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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古代考试制度的自考性质

及其历史借鉴

钟仕伦 张  莉

我国古代考试制度是在
“
举贤授能

”
和分科试策与官学和私学相互共存的社会基础上建

立的,这一特点,苴接决定着古代考试制度的自学考试性质。         '
自孔子聚徒讲学,以 “

德行
”

、 “言语
”、 “

政事
”

、 “
文学

”
四科分授弟子,打破学

在官府的旧制以来,古代私学一直与古代官学并行不悖,直到近代学校的兴起,以私塾形式

表现出来的私学也仍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尽管随着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形

态的不同而使私学的表现形式、传授内容有所不同,但从根本上说,我国古代私学一直绵延

不断,成为封建社会中的一种极其重要的教育形式。

封建社会中的私学实际上就是一种以私人名义为国家培养人才而助一臂之力 咐 私 人 助

学。从目标、教材、教法来看,私学与官学无甚区别,二潜都是以培养统治阶级的仕宦人才

为终极 目标,以传授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在古代考试制度完整建立之前,这种私学的

兴盛 ,一方面为统治者 “选贤授能
”

、求取 “贤良方正”、 “
茂材异等

”
提供了人才基础 ,

另一方面为封建文化的传播、继承乃至教育本身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古代考试制度彻底建

立之后,私学的兴盛则为封建社会的国家考试提供着源源不断的赴考者,而通过国家级考试

的绝大部分又出自私学之门,他们在封建政权的建设和巩固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仵用。

¨ 私学最盛行、影畹最广泛的时代是汉代。几乎就在公孙弘、董仲舒等人向汉武帝建议创

设官学的同时,汉代的私学便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之前的伏生以《古文尚书 》
“
教于

齐鲁之间,齐学者由此颇能言 《尚书 》,山 东大师亡不涉 《书 》以教。
” (《汉书·儒林传》)

雨此耐有精于 《春秋 》的董仲舒, “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

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 (《 汉书·董仲舒传》)汉 代 私

学的生员,一家少则数百人,多 则数千人,其著录在册者有时多达 1。 6万人 (《 后汉书·儒林

列 传》)。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现象。汉代私学的盛行为汉王朝培养出一弋批杰出

人才,从根本上免除了刘邦当年元猛士守四方的隐忧。伏生的讲学,为汉代经学的勃兴和盛

行提供了广泛的文化基础,从雨也为汉代察举制溲的实行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董仲舒等

人的讲学则为汉代,甚至为整个封建社会培养出一大批杰出人才,出于董仲舒之门的司马迁

和出于严君平之门的扬雄就是他们当中的最著名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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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音南北朝时期,人才选拔虽以九品中正制为准则,但通过私人助学和自学两走上宦途

的人也不乏其例。宋孝武帝剡骏曾下令诏 “四方秀孝,非才匆举,献答允值,即枕铨擢。
”

(《 宋书。孝武本纪》)沈德威 “每自学还私室以讲授,遘俗受业者数十百人 ,” 他本人也被

授以太学博士,转国子助教。 (《 陈书·沈德威传》)隋炀帝继位后,萏创 “
十科举人

”,动

摇了九品中正制的社会基础,为 自学者提供了更为广泛的入仕机会。同时,隋炀帝又 “
始置

进士科
”,通过 “

试策
”

来察举选拔人才,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把考试与举人,即 通过进士科

的考试来选拔人才结合在一起,开创了中国科举取士的先河,使中闼古代考试制度曲此逐步

建立起来。唐代在科举上 “
多循隋制

”,并加以发展,使中国古代考试制度日臻完善。唐代

科举从根本上结束了魏晋以来注重阀阏的九品中正制,为广大庶民通过自学雨走上仕造开辟

了广阔前景。唐太宗甚至公开说: “
今三品以上,或 以德行,或 以勋劳,或以文 学, 致位 贵

显。彼衰世 1日 门,何足为慕!” (《 通鉴》卷19s)这为唐代士子以自学丽登高第创造了充分

的条件。宋代重文士,对以文入仕的士大夫甚为宽厚。太祖赵匡胤定下三条戒律,令后来的

的王位继承者执行,其第二条就是不杀士大夫。在宋代 ,以 “
自学考试

”
中进士而出仕的士

子之多,在我国封建社会实属罕见。如太宗太平兴国二年 (公元977年 )一举拔士几伍百,八

午 (公元983年 )进士万二百六十人 (曾巩《元丰类稿》卷返9《 贡举》)。 明清两代 ,更有不少进

士是来 白民间的自学考试者。美国艺术及科学院院士、著名华裔历史学家何炳棣教授根据美国

国会图书馆藏资料,通过对两万多名进士家史进行研究,结果证明有不少进士是来 自民间。

这说明即使是在考试制度较为完各的明清两代,其 “
自学考试

”
者也占绝大多数。

我国古代考试制度带有非常明显的自学考试性质,在某种程度上说,它本身就是一种自

学考试制度。科举考试是把
“
举入

”
与

“试策
″

结合起来的一种考试制度。 “
举人

”
早在先

秦时们就以出现, “
试策

”
也在东汉时代就开始实行。被举之人和参试者一般都 是 通 过 自

学或私学途径雨掌握一定文化知识的士人,他们本人即是自学考试者。当较为完善的科举取

士制度建立之后,参加考试人员不外两类。一类是官学 (中央学校和地方学校 )的学生 ,另

一类就是私学 (家学、书院 )的学生。前者称为
“生徒

”
和 “乡贡

”
。而私学学生入都是在

当世名儒硕学的辅导下以自学方式学习。他们
“无廪稍之供

”,却有 “冻馁之患
”,无 “

司

业、博士为师
”,却有

“奔走之劳
” (宋濂《送东阳马生序》)。 唯-的有利条件是,他们所师

者大多数是当世的英才。因比,由 私学而中进士者代不乏人,尤以唐宋为最。例如 :

唐代的刘太真, “
善属文,少师事词人萧颖士。天宝末,举进士。

” (《 旧唐书·刘太真

传》)柳宗元遭贬后,因其名重当世, “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千里随宗元师 法, 凡 经 其

门,必为进士。
” (《 旧唐书·柳宗元传 》)

唐代师于家学者也有不少人通过自学参加考试而中进士,如唐代著名诗人元稹 “
八岁丧

父,其母郑夫入,贤明妇人也。家贫为稹 自授书,教之书学,稹九岁能属文夕十 五 两 经 擢

笫。
” (《 旧唐书·元稹传》》后元稹不仅诗与白居易齐名,世称

“
元白

”,雨且官至宰相。

李绅
“六岁而孤,母 卢氏教以经义,⋯⋯元和初,登进士第。

”(《 旧 书·李绅传》)此外 ,

扬收、严挺之、毕杓等人也是由家学而登进士的典型例子。

宋代宫学,特川是屮央学校 (回 了学 )虽入学对象较之唐代更为宽松,但观摸及作用均



不及唐代,名存实亡,衰落为科举附庸。一般是
“
即随秋试召集取解p及科场罢日,则生徒

散归,⋯⋯但为游士寄应之所,殊无国子肄习之法。居常讲筵,无一二十人斫讲者。
”(《文献

通考·学校考》三 )这实际上已变成为国家级考试服务的临时助考机构。因此,宋代考试者多

来 自地方的自学者。加之宋代科举考试以 “
贡举

”,即 由地方政府选拔合格的 自考者送到中

央主考机关礼部参加考试为主,故宋代 “贡举
”

应考者中大部分是经家学、书院而参加考试

的。 “
淳化三年 (公元992年 ),诸道贡士凡万七千余人

” (《 宋史·选举志》一),取录名额

也越来越多而流弊滋生。范仲淹、王安石曾倡导大兴学校,规定士须在官办学校 学 习三 百

日p才 能参加国家考试。王安石甚至向神宗建议: “古之取士,俱来于学,请兴 学 校 以复

古。
” (同⊥)他认为参加国家考试必须经官学培养。但范仲淹、王安石二人的建议均未被

采纳,这实际上为宋代经私学而参加考试者提供了方便。宋代中举之入依旧大都出自私学。

例如
“从王野学

”
的王应麟

“九岁通六经,淳褚九年 (公元1249年 )举进士。
” 〈《宋史·

王应麟传》)田 诰 “
好著述,聚学徒数百人,举进士至显达者接踵,以故闻名于朝。

” 〈《宋

史·田诰传》)代渊 “性简洁,事亲以孝闻。受学于李睃 、张达。年四十,今人更劝,举进士

甲科。
” (《 宋史·代渊传》)

除了国家级考试有着明显的自考性质外, “
察举

”、 “制举
”,即不一定经过国家考试

而由皇帝亲自策问的考试也带有明显的自考性质。如果说古代国家考试的自考性质表现在投

考者的受教育途径和成分上,那么 “
察举

”
和 “制举

”
的自考性质则在考生受教育途径、成

分、考试内容和形式上显现出来。自汉代而兴的
“
察举

”
延续不断。与宋代 “

贡举
”

相辅而

存的
“制举

”
既不规定统一考试的年限,也不经过地方州县的逐级遴选,而直接 由皇帝 策

问。所试内容与
“
贡举

”
不同,多属特殊技能和专门知识。如宋仁宗时的制举内容就有:贤

良方正能极言科,博通坟典明于教化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 ,详明吏理可使从政科,识洞

韬略运筹帷幄科,军谋宏远材任边寄科以及书判拔萃科,高蹈丘园科,沉沦草泽科,茂材异

等科。这些知识大都非官学所授,而主要靠参试者自学而获得,一旦被 “制举
”

上,皇帝或

中央机关即授以相应的官职。

无论是古代考试制度本身 (国家级考试 )还是作为这种考试制度的 补 充 的
“
察 举

”
和

“制举
”,都带有极为明显的自考性质,这是由古代考试制度的组成因素所决定了的。从更

广的范围看,我国古代考试制度的自考性质又是由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文化传统所决定了

的。马克思曾指出: “
在印度和中国,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是 由小农业和家内工业的统一

形成的⋯⋯,由农业与制造业直接结合引起的巨大经济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于大工业

的生产物,提 出了极顽强的反抗。
” (《 资本论》第三卷,412页 一413页 )马 克思在这里所讲的

“
小农业和家内工业的统一

”,即 我国古代的
“
食

”
与

“
货

”
的结合。以 “

食
”

、 “
货

”
结

合雨形成的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和教育制度。

早在 《尚书 》中,人们就把
“
食

”、 “
货

”
列为帝王从政的首要任务。班固对此讲得更

为明确: “《洪范 》八政,一日食,二 日货。食渭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

刀龟贝,所 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 民之本,兴 自神农之世。⋯⋯食足货通,然后

国实民宙,雨教化戍。
” (《 汉书·食σi志 》)丿ii今 天的话说, “

食
”
可调以个体种植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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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 “
货

”
可谓以家内手工制造业为主的商品生产。在中国封 建 社 会 中, “

食
”

与
“
货

”
紧密结合,并对古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由此形成的以自然经

济为主要模式的生产方式决定着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体制、教育体制以及人才选拔制度的性

质;另一方面,这种生产方式在阻碍工业化进程的同时,阻碍着教育的进步:它决定了中国

古代社会不可能大规模兴办学校,由 国家统一培养人才,而只能采取官学与私学并存、选贤

与考试齐举的教育方式。

更重要的是,这 “
食货

”
型的生产方式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认识方式产生着重大的影响

和制约。具体来说,人们习惯于认识经验过的事物,并对经验过的事物感兴趣。加之儒家经

典被奉为治国之圭臬,因此,我国古代考试附重心自然放在对已有经验,又主要是
“明经”

的能力的考察上,即考察学生对儒家经典的背诵、诠释和定向理解的识记能力上。这正是我

国古代私学特别发达的重要原因,而私学的发达直接决定着我国古代考试制度的自考性质。

在古代社会中,师承某一鸿儒、自学修炼通过国家考试而位致尊显者不胜枚举。整个封建社

会官宦集团的构成六致是由这三类人,即 由官学、私学而进士及第和由
“
察举

”、 “制举
”

雨仕的人组成,他们为中国封建政权的建设和巩固,为古代的文化建设、教育事业作出了自

己的贡献。

四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古代考试制度的自考性质是由封建国家的基本生产方式所

决定的,它与古代考试制度本身的形成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古代考试制度就是一种自学

考试制度。因为它首先是由国家而不是由学校举行的考试,考试内容和时间由国 家 统 一 规

定,参加考试者又大都是在私人助学的条件下刻苦自学者,考试合格,国家即承认学历,授

以相应跗职位。列宁曾指出: “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1地主社会和官僚

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
” (《 青年团的任务》)作为一种历史的产

物,我国古代考试制度在封建社会无疑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意义;作为一种民族文化传

统,它也无疑具有可供借鉴的成分。因为
“
人们自己创造自已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

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

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 (马克思《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事实上,古代考试制度的自

考性质对我们今天的高教自学考试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历史借鉴意义。这种历史借鉴主要表现

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高教自考应既管考又管用,将检验、测试、发现人才与推荐、举用人才结合起来 ,

扩大其权威性。我国目前的高教 自学考试几乎只是一个纯粹的考试机构,它基本上投有担负

通过自学考试为国家选拔、推荐优秀人才的任务。我们认为,在 目前的国情下,特别是人才

流通机制尚未健全、人才部门所有制情况还比较严重的情况下,使我国高教自考从组织考试

的单一功能转变到考试与举用人才的双重功能上,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提出这一设想的根据一是基于古代考试制度的自考性质的启发,二是基于我国高教

自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独特地位。高教自考作为国家级考试的基本特点决定了它有

可能而且应该主动积极地担负起向国家政府推荐、举用人才的任务。它有可能而且应该随时

向那些急需某一类专门人才的单位积极推荐在它这里已经取得学历资格的品学兼 优 的 自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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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 由高教白考部门所推荐的自考生一般应作为用人单位招收录用新的工作人员或工程技

术人员的来源之一。当然,这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涉及到计划、人事、劳 动、组 织、财 经 等

部门'必须统筹部署。其基本模式是 ,由用人单位统一提出所需专门人才的报告,送主管部

门审批后,将信息输送到计划组织部门,计划组织部门根据统一安排,然后将需用人才计划

给高教自考机构,由 高教自考机构根据计划组织部门的要求决定开考科目和专业,或从已储

各的具各相应学历层次的毕业自考生中选拔指派±I所需人才到计划组织部门。这样儆的结果

既可以减少人才流通中的浪费现象,为 国家节约大量的人才资源,又可以减少开考科目和专

业的盲目性,为 国家节约大量的资金。据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办公室统计,截至

1989年 2月 ,全省党政、汉语言文学、英语、统计、财政、金融、会计、工业经济、商业经

济、法律、中医专业共毕业3o43人 ,其中专业不对口的有8硅 7人 ,占 27.8%,所学不能 用 的

572人 ,占百分之18.8%。

又据重庆市高教自考办公室统计,1984年 至1987年 ,该市汉语言文学专业383名 毕 业 生

中,专业不对口无法调整安排的就有zG3人 ,占百分之68.7%。 另一方面,该市普教战 线 又

缺乏师资。如自考办有举用人才的权力,那么这一部分人 (其 中工人95人 ,占 68.7%)是可

以做到学有所用的,而不至于象目前这样造成巨大的人才浪费现象。

二是在各级自考管理机构的统一管理下,鼓励私人助学。我国目前采用的是社会助学形

式。所谓社会助学,指的是由某些社会团体组织自考生统一学习,帮助他们解决学习上遇到

的困难的一种助学形式。但实际上,这些社会团体由于缺乏专业教师,往往出薪聘请某些主

考院校的与自考有关的教师担任该助学单位的主讲教师,有的主考院校甚至在校内或校外挂

牌办起自考辅导班,由相应专业的教师主讲。而这些参加自考主讲的教师,往往又是普高战

线中的主力和骨干。二者相冲,势必影响普高的教学。要改变这种状况,可以提倡和鼓励私

人助学。这里所讲的私人助学类似于古代的私学,是指由具有相当专业水平和教育经验的高

校部分在职教师和离退休教师开办的助学机构。这种私人助学机构应在省级 自考 办 注 册 登

记,并向他们负责。由省级自考办提供开考专业情况。对于那些专业面较窄而国家又急需的

专业,尤其应提倡和鼓励私人助学。进行这种设想的主要根据在于,我国高等院校蕴藏着极

为丰富的师资资源。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 (1986年 ),我国高校平均每一教师担负的学

生人数是全世界最少的,为⒈4.4,而全世界的平均值是⒈13.1。 我国高校所蕴藏的这 样 巨

大的师资资源必须加以充分的利用,将一部分高校师资以私人助学形式转移到高教自考上是

充分利用这一潜在资源的有效途径之一。转移出来的这一部分师资力量可作为专职的私人助

学人员,他们在高教自考管理部门和高校双重领导下所从事的私人助学,将使日前社会助学

团体不易管理和自考工作管理机构考试与助学脱节的现象大为改观。

三是广辟自考生源,为广大 自学者,特别是农村自学若提供成才之路。目前高教自考的

开考专业设置,主要是从在职专业教育的角度考虑,基本上是为某一专业的在职人员在业务

技术上有所提高而提供机会和条件。例如四川省1989年新开考的卫生护理专业,即是为四川

省卫生系统的绝大部分中专学历的护理人员提供在职提高的机会。从短期效应看,这样做也

是不得已而为之,在既可以避免盲目开考,又可以保证生源、命题师资来源以及开考经费的

条件下,这样儆也是合理的。但从教育的超前性和滞后性看,这样做的结果势必使高教自考

成为专门为在职专业教育提供服务的机构,而使国家赋予高教自考的
“通过国家考试促溥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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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个人 白学和社会助学活动,推进在职专业教育和大学后继续教育,造就和选拔德才兼备

的专门人才,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t科学文化素质,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 的 需 要
”

(《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的任务不能得到全面的落实和完成。从另一角度看,这样做

甚至有可能使人才部门所有制的弊端愈演愈烈,起到某种程度的保护作用。

此外,目 前高教自考的测试目的侧重于使自考生达到与普通高校同专业同层次的作法也

限制了自考生源,且培养出来的自考生与普通高校的毕业生重复,短时期内,能为那些因某

种原因未能进高校学习的人提供验收自学结果的机会
'但长期下去,势必给普通高校的毕业生

的就业带来障碍,从而也给自考毕业生造成所学非所用的结果。要改变这种状况,高教自考

机构应有权决定开考那些社会急需的专业,这样做可为国家节约大量的人力财力。这也就是

说,高教自考所开考的专业不一定比照全 日制普通高校而抿据社会的需要来设置。例如,我

国环境污染较严重,森林采伐过量,致使水土流失严重,而且 自然灾害频频发生。要改变这

种状况就要有效地控制生态环境。而要控制生态环境,就需要专门人才,这些人才中除了专

业技术人员外,还包括既懂化学、生物学、物理学,又懂经济学、会计、统计学和法律的干

部。培养泌一类专门人才由高教白考承担显然要比普通高校承担合理一些。再如,随着三资

企业的增多,迪切需要既懂中文又懂外文的专门人员,这些人员的培养由高教白考承担也要

容易一些。

然而,从长远的利益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应把开考的重心逐步转移到面向农村开考 ,

这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所决定了的: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 于 世 界 后

列。11亿多人口,8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现状 ,

只有大力提高农业生产力,而要提高农业生产力,必须大力兴办农业技术教育,培养农业专

门技术人员。据统计,目 前我国农村科技人员严重缺乏,全国农村每万人有科技人员6.6人 ,

平均每7,000亩地只有一个农业技术人员,每 160多个乡镇企业只有一个专业技术人员,农业

劳动力在各个行业中文化程度最低。因此,除了已有的中央农业广播电祝中专教育外,还应

积极开办培养农业专门技术人员的高等或中等自学考试。我国幅员广阔,农村自然地理环境

从根本上制约着我国现阶段还不大可能由国家大规模地兴办农业技术学校,雨只能采取自学

考试的方式或电视广播函授的方式进行教育。

四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机构应成为评定某些有突出贡献的特殊人才的权威机构。在我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各行各业的自学成才者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由于他

们缺乏文凭'或者缺少对口的技术权威机构的评定,因而他们的专业文化水平或自学成才的

研究成果一般很难得到社会的承认。作为国家法定考试部门的高等教育自考机构应该有责任

为这一类特殊人才举行专门性的考试。这种考试可以不参照普通高校的考试课程 的 设 置 情

况,而 由省一级的高教自考部门聘请相应的专业技术权威,由他们根据参试者的能力和水平

以及自学成果采用无记名投票的形式,决定参试者的学历层次或技术水平,并曲省级高教自

考机构审发学历证明和技术等级证明。

结 束 谮

江泽民同志一九八九年屯月十四日在北京中南海同参加全圄高糠工作会议的部分代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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