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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宋代的文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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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人政府 

- 唐末藩鎮割據，繼而進入五代十國，社會處於長期動亂，由武人專政。 

- 宋室統一中國，繼承唐代科舉制及加以發展，重建文人政府。 

 

1.1 宋代科舉制內容 

1.1.1 取士方法 

- 宋代取士途經分貢舉、制舉及學選。 

貢舉 

- 貢舉，又稱常舉，由禮部主辦，分州試、省試及殿試三級，合格可授官。 

- 貢舉於宋初每年舉行一次，宋仁宗時改為兩年一試，宋英宗時（公元 1066 年），定為三年一試，此後即為定制。 

制舉 

- 制舉，又稱特科，有需要特別人才時，由天子下詔招考，無特定時間及內容。 

學選 

- 學選，宋神宗時，王安石變法，設太學三舍法，以選取士子。 

- 太學分內、外、上三舍，學生每年按成績升舍，成績優秀者可免州試及省試，特賜及第。 

- 學選由公元 1099 年（哲宗，元符二年）至 1121 年（徽宗，宣和三年）的二十二年間推行。 

 

 

 

 

 

 

 

 

 

 



1.1.2 貢舉程序 

州試 

- 州試又稱解試，進士科考官為州之通判，其他科由錄事參軍主考。 

- 州試常於秋季舉行。 

- 合格者稱貢士，名單及試卷須送交禮部。 

省試 

- 各州貢士至京師，參加尚書省禮部主持的考試，稱為省試。 

- 省試於州試後之翌年春季舉行。 

- 進士科省試合格者稱進士。 

- 不合格者須再投考州試以再取得資格，這過程稱重解。 

殿試 

- 殿試又稱御試，由皇帝親自主持，士子通過殿試才可任官。 

- 殿試初期仍會汰黜考生，宋仁宗嘉祐以後，一般只定名次，不再淘汰考生。 

 



 



1.2 宋代科舉制影響 

 

1.2.1 門閥消融 

- 門閥士族於唐代仍可憑家勢壟斷不少官職，經歷五代戰亂後，門第士族逐漸衰落。 

- 宋代以嚴謹與公正的科舉選官，門閥把持官位的情況已消失。 

 

1.2.2 文人政治 

- 宋代大幅增加科舉取錄人數，給予及第文人優厚待遇。 

- 宋代以文官出任高官或邊疆大吏，防止五代武人專橫局面再次出現，形成文人政府。 

 

1.2.3 科舉社會形成 

- 雖然唐代開始科舉取士，但未在社會結構中成為中心。 

- 宋代科舉取士數量大增，不少下層人士通過科舉向上流動。 

- 科舉在政治、文化生活及社會結構佔有重要地位，形成以科舉為中心的社會。 

 

  

二、崇文措施 

- 由天子親考殿試考生，及第考生成為天子門生，一來避免考官與考生出現宗師與門生關係，易生朋黨。二來可提高文人地位。 

- 由文官出掌樞密院，主持全國軍務；駐防或作戰時，由文官擔任監軍節制將領，或出任統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