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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

———关于“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几点说明

陈　文　新

[摘　要]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 ,其内容主要包括:整理 、研究反映科举制度沿

革 、影响及历代登科情形的文献;整理 、研究与历代考试文体相关的教材 、试卷 、程文及论著等 。

第一辑共 17种 ,近 3 000万字。科举制度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 。科举制度曾经有过

辉煌的历史 ,对现代中国的发展更有足资借鉴的意义。整理与研究历代科举文献 ,其意义也需

要从历史与现实两个角度加以说明:一方面是传承文化 ,传承文明 ,让这份丰厚的遗产充分发

挥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去粗取精 ,古为今用 ,让它在现实的中国社会重放异彩 ,成

为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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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科举制度的历史意义及其现代价值

科举是中国古代最为健全的文官制度。它渊源于汉 ,始创于隋 ,确立于唐 ,完备于宋 ,兴盛于明 、清

两代 。如果从隋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 ,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废除 ,科举制度在中国有整

整 1 300年的历史 。科举制度还曾“出口”越南 、朝鲜等国 ,扩大了汉文化的影响 。始于 19世纪的西方

文官考试制度 ,其创立也与中国科举的启发相关。孙中山在《五权宪法》等演讲中反复强调:中国的科举

制度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胡适也说:“中国文官制度影响之大 ,及其价值

之被人看重” , “是我们中国对世界文化贡献的一件可以自夸的事”[ 1](第 508 页)。

科举制度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其原因在于 ,它在保证“程序的公正”方面具有空前的优越性 。官

员选拔的理想境界是“实质的公正” ,即将所有优秀的人才选拔到最合适的岗位上。但这个境界人类至

今未达到过。不得已而求其次 ,“程序的公正”就成为优先选择。“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结构是家族宗法

制 ,家长统治 、任人唯亲 、帮派活动 、裙带关系皆为家族宗法制的派生物 ,在重人情与关系的社会文化背

景下 ,若没有可以操作的客观标准 ,任何立意美妙的选举制度都会被异化为植党营私 、任人唯亲的工具 ,

汉代的察举推荐和魏晋南北朝的九品官人法走向求才的死胡同便是明证 。” [ 2](第 113 页)“古往今来科举

考试一再起死回生的历史说明:自古以来 ,中国就是一个人情社会 ,人情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

的作用 ,为了防止人情的泛滥 ,使社会不至于陷入无序的状态 ,中国人发明了考试 ,以考试作为维护社会

公平和社会秩序的调节阀 。悠久的科举历史与普遍的考试现实一再雄辩地证明 ,考试选才具有恒久的

价值 。”
[ 2]
(136页)从这一角度看 ,科举制度不但在诞生之初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 ,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

和世界历史上 ,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 。较之前代的选官制度 ,如汉代的察举 、征辟制和魏文帝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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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的九品中正制等 ,科举制度都更加公正合理。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 ,科举制度对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准 ,其作用也

是显而易见的。余秋雨曾说:“科举以诗赋文章作试题 ,并不是测试应试者的特殊文学天才 ,而是测试他

们的一般文化素养。测试的目的不是寻找诗人而是寻找官吏。其意义首先不在文学史而在政治史 。中

国居然有那么长时间以文化素养来决定官吏 ,今天想来都不无温暖。”[ 3](第 4 页)。丰富的常识 、健全的

理解力和良好的涵养是文官选拔的三个必要条件 ,而科举考试以经学 、诗文 、策问为主体部分 ,已足以满

足文官选拔的基本要求。《儒林外史》第 11回写到一位擅长八股文的才女 ———鲁编修的女儿鲁小姐 ,她

的那份功课单颇值得留意 。“鲁编修因无公子 ,就把女儿当作儿子 ,五六岁上请先生开蒙 ,就读的是《四

书》 、《五经》 ;十一二岁就讲书 、读文章 ,先把一部王守溪的稿子读的滚瓜烂熟 。教她做`破题' 、̀ 破承' 、

`起讲' 、̀ 题比' 、̀中比'成篇。送先生的束脩 ,那先生督课 ,同男子一样。这小姐资性又高 ,记性又好 ,到

此时 ,王 、唐 、瞿 、薛 ,以及诸大家之文 ,历科程墨 ,各省宗师考卷 ,肚里记得三千余篇 ,自己作出来的文章 ,

又理真法老 ,花团锦簇。”鲁小姐的这份功课单 ,明清时代的读书人见了 ,一定不会有陌生之感 ,因为他们

正是打这条路上走过来的 。鲁编修曾感慨说:“假若是个儿子 ,几十个进士 、状元都中来了 !”这提示我

们 ,鲁小姐大体可以代表明清时代的进士水准 。以鲁小姐为个案 ,我们可以明确地指出:鲁小姐不一定

是优秀的学者(科举考试的目的本来就不是挑选学者),鲁小姐也不一定是文学天才(科举考试的目的本

来就不是挑选文学天才),但她的文化素养之高是不容置疑的(科举考试的目的本来就是挑选文化素养

较高 、具有健全的理解能力和丰富常识的官员)。以鲁小姐为个案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虽然明清时

代进士的总量不大 ,即使加上举人和生员 ,他们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也不高 ,但是 ,鲁小姐这份功课

单的使用人数却远大于进士 、举人和生员的总和 ,社会的整体文化素养由此得到了提高。这是一个毋庸

置疑的事实。以鲁小姐为个案 ,我们还可以附带指出:就明清时代的教育体制而言 ,国家的投资是很小

的 ,其主体部分已分解到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 。国家主要管考 ,用考试的办法促使国人学习知识 ,

并没有花多少经费在办学上。以较少的国家投入而能达到激励国民普遍向学的效应 ,科举考试提供了

可资借鉴的经验 。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 ,科举制度对于维护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

家的统一稳定 ,其作用是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的。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袖 ,虽然一再愤愤不平地

说到中国文化的种种不是 ,但在《考试与教育》一文中 ,他也毫不含糊地指出:在古代那种交通极为不便的

情形下 ,中央可以不用武力来维持国家的统一是由于考试制度的公开和公平。胡适所说的公平 ,包括三种

含义:一是公开考选 ,标准客观;二是顾及到各地的文化水准 ,录取的人员 ,并不偏于一方或一省 ,而是遍及

全国。三是实行回避制度 ,“就是本省的人不能任本省的官吏 ,而必须派往其他省份服务 。有时候江南的

人 ,派到西北去 ,有时候西北的人派到东南来。这种公道的办法 ,大家没有理由可以反对抵制。所以政府

不用靠兵力和其他工具来统治地方 ,这是考试制度影响的结果”
[ 1]
(第 506 页)。这些话出于胡适之口 ,足以

说明 ,即使是文化激进主义者 ,只要具有清明的理性 ,也不难看出科举制度的合理性。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 ,科举制度不仅具有历史研究的价值 ,而且有助于

我们思考当今人事制度的改革问题 。2005年 ,任继愈曾在《古代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值得借鉴》一文中提

出设立“国家博士”学位的设想 。其立论前提是:我国目前由各高校授予的博士学位缺少权威性和公正

性。之所以不够权威和公正 ,不外下述几个原因 。其一 , “各校有自己的土标准 ,执行起来宽严标准不

一 ,取得学位后 ,它的头衔在社会上流通价值都是同等的” ,这当然不公平。其二 ,研究生入学后 ,第一年

大部分时间用在外语上 ,第二年大部分时间忙于在规定的某种等级的刊物上发论文 ,第三年忙于找工

作 ,这样的情形 ,怎么可能培养出货真价实的博士 ?其三 ,几乎所有名牌大学都招收“在职博士生” ,有的

博士研究生派秘书代他上课 ,甚至不上课而拿文凭 ,这样的博士能说是名副其实的吗? 只有设立“国家

博士”学位 ,采用统一标准选拔人才 ,这样的“博士学位”才具有权威性和公正性。而国家在高级人才的

选拔方面统一把关 ,不仅可以避免“跑”博士点和博士生扩招带来的许多弊病 ,有助于社会风气的改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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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 ,由于只管考而不必太多地管教 ,还可以节省大量开支。就这一点而言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的确

是值得参考借鉴的。任继愈的这篇文章现已收入《皓首学术随笔 ·任继愈卷》(中华书局 2006年版),有

心的读者不妨一阅。

与任继愈的呼吁相得益彰 ,早在 1951年 ,钱穆就发表了《中国历史上的考试制度》一文。针对民国

年间(1911 ～ 1949)人事管理腐败混乱的状况 ,他痛心疾首地指出:科举制“因有种种缺点 ,种种流弊 ,自

该随时变通 ,但清末人却一意想变法 ,把此制度也连根拔去。民国以来 ,政府用人 ,便全无标准 ,人事奔

竞 ,派系倾轧 ,结党营私 ,偏枯偏荣 ,种种病象 ,指不胜屈 。不可不说我们把历史看轻了 ,认为以前一切要

不得 ,才聚九州铁铸成大错” [ 4](第 114-115 页)。钱穆的意思是明确的:参考借鉴科举制度 ,有助于人事管

理的规范化和公正性 。1955年 ,他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进一步指出:“无论如何 ,考试制度 ,是

中国政治制度中一项比较重要的制度 ,又且由唐迄清绵历了一千年以上的长时期。中间递有改革 ,递有

演变 ,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发展 ,这绝不是偶然的。直到晚清 ,西方人还知采用此制度来弥缝他们政党选

举之偏陷 ,而我们却对以往考试制度在历史上有过上千年以上根柢的 ,一口气吐弃了 ,不再重视 ,抑且不

再留丝毫顾惜之余地 。那真是一件可诧怪的事。”
[ 5]
(第 89 页)现代中国的人事管理理应借鉴源远流长的

科举制度 ,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如何借鉴 ,则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

二 、科举制度对维持世道人心和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作用

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 ,科举制度以其“程序的公正”为国家选拔了大量

行政官员 ,在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准和维护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稳定方面 ,发挥了直接而巨大的

作用 ,这是其显而易见的功能;它还有其他不那么显著却同样值得重视的功能 ,即意识形态功能和人文

教育功能:科举制度以其对社会的整体影响力将儒家经典维持世道人心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我们试就

此略作讨论。

明清时代有一项重要规定:科举以《四书》 、《五经》为基本考试内容。这一规定是耐人寻味的。《论

语》《孟子》等儒家经典是秦汉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维系人心 、培育道德感的主要读物。我们经常表彰“中

国的脊梁”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 ,秦汉以降 , “中国的脊梁”大都是在儒家经典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

以文天祥为例 ,这位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 ,曾在《过零丁洋》诗中说:“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

青” 。“丹心” ,就是蕴蓄着崇高的道德感的心灵。他还有一首《正气歌》 ,开头一段是:“天地有正气 ,杂然

赋流形:下则为河岳 ,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 ,沛乎塞苍冥 。皇路当清夷 ,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 ,

一一垂丹青。”身在治世 ,正气表现为安邦定国的情志 ,身在乱世 ,则表现为忠贞坚毅的气节 ,即文天祥所

说:“当其贯日月 ,生死安足论。”1282年 ,他在元大都(今北京)英勇就义 ,事前他在衣带中写下了这样的

话:“孔曰`成仁' ,孟曰`取义' 。惟其义尽 ,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 ,所学何事? 而今而后 ,庶几无愧。”《四

书》《五经》的教诲 ,确乎是他的立身之本 。

文天祥是宝祐四年状元 ,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它表明:进士阶层在实践儒家的人格理想方

面 ,其自觉性远远高于社会的平均水平 。宋代如此 ,明代如此 ,甚至连元代也是如此 。清代史学家赵翼

曾论及“元末殉难者多进士”这一现象:“元代不重儒术 ,延祐中始设科取士 ,顺帝时又停二科始复。其时

所谓进士者 ,已属积轻之势矣 ,然末年仗节死义者 ,乃多在进士出身之人。”
[ 6]
(第 705-706 页)接下来 ,赵翼

列举了余阙 、泰不华 、李齐 、李黼 、王士元 、赵琏 、孙扌为 、周镗 、聂炳元 、刘耕孙 、丑闾 、彭庭坚 、普颜不花 、月

鲁不花 、迈里古思等死难进士 ,最后归结说:“诸人可谓不负科名者哉 ,而国家设科取士亦不徒矣。”[ 6](第

706 页)在元末殉难的进士中 ,余阙(1303 ～ 1358)是最早战死的封疆大臣 。他的朋友蒋良 ,一次和他谈起

国难 ,余阙推心置腹地说:“余荷国恩 ,以进士及第 ,历省居馆阁 ,每愧无报。今国家多难 ,授予兵戎重寄 ,

岂余所堪 。然古人有言:̀为子死孝 ,为臣死忠 。'万一不幸 ,吾知尽吾忠而已 。”余阙殉难后 ,蒋良作《余忠

宣公死节记》 ,开篇即强调说:“有元设科取士 ,中外文武著功社稷之臣历历可纪 。至正辛卯 ,兵起淮 、颍 ,

城邑尽废 ,江 、汉之间能捍御大郡 、全尽名节者 ,守豫帅余公廷心一人而已 。”
[ 7]
(第 268 页)在余阙“擢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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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履历与他忠勇殉节的人格境界之间 ,人们确认有其内在联系。无独有偶 , 《元史 ·泰不华传》在记

叙元末另一著名的死节之臣泰不华(1305—1352)时 ,也着重指出:其人生信念的基本依据是他作为“书

生”所受的儒家经典教育 。在与方国珍决战前夕 ,泰不华曾对部从说过一番词气慷慨的话:“吾以书生登

显要 ,诚虑负所学。今守海隅 ,贼甫招徕 ,又复为变 。君辈助我击之 ,其克则汝众功也 ,不克则我尽死以

报国耳。”“书生”“所学”与捐躯“报国”之间关系如此密切 ,足见以《四书》 、《五经》作为基本考试教材的科

举制度 ,它在维持世道人心方面的作用的确是巨大而深远的 。

儒家经典维持世道人心的功能不仅泽及宋元 ,泽及明清 ,甚至泽及已经废除了科举制度的现代 。其

实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原因在于 ,不少现代名流的少年时光是在科举时代度过的 ,他们系统地受过这

种教育 ,耳濡目染 ,其人生观在早年即已确立并足以支配一生。儒家经典的生命力由此可见。科举制度

的余泽亦由此可见。

这里我想特别提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 ,并有意多引他的言论 。之所以关注他 ,是因为世人

眼中的胡适只是一个文化激进主义者 ,以高倡“打倒孔家店”著称 。人们很少注意到 ,胡适在表面上高呼

“打倒孔家店” ,但在内心里仍对孔子和儒家保留了足够的敬意 ,是儒家人生哲学的虔诚信奉者和实行

者。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 ,第二章有胡适的如下自白:“有许多人认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许多

方面 ,我对那经过长期发展的儒教的批判是很严厉的 。但是就全体来说 ,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 ,对孔子

和早期的`仲尼之徒' 如孟子 ,都是相当尊崇的 。我对十二世纪`新儒学' (Neo-Confucianism)(̀理学' )

的开山宗师的朱熹 ,也是十分崇敬的。”“在这场伟大的`新儒学' [理学]的运动里 ,对那[道德 、知识;也就

是《中庸》里面所说的`诚则明矣;明则诚矣'的]两股思潮 ,最好的表达 ,便是程颐所说的 :̀涵养须用敬 ,

进学则在致知。' 后世学者都认为`理学' 的真谛 ,此一语足以道破 。” [ 8](第 418 页)同一章还有唐德刚的一

段插话:“`要提高你的道德标准 ,你一定要在“敬”字上下功夫;要学识上有长进 ,你一定要扩展你的知识

到最大极限。'适之先生对这两句话最为服膺 ,他老人家不断向我传教的也是这两句 。一次我替他照相 ,

要他在录音机边作说话状 ,他说的便是这两句 。所以胡适之先生骨子里实在是位理学家 。他反对佛教 、

道教乃至基督教 ,都是从`理学' 这条道理上出发的。他开口闭口什么实验主义的 ,在笔者看来 ,都是些

表面账。吾人如用胡先生自己的学术分期来说 ,则胡适之便是他自己所说的`现代期' 的最后一人。”[ 8]

(第 433 页)胡适是在少年时代接受儒家经典教育的 ,在经历了废止科举 、“打倒孔家店”等种种变故后 ,儒

家的人生哲学仍能贯彻其生命的始终 ,由此不难想见 ,在中国传统社会尤其是科举时代 ,儒家经典对社

会精神风貌的塑造可以发挥多么强大的功能 。虽然生活中确有教育目标与实际状况两歧的情形 ,但正

面的成效仍是不容忽视的 。

“精神文明”是中国人常用的一个概念。“精神文明”是相对物质文明而言的 ,就个人而言 ,需要长期

的修养 ,就民族而言 ,需要长期的培育。中国古人对这一点体会很深 ,所以常常强调“潜移默化” ,经由耳

濡目染的长期熏陶 ,价值内化 ,成为一种道德规范 。如果这种道德规范大体近于人情 ,既“止乎礼义”而

又“发乎性情” ,它对社会的稳定 ,对人类精神境界的提升 ,都将发挥重要作用。这就是文化的功能 。目

前教育界所说的“深厚的人文知识素养 ,有助于塑造高尚的精神世界 ,提高健康的审美能力” ,与这个意

思是相通的。《四书》 、《五经》作为科举时代的基本读物 ,人文教育功能是其不容抹杀的价值 ,并因制度

的保障而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美国学者罗兹曼认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 ,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

价值体系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 。科举制在 1905年废止 ,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

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就其现实和象征性的意

义而言 ,科举革废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 ,这种转折大致相当于 1861年沙俄废奴和 1868年的日

本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 9](第 335 , 635 页)。罗兹曼的意见也许是对的 。而我想要补充的问题是:在科

举制废止之后 ,如何保证《四书》 、《五经》的人文教育功能继续得到发挥?

·186·



　第 2 期 陈文新:科举制度是中国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

三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意义及主要内容

科举制度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 ,科举制度对现代中国的发展更有足资借鉴的意义 。整理与研究历

代科举文献 ,其意义也需要从历史与现实两个角度加以说明:一方面是传承文化 ,传承文明 ,让这份丰厚

的遗产充分发挥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 ,另一方面是去粗取精 ,古为今用 ,让它在现实的中国社会重放异

彩 ,成为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智力资源 。这是我们编纂出版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初衷 ,也是

我们不辞劳苦从事这一学术工作的动力 。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 ,重点包括下述内容:

(一)整理 、研究反映科举制度沿革 、影响及历代登科情形的文献

从《新唐书》开始 ,历代正史多有《选举志》 。历代《会要》 、《实录》 、《纪事本末》等史传 、政书之中 ,相

当一部分是关于科举制度沿革的资料。还有黄佐《翰林记》、陆深《科场条贯》、张朝瑞《明贡举考》 、冯梦

祯《历代贡举志》 、董其昌《学科考略》 、陶福履《常谈》等一批专书。历代《登科录》和杂录类书籍 ,也保存

了大量关于科举的材料。唐代登科记多已散失亡佚 ,有清代徐松的《登科记考》可供参考。宋元登科记

保存稍多 ,明清有关文献尤为繁富 。

(二)整理 、研究与历代考试文体相关的教材 、试卷 、程文及论著等

八股文是最引人注目的考试文体。八股文集有选本 、稿本之分 。重要的选本 ,明代有艾南英编《明

文定》 、《明文待》 ,杨廷枢编《同文录》 ,马世奇编《澹宁居文集》 ,黎淳编《国朝试录》等;清朝有纪昀《房行

书精华》 ,王步青编《八法集》 ;还有《百二十名家集》 ,选文 3 000篇 ,以明代为主;《钦定四书文》 ,明文四

集 ,选文 480余篇 ,清文一集 ,选文 290余篇。稿本为个人文集。明清著名的八股大家 ,如明代的王鏊 、

钱福 、唐顺之 、归有光 、艾南英 ,清代的刘子壮 、熊伯龙 、李光地 、方苞 、王步青 、袁枚 、翁方纲等人 ,均有稿

本传世。相关著述数量也不少 。清梁章钜《制义丛话》等 ,是研究八股文的重要论著 。其他考试文体 ,如

试策 、试律等 ,也在我们关注的范围之内 。这些科举文献 ,一般读者不易见到 ,或只能零零星星地见到一

些 ,或虽然见到了也难以读懂 ,亟待系统地整理出版 ,以供研究和阅读 。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编纂出版预计需要八年左右的时间。前四年(2006 ～ 2009年)用

来整理出版与科举相关的文献 。在此基础上 ,后四年(2010 ～ 2013年)内陆续推出 10本以上的研究性

著作 。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第一批书目包括以下数种:《历代制举史料汇编》 、《历代律赋校注》、

《唐代试策试律校注》 、《八股文总论八种》 、《七史选举志校注》 、《四书大全校注》 、《游戏八股文集成》 、《明

代科举与文学编年》 、《明代状元史料汇编》 、《钦定四书文校注》 、《翰林掌故五种》 、《贡举志五种》 、《〈游艺

塾文规〉正 、续编》 、《钦定学政全书》 、《梁章钜科举文献二种校注》 、《〈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 、《二十世纪

科举研究论文选编》 。也许需要说明的是 ,此前曾有断代或内容单一的科举文献陆续问世 ,如台湾学生

书局 1969年出版了《明代登科录汇编》66种(未经整理),台湾成文出版社 1992年出版了一大套精装本

《清代朱卷集成》(未经整理),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年出版了由杨学为主编的七册十卷近千万字的《中

国考试史文献集成》 ,宁波出版社 2006年影印出版了《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 ·登科录》(未经整理),

龚延明主持的《中国历代登科录》也在编纂之中。所有这些都极有价值 ,但它们所涉及的只是某一类别 ,

或限于登科录 ,或限于朱卷 ,或限于考试 ,尚不具备综合性的品格 。我们这套综合性的历代科举文献 ,以

涵盖面广和分量厚重为显著特征 ,可以从多方面满足阅读和研究之需 。而在整理 、研究方面投入的心力

之多 ,更是有目共睹 。我们的目的是为推进学术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是一项规模宏大 、任务艰巨 、意义深远的大型出版文化工程 。编纂任

务主要由武汉大学专家承担 ,并根据需要从中国人民大学 、南京大学 、中国艺术研究院 、厦门大学 、华中

师范大学 、陕西师范大学 、扬州大学 、中南民族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高校或科研院所聘请了若干学

者。南京大学卞孝萱先生 、中华书局傅璇琮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邓绍基先生等在学术上给我们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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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指导;参与这一工程的各位专家不辞辛苦 ,努力工作 ,保证了编纂进度和质量;武汉大学出版社鼎力

支持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的出版;所有这些 ,我们将永远铭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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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Imperial Civil Examinations'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Culture

Chen Wenxin

(Schoo l o f Chinese Language﹠ Liter ature , Wuhan Univer sity , Wuhan 430072 , Hubei , China)

Abstract:The contents of The Series o f Col lation and S tudy of Chinese Tradi tional Documents

on Imperial Civi l E xaminations include ge tt ing to gether and studying the documents w hich ref lect the

histo ry and inf luence of imperial civil examinations sy stem and reco rd the circumstances of passing

imperial civil ex aminations , col lecting and studying tex tbooks , papers , answ ers , wo rks , and so on.

The fi rst set includes 17 books , near 30 millions w ords.The imperial civil ex aminat ion w as a g reat

cont ribut ion to w o rld of China , which had a brilliant history , and also has full reference signif icance

fo r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a.There are tw o re spects of histo ry and reali ty to il lust rate

significance of collect ing and studying documents of impe rial civil examinations :on one hand , to pass

on and inherit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 make it remodel nat ional spirit ;on the other hand , to discard

the dross and keep the essence , make the past serve the present , make it replay glo ry in realistic

socie ty , become the impo rtant intellectual resource s for refo rmation of per sonnel sy stem .

Key words:Chinese Tradi tional Documents on Imperial Civ i l E xaminations;collation;study;

passing on and inheriting of civi lization ;making the past serve the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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