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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考试是宋代士大夫的晋身之阶，宋太祖在立国之初即

确定了崇文抑武的政策，在选人方面沿用隋朝所创立的科举制

度，并使之进一步完善。宋太祖朝所录取的进士人数基本是南

北持平，北方仅有微弱的优势。大量出身于中下级官僚家庭和

寒素家庭的士子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这部分进士大多是政

绩优异或品德高尚之士，同时他们的后代也有一部分继续通过

科举考试进入官场，有些还位至高官，形成了宋代独特的依靠

科举入仕的累世官宦家庭。

进士出身的宋代士大夫是宋代官员的主要来源，选取有代

表性的士大夫做个案研究是有必要的。寇准１９岁中进士，３０
岁位居宰执，是北宋一代名相，他以力主宋真宗御驾亲征促成

“澶渊之盟”流芳百世，而他的诗风却清冷衰飒，被视为 “晚

唐体”诗人。苏轼２２岁中进士，２６岁入制科最高等，仕途却

颇为坎坷，他善于运用道家思想调适心灵，也曾经钻研道教方

术。他的诗大量运用道教典故，反映道教方术，也是道家思想

的诗化反映。陈傅良是南宋永嘉学派的巨擘，他早年精于科举

时文，后来转向事功，学风笃实，形成切于实用、雄健畅达的

文风。

宋代士大夫创作了大量的琴诗，反映了他们的文化性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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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情趣。本书考察了宋代的琴诗，分别对琴诗中的琴人与琴

曲、琴乐、琴道作了论述。琴人以僧人、道士、士人居多，女

性弹奏者较少；琴曲包含广泛，我们只举明确以 “听某曲”为

诗题的诗作为例子，梳理出有代表性的琴曲。琴乐部分则主要

分析诗歌对音乐的种种表现方式，分别是用自然音响摹写琴

声，用典故表现琴曲的文化内涵，以多种手法来展现琴乐的意

境，从感物、动人两方面来描写琴乐的功效。琴道部分则主要

关注琴诗中的音乐观念、音乐情感等，并因此总结出其中核心

的三个方面：自然之道、古道、本心之道，正是这种崇古、原

心的音乐审美趋向，使文人士大夫与琴之间具有不一般的心灵

联系，琴诗中呈现出的精神境界也与其他器乐诗迥然有异。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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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宋太祖朝科举进士的基本情况

第一节　科举制产生之前的人才选拔制度

一、科举制度产生之前的选人制度

重视人才是我国历朝历代统治者十分关注的事情，奴隶主

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为了巩固本阶级的统治以及维护本阶级的

利益，根据时势的变化采取不同的人才选拔制度来选拔符合本

阶级政治要求的人才，并对人才选拔制度做了许多有益的探

索。

周朝建立后，周天子为了维护其统治，分封自己的子弟姻

亲和异姓贵族到指定的地点建立起西周的属国，统治当地的部

落和人民，即 “封建亲戚，以藩屏国”，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

的分封制，一些重要诸侯国的国君还担任王国的卿士，根据分

封制的原则，诸侯国的君主还可以分封自己的子弟为卿士，以

作为自己诸侯国的各级官吏。当时分封的主要是国君的子弟姻

亲和异性贵族的子弟，正如清人俞正燮在 《癸巳类稿》卷三

《乡兴贤能论》里概括西周世官制的特点时所说的：“太古至春

·１·



秋，君所任者，与共开国之人及其子孙也。”① 各种各样的官吏

大都是世袭的，世代享有特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不是

世家贵族是不能在位做官的。② 根据史书的记载，西周的开国

元勋、周武王的胞弟、周成王的叔父周公旦，其长子封在鲁

国， “次子留相王室，代为周公”③；同样有卓著功勋的召公

奭，其长子封在燕国，“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④。这种以

亲贵为官吏的选拔制度一直延续下去，直至西周末年，我国的

官吏选拔制度仍然是亲贵合一的世卿世禄制和宗法分封制一统

天下的局面。⑤

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的过渡时期，在

这一时期，铁制工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导致奴隶主的

土地国有制逐步被封建土地私有制替代，人民对地主的土地依

赖有所降低，占有一定土地的封建地主阶级迫切需要改变自己

的政治地位，与此同时，各诸侯国争夺霸权，需要大量的文武

人才，世卿世禄制度成了用贤的羁绊。各国在变法改革中极为

突出的一条就是实行军功爵制。所谓军功爵制，是指按军功的

大小，由国君赐给臣民以田宅、食邑的爵禄制度。这一制度最

早出于秦国。秦国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其中规定 “宗室非有军

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

·２·

①

②

③

④

⑤

［清］俞正燮：《癸巳类稿》卷３ 《乡兴贤能论》，辽宁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１年
版，第７０页。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国华侨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３２页。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３３ 《鲁周公世家第三》，［唐］司马贞：《索隐》，

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５２４页。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３４ 《燕召公世家第四》，［唐］司马贞：《索隐》，

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５４９页。

邓佑先：《我国古代官吏选拔制度的两次重大变革》，载 《贵州文史丛刊》，

１９８８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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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①。也就是

说，在军功爵制中，以前那种 “亲亲尊尊”的原则已经被 “不

别亲疏，不殊贵贱”的原则所替代，衡量的唯一标准就是军

功，即 “见功而行赏，因能而授官”②。没有军功就意味着势

族失去了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军功爵制严厉地打击了世袭的

奴隶主贵族，招致了他们的怨恨。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③。商鞅变法废除了世卿

世禄制，使秦国从周王朝的一个边陲小国一跃成为战国群雄中

力量最强大的国家，并为最终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随着统一

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郡县制代替了贵族 “采邑”制，

成为政权的新的组织形式，皇帝集中掌握着中央与地方主要官

吏的升降任免大权，官吏概不世袭。④

到了汉代，为了适应新的统治的需要，建立了一套更为完

善的官吏选拔制度，即察举制。所谓察举，即由州郡长官负责

查明情况推举。刘邦立国之初即 “诏举三老”，就是要求选拔

年龄在５０岁以上， “有修行，能率众为善”⑤的人，协助地方

长官推行政令，但这并不能成为严格的察举制度。文帝即位后

的第二年即下诏说：“天下治乱，在予一人，举贤良方正，能

·３·

①

②

③

④

⑤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６８ 《商君列传》，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第２２３０
页。

［战国］韩非子：《韩非子集注》，张觉校注，岳麓书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０３
页。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６８ 《商君列传》，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第２２３３
页。

朱贤枚：《中国科举制度史略》，载 《江西教育学院学刊》，１９８３年第１期。
［东汉］班固：《汉书》卷１上 《高帝纪第一上》，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

３３页。



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① 到武帝时察举制达到完备，

各种规定相继推出。其后，各种科目不断充实，特别是有了统

一的选才标准和考试办法。阎步克在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中

认为：“其要点大略有三：一、被举者限年四十以上；二、以

儒生文吏二科取人；三、建立经术和笺奏的考试制度。”② 但

要指出的是，察举制并非由州、郡官员爱推荐谁就推荐谁，它

也有制约体制。能得到州郡长官推荐的只是少数，随着时间的

推移，营私舞弊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东汉后期，宦官、外戚、

官僚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宦官势力压倒外戚后，朝官和

地方官多由宦官安置，权贵更肆无忌惮地插手举荐，乃至出现

了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

第良将怯如鸡”③的情况。这与中小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参与

政治的要求相背离。公元１８４年黄巾大起义后，察举制就停办

了，新的人才选拔制度九品中正制产生了。

开九品中正制先河的是曹操唯才是举的主张。曹操曾三次

发布求才令，他明确指出，即使是 “不仁不孝”之人，只要是

“高才异质”，只要有 “治国用兵之术”，就要起用他们来治理

国家，带兵打仗。这无疑是对当时强调德治和仁孝的儒家思想

的一次大冲击，也是对当时用人标准的一次大纠正。指导思想

的改变，引来了 “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盛况，逐渐改变了

东汉以来由门阀世族主持乡闾评议和控制选举局面的形势，从

而为建立新的选举制度创造了条件。

·４·

①

②

③

［东汉］班固： 《汉书》卷４ 《文帝纪第四》，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１１６
页。

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４８页。

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卷１５ 《审举》，中华书局，１９９１年版，第３９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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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帝曹丕为了缓和中央政府与世家大族的矛盾，以求得

世家大族对其代汉称帝的支持，于延康元年 （２２０）采纳礼部

尚书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主要内容是，在各州郡推

举有 “名望”的人士出任大小 “中正官”，负责查访本州郡的

士人，将士人评为三等 （上、中、下三等）九级 （每等之中又

分为上、中、下三级，三等共有九级），即上上、上中、上下、

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以备吏部依品任

官。清人赵翼 《廿二史札记》记载：“魏文帝初定九品中正之

法，郡邑设小中正，州设大中正，由小中正品第人才，以上大

中正，大中正核实，以上司徒，司徒再核，然后付尚书选

用。”①

九品中正制的品评有三个内容：一是家世，即家庭出身和

背景，指的是父祖辈的资历、仕宦情况和爵位高低等。二是行

状，即个人品行才能的总评，相当于现在的品德评语。三是定

品，即确定品级。定品原则上依据行状，家世只作为参考，但

晋以后成为完全依靠家世来确定品级，九品中正制成为地方豪

强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的合法工具，消弱了中央政府和皇帝的

权力，使得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势力割据，国家四分五裂、朝

代更替频繁的现象越来越严重②，以致造成了 “上品无寒门，

下品无世族”“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情况，使得士族与庶

族的界限森严，并且具有世袭性。到晋、宋之间，更是 “士庶

天隔”，士庶之间的区别似乎成为不可逾越的鸿沟。在这种情

况下，选拔官吏不看文武才能，不问吏治考绩，只要凭家世声

·５·

①

②

［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校正》卷８ 《九品中正》，王树民点校，中华书局，

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６５页。

邓佑先：《我国古代官吏选拔制度的两次重大变革》，载 《贵州文史丛刊》，

１９８８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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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门第族望，士族子弟即可 “平流进取，坐至公卿”，而有

才能的寒门子弟的晋升却受到极严格的等级限制，他们 “非但

有建国之谋不及，安民之论不与”①，反而受到诽谤和诬陷，

不少人才受压抑、被埋没，而许多无才、无德、无能的昏官却

身居要职，人浮于事，机构臃肿。这种选拔制度严重压制了人

才的成长，束缚了人才的使用。②

二、科举制的产生

科举制度的产生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

果。南北朝后期，庶族地主在经济上的力量不断壮大，士族势

力渐趋衰落，原先确立的保证门阀利益的各种规定和法律已显

得与时势不相适应。反映在选举制度上，是庶族地主力图冲破

束缚他们的等级限制，迫切要求达到与他们的经济力量相适应

的政治地位。皇权为抑制门阀势力的发展，也往往站在这一

边。③

隋朝统一全国后，隋文帝为了适应封建政治和经济关系的

变化，满足庶族地主参加政权的需要，最重要的是为了树立其

君主权威，把官员的选拔权收归中央，废除了九品中正制，采

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即科举考试，科举考试的关键不

在于分科考试，而在于普通士人通过参加考试而获得参与竞争

入仕的权力。开皇七年 （５８７），隋文帝定制，每州岁贡士三

人，加以考试，试高第者为秀才。开皇十八年 （５９８）七月，

“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

·６·

①

②

③

［南朝梁］沈约： 《宋书》卷８２ 《周朗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第２０９０
页。

则之：《中国古代用人的谋略》，中国旅游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９２页。

何忠礼：《科举制起源辨析》，载 《历史研究》，１９８３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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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人”①，仁寿三年 （６０３）七月，诏 “令州县搜扬贤哲，皆取

明知今古，通识治乱，究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不限多少，

不得不举。限以三旬，咸令进路”②。隋炀帝大业三年 （６０７）

四月，诏曰：“夫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

或节义可称，或操履清洁，所以激贪厉俗，有益风化。强毅正

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并为廊庙之用，实为瑚

琏之资。才堪将略，则拔之以御侮，膂力骁壮，则任之以爪

牙……文武有职事者，五品以上，宜依令十科举人。有一于

此，不必求备。”③ 大业五年 （６０９）六月，“诏诸郡学业该通，

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

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④。无论是 “二科举人” “十科举

人”，还是 “四科举人”，都是偶一行之，犹如唐宋时代的 “制

科”，并没有形成一种固定的制度。

隋炀帝时期还设置了进士科。《旧唐书》卷１１９ 《杨绾传》

记载：“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⑤ 史家把炀

帝创置进士科作为科举制度正式产生的标志。⑥ 这样魏晋以来

以门第高低选官的九品中正制逐渐为科举制所取代，中国古代

的选官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由于科举制符合中央集

·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唐］魏征：《隋书》卷２ 《帝纪第二高祖下》，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版，第４３
页。

［唐］魏征：《隋书》卷２ 《帝纪第二高祖下》，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版，第５１
页。

［唐］魏征：《隋书》卷３ 《帝纪第三炀帝上》，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版，第６８
页。

［唐］魏征：《隋书》卷３ 《帝纪第三炀帝上》，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版，第７３
页。

［晋］刘昀： 《旧唐书》卷１１９ 《杨绾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第３４３０
页。

陈茂同：《中国历代选官制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１４
页。



权的统治和巩固的需要，故为历朝历代所沿用。

隋朝灭亡后，唐朝初期政局稳定，社会进一步发展，进入

了百废俱兴的和平建设时期，这需要大量官员参与国家各级政

府部门的管理工作，唐朝沿用了科举取士的方法，并使之进一

步发展，成为一种固定的选官制度。在武则天统治时期，科举

取士的人数大量增加，并开创了武举和殿试。

唐朝的科举选官途径主要有三种，“唐制，取士制科，所

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

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

人焉”①。这三种之中，主要是 “乡贡”，即由州县保送；其次

是 “生徒”，由学校保送；“制举”是为 “非常之人”特设的。

通过 “乡贡”和 “生徒”选拔官吏是唐代主要的官吏选拔办

法，称为 “常科”，而 “制举”是临时举行的选官方法，称为

“制科”。

唐朝常科所开设的科目有十二种，据 《新唐书》记载：

“其科之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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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

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② 其中以秀才、

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为主，其中明法、明

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

在唐朝初期要求较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逐渐变

成了唐朝常科的主要科目。

·８·

①

②

［北宋］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卷４４ 《选举志上》，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
版，第１１５９页。

［北宋］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卷４４ 《选举志上》，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
版，第１１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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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经和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是经义或

者时务策。后来考试的内容有所改变，但其基本精神原则没有

改变：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由于帖经墨义只要能熟

读经传和它的注释就可以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相当的文学才

能。同时在录取名额方面，明经又远比进士为多。据 《通典》

卷１５ 《选举三》记载：

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

十一二……开元以后，四海宴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

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所以

百才有一。①

所以，当时流传着 “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可见明经得第比进士容易，但唐朝统治者认为，明经是记诵之

学，考的是记诵默写，故不重视明经，而尤其重视进士科。唐

人王定保在 《唐摭言》中说：“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

终不为美。”②

制科是皇帝网罗 “非常之人”的一种选官办法，考试时

间、科目和录取员数都无常格，完全由皇帝临时设置考试科

目，由天子亲自策试。制科的名目繁多，王应麟在 《困学纪

闻》中说：“唐制科之名，多至八十有六。”③ 其中最著名的有

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

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等。参加应制科考试的，可以是得

·９·

①

②

③

［唐］杜佑：《通典》卷１５ 《选举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６０３册，台北
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６３页。

［唐］王定保：《唐摭言》卷１ 《统序科第·散序进士》，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
版，第４页。

［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１４ 《考史》，乐保群、田松青、吕宗力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１６１２页。



第得官的人，可以是登过常科的人，也可以是庶民百姓。① 制

科考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对于通过制科考试的人，“文策高者，

特授以美官，其次与出身”，虽然参加制科的人比常科多，同

时所给予的待遇相对不错，但是在当时人们的心中，制科的地

位仍然不如进士科，以至造成 “制举出身，名望虽高，犹居进

士之下”②的情况。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稳定的政治环境。自唐王朝建立之初的

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唐王朝的力量在不断增加，为了加强中

央对边疆的控制，巩固边防和统理异族，唐玄宗于开元十年

（７２２）于边地设十个兵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管理。

节度使 “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

赋”③，因而雄踞一方，尾大不掉，成了唐王朝的隐患。唐玄

宗天宝十四年 （７５５）安史之乱爆发，历经八年之久，直至唐

代宗宝应元年 （７６２）被镇压，虽然最终维持了唐王朝的统一，

但唐王朝由盛转衰，自此掌握一地军政大权的节度使变成了唐

王朝的离心力量。

承唐代之余绪的五代十国时期，战乱频仍，烽火连天，政

局动荡不安，在短短的５２年中经历了５次改朝换代，前后有

１４个皇帝走马灯似的登上中原政治舞台。但就是在这样的动

乱年代，除了后梁有３年因考虑 “举子学业未精”等原因、后

晋有两年因 “员阙少而选人多”而停举外，其他年份一如既往

照样不断开科取士。而且，各个地方割据政权多数也举办科举

·０１·

①

②

③

王道成：《科举史话》，中华书局，１９８８年版，第８页。

封演：《封氏闻见记》卷３ 《制科》，赵贞信校注，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版，第

１８页。
［北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５０ 《兵志》，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第

１３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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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① 史书记载， “五季自梁以来，虽皆右武之时，而州取

解，礼部试进士未曾废”②，科举仍是士人跻身五代政治舞台

的主要途径之一③，谁也不敢贸然废除行之既久的科举考试，

同时各朝对科举仍然比较重视，但此时各朝的君主大都是无为

之君，无法实现其统治的长治久安，也无法使科举制度出现新

的突破，此时期的科举多为延续唐朝之制，原则上年年开考，

中原五朝共５２年，共开科举４７次，录取进士最多的一次是后

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９４７），２５名；最少的是后唐庄宗同光二年

（９２４）、明宗长兴二年 （９３１）和后周世宗显德二年 （９５５），都

只有４名，４７科平均每科取进士１３．４９人；周边各国仅南唐

有１７榜有取士数：最多的一科３０人，最少时仅３人，平均每

榜５．４７人。这表明，进士出身者在当时的官僚队伍里所占比

例极小，形不成气候。这和军人掌权的统治者对科举进士的重

视程度也有一定的关系。由此可知，五代十国时期的选官制度

仍然是以科举为主，但是对由科举选拔出来的进士重视不够，

不能在政坛上起到应有的作用。９６０年赵匡胤建立宋朝，科举

制度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

第二节　宋太祖朝科举取士的社会背景

建隆元年 （９６０），后周大将赵匡胤在将士们的拥立下，在

陈桥驿黄袍加身，建立了北宋王朝。建国伊始，赵宋统治者面

临着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唐末五代皇权衰微、王朝更替

·１１·

①

②

③

刘海峰：《中国科举史》，东方出版中心，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３７页。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版，第９４０８页。

程遂营：《士人与五代中枢政治》，载 《东方论坛》，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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