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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选士制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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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 汉代的选士制度 P101

•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士制度 P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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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察举制的创立

• 由地方（也包括中央各部门）长官负责考察和举荐人才，
朝廷予以录用为官。创立于汉武帝元封五年（公元前106
年），此后在完善这一制度方面做了如下工作：

• ⑴初步制度了人才标准：（光禄四行）一德行高妙，志
节清白；二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明习法令，足以决
疑；四刚毅多略，遭事不惑。

• ⑵按人口多少、地域的不同来决定举才的人数。（如，武
帝规定每20万人口每年举孝廉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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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察举与考试相结合。汉代的察举总的说是以推荐为主，
但有些科目也要进行考试，以区分高下，作为授官大小的
参考。考试方法主要有对策、射策两种。

• ⑷对举荐者有一定要求。地方由郡守、相国负责，中央由
太常、、丞相负责，东汉由尚书令负责，对于选举失实的
官员，一般要给予处罚。

• 以上几点说明，汉代的察举有一定的规章制度，但很不完
善，也缺乏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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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察举的科目：

分为两大类：一为经常性举行的科目，称作常科，一般是
每年由州郡长官按规定的名额、标准向朝廷推荐人才；另
一类为特科，是皇帝根据需要临时指定选士标准和名目的
科目。

汉代选举既重德行，又重经学，这是独尊儒术在选举上的
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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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良方正：一般是品行高洁，有一定学识的人。举贤良始
于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

孝廉：孝廉就是居家孝悌，居官清廉的人。这是两汉最经
常性的察举科目。

秀才：选拔奇才异能之士，东汉时改为茂才。

明经：指通晓儒家经典的人才。

童子：说明汉代注意选用少年人才，促进了天才儿童的教
育。

征辟：当时大官僚任用属僚的制度。公府征辟即地方首长
自聘属俊向中央备案，实际是大官僚罗致人才，培置亲信
的手段，有先秦“养士”的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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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价

意义：①察举制总的来说是一种进步，它打破了宗法世袭
制，使社会上各种人才有了施展自己才能的机会；②缓和
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缓和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
矛盾，既选拔了人才，又麻醉知识分子；③客观上提高了
儒生的地位，进一步加强了独尊儒术的政策；推选、考试、
对策带有分科考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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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端：①它是以地方察举为主，考试为辅，甚至不进行考
试而直接录用，同时没有一套比较完善的法规相配合，即
使有一些法规也未能保持其连续性，因此，缺乏科学性。
②由于缺乏科学性，故选士的实际效果如何，完全依当时
整个社会的政治状况和主持察举的人的素质如何而定。当
社会政治清明、主持者廉洁公正时，有可能使真正的人才
得到到选拔。但封建时代真正政治清明的时间不多，主持
选士的多是一些贪赃枉法的人，故这种制度弊端百出，请
托、做伪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很多真才实学、德才兼备的
人没有被选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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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由汉代察举制的得失可见，要保证人才选拔的质
量，既要由廉洁公正的人来主持其事，又要有一套完善的
法规，还要进行严格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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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汉代的选士制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士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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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分裂动乱、战争频繁，士人流散各
地，乡、亭、里地方组织遭受严重破坏，致使汉朝以来的
“乡举里选”为主的察举制度，事实上难以完全实行。这时
期豪强地主垄断政权，形成了势力强大的门阀士族集团。
怎样按照门阀的高低来分配政治权力？这就必须对选士制
度作些改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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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用人政策是“唯才是举”，这种用人不问门第身份的
做法在政治上遭到门阀士族的抵抗。

曹丕即帝位之后，听从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行“九品中
正官人法”，承认了门阀士族集团的做官的特权，获得了
士族的支持和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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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品中正官人法”的具体做法是：

（一）设置中正

（二）品第人物

（三）按品授官

（四）清定品级



青青
衣衣

（一）设置中正

郡置小中正官，州置大中正官，由司徒选择“贤有识鉴”的

现任中央官员兼任其原籍的郡中正或州大中正。（《通

典·选举》）中正官由现任中央官员兼任，显然是为了避

免他人干预中正事务，保证中央对选举的直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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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品第人物

中正官负责察访与之同籍的士人，了解其家世源流，整理
其德才表现资料，并据此做出简短的总评语。类似现在的
人事档案。所谓“家世”也称“品”，本人的才德表现谓之
“状”，中正官注明士人的“品状”后再评定其等第。等第共
分为“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
下上、下中、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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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按品授官

中正官将品第士人的有关资料档案造成表册，定期送交司

徒府以供吏部选官参考。通常是官位尊卑与品第高低必须

相符，即上品者任高官，下品者任卑职；升官同时升品，

而降品即等于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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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定品级

一般三年一清定，依其行状在给与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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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一段时间内，“九品中正官人法”或多或少对名士大
族有一定的制约性、约束力。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
东汉以来州郡名士操纵舆论、左右荐举和征辟的局面，或
多或少扫除了那种浮华朋党的歪风邪气。中央对选举大权
的控制得到加强，国家也就能够经常得到一些有用之才。
对于这些积极作用应予适当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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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魏晋之际士族势力日益膨胀，逐渐发展到“上品无寒
门，下品无士族”的程度。“九品中正官人法”就逐渐演变为
扩大门阀士族势力、巩固其门阀制度的工具了。这样就堵
塞了寒门的人出仕做官的道路，而门阀士族子弟也不屑于
学习，这就严重的影响了当时的学校教育。这是“九品中
正官人法”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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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集团势力日趋下
降，寒门势力逐渐上升。在彼消此长的社会大
变动之中，寒门千方百计地挤入士族行列；而
代表寒门势力的最高统治者又往往通过考试手
段，使寒门子弟参政机会日益增多。南北朝后
期由于“九品中正制”走向衰落，在荐举孝廉、秀
才时对门第出身的要求不断放松，而对考试的
要求却越来越严。科举考试制度的胚胎逐渐成
熟，只等政治上新的统一局面的出现便可以产
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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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