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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元朝科举对明清科举制度的影响
李蓉岚

(曲靖市文物管理所,云南 曲靖 )

科举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成为了入仕为官的重要途径,经隋至唐宋, 后而明清, 它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种重要的选官制度。元朝科举

虽然在选拔官员上的作用不是很明显, 但对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对理学的普及传播和教育、书院的发展, 以及各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

等方面都有深远影响。本文从元朝科举制对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这个角度,分析元朝科举对后世朝代的影响, 认为只有客观全面地认识元

朝科举, 才能正确地评价其科举对以后科举制度的影响。

元朝 科举制度 影响

一、元朝实行科举取士的背景

蒙古族是生活在我国北方的一个游牧民

族, 他们逐水草而居  , 皆以黑车白帐为

家  ,其社会生产力相当低下。到十一世纪末,

游牧民族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交换和贸易的进

步,直到 一代天骄  成吉思汗横扫了北方的

蒙古大草原,结束了蒙古各部互相掠夺残杀的

战争,统一了蒙古草原, 才使 成吉思汗所管辖

的辽阔草原统称为蒙古地区,草原各部游牧人

民,概称为蒙古人。 。

由于蒙古人在物质、精神、经济、社会文化

等方面都极大的落后于中原地区, 这些蒙古游

牧贵族除了烧杀掠夺之外,根本就找不到如何

对中原的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人民实施有效统

治的方法。当时有个叫别迭的中使提出 虽得

汉人亦无所用,不若尽去之,使草木畅茂, 以为

牧地。 他们妄想把漠北的游牧生产方式搬到

中原汉地来, 覆灭整个中原的华夏文明。但

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 野蛮的征服者总是

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

这是一条永恒的规律 。蒙古征服者也同样不

能违背这一规律, 为了建立和巩固在中原汉地

的统治,蒙元统治者也不得不接受中原的华夏

文明。蒙古贵族上层分子接受汉文化的客观

要求使得元代实行科举取士成为可能。蒙古

族以剽悍的草原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汉地, 囊括

整个中国, 然而, 政治的、军事的、民族的冲

突,往往以一种形式上的对抗促进着深刻的文

化交融。 蒙古统治者在对中原地区攻掠时,客

观上也受到了中原文明的 洗礼 。从成吉思

汗、窝阔台任用儒者文臣,到忽必烈推行汉法,

到后来太子真金、仁宗的汉化,上层统治者逐

渐淡化了对中原文明的排斥情绪。他们开始

学习﹑接受汉文化。至元 8年忽必烈发布 !建

国号诏 ∀建国号曰 大元  , 盖取 !易经 ∀ 乾元

之义 。这份诏书是说明元朝政权性质的非常

重要的文件, 忽必烈明确把所建立的政权,看

作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继续,是尧舜禹汤秦

汉隋唐的继续。表明了元朝仍是中华封建王

朝的正统。并认为 帝国当行中国事  , 北方

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  。这就逐渐

的造成了统治体系与文明制度的大幅度汉化。

使得在元初被中止了七八十年的科举制度, 再

次被恢复成为一种可能。再者, 蒙古上层也意

识到应该象唐宋一样把科举作为一种笼络士

人的工具,成为巩固统治的一种手段。在这样

的大背景下,因蒙古入侵而被停废的科举制度

渐被提上了日程。

二、元朝实行科举取士的过程

元朝是一个新的民族入主中原建立起来

的政权,从隋历经唐宋发展而相当成熟的科举

制, 对蒙古统治者来说变成了一种既陌生又熟

悉的事物。其实行科举制的历程经历了太多

迂回和曲折。

(一 )元初尝试阶段

元初由于战争使得科举制一事未被实施,

长时间的被叫停, 直到太宗朝才举行。 太宗

始取中原, 中书令耶律楚材请用儒士选士, 从

之##以论及经义, 辞赋分为三科, 作三日程,

专治一科, 能兼者听, 但以不失文义为中选。

其中选者,复其赋役。 这就是有名的戊戌科举

取士,或称 戊戌选  戊戌试 。中选的儒士

全家得以享受免除赋役的优待,除种田需向国

家缴纳低税外,其他一切科差杂役概予免除。

中选者原规定授予地方性的议事官之职,这便

使它带有传统科举考试的性质。

元朝前期,科举虽开始了最初的尝试, 但

却遭到了长期的停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第

一、元朝开国之初,科举取士的客观要求不象

其他新王朝那么紧迫,以及蒙古对中原进行野

蛮、掠夺性的统治,而自身游牧文化的落后性,

却也使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后,心理上存在矛盾

和戒备,对科举取士常举棋不定。第二、在中

统、至元之际,国家多事 渡鄂渚,平内乱,讨贼

璮, 取江南,破襄汉, 架洋海, 下占城, 定高丽,

问罪交州,扫清辽甸  大量的军费开支使元政

府面对严重的财政问题, 客观上用人倾向 理

财派  ,满足了元统治者的政治与军事费用的

需要,以至使用了大量由吏出身的官员, 这种

由吏入仕的制度淡化了实行科举取士的迫切

性。第三,科举制度在长期的实行过程中出现

了许多的弊端, 元灭南宋以后,一部分儒生认

为 以学术误天下者, 皆科举程文之士。儒亦

无辞亦自解矣。 元统治集团内也有不少人, 认

为南宋和金之灭亡的主要原因在于科举出身

以空谈误天下,故大都持有鄙薄科举之意。由

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在元初科举制度没有得到

真正的确立。

(二 )仁宗时科举制的正式确立

仁宗一登基就宣布: 朕所愿者,安百姓以

图至治。然匪用儒, 何以致此。设科取士, 庶

几得真儒之用。而治道可兴也。 公元 1313

年, 李孟向仁宗建议: 人才所出, 固非一途,

然汉、唐、宋、金,科举得人为胜。今欲兴天下

之贤能, 如以科举取之, 犹胜于多门而进; 然

必先德行经术, 而后文辞, 乃可得真才也  ,仁

宗从其议。同年十一月,以行科举诏颁布天

下,决定恢复科举制度,第一次考试在仁宗延

祐元年举行, 故以延祐首科见诸史文。从公

元 1234年蒙古灭金到仁宗复科, 科举制在中

原汉地停废达八十年之久。在江淮以南, 自

南宋灭亡以来停废亦已达三十余年, 长时间

的停废使得这次延祐开科取士的举动, 对当

时整个社会都带来了空前的震动性的效果,

尤其是那些处于压抑状态下的士人, 更是把

它看作 文运将兴  的标志。他们觉得延祐

科举 如阳春布获阴崖冰谷, 荄粒无不翘

达 ]给当时的士人带来了非凡的影响。这

次诏书中规定了一系列科举取士的相关程

序, 包括考试过程、出题内容、取士标准、中举

后职官任命等内容。在对历代科举考试的管

理制度上,既有继承又结合现实进行了一些

新的变革。可以说这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

使以后历朝开科取士成为定制, 从而使得元

朝科举真正的确立起来。

三、元朝科举取士的特点

元代的科举制度经历了长期的停废,最终

在仁宗朝得以恢复,以后皆成定制。元代之前

的宋代实行了乡试、省试、殿试的三级考试制

度。元代沿袭宋代,也有乡试、会试和殿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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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继承前代基础上,又结合自身的统治需

要进行了一些改革。

元代科举继承了前代严格的考试程序。

在各考场均设置考试官、监视官、封弥官、誊录

官以及有关的工作人员。主办机构的各个部

门相互监督, 以保公正。考场规则也极为严

格,入试举子除允许带指定的文典外, 其余的

书籍,文字一律不准带入。考试也时常是 日

出入场,黄昏纳卷  。这使科举考试的运行规

则更加严格了, 也更进一步的确保了公正

公平。

元朝建立了行省制度,科举也在各行省推

行,初步形成了以行省为单位的科举制度,在

中国历史上元朝科举是首开这个先例的, 这是

元朝科举开创性的贡献。

四、元朝 戊戌选试 科举对后世的影响

元代科举在继承了唐宋的基础上,有较大

创新,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不管是对元代

自身或是对后世明清都有巨大的影响。

第一,元代科举有力促进了民族的交往与

融合。元代科举从最初的 戊戌选试 就给元

初的整个社会带来相当大的影响, 通过这次考

试中选的人, 直接为官者并不算多, 所得的官

也仅为地方性的议事官。尽管如此,这次 戊

戌选试  却也有着其不容忽视的历史意义和地

位。在这次 戊戌选试  中选出了不少杰出人

材,这些人在窝阔台时代就取得了斐然的成

绩,有的后来成为了元世祖时代的名臣或杰出

人物。如扬奂、张文谦、雷膺、赵良弼、刘德渊、

石壁、砚弥坚、安滔、徐文纲、董文用等。这些

人在元初的文化教育、政治、经济等领域中发

挥了骨干作用,为后来的忽必烈建立大一统的

元朝奠定了基础, 并且还吸引了一大批对元朝

廷抱有敌意和不合作态度的知识分子转而为

新政权服务,有效地缓和了民族矛盾。并且,

保护和鼓励培育了一大批社会人材,促进了元

代教育的发展, 不少知识分子中选后, 又重操

旧业, 在各地讲学,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恢复和

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也为后来的科举制度在仁

宗时确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元代科举考试作为一种特殊的纽带

促进了儒学文化的广泛传播和发展。!燕南乡

贡进士题名记∀中道: 延乡试之初, 或阖郡不

荐一人,今则应书之士几六百人  。这充分说

明了经过若干次乡试后,燕南学儒穷经者变多

了,儒学有了较大的进步, 地区儒学文化得到

了发展,尤其是北方改观相当大。因为科场主

要以程朱理学的精义为取士标准, 这自然要影

响到整个社会的读书和讲学之风。南宋时期

在东南半壁发展的理学, 特别是朱学, 这时也

因科举得了北传的机会, 当初北方的学者,不

知 !四书集注∀为何书  ,但是科举乃以程朱所

注的!四书集注∀等儒学经典为取士标准, 客

观上促进了儒学在北方的发展。科举复科后,

使各族儒士有了一条入仕的途径,这扇入仕的

大门虽然还开得不大, 但毕竟已经打开, 这不

仅刺激了北方诸族的有志之士,而且也大大地

激发了蒙古子弟研习儒家经典的兴趣, 以求学

而上进的学风日渐浓厚。诚如陈垣先生所言:

不读孔氏之书而能然耶!  科举就是这样作

为一种特殊的纽带, 促进了北方地区儒学的

发展。

第三,元代科举对元代书院和教育也有重

要的影响。在科举复科以后,书院的教学内容

是通过科举取士的标准而定的,大部分内容是

程朱所注的四书五经,此外也有天文、历法、算

术、农业、水利、医学、兵刑、音乐等。而到后期

书院向官僚化趋势发展,与科举的联系则更加

紧密,越来越成为书院教育的方向标了。所

以, 在一定程度上科举对书院和教育也有其积

极的作用。

第四、元代科举促进了地区儒学和文化的

交流与融合。随着科举影响越来越大, 为了方

便蒙古人和色目人学习汉文化以至入仕为官。

元政府开设了许多官办学校。元代科举就这

样逐渐突破了漠北、漠南蒙古游牧文化区、西

域色目文化区、汉族文化区的界限, 作为一种

催化剂促进了以上几种区域文化的频繁交流

和相互影响、融合。元政府非常的重视对图书

的保存和传播,而科举取士则用南方较为繁盛

的程朱理学为取士标准,客观上就促进了理学

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播,也促进了南北儒学的交

流和融合,并逐渐走向统一。

所以,通过科举考试这一催化剂, 儒学较

多地熏染了蒙古人、色目人,减少了对汉文化

的隔膜,同时也使汉人、南人对中原文化的同

一性进一步得到巩固。使得先前相互敌视、相

互分隔的不同类型的文化开始走向互补和

兼容。

第五,在科举制度的发展史上, 元朝科举

最终结束了以辞赋取士,而最后确立了以经义

取士的新阶段。隋唐首创科举, 以辞赋取士。

这对魏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度, 原是一大进

步。但其后果却引导人们专尚擒章摘句,追求

华丽虚浮,而陷入极端的形式主义, 不切实用。

元朝始罢诗赋而强调切用。 其为制也, 询之

孝第信义,盖欲其行之有常;试之经义疑问, 盖

欲其学之有本;继以古赋诏诰章表, 欲其敷扬

宏休,以备代言之选,策以经史时务,欲其经济

斯世,发为有用之学。 应该说,这是一个进步。

第六,元王朝最先把程朱理学规定为科举

考试和取士的标准, 程朱理学取得了科举考试

的正统地位,被称为官学。以后经历了明代直

至晚清,以理学开科取士维持了将近 600年,

可见对后世的影响之大。元政府规定, 科举考

试的内容、答题及取士标准都以程朱理学为

主。这样从元代起,程朱理学在我国思想文化

界确立了绝对的统治地位。所以不得不承认,

元代科举恢复虽晚,但仁宗的这份诏书却称得

上是一部全面应用程朱理学,指导和改造科举

制的纲领性文件。

理学由北宋兴起, 南宋朱熹集其大成, 元

代始定为官学,而沿至明清两代成为了统治阶

级的官方哲学。由于科举的原因,程朱理学没

有因宋王朝的灭亡而终止其发展。以至短短

100年的元代理学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中也占

了不可或缺的位置,它把宋明理学联成一个整

体。 元代的理学在宋到明清之间是上承下

启,有着重要的地位 。所以,笔者认为元代科

举为理学的继承发展和繁荣,乃至为整个中国

文化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当然,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 元代科举有

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不可避免的存在着

民族性强的特点。蒙古人作为游牧民族的代

表入主中原后,由于文化的差异。虽然中原文

化与蒙古游牧文化相互交融, 但也常常有冲

突,使得元代科举恢复得比较晚, 规模也比不

上前代,对改变元代的既定用人格局也没有太

大的作用,所以在选官上的作用是有限的, 同

时还带有狭隘的 民族主义 。由于科举考试

的导向,在明清时教育的内容也变得越来越狭

窄,束缚了人们的聪明才智,压抑了思想的自

由,阻碍了教育与学术的发展。所以在评说元

代科举时,面对元代科举的局限和缺点时, 我

们不能完全用 时代意见  去苛求古人避免缺

点,减少失误。更何况 倘若忽略事件或人物

所处的特定的时空联系,去描述事件的情形并

评论其是非曲直,则很难得出恰当的结论。 总

的来说,元朝科举虽有其缺陷,但也不能抹杀

它所带来的作用。

元朝是第一个以外族入主中原进而统一

中国的王朝,面对中原文明,他们没有太多可

借鉴的东西,使得元代科举的历程经历了太多

的迂回和曲折。由于元朝建立的政治、经济、

文化等时代背景的不同。元朝科举在形式上,

对传统科举有所继承, 又结合时代的要求有了

新的变革,使元代科举民族性强的特点表现得

异常的明显。这就使得与传统科举有了一定

的差异,进而所带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选官

上,对元朝的既定用人格局没有太大的改变,

但它作为一种特殊的纽带给各民族的交流和

融合, 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又似催化剂一样促

进了元代各民族文化的交汇,对中国文化的传

承和繁荣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时, 对科举内

容的限制, 使程朱理学第一次登上了政治舞

台,在政治上、思想上占据了统治地位。虽然

也有其缺点,但总的来说, 元朝科举不论是对

元朝本身还是后世明清都有极深远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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