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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举文献是指直接记载科举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的文献,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

或严格意义的科举文献是指独立存在的专门的科举文献, 广义的科举文献还包括非独立存在的科

举文献。科举文献种类繁多、数量庞大、自成体系、具国际性、命运多舛。科举文献的价值日益被

人们所认识,其命运也经历了翻天覆地、变废为宝的转换。科举文献从一个方面有力地支撑着科

举学的学科构架,使科举学这一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专学得以逐步成为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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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凡成 /学0者总有特定的研究对象或特定的文献, 科举学的研究对象十分专门独特,而且具

有特定的专有文献。科举文献是科举研究的基础, 近年来受到科举学者和出版界的关注。 2003

年,笔者在5科举文献与 /科举学 06 ( 5台大历史学报6第 32期 )一文中,阐述了科举文献的定义,论

述了科举文献的种类、数量与价值。本文将进一步论述科举文献的分类与特点, 探讨科举文献的价

值与命运,并梳理和展望科举学的文献研究。

一、浩如烟海:科举文献的分类与特点

/汗牛充栋0、/浩如烟海 0是人们经常用来形容文献众多的两个成语, 我认为用来描述科举文

献的种类和数量也是再贴切不过了, 因为中国科举史上仅仅是对科举中的一小部分内容, 或者只是

对其中一个科举术语 /策学 0所包含的文献,就已使用过这些成语。例如, 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6在

关于5钦定四书文 6的提要中就指出: /时文选本,汗牛充栋。0清末大同书局出版的 5增广群策汇
源 6一书,在凡例中则说: /策学浩如烟海 0, [ 1]

在序言中又说 /策学瀚如烟海 0。[ 2]
若扩大到各国历

代所有科举文献,更可以用 /汗牛充栋 0、/浩如烟海 0来形容。

科举文献是指直接记载科举制度及其运作的历史的文献, 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或严格

意义的科举文献是指独立存在的专门的科举文献, 如登科记、题名录、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同年

齿录、同年小录、科第录、科齿录、科名录、朱卷、闱墨、科举试卷、专门记载科举的历史档案等科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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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也可称之为核心科举文献。广义的科举文献范围和数量比核心科举文献大得多, 在狭义的独立

存在的科举文献之外,还包括非独立存在的科举文献,如正史选举志、典志中的选举部分, 各种地方

志、文集、类书中记载科举的部分,散见于各种书籍中的科举试题和试卷,以及笔记、小说、戏曲等所

有各类文献中关于科举的直接记载, 或可称之为 /科举资料0、/科举史料 0。我对科举文献的分类

主要采用独立或专门的科举文献与非独立存在的科举文献两大类。¹ 现在一般讨论的科举文献,

通常是指狭义的或专门的科举文献。

还有一类科举文献大概介于广义科举文献与狭义科举文献之间,即正史与典志、类书中关于科

举的集中记载,包括正史中的选举志以及政书、类书、地方志中的科举部分。从5新唐书6以后, 历

代正史多有专门的选举志,其中科举占了主要部分。5通典6之后的 /十通0也与此类似。从宋代的

5册府元龟6至清代的5古今图书集成 6等类书一般都有相当多卷帙专门记述科举。这类典志和类

书中的选举内容相当专门集中,接近于狭义的科举文献。当然, 如果只区分独立与非独立两大类,

这些科举文献还是属于非独立的科举文献。

关于科举文献的分类,陈长文认为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原始科举文献,即核心科举文献。是

对科举考试制度、过程、内容、结果及相关人物、事件的原始记录。一方面包括科举时代各种科举考

试诏令、试卷、金榜、各种试录 (主要包括乡试录、会试录、进士登科录、武举乡试录、武举录等 5种 )

以及题名碑等官方科举考试档案, 另一方面还包括各种同年录、履历便览、朱卷 (个人刊刻 )、书牍

等私家记述。第二,专题科举文献, 即除原始文献以外的其他科举专门文献。包括以下几类: ( 1)

关于进士、举人等科举名录的汇辑、剪裁与整理,如明清时期的5皇明进士登科考 6、5皇明贡举考 6、

5类姓登科考 6、5国朝历科题名碑录初集 6等; ( 2)八股文、时务策、试帖诗等选本; ( 3)关于备考科

举的专门书籍; ( 4)专门记载或研究科举的著作。第三,相关科举文献,即非独立存在的有关科举

制度、科举活动及科举人物等记载的文献。这一领域可谓浩如烟海,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 1)实录、

起居注; ( 2)隋唐以后历代正史; ( 3)政书; ( 4)类书; ( 5)方志; ( 6 )小说、诗歌、戏曲、笔记、文集;

( 7)其他文献。
[ 3]

古人曾将科举类文献归为一大类,元代至清康熙年间的书目中往往将科举参考用书独立成类,

特别是明代的书目分类中多列有 /举业类 0或 /制举类 0书目。[ 4]
清代学者钱大昕所修5元史#艺文

志 6,按经、史、子、集分类, 在 /集类0中,专立 /科举类0,所收 5易义拟题6、5书义断法6、5春秋合题

著说6、5策学归宗 6、5科举天阶6等书 21种。
[ 5]
但古人没有对科举文献再具体细分。今人用现代分

类法对科举文献进行梳理分类,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分类法,比如核心科举文献与非核心科举文献的

区分, 广义狭义之分等等, 无论采用哪种方法, 只要便于系统区分和整理研究皆可。

科举文献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 种类繁多。独立存在的科举文献,按其文献形式可以分为科场条例、科举录、闱墨、朱卷、制

艺、试帖、律赋、策学文献、论学文献, 试卷、档案、其他科举文献等 12个大类。科场条例包括 5贡举

条式6、5礼部韵略 6、5钦定科场条例6、5钦定武场条例 6、5钦定磨勘条例6之类, 越南也存有 5试法

规程6、5准定乡会试法 6、5乡会试条例 6、5皇朝乡会文武试则例 6、5河内场规 6、5礼部条例 6、5试

法新硎 6、5明命新定试法6、5国朝大定试法图规6、5新议格式 6、5武举规程 6等。[ 6 ]
闱墨或程墨一

类,即乡会试之后官方刻印的代表性试卷范文。除了闱场内官方刊刻的各科闱墨以外,更大量的是

其他各类闱墨,按名称可分为乡墨、会墨、乡会墨等等。仅清代乡墨类就有 5乡墨鸿裁 6、5直省乡墨

国华6、5直省乡墨精萃 6、5直省乡墨萃珍6、5直省乡墨同风6、5直省乡墨振彩6、5直省乡墨体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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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拙文5科举文献与 /科举学0 6将 /专门记载科举的历史档案0归入广义科举文献, 实则应归入狭义科举文

献。



5直省乡墨联珠6、5直省乡墨新编6等,而且还往往将近三科、五科、八科、十科的闱墨集中刊刻出

来。闱墨、乡试录、会试录、朱卷中一般都包括有制艺和试帖的范文,但制艺、试帖等独立成类是因

为在闱墨和朱卷等之外存在大量的制艺、试帖文献。试卷类是指科场考试原卷。至于刊刻出来的

试草、科试、岁试卷以及其他不便归类的科举文献, 都可以纳入其他科举文献一类。这里所说的 12

类只是大体区分,其中有部分交叉,每一大类之下还可具体分出许多小类,足见科举文献种类繁多

的特点。

2. 数量庞大。即使不算历史上曾经出现的科举文献,仅算现存科举文献的数量,也可以说有

成千上万。 5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6前言说: /我国历代科举考试的文献,以明代保存

得最完整,明以前各代已属寥寥,清代虽比明代晚, 开科多,而所存也不及明代的五分之一。现存明

代科举录的百分之八十收藏在天一阁里, 所以,明代科举录的大量存世,这不能不说是天一阁的一

大功劳。0 [ 7]
这段话的后一句话符合实际, 但前一句话的说法不够准确,因为清代科举文献保存下

来的数量实际上比明代还更多。天一阁藏有洪武四年 ( 1371年 )至崇祯十三年 ( 1640年 )登科录 51

种,会试录 38种, 各地乡试录约 280种,又有武举录 11种, 武举乡试录 8种,总共近 390种。5天一

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 6共刊有进士登科录 68册, 会试录 62册, 乡试录 297册, 武举录 33册, 共计

460册。但据美国学者艾尔曼 2000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著作 5明清科举文化

史 6附录一5科举基本资料 6所录,海内外各大图书馆现存清代科举录就有 869种。
[ 8]
艾尔曼的统计

还不很完全,实际存世的清代科举录至少上千种。当然,明代科举更为珍贵稀少,天一阁难能可贵

的是所藏明代科举录占该类文献收藏现存量 80%以上,其中有 90%以上为孤本。现代研究科举学

的学者特别是研究明代科举的学者, 着实应该衷心感谢范钦的远见卓识。在搜集和查阅科举文献

的过程中,我发现现存的科举文献 (特别是清代 /科举之学 0也就是备考科举的专门文献 ) ,许多并

没有进入各大图书馆或文博机构的收藏范围。如果包括广义科举文献,中国有关科举的文献几乎

可以说是广阔无边的,一个人终其一生也难以穷尽所有与科举相关的资料。
[ 9]
科举文献有点像一

个无底洞,你知道的越多, 就会发现还有更多未能寓目的科举文献。¹

3. 自成体系。由于科举制本身是成系统的,相关的科举文献自然也是成系统的。就科举的结

构而言,有层级结构、科目结构、区域举额结构、考试内容结构、考官组织结构、考生成分结构等。无

论是纵横上下,都井然有序。从层级来看,童试、乡试、会试、殿试, 从秀才、举人、进士到状元、榜眼、

探花等,层次分明,序列严整;从空间来看,各省、府、州、县分布有规律可寻, 如明清时期乡试年份各

省贡院都会产生一名解元;从时间来看, 1300年间长期延续,井然有序。因此, 如果收集题名录、试

录、闱墨、朱卷等科举文献,都可能是成序列的,而要收集到连续或接近完整的程度,更是难能可贵,

具有很大的挑战性。这有点像集邮, 关键在于成专题、成规模、成系列。天一阁保存了自明洪武四

年首科至万历十一年 ( 1583年 )第五十二科完整无缺的进士登科录,所以弥足珍贵。比如,要收集

状元牌匾,单独一块已不容易, 如果同科鼎甲三人或加上传胪四人的匾额都全,就更为难得,再进一

步,如果前后连续两科的状元或鼎甲人物的匾额也有,就更不简单。收集朱卷、闱墨等科举文献也

与此类似。

4. 具国际性。科举制是具有世界影响的考试制度,它不仅对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

响,而且还影响过东亚和西方一些国家。科举是整个东亚地区许多国家文化史的关键词。古代东

亚世界还有日本实行过近两百年的科举制,并有韩国、越南两个相对独立的科举考试系统在长期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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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敦煌文献中也有不少科举文献,如姜伯勤便将敦煌社会史料中与科举制相关的资料分为科举制制度史料、

科举制风俗文献、科举教育史料、进士文学或科举文学史料, 认为这些科举文书具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见姜伯

勤: 5敦煌文书的社会功能 ) ) ) 兼论敦煌写本中的社会史料6, 5中山大学学报6 (社会科学版 ) 2001年第 3期。



行,形成了一个东亚科举文化圈。日本因为实行科举制时间不很长且去今甚远, 基本上没有完整的

科举文献流传下来,只有零星的记载还可窥见当时科举的大概情况。韩国、越南历史上产生了许多

科举文献,尚有大量存世。举例来说,韩国奎章阁存有大量的榜目和科谱, 如5国朝文科榜目 6、5国
朝榜目 6、5国朝文科姓谱6、5文科榜目 6、5别试殿试榜 6、5再登俊试榜 6、5增广榜目 6、5增广别试

文武科殿试榜6、5廷试文科榜6、5廷试文武科榜目 6、5谒圣文武龙虎榜目 6、5中京科谱6、5译科榜

目 6、5杏坛源流6、5关西武士取士榜 6及大量的 5司马榜目 6、5增广司马榜目6、5增广别试司马榜

目 6等。¹ 这些榜目与中国的科举录同类,有些榜目名称只是相差一两个字。越南也有许多现存科

举文献,仅科举录类就有 5国朝科榜录 6、5历代登科录 6、5鼎锲大越历朝登科录 6、5历朝登科备

考 6、5登科碑记录 6、5天南历朝列县登科备考 6、5登科录搜讲 6、5黎朝造士登科录 6、5历代大科

录 6、5大越历代进士科实录 6、5正和进士题名碑记6、5黎朝历科进士题名碑记 6、5大越进士略编 6、
5进士题名碑集6、5历朝会试中格诸人名6、5国朝乡科录6、5三魁录 6、5三魁备录6、5南史略撰甲科

录 6、5大越鼎元佛录6等,甚至连基层科举录也有部分保存下来, 如5山西登科考 6、5山南历朝登科

考 6、5东安县登科录6、5慈廉县登科志 6、5名册杜达各科 6、5乐道社历朝登科考 6等。[ 10]
由此可见,

科举文献具有国际性,深入研究科举文献也应有国际视野。

5. 命运多舛。由于朝代更替, 许多被当时人宝爱珍藏的科举文献因为时过境迁,不再具有实

用价值,往往不受后人重视。尤其是 1905年废科举后, 因为科举长期被视为落后腐朽的封建考试

制度, 多数科举文献都被人所唾弃,或者被打入冷宫,可以说命运特别多舛。关于这点,将在下文中

进一步论述。

二、变废为宝:科举文献的价值与命运

科举文献因为牵涉到士人应举和前途出身,在科举时代广为人们所重视,其中部分也有很高的

价值。核心科举文献曾经是中国古代印刷量最大的文献,但科举废后相当长的时间, 多数科举文献

基本上被视为文字垃圾而被抛弃, 相对曾经存世的数量, 现在保存下来的科举文献比例却不是很

大。而其他古籍因为被认为有价值, 较少被毁掉。其实, 百年之后无废纸。转换了观念和视角, 往

往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在民族文化自觉、为科举制平反的时代潮流中, 科举研究已越来越受到人们

的重视,科举文献的价值日益被人们所认识,其命运也经历了翻天覆地、变废为宝的转换。

在浩如烟海的与科举有关的文献中, /科举录 0因为是官方刊刻的完整而权威的科名录, 因此

是科举文献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类别或一个部分。明清乡会试录和登科录的刊刻有一定的规范。张

朝瑞5皇明贡举考 6卷一5会试录 6载, 会试录 /首会试录序,次考试官执事官, 次三场题目,次中式举

人,次举人程文, 终后序0, 并注明 /乡试录大略同0。对其中各条都有具体的规定,如5举人程文 6条

说: /每篇书举人姓名及考官批语0, /小录所刻之文, 谓之程文, 特录出为士子程式也,非用已献上

也。文有可为程式者则刻,无则否。或多或寡,不必齐同。0º对试录的序文之类也有严格的规定,

弘治七年 ( 1494年 )令: /小录文字,不许提调、监试等官代作, 及将举人原文改刻。其考试等官各开

职名, 不许称张公李公字样。0万历元年奏准: /试录序文,必典实简古, 明白正大。若成化弘治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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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5奎章阁韩国本图书解题6,   大学校图书馆, 1982年, 第 262- 282页。即使是宾兴录一类的科举文献,

韩国也还保存不少, ,   大学校图书馆东亚研究所编、1965年出版的5奎章阁韩国本总目录6/题评0类 (皆为专门

科举文献 )就录有5关北宾兴录6、5关东宾兴录6、5关西宾兴录6、5峤南宾兴录6、5宾兴录6、5耽罗宾兴录6、5丰沛
宾兴录6。

 按张朝瑞5皇明贡举考6卷一5会试录6载, 洪武四年已开始刊刻5会试录6。但陆深5科场条贯6云: /会试录
亦称小录, 见于正统七年 ( 1442年 ), 礼侍王英前定。0看来将会试录称之为小录始于正统七年。



文体, 督抚等官, 不许妄加称奖,以蹈浮靡之弊。0¹

张朝瑞 5皇明贡举考6卷一5进士登科录6也规定登科录的格式为: /首玉音,次恩荣次第,次进

士家状,次制策, 终进士对策。0张朝瑞还在 5进士家状 6条注说: /按录内有进士家状, 自洪武四年

始,历年增订尤详。某人,贯某,京藩某州县,军、民、灶、匠等籍,或某处人, 某州府县学生,或国子

生、儒士、官吏等。治某经,字某, 行几, 年若干, 某月日生。曾祖某, 或某官, 封赠某官, 祖父同之。

嫡继生母某氏,或封赠夫淑恭宜安。孺人以曾祖、祖父母存亡,分重庆、具庆、严侍、慈侍、永感五款。

兄某, 弟某, 或某官,封赠某官, 娶继, 娶某氏。某处乡试第几名,会试第几名。瑞意更增某科某处乡

试,如前科会试者,亦明书之,尤宜便考。0

从留传至今的大量明代科举录尤其是登科录来看,基本上都是按统一的格式编排刊刻的。对

进士和举人的家世、年龄、籍贯、履历等作如此细致、规范、整齐的记录, 在古代就受到有识之士的重

视。清道光年间,邵懿辰从杭州弼教坊沈雨溥书肆获得明末清初共 28科的进士履历便览,上起万

历二十六年 ( 1598年 )戊戌科,下讫康熙二十一年 ( 1682年 )壬戌科 (中脱万历丙辰、己未、天启壬戌

三科 ), 觉得很有价值,于是 /各为之跋尾0。[ 11]
龚自珍在搜集清朝四十九科登科录, 充分了解二百

年科名掌故之后指出: /科以人重科益重, 人以科传人可知。本朝四十九科矣, 搜集科名意在斯 (八

岁,得就登科录读知, 是搜集二百年科名掌故之始 )。0 [ 12]
这两个事例都说明, 清代也有一些学者注

意收集此类科举文献,只是没能像天一阁的科举录那样集中流传下来而已。现存大量科举录为今

天人们研究科举特别是做分类量化统计提供了绝好的材料。

这里再举过去学界研究较少的闱墨来看科举文献的价值。闱墨又谓试录、程文, 始于明洪武二

十一年 ( 1388年 )。除清代顺治十八年 ( 1661年 )和康熙五十四年 ( 1715年 )后的数年间停止刊刻

以外,明清绝大多数时间都通行由乡会试主考官刊刻试录。 5钦定科场条例 6卷四六 5闱墨 #刊刻

元魁卷 6/现行事例0载: /乡会试元魁卷,由考官酌量选刻。不得滥行改削。坊间选刻乡会墨卷,俱

照原本。如坊贾有预集多人,造作文字, 妄称新科墨卷, 或将原本擅行改易者, 严加治罪。0同书同

卷 /案例 0载: /咸丰元年,议复御史王茂荫奏称:请自下届乡会试为始, 经策并重, 即刊刻以为多士

程式。查刊刻魁卷,定例由考官酌量选刻,以为多士法程, 嗣后应令各直省考官,通校三场,择其尤

者取中遵照定例,于闱中无论制义经策, 精选刊刻。俾士子晓然于中式之有定式, 文风蒸蒸日上

矣。0通常各省乡试之后刻印的闱墨销路很好, 印刷量也很大。乡会试发榜后官刻的闱墨的种类数

量比明清乡会试的科次略少一些,大概有 3000种以上。

清前期的闱墨基本上只录中式范文, 当然也有文学研究价值。到清末, 官刻闱墨除了收入中式

范文外还有其他内容。例如光绪癸巳 ( 1893)恩科 5贵州闱墨 6,首列监临院崧蕃拟作的 5赋得细泉
松径里 6五言八韵诗二首,其后便是诸多考试官拜读后的感想或批注文字。接着收录该科试题 5子

罕言利与命与仁 6的考官拟作, 包括内掌卷吴成熙的两篇同题拟作、第五房王熙彬的一篇拟作。之

后是5赋得细泉松径里 6五言八韵诗王熙彬拟作一首、第三房王人文拟作两首、第七房陈立达拟作

两首。每首拟作之后都有考试官的拜读感言或批注。所有这些加起来用了 17页的篇幅,
[ 13]
占全

本闱墨 58页的近 30%。从众多考官自称 /世愚侄 0、/年愚侄 0、/馆愚弟 0、/乡愚弟 0、/愚弟 0等称

呼中, 可以看出科举同年及相关关系,从其感言和批语也可以看出衡文标准和各人风格。

再如5光绪丁酉正科四川乡试闱墨 6, 首列一篇提调拟作八股文,题目是 /子路宿于石门, 晨门

曰: /奚自? 0子路曰: /自孔氏。0曰: /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0, 这是一道较难的制艺试题,各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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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5大明会典6卷七七5贡举# 科举# 科举通例6。明代乡试录文字须认真撰写,否则也可能被奸臣作为文字

狱的借口。5明史6卷七十载: /嘉靖十六年, 礼部尚书严嵩连摘应天、广东试录语, 激世宗怒。应天主考及广东巡按

御史俱逮问。二十二年, 帝手批山东试录讥讪, 逮御史叶经杖死阙下,布政以下皆远谪, 亦嵩所中伤也。0



官的读后感言各有特色, 其中以内监试候补知府张祖谟的批注最有内容: /国朝文派, 盛于桐城。

洎姚姬传氏主盟坛坫,承学之士,靡焉从风,究之百川之洁、灵皋之纯,实导先声。此作祥风旭霭,涣

烂怡愉,全题神理融会入细,固已兼二方之纯洁,造惜抱之堂宦,姜隖海峰,又无论已龙眠山高,宛陵

风渺,先正坠绪, 公实振之。0 [ 14]
这一评注谈及桐城派大家姚姬传 (姚鼐 )和刘海峰 (刘大櫆 ) ,兼论

古文和时文,很有文学价值。其后监试拟作一篇,之后各位考试官的评注,也都相当有水平。

光绪年间多数单科会试或乡试闱墨都在前面列有题名录等,例如光绪九年 ( 1883年 ) 5癸未会

墨 6,开首就是 /光绪九年癸未科同年榜0, 包括徐桐等大总裁四人、内监试安祥二人、同考官周云章
十八人、内收掌杨国璋等二人的姓名、职务、科名年份、家庭住址等,一应俱全。接着列出完整的会

试题名录,收录了 316名会试中试者的名次、姓名和籍贯。光绪十二年 ( 1886年 ) 5会试闱墨6,也是

先列会试官单,次列题名录,再列范文。光绪壬午科 5顺天乡试闱墨 6、光绪壬寅补行庚子辛丑恩正
并科5江南闱墨6等也是先列顺天乡试官单、次列题名录,再列范文。有的乡会闱墨没有考试官名

单,也往往收有题名录。这些考试官单相当于简单的乡会试同闱录,包括其简单的题名录,都可与

乡试录和会试录进行比照研究。因此,过去在科举文献中最不被人重视的闱墨, 除了试卷本身的考

试史和文学史价值以外,也有其制度史和人物史研究的学术价值。

由于有广大的社会需求,科举时代应试之书种类繁多,卷帙浩繁,但仍成为坊间书肆中的畅销

书。科举废后,所有 /科举之学 0著作都失去了应试的功用, 变得一钱不值, 被一般读书人所唾弃。

加上历经各种动乱,这些代表 /落后腐朽0的线装书, 多数被人处理掉。不过, 虽然相对曾经存世的

数量, 现在保存下来科举文献比例不是很高,但由于古代尤其是清代科举文献印刷量巨大,且部分

归功于敬惜字纸的传统,因此至今还有大量的科举文献存世。而随着科举文献的价值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重视,在各种古籍拍卖会上,科举文献的价格往往要超过一般历史文献的价格, 科举文献变

废为宝,真正经历了百年后的重生。

三、前景广阔:科举学的文献研究

科举制是一项对中国文化有过全方位影响的传统考试制度, 也是一项对东亚国家和地区影响

至为深远的政治、教育和文化制度。作为研究科举的专学,科举学关注科举的方方面面, 并注意不

同学科之间科举研究的整合。网络 /中文维基百科 0立有一个专门的 /科举学 0条目,其具体内容

为: /传统中国由隋唐至清末 ( 1905) ,实施科举制度前后大约 1300年, 是平民士子经过公平考试,

获录取而成为官员的文官任用制度, 也是世界最早、维持最久的任官制度, 影响中国、亚洲乃至于

英、美等西方国家公务员选拔机制。由于历经长远岁月的考验和修正, 千余年间,牵涉的考试文体、

学术风格、应试规范、社会习俗、阶级变动、国势强弱、官场积习、职业抉择、教育制度、两性关系、文

学表现等等,都有深厚复杂的累积和意涵。对于这个广泛领域的关注, 自然结合了许多专业领域的

研究。到了 2000年前后,这个领域的研究,渐渐形成一种专有名词,好像红学、徽学、甲骨学、敦煌

学一样,就称之为科举学。0 [ 15]
我觉得这个解释颇为精练,相当到位。自5科举文献与 /科举学0 6一

文发表之后的七年来,学术界对科举文献的整理研究有了许多令人欣喜的新进展。

其一是 5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 6于 2010年完整出版线装本。这是出版界的一件大事, 也

是科举学界一件可喜可贺的大事,确为嘉惠学林之举。将众多深藏数百年的孤本科举录公之于世,

让许多研究者实现一睹明代科举录的夙愿,必将大大推动科举学与明史研究。新世纪中国科举学

六大工程中有两个是科举文献整理出版工程, 5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6这一工程已经完成, 目

前一般学者还盼望继续推出铅印本。

其二是陈文新教授主持的 5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6出版。这套 2009年由武汉大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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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推出的大型科举文献丛刊第一辑共 17种、22册,约 2700万字。其中, 5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6

是迄今为止第一部科举文学编年, 登科录、同年录、碑志、行状、序跋等稀见文献占全书 1 /2左右;

5钦定四书文校注 6是对四库全书中八股文总集的第一次精心整理; 5历代制举史料汇编 6第一次全

面整理了隋唐以来常科之外的特科 (制举 )文献; 5明代状元史料汇编6第一次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搜

集、整理了明代 89位状元的相关史料; 520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编 6是 20世纪海内外科举研究成

果的第一次系统展示; 5游戏八股文集成6首次整理了明清时期带游戏意味的八股作品,展现了传

统文化一个鲜为人知的侧面。¹

其三是 5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6出版。该套资料汇编由来新夏主编,学苑出版社 2006

年影印出版,从清代刊印的朱卷中摘录清代科举人物家族背景的资料汇编而成, 是一部收录清代科

举人物及其家族主要人员传记资料 (即 /三代履历 0 )的大型工具书,属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项

目。该书共 100册精装本,另编制了人名索引 1册。主体内容是以 5清代朱卷集成 6有家传内容的

朱卷为基础,另增收数千份朱卷家传资料,总数达一万多人, 对查找清代科举人物姓名、字号、官职、

著述、受业师、族系关系等基本情况及家族主要成员资料, 提供了方便。遗憾的是该资料省略了朱

卷中的科分页,结果无法看出传主中式的科年。

其四是 5历代科举文献集成 6出版。这套由文清阁编、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6年出版的大型科

举文献共 10大册,收录了历代科举文献共 30种, 包括 5历代贡举制 6等科举制度文献 6种、5登科

记考6等科举人物文献 3种、5己丑恩科乡试监临纪事 6等科场事项文献 14种、5黔轺日记 6等科举
相关文献 7种。该书也为影印出版, 印刷量较小,但所收部分科举文献还是较难获得的。

其五是 /科举文献学0的出现。 2008年,陈长文在 5明代科举文献研究6一书序言中正式提出
/科举文献学 0一说。[ 16]

他认为, 随着 /科举学 0研究的细化、深化和国际化, 亟须建立一门分支学

科 ) ) ) /科举文献学0,或者说是 /科举学0与文献学的交叉学科。 /科举文献学 0的内涵是指研究
科举文献的产生、发展、整理和利用的专门之学。它是 /科举学 0与文献学的交叉学科,也是 /科举

学 0最基础的分支学科。 /科举文献学 0的研究对象,就是科举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各类科举文献,即

关于科举制度、科举活动及科举人物等各种方式流传下来的文献记载。
[ 17 ]
以 /科举文献学 0的眼光

来研究科举文献,必将推动科举文献研究的理论化与系统化。

另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10年影印出版的5中国科举录汇编 616册,汇编了元明

清 52种科举录影印出版,又有5中国科举题名录续编 618册 60种。一同出版的还有5中国古代闱

墨卷汇编616册,首次出版了闱墨类的科举文献, 收录明清乡会试墨朱卷 5翰林订证历科墨卷判选
粹 6、5乡试墨卷6、5会试墨卷 6、5嘉靖二十二年癸卯科山东丘亚元墨卷 6、5康熙三十三年甲戍科会

试闱墨 6、5康熙三十五年丙子科江南乡试闱墨 6、5康熙三十五年丙子科广东乡试闱墨 6、5康熙三
十五年丙子科云南乡试闱墨6、5康熙三十八年己卯科山西乡试闱墨 6等,共 35种。

自从 2005年科举百年祭之后,科举研究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每年出版的科举研究著作比之前

大为增加, 2009年达到 57部之多。七年来, 新增了许多科举学论著,我也发现了大量新印科举古

籍以及原来未知的 2005年以前的科举学著作,目前增补 5科举学导论6后的三个附录,篇幅数量已

经翻倍。现代研究科举的文献是如此之多,已经可以称之为 /科举学文献 0或 /新科举学文献 0 º ,

而且此类科举研究文献目前还在迅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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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4内容介绍6, 5文学遗产6 (网络版 ) 2010年第 3期。可惜的是,该丛刊收

入了5钦定学政全书6, 却未收5钦定科场条例6。
 有学者参照 /新红学0的用法 ,提出 /新科举学0的概念来指称现代研究科举的 /科举学0, 以区别于古代应

试之学的 /科举学0 (见冯用军著 5多学科视野的科举学研究6,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第 36页 )。此说是否能

被同行接受, 还需时间的检验。



近年来,许多学者充分利用过去不被人们重视的科举文献进行研究, 如比利时人、英国牛津大

学副教授魏希德女士 (H ildeDeW eerdt ) 5文优则仕:南宋科举的规范之争6一书,利用各种南宋 /科

举之学 0文献 (即备考科举的参考书 ) ,来论述南宋科举这一政治文化场域中教师、政府、学生、学

者、出版者相互竞争, 最后导致理学成为主流的历史。
[ 18 ]
笔者研究 /策学0文献之后发现, 那些专为

备考策试之用的策学文献,不仅对研究当时的科举制度尤其是其考试内容有直接的价值, 而且可以

为研究当时学术和文化提供一种特别的史料。
[ 19]
台湾学生书局 2009年出版新加坡国立大学沈俊

平的5举业津梁: 明中叶以后坊刻制举用书的生产与流通 6一书,是研究明代科举文献的专书。作

者指出,科举用书是明中叶以后出版业蓬勃发达期间的主要出版物。该书有关明代科举文献的 13

个附录,
[ 20]
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科举文献成果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

总之,科举文献值得深入研究,其价值有待进一步开发。但有许多科举文献特别是备考科举的

文献还从未有人去拨弄过,仍处于原生态,还有广阔的研究空间。一方面,我们需要系统整理和研

究科举文献本身,有必要将现存千余种中国科举录系统重印出来,将来有条件的时候, 中国还可影

印出版韩国和越南的科举文献, 可先从科举录类做起。另一方面, 要充分利用科举文献进行社会

史、政治史、教育史和文学史等方面的研究。 2010年 12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宁波市人民政府在

宁波市召开了 /科举与科举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0, 2011年 9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还

将在武汉大学召开 /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第八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0。科举文献研

究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科举文献从一个方面有力地支撑着科举学的学科

构架, 使科举学这一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专学得以逐步成为显学。

注释:

[ 1] 5增广群策汇源6, 上海:大同书局, 光绪十四年 ( 1888年 ), 凡例。

[ 2] 5增广群策汇源6, 上海:大同书局, 光绪十四年 ( 1888年 ), 大同书局主人序。

[ 3] [ 17] 陈长文: 5简论 /科举文献学0之研究6, 5光明日报6 2009年 10月 12日。

[ 4] 周彥文: 5论历代书目中的制举类书籍 6, 5中国书目季刊6 1997年第 1期。

[ 5] 钱大昕: 5嘉定钱大昕全集6第 5册,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年,第 81- 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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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Self-Governm ent Theory and Its Evolution inM odern China

WANG Jian-xue

( L aw Schoo ,l X iam en University, X iam en 361005, Fu jian )

Abstrac t: In trad itiona l Chinese soc ie ty, there have ex isted certa in fo rm s of local se l-f governm ent theo ry, w hich con-

stitute the pre-know ledge and foundation o f loca l sel-f gove rnm en t theo ry and its evo lution in m odern Ch ina. S ince the la te

Q ing Dynasty, the w estern theo ry has been far from overturn ing the trad ition a lCh inese theo ry, rather it has g iven the Ch-i

nese theory a lega l form . That is the local entity as a public lega l person. The argum ent that lo ca l se l-f government theory

w as transplanted from western to China could onlym ake sense w ith in the transfo rm ation from po litica l sense to legal sense.

The notion o f local entity is them ost im po rtan t fru it of the late evo lution of loca l sel-f governm ent theory and it cou ld also be

constructive and helpfu l in the current re form of local government law.

K eyW ords: loca l se l-f governm ent, po litica l sel-f gove rnm en t, lega l se l-f governm en t, lo ca l se l-f governm ent co llec tiv-i

ty, m odern Ch ina

(上接第 71页 )

A FurtherD iscussion on Imperial Exam ination

Literature and the Study of ImperialExam ination

LIU H a-i feng

( Institute of H ighe r education science , x iam en un ive rsity , X iamen 361005, Fu jian)

Abstrac t: L ite ra ture on Ch ina. s im pe rial exam ination ( IE ) refe rs to histor ica l docum ents wh ich record IE sy stem and

its operation. It can be understood in a broad or narrow sense. N arrow ly or strictly speaking, it re fe rs to independent and

spec ific docum ents, whereas in a broad sense it includes both independent and un- independent docum ents. IE literature

com es in a great var ie ty and huge amoun ts and has its own systema tic ity and value for internationa l scho lars on IE but has

suffered from dep lorab le neg lig ence. It is however being increasingly recogn ized fo r its value for research rather than be ing

treated as worth lessm a teria l as it w as before. It is argued that IE literature proves a strong p illar wh ich togethe rw ith other

p illars suppo rts the d isc iplinary struc ture o f IE study and an ind ispensab le bas is upon wh ich researchers can bu ild IE study,

a spec ialized fie ld of study w ith broad pro spects fo r developm ent, into a distingu ished academ ic discip line.

K ey words: im pe rial exam ination, im peria l exam ination litera ture, study o f imperia l exam in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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