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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
研讨会综述
!

潘晓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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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中华炎黄文化研究

会科举文化专业委员会%武汉大学文学院主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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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大学隆重召开'来自美国%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中国

大陆以及港台等国家和地区的近百位学者出席会议'提交论文
(&

余篇&武汉大学副校长

黄泰岩教授'主办单位代表刘海峰教授'来宾代表白亚仁%邓绍基%金惠经%李弘祺等分别

致辞&开幕式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

刊)主编%文学院陈文新教授主持&

"#

日晚'(光明日报1国学版)还以.文明进程的中国

科举/为题'特邀李弘祺,台湾-%陈文新%刘海峰%金惠经,韩-%水上雅晴,日-等学者作专题

访谈'探讨科举制度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科举制度何以在中国产生等问题'为这次学

术会议增加了一个新的亮点&

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包括域外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近

%&

年来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重大进展%唐前.选举/文献整理与研究%唐宋辽金元明清

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等&先后安排两次大会发言%

+

场分组讨论'涌现出一批新的研究成

果'择要叙述如下&

一%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向深层发展

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亦是本次会议的中心议题&会议发表的

相关论文中'既有对原始核心科举文献的研究'也有对除原始文献以外的其他科举专门文

献的研究'体现出科举文献研究层级的丰富性&厦门大学刘海峰(科举文献中的考试须

知*从2贡举条试3到2三场程式3)对宋代(贡举条试)和清代(三场程式)两种具有代表性的

专门文献详加比较'并论述清代(考试须知)类的各种科举文献&宁波大学钱茂伟(天一阁

藏明代登科录研究)一文从进士%举人等科举名录的汇辑%剪裁与整理入手'认为天一阁藏

明代登科录是研究明代科举的第一手资料'从中可以观察明代进士的生年%家庭背景%所

治经的区域特色等情况'从而大大提升了明代科举研究的深度&另外'侯美珍(日用应酬

尺牍选集中的科举文献000以明末2如面谈3%2如面谭二集3为例)%张杰(卷与2清代

卷集成3的文献价值)%王晓勇(清代武科举考试法规文献研究0以2钦定武场条例3为例)%

毛晓阳(清代科举宾兴文献综论)%沈仁国(元代科次不详进士证补)%鲁小俊%江俊伟(2国朝

贡举年表3的版本及价值述略)等文均在科举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域外科举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受到重视'进一步促进了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向纵

深发展&越南社会科学院汉喃研究所的丁克顺教授(越南的儒教科举与儒学科举文献)介

绍了越南的儒教科举概况和越南所保存的关于儒学科举的文献'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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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则在(越南黎朝进士科策文题目分析)指出越南黎朝进士科策文题目出题形式和内容上均深受中国

影响&韩国延世大学许敬震%初佳男的论文(科体集000韩国科体集的种类和性格)介绍了科体诗在韩

国的流行背景和各种科体集的种类&刘婧的(朝鲜科诗选集0002近艺
'

选3研究)对朝鲜科举诗选本

(近艺
'

选)进行了初步整理'并对其编撰%传抄情况及其所录诗文的特征予以相应分析&

另外'日本学者史料充分%推理严密的研究风格也令人印象深刻'代表有三浦秀一的(担任乡试考官

的.进士教职/)%大野晃嗣的(明代会试考官初探000以2会试录3为中心)和鹤成久章的(万历四十四年

科场弊案始末考)等文&

二%科举学研究视角的多元化趋势更加明显

本次会议涌现出的科举学研究成果颇丰'显现出当前科举学研究视角多元化的特点&与会学者在

传统重考据的科举制度研究与重义理的科举问题研究方面做出了许多有益探索&如许友根(唐代武科

举研究简述)%薛瑞兆(金代科举制度考述)%屈超立(明朝科举制的发展与选官世袭制度的彻底终结)%李

兵(论清代科举制度发展的因革)等文从史料出发'论述了不同时期的科举制度&刘希伟(清代童试中的

.异地借考/问题)则重点探讨童试一级科举考试中的.异地借考/现象及其对当今高考借考政策的启示&

从.科举学/的视角研究科举'以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为代表'其(科举文献中的考试须知*从2贡举

条式3到2三场程式3)一文明显体现了广义科举学的内涵&范哗的(科举学文化视角000中国科举文化

概念浅论)'从文化视角入手'对科举文化的概念%起源%内容%特征等进行了分析和界定&冯用军的(千

年科考惨淡隐退的.台前幕后/000基于文本社会学方法的叙事学研究)运用文本社会学方法对科举制

进行终结性评论&林上洪的(.科举流动/争议中的标准和条件问题)对.科举流动/这样的.软性问题/进

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认为对科举流动条件的认识影响着人们对科举流动功能的判断&

从政治%教育%文学以及社会文化等新视角对科举学进行研究也有很多新的发现和创意&如杨齐福

(科举制度的废除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认为科举制度的废除是导致农村经济%文化急剧衰落'城乡差

别%分离和对立不断加大的重要原因&沈登苗%牛翠萍(民国高等教育000评估废科举是否适时%成功的

关键)则从民国高等教育的成功反证废除科举制度的历史必然性&

另外'周腊生的(再揭状元驸马之谜)%王宏星的(漫谈宁波最后一位状元000章軻)和郭海文的(科举

制背景下的士妓关系)'从民间的角度审视科举给士人所造成的影响'饶有趣味而又富有学理&

三%文学角度的科举研究新见迭出

近十年来'随着.科举与文学/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从科举学角度进行文学研究成为热点&从本次

会议提交的论文看'基于科举学视野的文学研究成果颇多'既有研究科举与文学作品的'如吴光正在

(2儒林外史3的叙事策略与情感基调000兼谈2儒林外史3研究者对科举的误读)'认为
"&

世纪对(儒林

外史)中的科举方面存在误读'反映了现代研究视野的某种缺失&香港浸会大学张惠(宝玉1八股1后

四十回)和厦门大学宋巧燕(君子之泽斩'科举之力显000(红楼梦)中科举影响力探析)两篇文章'都从

科举的角度对小说情节结构的设置进行了合理诠释&也有研究科举文体的'如吴志达先生的(八股文与

科举文化)%苏碧铨的(从举子到考官*试论欧阳修的科举诗及其史料价值)%王炜的(从科举的视角考察

张溥及其八股文选本)%罗积勇和刘彦(唐代试律诗辑考)%肖金云(从宋代科举诗赋看文欣同用独用)&

还有探讨科举对于士人及其诗文创作的影响的'如薛泉(科举制度与明代诗文的式微)%李华(从2运甓漫

稿3探寻李昌祺晚年思想心态与诗歌风格的转变)%余来明(科举废而诗愈昌000科举废黜与元前期江南

士人生存方式的转变)等&此外'钱建状(科名崇拜%科名歧视与两宋文学的传播)%孙书平(宋代试论述

略)等文还涉及对科举与文学关系的整体关照&

从特定文人的角度来研究科举也颇多新意&如张亚群的(致贤用才 科举先声000葛洪的人才观与

考试观辨析)%金惠经的(科举与李贽)%甘宏伟的(.反科举/话语与历史的实际情景000以黄宗羲%顾炎

武等对科举的言论为例)%水上雅晴的(顾炎武2日知录3中科举说初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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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成为与会代表关注的焦点

本次会议'除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新意颇多'成果显著之外'由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主持的大型文

化出版项目.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第一辑的出版'也引发了与会代表的关注和讨论'成为会议

焦点&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是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套经过系统整理的大型科举文献丛刊'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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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字&其中'(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开创了一种新的交叉研究的学术范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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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

"

左右&(游戏八股文集

成)首次汇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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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定四

书文校注)是对四库全书中唯一的八股文总集的第一次精心整理'代表了目前学术界在八股文校注方面

的水平+(历代制举史料汇编)全面%系统地汇辑%整理了隋唐以降在常科之外的特科,制举-文献+(明代

状元史料汇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搜集%整理了明代
+(

位状元的相关史料+(

"&

世纪科举研究论文选

编)是
"&

世纪国内外科举研究成果的系统展示'兼具权威性和前沿性+(历代律赋校注)(四书大全校注)

(唐代试律试策校注)(2游艺塾文规3正续编)(七史选举志校注)等对一部分整理难度极大的科举文献加

以标点%校注'嘉惠学林'功不可没+(翰林掌故五种)(贡举志五种)(八股文总论八种)(2清实录3科举史

料汇编)等精选精校有关翰林院建制%国子监管理%学政事务%国家考试文体%国家考试制度的文献'力求

精审管用'填补了
!(#(

年以来古籍整理的诸多空白'在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方面堪称引人注目的建树'

引起学界对历代科举文献整理的重视&

继第一辑之后'武汉大学拟于
"&!%

年推出以专题研究为主的第二辑,陈文新主编-'包括(唐代辞赋

与科举)%(宋代科举与韵书)%(元代科举与文学)%(钦定四书文研究)%(明代会元别集考论)%(八股文批

评史)%(明代文学与明代的科举文化生态)%(八股文选家与明清思想文化)%(游戏八股文研究)%(永乐间

庶吉士诗文与明前期社会)%(书院%科举与文学000以清代为中心的考察)%(康熙己未特科与康熙文

坛)%(儒林外史的现代误读)%(科举废止前后的晚清社会与文学)等十余种学术专著&邓绍基先生对(历

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给予了高度评价*.尤其是以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领衔主编的大型丛书6历

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7'影响甚大&而
"&!%

年将要推出的第二辑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书'将为

科举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增加后劲&/刘海峰教授说*它功在当今'利在后世'.为学术界科举的研究做

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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