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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摭宏富 　利惠学人
———评大型文化遗产出版工程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第一辑)

李　华

为了进一步推动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深入 , 武汉大学出版社计划陆续推出由著名学者陈文新先生主编的大型文

化遗产出版工程《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 。因其采摭宏富 、利惠学人 ,科举学专家刘海峰先生誉之为新世纪科举

学六大工程之一。 2009 年 9 月 ,经过近 30 位专家学者三年多的努力 , 丛刊第一辑隆重问世。丛刊第一辑包括 17 种 22

卷 ,近 3000万字 , 系统整理 、校点了与科举相关的各类史料文献 ,堪称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重要成果。

一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涵盖广阔。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中华民族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政治智慧 , 其中极为重要

并贯彻始终的是对人才的重视。从古至今 ,举贤授能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用人理想 ,堪称中华文化的精髓之一 。

尚贤思想古已有之 ,《尚书》中便已出现。尧任用八元八凯 , 舜重用皋陶 、稷 、契 、夔等 , 都是远古明君尚贤的范例。其

后 ,商汤任伊尹 、武丁举傅说 、周公“一沐三捉发 ,一饭三吐哺”等故事 ,也表明商周时期一些杰出的统治者已具备求贤若

渴 、礼贤下士的人才观。降至东周 , 周王室势力衰微 ,社会长期处于礼崩乐坏 、战乱频仍的无序状态。春秋五霸 、战国七

雄继起 ,纷纷为加强自己的势力网罗人才。人才日渐成为决定各诸侯国势力消长 、兴衰存亡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由于中华民族有重视人才的优良传统 ,汉以后历朝历代统治者均格外重视人才的选拔工作 ,为了选拔出管理国家的

合适人才 ,他们在制度层面进行了不懈的试验与探索。到了隋唐两代 , 统治者相继在人才选拔制度上实行了重大改革。

于是 ,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 1 300 年之久的伟大制度———科举制度应运而生。 它在明清时期被进一步改进 、定型 ,

直至清朝将亡才退出历史舞台。

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 ,它的基点虽然是人才选拔 ,辐射面却远不止于此。

首先 ,国民教育是科举制度的基础 , 科举制度的实行深化了人们的教育意识 , 推进了学校教育的规模化与规范化 , 推

动了社会的教育公平 ,刺激了社会的教育普及 。

其次 ,科举考试广泛涉及文学 、经学 、史学 、宗教 、军事 、科技等众多领域 , 由此推动了各领域的发展。《新唐书·选举

制》载唐代科举科目云:“有秀才 , 有明经 ,有俊士 , 有进士 ,有明法 , 有明字 ,有明算 , 有一史 ,有三史 ,有开元礼 , 有道举 , 有

童子。”其中明法同法学有关 ,明字同书法有关 , 明算同数学有关 ,道举同宗教有关。武则天时期还曾设立武举(宋以后特

别是明清时期武举长盛不衰), 可见其涉及面之广泛。

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是经学和文学。宋元以后经学的变化推动了科举的变化 , 而科举的变化也促进了经学的变化 ,

两者的互动非常明显。同样 ,科举同文学也存在着互动关系。科举推动了唐代诗赋的繁荣 、宋代策论的流布和明清八股

文的盛行 ,对当时的文风 、文体的形成演变具有重大影响;而每个时代都有作家力图用自己的创作影响科举 , 改变科举考

试的好尚。唐代白居易 、元稹曾影响律赋的格局 , 明清不少作家都曾通过推崇唐宋古文来改变八股文的风格取向 ,如此

等等 ,都说明科举与文学创作存在着互动关系 。

最后 ,科举制度不仅影响了历朝历代的社会风习 ,也决定了广大士子的前途命运及心理状态。唐代著名的曲江宴 、

打马游长安的风俗便是科举的产物。而孟郊“昔日龌龊不足夸 ,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 ,一日看遍长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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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第后》)的心理描写则彰显出科举对于士子命运的影响程度。科举饱含着无数寻求出路 、谋求发展的士子的艰辛与

努力。中试者的得意欣喜与困顿风尘 、潦倒场屋者的血泪悲凉交织成一部生动的士子心态史。科举制度史也因此成为

中国社会史 、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 科举制度是从事传统文化研究不能不关注的重要文化现象。

二

科举制度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重视人才的中华传统却并没有就此中断 ,如何公平 、公正 、公开地选拔和任用人才

仍然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我们应该以一种客观公允的态度看待和研究科举制度 , 深入探究其利弊 ,尤其注重挖掘它

对当今教育 、考试制度的借鉴作用 , 从而扬其所长 、避其所短 ,确立符合现代需求的制度体系。

正是出于历史与现实两方面考量 ,科举制度的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目前 ,相关研究在文献整理方面已

取得一定进展。如台湾学生书局 1969 年出版的《明代登科录汇编》 66种 、台湾成文出版社 1992 年出版的精装本《清代朱

卷集成》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年出版的《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 、宁波出版社 2006 年影印出版的《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

选刊·登科录》等等。这些文献整理成果既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 , 又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科举研究。但是 ,它们或局限

于断代 ,或内容单一 , 只能观科举之一面而不足以通观全局。且这些文献多半未经整理 , 使用起来多有不便。

对比之前的成果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第一辑的突出之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 ,内容丰富 、涵盖面广 ,收录了与科举相关的各类史料文献。包括科举考试的类型与沿革———《历代制科史料汇

编》 、《七史选举志校注》 、《贡举志五种》(上 、下)、《〈清实录〉科举史料汇编》 ;学校教育制度———《钦定学政全书校注》 ;科

举考试的内容———《四书大全校注》(上 、下);科举考试产生的相关文体———《历代律赋校注》 、《唐代试律试策校注》 、《游

戏八股文集成》 、《钦定四书文校注》 ;科举人物事迹———《翰林掌故五种》 ;科举与文学的交叉研究———《明代科举与文学

编年》(上 、中 、下);历代科举研究的重要成果———《八股文总论八种》 、《〈游艺塾文规〉正续编》 、《梁章钜科举文献二种校

注》(含《制义丛话校注》和《试律丛话校注》);以及 20 世纪科举研究成果———《二十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 。该丛刊展

现了历代科举的面貌和特色 ,有助于通观科举制度及相关的教育 、思想 、文化 、历史 、文学等众多领域的发展流变情况。

其中不少文献尚属首次整理出版 ,填补了以往科举文献整理的空白 。如《历代制举史料汇编》中收录的中国第一历史档

案馆所存 1903 年经济特科考试卷等 , 属第一次整理。

其二 ,采用了多种文献整理形式 , 且普遍寓研究于整理之中。根据文献种类之不同 ,丛刊采用了或汇编 、或校注 、或

编年 、或选编等整理方法。编著者也并非单纯以整理为终极目的 ,而是以整理为基础 , 在整理的同时解读 、研究文献。同

时 ,每部书的编纂 、点校者都经过严格挑选 ,大多为在相关领域已有一定建树 、积累的专家学者和青年才俊。大家发挥各

自所长 ,精心汇编 、校勘 、点校 , 保障了丛刊的整体学术水平。

其三 ,为了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 , 编纂者在点校 、注释时力求精详 ,对所涉人物 、地名 、典章制度尤其是科举术语

作出比较详尽的诠释与说明 ,力求将文献原意准确 、完备地呈现给读者。对研究者来说 , 这些经过精校详注的文献不仅

能为他们提供阅读便利 ,也能为他们深入理解文献 、进一步查找文献提供必要线索 , 是案头必不可少的参考书与工具书;

对普通读者而言 ,经过精校详注的文献更能免去繁复的阅读翻检之苦 ,比较快捷地获取有关科举方面的知识。

该丛刊的主编陈文新先生是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武汉大学珞珈特聘学者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

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副主任 、武汉大学明清文学研究所所长。兼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

关项目《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二首席专家(第一首席专家为山东大学袁世硕先生)、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 、湖北省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副总纂。长期从事中国小说史和明清文学的研究。他主编的 18 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是我国首部系统完

整 、涵盖古今的文学编年史 , 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和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 入选“新中国六十年高校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 在学界享有盛誉。《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这一大型文化遗产出版工程经由陈先生发起 、

主持 ,品质自然得以保证。目前 , 丛刊第一辑的出版发行已经掀起了学术界新一轮的科举研究热潮 ,相信随着工程的进

一步推进 ,众多研究专著的问世也必将推动整个科举研究领域迈向一个新的台阶。

(责任编辑　何坤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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