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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高考”有多难？

两汉时平民子弟受限于名额和方式的
限制，本就万难被察举，遗珠于野是常态。
到了魏晋时期，由于士族阶层极大发展，
儒学暂时落入低潮，以九品官人法为标志
的品评制度异军突起，上品无寒门、下品
无 士 族 ，察 举 的 资 格 被 高 门 士 族 基 本 垄
断，普通老百姓想通过察举做官更加难比
登天。部分有识之士意识到了问题，便着
手进行改革。

标志性的改革是东汉尚书令左雄发起
的阳嘉新制。东汉顺帝阳嘉元年（公元 132
年），此年是东汉立国第 107 年，百余年来
世族豪强势力益发强大，察举制受世族豪
强影响，徇私舞弊、贵官相托，察举不公平
现象越来越严重，四世三公、三世三公等官
僚世家屡屡出现。一些清正廉洁的官员挺
身 而 出 反 对 察 举 作 弊 ，险 些 付 出 生 命 代
价。比如河东郡守史弼，断然拒绝中常侍
侯览的请托，还把为侯览传讯报信的人杀
了以儆效尤，坚决捍卫察举制“选士报国”
的根本原则。侯览恼羞成怒，勾结司隶校
尉、廷尉等高官，把史弼打入死牢，论罪弃
市（即当众处死）。幸亏一位叫魏劭的孝廉
感念史弼正直，变卖家产筹资贿赂侯览，才
算免去史弼死罪。

这一极端事件是东汉察举制弊端的一
次大爆发，使汉廷不得不做出调整。尚书
令左雄上书请变革察举制，核心政策有二：
一是设定年龄限制，察举对象一般要年满
40，如确实“有茂才异行”，也可破格察举；
二是建立考试制度，“诸生试家法，文吏课
笺奏”。意即儒生察举要考试经学，文吏则
考试奏章律令方面的技能。

年龄限制倒还寻常，考试制度是察举
制里程碑式的突破。西汉时也偶有经学方
面的考试，不过零星稀少，哪个皇帝心血来
潮了就举行一次，未成定法。左雄将其确
立为成法，极大增加了操作上的确定性与
规则性，使大家都能遵照一个相对明确的
规则进行竞争。这一条防范的就是豪强世
家互相勾连请托。阳嘉新制施行后，左雄
亲自把关查验各郡执行情况，因为济阴郡
贸然推荐 1 名年未及 40 的孝廉，左雄发起
一次查核整治，将违制察举的济阴太守胡
广等 10 余名官员罢免黜退，此后 10 余年间
各地无不敬之畏之，汉朝的察举风气为之
一正。

察举制在南北朝也陆续有一些改制，
但方向愈来愈明晰。以德取人、以名取人
因为主观性太强而渐居次要，以文取人、以
能取人逐渐吃重，尤其是以文取人在南北
朝得到重视，南朝建立了策试、考试制度，
举士选官的程序越来越严密，考试方向越
来越偏重于实务和文才，已经是科举制的
雏形了。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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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汉时确立的察举制，历经东汉、
魏晋和南北朝，至隋朝被科举制取代，在
中国历史上存在了 780 多年之久，是与
科举制双峰并峙的最重要的选官制度之
一。察举制通过考察荐举的方式，选拔人
才做官。西汉推行察举后，经过文景武三
朝不断完善修改，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
尊儒术”，逐渐有了较为完备的考察科
目，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四科”，即：孝廉、
贤良、秀才、异科。孝廉即具备孝行之民、
较为廉洁的吏，东汉时合二为一统称为
孝廉；贤良、秀才以考察儒学修养和道德
品行为主；异科则是考察天文、历法、理
财、治水、粮廪等方面的才能。可以说，早
期察举偏重考察经术和道德，而对政府
运作所需要的技能考察相对较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是特
定历史条件造成的。汉朝独尊儒术，一方
面儒家学说迎合了那个时代皇帝统治天

下的心思，另一方面儒术相比其他学说
具有更完善的齐家治国理论。在其成为
统治者采纳的政治理论之后，选拔官员
也就按照儒家要求的标准来施行。

比如察举的核心科目孝廉，孝在儒
家伦理中具有基石性意义，两汉皇帝除
了汉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死后谥号
中都带一个“孝”字。那么由上及下，孝也
成为察举士人的首要标准。但具体到察
举时，个人是否真有孝行并不是特别较
真，只要合乎一般伦常即可，并不需要王
祥卧冰求鲤或是郭巨埋儿那种过分的孝。
比如西汉元、成、哀三朝的大臣师丹，年轻
时被察举为孝廉，《汉书·师丹传》中并没
有特别记载他的孝行。被察举的真正原因
是他师从经学大师匡衡，专门研学儒家五
经之一的《诗经》，经学造诣非常深。

那 个 时 代 经 学 就 是 做 官 的“ 敲 门
砖”，在察举制的强烈刺激下，各地儒生

以前所未有的激情投入到经学研习上。
然而一味只以五经为内容察举人

才，会不会导致人才队伍技能弱化呢？答
案是肯定的。两汉时代一直在同步推行
文法之吏的察举，推出过“明先王之术”

“明阴阳灾异”“博士”“明兵法者”“治狱
平”等专业技能类的科目，选拔一定数量
的吏以应付政府运转之需。西汉末年王
莽篡政，惩于元成哀平时代察举畸重经
术之弊，突发奇想地推出一系列新科目，
诸如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
小学、史篇、方术、本草等，各地一下子举
荐上来数千人，创下两汉察举之最。王莽
因为篡汉而臭名昭著，但他的改革措施
并不全是空穴来风，有些也是针对社会
问题做出的调整。后来刘秀再造刘汉，王
莽的一些做法改头换面保留了一些，像
察举科目中的阴阳学、天官历算、律法
等，都沿袭下来。

名额少 20万人举1人2

根据察举制，被察举者绝大多数可
出仕做官，古代称之为“释褐”，也就是脱
掉布衣，改穿“佩紫怀黄”的官服。因其出
路好，入选就非常难。首先难在名额太
少。西汉起初每郡国每年察举 2 人。国是
西汉分封诸王列侯设置的封国，经过推
恩分解后封国所拥有的县数量略少于
郡，与郡大体同级。不仅少，还不公平。各
郡国之间人口分布不均衡，像汝南郡（今
河南驻马店、周口南部一带）多达 259.6
万人，而江夏郡（今湖北武汉以东）只有
21.9 万人，相差十几倍，察举名额却都是
2 人。东汉后来做出调整，按人头来，每
20 万人每年察举 1 人，不满 20 万人的小

郡每 2 年察举 1 人，少于 10 万人的袖珍
郡每 3 年察举 1 人。又对边疆地区予以照
顾，边郡少于 5 万人的 3 年举 1 人，不到
10 万人的 2 年举 1 人，10 万人以上每年
可举 1 人。即使按这个比例来算，东汉人
口峰值约 5000 万，察举人数约 250 人至
300 人之间。20 万人挑一个，可谓是竞争
激烈。

其次难在选拔方式。察举的实施者
称之为举主，一般由三公九卿诸署长官，
以及郡守等高级官员充任，选拔方式以
平时了解、当面谈话等为主。这意味着普
通人想要进入举主的视线，要么平素非
常有德有才，声名远播，才能引起高官显

贵的注意。否则，酒香也怕巷子深，就算
满腹经纶也难免终生埋没。为了使察举
有据可依，东汉光武帝刘秀曾下诏明确
四条具体标准：一是德行高妙，志节清
白；二是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是明达
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复问，文中御史；
四是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
任三辅令。虽然仍是宏略有余、实操不
足，也比西汉有了极大进步，盖因刘秀是
从底层起家的君主，比较重视实际能力。
不过顶层设计是好的，具体运用时，皇帝
不可能一直关注到基层，察举实际选拔
多由郡县守吏操作，靠印象取人、靠关系
察举者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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