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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科举制对社会分层

和垂直流动的作用探析

余 保 中

科举制是我国封建杜会中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极为重要 的途径
。

宋代是我国科

举制发展的鼎盛时期
,

科举制是促进当时社会分层与垂直流动的重要机制
。

文章认

为
,

宋代科举制度主要起到了推动知识分子阶层的崛起
、

改变官吏阶层的结构
、

提高

社会整合程度等作用
。

作者
:

余保中
,
男

, 1 9 5 4年生
,

华中农业大学社科系讲师
。

所谓科举制
,

就是封建国家根据需要而设立若千科目
,

举行公开
、

统一
、

集中的考试
,

择优选拔官吏的用人制度
。

我国的科举制确立于隋代
,

发展于唐代
,

两宋则是我国科举考试

制度发展的鼎盛时期
。 ① 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是社会结构中同一社会现象的静态与动态的两

个侧面
,

科举制则是传统中国促进社会分层和垂直流动的重要机制
: “

中国封建社会是半封

闭式分层体系
,

只有科举制是向上流动的途径
。 ” ② 那么

,

宋代科举制对当时的社会分层和

垂直流动究竟起到了哪些作用呢 ? 对此
,

笔者试作如下探讨
。

一
、

推动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崛起

宋代统治者大兴科举以广揽知识阶层中的人才
,

目的是为了要赢得中小地主对政权的支

持
。

如
,

宋代开国皇帝赵匡溉夺取政权后面对危急形势
,

毅然作出具有战略性的决断—
重建

科举
、

开科取士
,

广泛吸收中小地主和下层知识分子参加宋政权建设
。 “

他明确告知臣僚
,

只有依靠考试制度
,

才能选取真才 ,只有打破分裂势力及士族对国家政治的垄断
,

才能获得寒

俊之士的支持
,

使其为江山社极的稳固竭尽全力
。 ” ⑧又如

,

南宋统治者试图利用科举考试

来争取中小地主和下层知识分子的支持
,

笼络人心
。 “

还在赵构刚刚称帝
、

迫于金兵南下
、

到处逃窜流亡的时候
,

就下诏令地方各路举行科举考试
。 ” ④宋代统治者对科举制的重视和

需要
,

正好推动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崛起
。

(一 ) 进士及第人数猛增

唐
、

宋
、

元
、

明
、

清各代进士及第人数的统计数据显示
,

唐代 28 9年期间进士及第者 6 4 2 7

人
,

平均每年22
.

2人
。

而宋代 31 9年期间共取录进士 3 5 0 0。余名
,

里均每年约里I Q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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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 5倍
。

同时
,

宋代也是这 弓个朝代中年平均取士最多的朝代
。

在宋代
,

取录进士每次超

过 50 0名的有 23 次
。

①宋仁宗在位 41 年
,

由进士科入仕者达 4 5 7 0人
, ② 年平均 11 1

.

5人 , 宋徽

宗在位 25 年
,

取进士 5 5 0 0余人
, ③年平均 22 0名 ,南宋理宗宝庆二年取进士约 800 至 9 00 名

。 ④ 宋

代
一

与唐代相比
,

录取进士人数成倍增加
,

极大地刺激了中
、

下层人士的读书欲望
,

加速了知

识分子阶层的兴起和社会流动
。

(二 ) 知识分子阶层扩大

宋代大力推行科举制度
,

给中小地主及其他中下阶层人士带来了科举及第— 垂直流动

的契机
,

形成了提倡读书
、

大办学堂的热潮
。

在宋代
,

不少君主大力宣扬学而优则仕
,

相传

宋真宗还亲自作了一首 《劝学诗》
: “

富家不用买 良田
,

书中自有千钟粟
。

安房不用架高梁
,

书中自有黄金屋
。

娶妻莫恨无 良媒
,

书中有女颜如玉
。

出门莫恨无人随
,

书中车马多如簇
。

男儿欲遂平生志
,

六经勤向窗前读
。 ” ⑥ 总之

,

宋代统治者 以名义为诱饵
、

以科举制为手段

选拔人才
,

客观上大大地推动了当时教育的发展
,

片就了一大批知识分子
。

据记载
,

宋太宗淳化

三年 (公元 99 2年 )
,

各地举送礼部省试的贡生达 1 7 0 0。余人 , ⑧ 南宋时期
,

曾到京都临安参

加科举考试的考生达 10 万之众
。

⑦ 有人作过统计
,

在公元 1 1 0 0年
,

科举出身人数达 3 5 8 0 0人
,

占全国当年总人 口的 0
.

03 6% , 在公元 1 2 0 0年
,

科举出身人数达 6 4 5 0 0人
,

占全国当年总人口

的 0
.

1 01 %
。 ⑧从这些数据中

,

可推知宋代知识分子阶层人数相当可观
。

(三 ) 知识分子阶层有较大的势力与影响

在宋代
,

由于科举制的推行
,

进士及第人数倍增
,

知识分子阶层不断发展壮大
。

通过科举

考试
,

大批怀有真才实学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得到朝廷重用而身居要职
,

为当时社会政治
、

经

济
、

军事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

他们中不少人功绩卓著
、

品行高尚
,

既受君王重视
,

又得平民敬仰
。

所以
,

此阶层在当时社会中有较大势力与影响
,

这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第一
,

统治者十分重视
。

科举考试
,

人才荟萃
,

宋朝历代君王都要亲自过问科举事宜和

专发诏令
,

提出具体要求和规定
。

如咸平元年
,

宋真宗在崇政殿召见省试主考官时说
: “

贡

举重任
,

务选摇寒俊
,
精求艺业

,

以副联心
。 ” ⑨ 这其中有统治者为了缓和社会矛盾

、

分散

民众注意力的成份
,

但客观上产生了尊重知识
、

尊重知识分子的效果
。

第二
,

每次省试都倾

动京城
,

省试贡士的仪式隆重庄严
。

说明中下层知识分子在科举制的过程中有较大的影响力
,

受到社会关注
。

第三
,

确立殿试制度
,

一方面严格了科举制度
,

另一方面提高了进士的身份

地位
。

宋太祖赵匡撒于开宝六年 (公元97 3年 ) 确立了殿试制度
。

L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二年
、

三年间 (公元 9 7 7
、

9 7 8年 ) 两次亲试礼部举人
,

并规定殿试贯穿于宋代的科举
。

⑧ 第四
,

宋

代殿试不再黝废和进士及第直接做官
。

这一方面是封建君主借此显示皇恩浩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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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拉笼利用知识分子为其统治服务 , 另一方面
,

也是知识分子与皇权斗争
,

封建君主为了遨

免与落选进士者发生直接矛盾
。

另外宋代进士及第人数增多
,

它既符合统治者选才用人的需

要
,

也符合广大知识分子阶层的利益和愿望
。

同时
,

也是知识分子阶层势力和影响在逐步扩

大的表现
。

二
、

改变了官吏阶层的结构

宋代科举制推动社会分层和垂直流动的另一重要作用是改变了官吏阶层的结构
。

(一 ) 改变了官吏阶层的知识结构

科举制为中小地主和中下层知识分子提供了
“
朝为 田舍郎

,

暮登天子堂
”
的可能性

。

通

过科举
,

一大批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步入官吏行列
,

凭着他们的真才实学在政治
、

经济
、

文

化
、

军事等领域
,

为宋王朝中央集权竭尽全力
,

为国家的稳定和繁荣作出过重要贡献
。

其中最

有影响的人物有
:
薛居正

、

吕蒙正
、

寇准
、

王钦若
、

吕夷简
、

范仲淹
、

文彦博
、

王安石
、

李纲
、

文天祥等优秀官员
。

据记载
,

宋太宗在位21 年
,

通过科举而授予官职的将近 1万人 , ① 北 宋

末年的一次取士
,

仅进士即达 8 00 人
。 ② 还有诸如改革科举制度

,

王安石创立太学三舍法时
,

上舍生毕业成绩优等的可免试授官 , ⑧宋徽宗崇宁年间 (公元 1 10 2一 1 1 06年 )
,

蔡京执政时
,

仿效王安石新法
,

增加太学生名额
,

实行毕业授官
,

呈现
“
天下取士悉由学校升贡

” ④ 的局

面
。

所有这些举措
,

都对改变官吏阶层的知识结构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

(二 ) 改变了官吏阶层的出身构成

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以恩荫和世袭及其他方式选拔官吏
。

宋仁宗庆历三年 (公元

10 4 3年 )
,

范仲淹授以参政知事
,

主持了朝廷要政
。

他倡导
“
明黝昏” 、 “

抑侥幸” , 匀 认

为官员握升应根据他的能力和功绩
,
反对过去那种循资升级的作法

。

同时缩小恩荫范围
,
严

格了标准
,

权贵的恩荫人数减少了很多
.

通过科举
,

使一大批中小地主
、

自耕农
、

手工业者

等出身的文人垂直流动升迁到高
、

中
、

低各等级的官吏岗位上
,

相对地改变了官吏阶层的出

身构成
,

大地主
、

封建贵族通过恩荫为官的人数相对减少
,

中小地主
、

自耕农
、

手工业者等

中下层身份出身者为官的人数比例大为增加
。

三
、

提高了社会的整合程度

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的需要
,

大力推行科举制
,

从某种愈义上讲
,

减缓了宋代社会矛盾
,

提高了社会的整合程度
。

第一
,

通过科举制
,

大批中下层优秀知识分子被选拔出来并被委以重任
,

为当时的社会

稳定与发展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

象官至参知政事的范仲淹一样
,
大批家境贫寒通过科举获

取功名后优国忧民的知识分子
,

在朝廷上下
、

民众之 中享有极高的声誉
,

为民众安居乐业
,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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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治
、

经济与文化的稳定
、

发展
,

起到了中流砒柱的作用
。

他们中不少官员正直刚正
、

廉洁为民
,

救黎民百姓出水火之中
,

惩豪强恶霸于利刃之下
,

使社会得以安宁
、

百姓得以聊生
。

科举制使一批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有机会到重要部门任职
,

既发挥了他们的才干
,

也避免

了若他们中部分活动能量大
、

组织能力强者因不能获取一定官职而对社会不满所引起的社会

震荡`

第二
,

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
,

减缓了社会矛盾
。

当时
,

大批读书人

为了求取功名
,

日夜寒窗苦读
,

不间世事
,

深信有朝一 日能科举及第
。

这在很大程度上缓和

了统治阶级与中小地主阶级及中下层知识分子的矛盾
。

同时
,

大批读书人受统治阶级推祟的
“
君

、

臣
、

父
、

子
”
等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

,

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成为社会矛盾缓解
、

社会整

合加强的重要因素
。

第三
,

统洽阶级通过变革
、

完善有利于笼络人心的考试办法以缓和矛盾
。

这可从三个方

面看出
。

1
.

确立殿试制度
。

赵匡撤在确立殿试制度时曾大力吹嘘举行殿试是为了避免官僚贵

族舞权作弊
,

如是说
: “

向登科名级
,

多为势家所取
,

塞孤贫之路
,

今联躬亲临试
,

以可否进

退
,

尽革前弊矣
。 ” ①其实

,

殿试最本质的原因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使举人们对君王感恩戴

德
。 2

.

科举及第直接授官
,

不必吏部加试
。

在唐代
,

殿试后的及第进士必须经过吏部的严格考

试
,

通过者方能授官
。

在宋代
,

凡经过省试
、

殿试以后
,

朝廷便立即授予官职
,

且成绩名列前茅

者很快就可获得高官
。

据考证
,

仁宗在位的 13 届科举每届前 3 名的 39 人中
,

绝大多数都获高

官厚禄
,

没登上公卿位置的仅 5 人
。

这两点都给人们以公正的假象
,

把大批读书人引向死记

硬背
、

关门读书的胡同
,

落第者也只怨命苦
、

不怨朝廷
。 3

.

实行
“
附试

” 。

为了缓和矛盾
,

关照朝宫亲朋戚友
,

皇帝准许多次省试落第者另立名册
,

陪同考生参加殿试
,

叫作
“
附试

” ,

也称这些人为 “ 特奏名 , 。

皇帝这样优待考生
,

大规模地录用考生
,

为的是拢络中刁她主和
中下层知识分子

。

宋朝有人就认为科举大量取士是一种高明的统治手段
。

另外
,

科举考试也加强了社会各阶层的相互接触
、

了解与沟通
,

加速了社会的垂直流动
’

有利于各社会阶层的整合
。

宋代大力推行科举考试制度
,

总地看来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步
,

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它

的衰亡
。

但宋代科举制多倡导死记硬背经史与诗赋
,

也限制了人才的发展
。

王安石在 《读进

士试卷》中叹说
: “

文章始隋唐
,

进取归一律
。

安知鸿都事
,

竟用程人物
。

变今磋未能
,

于 己

空 自咄
。 ” 再者

,

宋代虽大力推行科举取士
,

但每次取士只不过数百人犷而恩荫任官一次则

数千人
, ②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科举取士的竞争机制

,

阻碍了人才平等竞争的社会分层与

垂直流动
。

另外
,

宋代科举舞弊屡禁不绝
,

也十分有碍于优秀人才的选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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