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 南 出 版 集 团 公 司

名 城 文 化 史 料 丛 书

第二辑

●

杨　

丰　

汪
致
敏　

著

政协建水县委员会   编

—
—

滇

南

科

举

历

史

的

记

忆



高　照

李继孔

马文杰

责任编辑：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杨　丰　汪致敏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云南人民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0�号

��00��

www.ynpph.com.cn

rmszbs@public.km.yn.cn

���×�0��　�/��

��.�

��0千

�0��年�月第�版第�次印刷

昆明昊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云南亚太彩印有限公司

ISBN ���-�-���-�����-0

��.00元

书 名

作 者

出 　 版

发 　 行

社 　 址

邮 　 编

网 　 址

E － m a i l

开 　 本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设 计 制 版

印 　 刷

书 　 号

定 　 价

学政考棚——滇南科举历史的记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政考棚 : 滇南科举历史的记忆 / 杨丰, 汪致敏著.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0��.��

　　（名城文化史料丛书 / 赵晓凌主编. 第�辑）

　　ISBN ���-�-���-�����-0

　　Ⅰ. ①学… Ⅱ. ①杨… ②汪… Ⅲ. ①科举制度－历

史－云南省 Ⅳ. ①D���.�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0��)第�0����号



【出版说明】建水学政考棚，是中国科举制度在滇南地

区兴衰的见证，是科举制度的千年化石，也是建水历史文化

中的一个关键部位。尽管在科举考试中，学政考棚的院试仅

仅是初级考试，算不上真正的科考。但作为科举制度的起跑

线，学政考棚，造就了令人引以为豪的“滇南邹鲁”和“文

献名邦”。本书以严谨的态度，介绍了中国科举制度与建水

文化的关系以及学政考棚的演变过程，并收录了一大批被历

史积尘所掩盖的资料，力图通过大批史料的准确展示，为人

们了解建水文化内涵提供一些有用的历史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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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滇南地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建水的确是一块人文渊薮之

地。在长达七个世纪的岁月里，建水作为滇南地区的政治、军事、

经济、文化、教育、宗教中心，曾经是中原文化与西南边地文化大

交流、大融合的舞台。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人文环境，造

就了建水沉积厚重历史文化的先天优势。以文庙、指林寺、朝阳

楼、纳楼司署等古建筑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先后被列为国家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以朱家花园等为代表的古民居，被专家、学者称为杰

出的典范，团山民居还走进了世界纪念性建筑遗产的名录；遍布于

城乡大街小巷和深宅大院的古井，耸立于寺庙山巅历尽风雨的古

塔，横亘于江河之上的百年古桥，见证了建水的沧桑岁月；历代文

化名人丰富而珍贵的历史遗存，熔铸和积淀了建水厚重深邃的文化

底蕴。从历史上“滇南邹鲁”“文献名邦”的风采和“临半榜”的

辉煌，到现代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等

桂冠的摘得，建水当之无愧、名不虚传。

我曾经在建水工作和生活过八年，为建水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

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建设做过许多工作。因此，我对建水的山山

水水和临安古城有着特殊的感情。至今，始终对建水丰厚的文化遗

产和历史上的辉煌倍感自豪，同时也为今天的建水在传承中发展、

传承续接历史的文脉

红河州政协主席　李保文

序Ｘ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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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拓中创新深感欣慰。

然而，时代更替，岁月沧桑，辉煌的历史很难留下一部完整无

缺、细节详尽的实录，也不可能给我们留下一成不变的昔日场景。

无数发生在这方热土上的历史细节，只能依靠现代人去挖掘整理，

才能得到立体的、全景式的呈现。

怎样才能比较完整地挖掘和真实地展示建水历史文化的深厚底

蕴？如何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弘扬建水历史文化的优良传统，并以此

塑造新的精神品格和人文风貌，推进建水文化的繁荣发展？建水县

政协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多年来，他们借助政协文史工作这一

平台，先后编辑出版了《团山——锡矿上驮回的村庄》《雄踞南滇

的纳楼土司》《古井、古塔、古桥》《千年余脉》等专题系列丛书

和数百万字的综合史料，为建水地方文化的研究以及旅游发展提供

了有益的借鉴。此次推出的《学政考棚——滇南科举历史的记忆》

《团山民居——珍贵的世界纪念性建筑遗产》《朱家花园——滇南

豪门的兴盛与隐退》《传统楹联——铭刻在建水古建筑上的音符》

四本书，是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对建水历史文化的又一次探索。

它通过对各个历史细节的挖掘整理，填补了地方史志的一些空白，

也让历史在现代人精神生气的吹拂和灌注下，重新获得了生命。阅

读四本书稿，我有以下几点感受：

首先，从选材来说，建水历史文化是一个综合的整体，无论是

一座寺庙、一座民居或是一座古桥，其背后都蕴藏着时代的缩影和

动人的故事。只有深入挖掘每一个历史细节，其所蕴含的文化价值

才能得到真正体现。多年来，建水县政协在文史工作中，坚持一步

一个脚印，持续不断地推出一个个专题，通过立意、选材上的慧眼

和巧思，把建水历史文化的精彩部位打磨出来，使一个个文物景点

得以立体的呈现和展示，从而体现出建水历史文化的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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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历史文化的搜集整理来看，由于时代的变迁，许多史

实已被历史的风尘覆盖，需要从故纸堆或地上残存、地下沉睡的遗

痕中去寻找。特别是要使它们由难以为人所知转化为引人入胜的文

化产品，让其释放出自身的巨大能量，需要一定的专业功力，需要

对历史的重新发现。建水县政协坚持发挥文史资料“存史资政”的

功能作用，对建水重要的文化史料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搜集整理，为

填充建水的历史文化内涵，提供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珍贵资料。

其三，从史料解读上来说，对耳熟能详的文化历史，是否真的

读懂？对长期在眼皮底下熟视无睹，甚至不起眼、不经意的东西，

能不能换一个视角去重新发现、重新理解？对分布于不同历史时空

交会“点”上的人、事、物，能不能以当代人的眼光和理念梳理出

一条贯穿古今的“线”，在“点”与“线”的交织之中再兼顾到

“面”，以此呈现更广阔的历史场景，解释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建水县政协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不仅通过历史资料的文字叙

述继承文化遗产，丰富其精神内涵，而且在书中使用不少插图和照

片，彰显出建水历史文化的地域特征，使其在创新中符合当代人的

阅读习惯，并为政协文史工作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历史是城市的源流、年轮和记忆，是人们创造文明、传承文

化的轨迹；文化是城市的灵魂、神韵和根本，是人们观照历史、洞

见未来的镜子。要了解一座城市的过去和现在，了解一座城市的内

涵和特色，就要去阅读它的历史和文化。只有融合了历史积淀与时

代精神的建水文化，才能成为文化建水日新月异的力量之源。我真

诚希望建水县政协的文史工作，继续坚持历史传承与现代创新相结

合，继续坚持传统特色与时代特征相融合，让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

交相辉映，使文史资料这一极具政协特色的工作，真正成为一项服

务于当代、惠泽于未来的事业。



名

城

文

化

史

料

丛

书

第
二
辑

�

—— 滇 南 科 举 历 史 的 记 忆

xue zheng kao peng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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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开始于隋代，继之于唐、宋、元各朝，兴

盛于明、清，废止于清末，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它是我国历史上

考试选拔官吏的一项基本制度。这一制度的基本特点是，坚持“自

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士”的原则，为所有知识分

子包括出身寒门者进入仕途，提供了公平而优越的条件。一千三百

多年来，一共产生了数百万名举人，其中有七百余名状元，还有

十多万名进士。他们中有不少著名的名臣、名儒和一大批出色的教

育家、文学家、艺术家。中国的科举制度曾对周边的邻国越南、朝

鲜、韩国、日本产生过重大影响，近代英、法、美等国家实行的文

官考试制度，也受到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启发。所以，了解和研究科

举制度，认清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及其弊端，成了人们关心的一件事

情，而现存的一些地方贡院、考棚，就成了这一制度的历史见证。

建水有幸还能完好地保存着清代的学政考棚，这在国内已属罕有。

这是明清时期钦命云南提督学政三年两次巡回到建水（当时是临安

府所在地），集中临安、元江、开化（今文山州）、普洱四府生员

举行院试（即考秀才并选拔优秀生员进省城考举人）的科举考试初

级考场。要知道学政考棚的用途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必先了解一

下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以及提督学政这一职官所需履行的职责。

《官制科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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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时朝廷设科考试，用以选拔官吏的制度，叫科举制度。

始创于隋，形成于唐，延续至明清，存在了一千三百多年。在此之

前，还有两种选官制度：一种是世官制，即奴隶社会王室、贵族世

代承袭官职的制度；另一种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的荐

举制。

（一）世官制

也叫世卿制。奴隶主凭借宗法和血统世代承袭高官显爵，控

制住奴隶社会的统治权。平民和奴隶只有被统治和奴役的份儿。但

也有极个别贤明的统治者，将个别才干超群的平民和奴隶提拔为官

吏，如商汤就曾任用了奴隶出身的伊尹为相，周文王封平民姜子牙

为太师，此二人在治国安邦中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奴隶制后期的

秦国，通过把有军功的中小地主和知识分子吸收到体制机构中来，

借以加强其统治力量。

（二）荐举制

也叫察举制。如汉代的荐举制，就是由三公九卿、地方郡守

等高级官员，把品德高尚、才华出众的下级官吏或平民推荐给朝

廷，授予他们一定的官职。但荐举制往往由世家大族所把持，品评

的标准不是德才，而是门第的高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

势族”的现象，完全成了巩固豪门世族势力的工具。为消除这些积

古代的选士制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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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由隋至唐，荐举制逐步为科举制度所取代。

（三）科举制

所谓科举制度，就是由国家设立许多科目，定期举行统一考

试，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的制度，也叫做“开科取士”，也就是由

分科举士而得名。科举制度由隋、唐一直延续至清末。对这一漫长

时期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以及知识分子的学风，都产生过巨大

的影响。

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0�年），开始设立进士科，用考试方法

来选取进士，这是科举制度的起源。

唐循隋制，继续实行科举制取士，又添设了秀才、明经、明法

等六科。每年定期举行，称为常科。常科的考生有两方面的来源：

一是生徒。由中央和地方学校将经过考试合格的学生送尚书省参加

考试，这些考生就叫做生徒；二是乡贡。不在学校学习而自学有成

就者，可向州、县提出书面申请，经考试合格，由州送尚书省参加

考试，这些考生随各州进贡物品解送，所以称为乡贡。唐代的科举

制还有一类叫制科，由皇帝主持，根据需要临时下令举行。武则天

登基后，亲自策问贡士于洛阳城，由此开创了殿试的先例。武则天

还创立了武举制度，饬令“天下诸州，宜教武艺，每年准明经、进

士贡举例送”。武举考试的内容有箭法、骑射、马枪、负重等。由

于实行科举制，大臣们注意按才学标准培养自己的子弟，于是以考

试才学为主的科举就成为获取高官厚禄的主要途径。唐代的科举制

产生了积极的效果，特别是从下层吸收人才完备各级统治结构，不

仅改变了封建政府中官吏成分结构，使官僚队伍保持一定的活力，

提高了统治效能，对于笼络下层士大夫，笼络天下英才，具有极为

重要的作用。白居易擢进士第、雁塔题名后，志得意满地吟道：

“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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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时期，战乱频仍，烽火连天，在短短的五十二年中经

历了五次改朝换代。就是在这样动乱的年代里，各朝代仍然传承着

唐代的科举制度，一如既往地开科取士并且在某些方面还有一些演

进，譬如：后梁科举重寒士，后唐明令禁止请托等。后周时科举还

为高丽（今朝鲜和韩国）所效法。十国中有七国都或多或少地实行

过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在宋代得到进一步发展。除了分设常科和制科外，取

录广其名额，厚其荣利。各种规章制度逐步健全，使考试取士走向

法治化和规范化，如禁止公荐、殿试制度化、殿试免黜落、建立誊

录法、三年大比的定制等。唐代进士及第后，必须再经吏部考试才

能授予官职，宋代进士及第即直接授官。

辽代是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政权，其初期的人才选拔制度为世

选制，出于统治北方汉民族的需要，也设立了科举制度。

金代是女真族建立的政权，其科举制度承辽代故制，兼采唐、

宋科举制度，并结合女真民族的利益和特点，建立了较为完备、在

少数民族中最有特色的科举考试制度。

元代之初，不重科举，到了仁宗皇庆二年（公元����年）才正

式制定选举办法。蒙古统治者将国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

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第四等是南人。科举考试的程式

体现了民族间的差异和民族歧视。

明代之初，注意搜罗和培养人才，继续开科取士。洪武三年

（公元���0年），朱元璋就诏告天下：“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

非科举者勿得与官”，一时科举颇为盛行。明代虽只余进士一科，

进士科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但仍沿用科举的称谓。科举考试的程

序更加严密和完备了。同时又重视设立学校，凡欲参加科举以取得

功名的，必先进学校取得生员的资格。因而，将学校纳入科举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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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科举必由学校”，学校与科举并重，而融为一体，学校也就

变成了教育人才、储备人才、进行科举的预备场所，以应科举之地，

使人才培养和选拔完全联系起来。科举对于各地兴办学校有很大的推

动。明成化年间（公元����~����年）开始盛行“八股文”取士，这

一特殊文体对明、清四百余年的教育与学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清代完全承袭了明代的科举取士制度。明清时期，入学中举，考

取进士，谋得高官厚禄，已深入人心，比之唐宋，有过之而无不及。

科举制不问家世，也不需别人推荐，主要根据应举人的考试

成绩决定取舍，选拔人才的范围扩大了，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开

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它在制度上使国家政权向社会

各阶层开放，打破了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状况，促进了社会阶层的

上下流动，使相当多的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再者，科

举出身的官员，一般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准，因之也提高了官员队伍

的素质。这个制度，使考试成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考试的内容

便成了学校的教育内容。取士的标准重于德才，成为学校的培养目

标，也激发了那些出身寒门而有真才实学的人奋发学习，努力进

取。而人才主要靠学校培养，这对封建社会学校的培养目标和教育

内容都有很大的影响，于是也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因而，我国

科举制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和一大进步。它是中国历史上，也是

世界历史上最具有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人才选拔制度。自科举制

度产生的一千三百多年来，造就了七百多名状元、十多万名进士和

上百万名举人，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产生过巨大而深远

影响。

中国科举制度曾对日本、越南、韩国、朝鲜等国产生过重大影

响，这些国家都在较长时期内推行过类似的科举制度。英、法、美

等国的现代文官选拔制度，也受到了中国科举制度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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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滇 南 科 举 历 史 的 记 忆

xue zheng kao peng 

明清时期设立的各级各类学校，有私立、官立，名目繁多，

自成体系，无地不设学，学校数量之多，覆盖面之广，当时在世界

上属罕有。而简言之，可以归纳为三级教育制度，即初级的启蒙教

育，府、州、县的中级教育和设于中央的高级教育。初级学校为设

于城乡的社学、义学、塾馆；中级学校为设于各县、州、府的县

学、州学、府学；高级学校为设于中央的国子监。初级学校培养

“童生”，中级学校培养 “生员”，高级学校培养“监生”。这三

级学校，就是明清时期的小学、中学和大学。现分述如下：

（一）初级的启蒙学校——社学、义学、塾馆

古代学生入学考试之前，必先经过启蒙教育，因为是在儿童

阶段，也称童蒙教育。明清时期儒童参加入学考试的年龄，一般在

十五岁左右，而且一来就要考四书、五经和诗赋之类，因而，幼童

们必须先在启蒙教育的学校社学或义学内学习，接受识字和学习儒

家经典的教育，富裕人家的子弟还可以在家塾或私塾里延请的优秀

教师教导下就读。

在明代，童生的培养，主要由社学承担。明代开国之初，虽然

设立了高级的学校国子监和中级的各府、州、县学，但是未设立初

级学校，因而府、州、县学生源缺乏，难以培养人才。于是，洪武

八年（公元����年）朱元璋诏令京师级郡县皆立社学，教育六岁以

科举时代的三级学校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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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十五岁以下之幼童。所谓社学，就是设于城乡基层设立的学校。

明代社学的规制效仿元代，大约每五十家人家立一所社学。但是，

它突破了元代民办社学的局面，实行官民并举的体制，官立学校大

量设立，成为明代蒙学教育的重要标识。社学的功能主要是为府、

州、县学提供优秀的生源，因之也是为科举服务的。所以，社学是

为地方儒学培养生员的最重要场所和主要生源产地。

明成化年间，还就云南风俗不开的状况，诏令“地远年幼者

督令开一社学，延邻境有学者以为之师，仍听提学官稽考”。可见

云南的社学也已多有设立，甚至设到了边远地区。据旧志记载，建

水城东门外和大水塘还各有社学一所。这是设于乡社间的地方官立

学校。教育内容除经文外，还包括御制大诰、本朝律令及冠、婚、

丧、祭等礼节。清制各府、州、县及大乡巨镇，各置社学一所。教

师择“文义通晓、行谊谨厚”者充任。凡近乡子弟，年十二以上

二十以下，有志学文者，皆可入学肄业，入学者得免差役。据明代

理学家吕坤《社学要略》记载：“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

《三字经》以习见闻，《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

义理。”

文童录取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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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e zheng kao peng 

清代也在各州县大乡巨镇设立社学，后来称义学。旧志记载，

建水在乡村先后开办义学六所。义学是由官方设学田收取学租或

向私人集资作经费而开办的学校，对儿童进行教育。学生免费入

学，多招收贫寒人家子弟。实际上是一种免费的私塾，经费的主要

来源为地租。先是雍正元年（公元����年）朝廷命各府州县设立义

学，聘塾师教子弟，学官主其事。“每府或数处或十余处，自童子

以至成人，皆得入而肄业其中”（尹继善《滇云义学汇记序》）。

接着，雍正六年（公元����年）建水知州祝宏建曲江义学，在蛇街

子，置学租田，租谷五十石作经费。继而，雍正十三年（公元����

年）知州夏治源建普雄、西庄、乍甸三所义学，每所租谷三十石

作教师束修（酬金）。乾隆二年（公元����年）教授夏冕建新站义

学，教师束修租谷十六石又地租银五两。乾隆二十八年（公元����

年）知州吴元念建南屯义学，教师束修租谷二十一石。又有纳楼土

司普天民也兴办义学一所，这是彝族聚居区最早开办的汉语学校。

随后，傣族阿邦阿渡土舍陶文俊也在寨内开办义学。

临安府属八州县的义学遍布城乡，除上述建水的八所以外，

尚有石屏州四所、宁州六所、阿迷州十所、通海县九所、蒙自县六

所、河西县八所、嶍峨县七所，共计五十八所。

塾馆，有家塾与私塾，是学童接受启蒙教育的场所，也叫“蒙

塾”，是我国封建社会传授学业的一种主要形式。明代的社学，允

许民间私办，私塾也可以说是社学私办的一种形式。家塾是富裕人

家专为教育自家子弟而设立的。

建水最早的家塾，据史料记载，是明正德年间（公元��0�~����

年）进士刘洙开办的。他官至都给事中，归里后，建家塾教诲子

弟。又有包万化，庠生，考举人屡试不中，便闭门读书，在城南马

鞍山“设家塾教子”。更有一些落第秀才，设私塾授徒，收取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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