国始终没有建立起一套相对完整的基础教育制度，教育内容也只局限在宗教意识形态一隅。太平天

国统治下的儿童，因为缺乏基础教育制度的规训，加之太平军贵族有意识训练其成为战争工具，失

去了本来应该接受启蒙教育的社会化机会。太平天国前期科举制度，并没有建立在基础教育制度之

上，说明太平天国缺乏长远眼光，而只满足于依靠科举暂时取一时人才之需。洪仁玕在规范科举考

试形式的同时，并未以此为契机科学规划基础教育制度。后期科举，基本落实了洪仁玕的规划，考

试内容也仍然以基督教内容为主。但是一方面，常熟科举中不断出现儒家经典内容，无异为后期科

举的异响；另一方面，钟良相濮院“仁政”在嘉兴科举上也有表现。太平天国尽力发挥乡官的主观

能动性，利用乡官掌握社会资源的有利条件，动员文人参加科举。 

　　许虹（武汉大学）的报告题为《从科举诗看清代书院师生举业心态》。围绕科举考试，清代书

院师生创作了一系列科举诗。这些科举诗真实还原了师生们对于科举考试的所思所悟。因为身份和

阅历的不同，师长、生徒对科举的认识和心态存在一定偏差，即师长看得更远，以学术传承、亲君

亲民等内容为目标，心态也颇为平和；而部分生徒的追求并没有如此高远，甚至专以书院考课优胜

的膏火费为养家之资，科举登不登第则无所谓。其心态也呈现出多种倾向，或功名心切而一意夺

冠，或希冀一第而愈挫愈勇，或暗含讥讽而冷眼旁观。但这并不妨碍师生间的情感交流，书院也始

终承载着师长们的教育理念与理想，并且愿意接纳生徒们追求与人生的不同。 

　　季洪斌（江苏省徐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报告题为《〈对读硃卷〉及其在科举考试中的应用

研究》。他通过对一例光绪23年甘肃乡试的《对读朱卷》中读生、同考官、主考官的阅卷墨迹、各

类管理人员的15枚印章及《对读朱卷》上各种符号表达的研究，再现一百多年前的科举考试场景。 

　　第八场由安东强（中山大学）主持，左松涛（武汉大学）、韩策（北京大学）、徐进（山东大

学）评论。 

　　王夏刚的报告题为《晚清院试录取率研究》。王夏刚指出，晚清学政日记中有学政在工作过程

中记载的第一手数据，以之为基础来计算院试录取率，有其可靠性。从目前掌握的数据来看，湖北

省的录取率最高为驻防童生，为16.5%。其他考生最高录取率为8.9%，最低录取率为3.7%。甘肃录

取率最高可达到48.8%，最低也达到了10%。贵州录取率最高为8.2%，最低为6.8%，呈现出明显的

地域差异。院试录取率受学额的制约，但考生人数是影响院试录取率的关键。晚清时期，由于县

试、府试不按照学额比例选拔，致使应试童生较多的地区院试录取率偏低。由于学额不同，导致同

一地区的不同县，同年入学的生员有时会出现较大的水平差异，让学政在衡文时难以掌握平衡。晚

清广额的推行，也使部分学政认识到生员水平逐渐减低，并带来管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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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芬（中国社科院大学）的报告题为《晚清乡试主考官的钦差生活——沈炳垣、孙毓汶、俞陛

云赴四川日记比较研究》。清代乡试主考官通常经过考试从翰林院编检中选拔，对大部分翰林而

言，这是他们仕途和生活经历中十分重要的阶段。一些考官留下的纪行日记是反映乡试考官群体钦

差生活的重要文献。沈炳垣、孙毓汶、俞陛云先后于咸丰二年（1852）、同治六年（1867）和光绪

二十八年（1902）充任四川乡试主考官，通过对这三位考官蜀地行程日记的比较研究，可以深入了

解他们入蜀、出蜀时的日常活动、所见所闻和心理感受。虽然都是赴川履职，却因时代和环境变

迁，以及个人因素的异同而有所差异，因此，三位乡试考官的钦差生活也反射出近代社会变迁的痕

迹。 

　　郑宁波（华东师范大学）的报告题为《山东抗日根据地整风运动中的考试》。在胶东战略区的

农村，一些既有的整风措施难以发挥作用，缺乏力度，影响整风效果，组织考试是更有力度的措

施，也对整风参与者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最后的综合讨论环节，与会学者进一步交流、探讨。安东

强认为，在今后的科举研究中，大数据是个可以进一步开拓的方向，多学科综合研究也非常重要。

马忠文指出，与古代制度史研究不同，近代史可以把制度史和社会生活史结合起来，像清代科举制

度史就需要更多的日常生活研究，把科举和生活体验联系起来，要注重日记、笔记等材料，多做一

些个案研究，这样才会使科举研究更加亲切、自然。马忠文还指出，很多量化史学的统计结果其实

不超出经验范围，研究意义有待加强，量化史学需要深化。 

　　李开军认为，科举文献存世的史料是非常庞大的，可以加大影印出版的力度；八股文之于晚清

的影响还有待研究，这也需要文学研究者与史学研究者的进一步合作。左松涛指出，很多史料存在

矛盾，用同样的材料甚至可以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究其原因，是很多研究者先有一个全国性的通

识，再用这个通识去解释地方，这是基础性研究不够、历史训练之中简单化造成的。 

　　李林总结到，本次研讨会解决了很多基础问题（比如什么是学额、学制），也探讨了不少科举

的具体操作（童试基层、乡试考官、贡院号舍、太平天国、借闱考试、武科、经费问题）；在视野

方法层面，运用中西对比的视角，进行统计分析、可视化呈现；此外，还拓展了基层档案、地方文

书，学政、考官日记、细致考卷等等文献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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