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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科举制诞生以来，庙学便与科举在趋同的政治基础和价值导向下互动，但到了宋

代，这种互动逐步加深，形成了一个成熟的、机制完备的“庙学举一体化”模式，从而

奠定了后世庙学与科举的互动形态。宋代庙学与科举的互动有着深刻而又复杂的社会基

础，在大变革的社会背景下，士族门阀衰落，庶族崛起，繁荣的物质经济刺激着人们追

求平等的权益，促使着社会阶层的沟通和流动，为庙学与科举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

环境。另一方面，“学而优则仕”的观念自古以来深入人心，加之宋代推行“重文”的

文化政策，“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现象便于宋时愈演愈烈。最

终，根植在民众与学子心中的儒教信仰，为宋代庙学与科举的互动提供了契合点。缘此，

本研究以宋代庙学与科举互动为研究视角，从纵向上看，宋代庙学与科举的互动以三次

兴学、宋室南迁为节点，经历了互动微弱期到互动巅峰期再到互动波动期的历程。从横

向上看，宋代庙学与科举的互动又是立体的、全方位的，不仅体现在庙学静态的教化空

间中，还渗透到庙学动态的教学活动和仪式活动中。而在整个互动的过程中，宋代庙学

与科举互动的形态不断发生更迭，互动状况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在促进彼此发展

的同时又引来了诸多争议。总而言之，庙学与科举于宋实现了交融共生，巩固了儒学正

统地位的同时又使儒学走向僵化；使士人积极向学但又浮薄功利；后世庙学与科举的互

动既承袭宋代，又有新的发展；周边儒教国家对“庙学举一体化”模式进行本土改造，

提高了受教育水平，塑造了民族性格。以宋代庙学与科举的互动为研究对象，有助于拓

宽庙学和科举研究视角，展现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和关联性。

关键词：宋代，庙学，科举，儒学，孔子

万方数据



V

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I

绪 论 ....................................................................1

（一）选题缘由 ........................................................ 1

（二）选题意义 ........................................................ 2

（三）概念界定 ........................................................ 3

（四）文献综述 ........................................................ 6

（五）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 11

（六）研究的重点、难点与创新之处 ..................................... 13

一、宋代庙学与科举互动的基础 .............................................15

（一）大变革的社会环境 ............................................... 15

（二）“学而优则仕”的教育观 ......................................... 17

（三）民众与学子的儒教信仰 ........................................... 18

二、宋代庙学与科举互动的历程 .............................................21

（一）互动微弱期：重科轻学，育选脱节 ................................. 21

（二）互动巅峰期：改革科举，普设庙学 ................................. 22

（三）互动波动期：科举多变，庙学萎缩 ................................. 24

三、宋代庙学与科举互动的路径 .............................................27

（一）空间互动 ....................................................... 27

1.庙学空间中的科举元素 ............................................27

2.相对独立的科举空间 ..............................................35

（二）教学互动 ....................................................... 40

1.学官多由科举出身 ................................................40

2.学生多以科考为目标 ..............................................42

3.教学内容多依科考而定 ............................................43

4.教学方法多依科举考试方式而定 ....................................45

万方数据



VI

（三）仪式互动 ....................................................... 46

1.以示隆谢和尊敬的谒先师礼 ........................................46

2.象征由布衣晋身仕宦的释褐礼 ......................................48

3.与科贡密切相关的乡饮酒礼 ........................................49

4.显耀荣光、勉励后进的科贡题名活动 ................................51

四、宋代庙学与科举互动的特点与影响 .......................................53

（一）庙学与科举互动的特点 ........................................... 53

1.互动形态的更迭频繁 ..............................................53

2.互动的区域差异性明显 ............................................56

3.互动的争议之声不断 ..............................................57

（二）庙学与科举互动的影响 ........................................... 58

1.对儒学：巩固地位的同时失去活力 ..................................58

2.对士人：积极向学但又浮薄功利 ....................................60

3.对后世庙学与科举的互动：奠定基础，开辟新态 ......................62

4.对周边儒教国家：本土改造，弘风阐教 ..............................65

结 语 ....................................................................67

参考文献 .................................................................69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77

致 谢 ....................................................................79

万方数据



绪论

1

绪 论

（一）选题缘由

庙学是儒学和教育文化的物质载体，更是各级各类官学培育人才的基地，尤其是科

举制度诞生后，庙学与科举紧密结合，在统一对立中寻求契合点，影响了中国古代近千

年的教育形态。直至今天，我们仍能从庙学与科举的互动中得到启示，大有助于当今“育

才”与“选才”关系的处理，调和二者之间矛盾。宋代在庙学和科举发展史上起着承前

启后的重要作用，以宋代庙学与科举的互动为研究对象，有利于丰富庙学文化研究的内

容，有利于更好地揭示我国教育发展的内在联系和历史规律。

1.发掘庙学文化需求的指引

文庙又称孔庙，最初为单纯的祭祀孔子的礼制性建筑，中国第一座文庙——曲阜孔

庙建立于孔子逝世后的第二年（前 478 年），以孔子故居为庙，追慕悼念孔子，岁时祭

祀。两汉“独尊儒术”后，文庙逐渐与官学结缘，演变成“庙学合一”的规划格局，成

为“祭祀”兼“教学”的育才基地。唐宋时期，庙学普遍设置，至金元，“庙学”这一

物化概念运用得更为普遍。与此同时，中国古代选官制度至隋唐实现了重“门第”到重

“民主”的转变，“怀牒自列于州县”
①
，以成绩定取舍的科举制度反映了庶族寒门的

利益和呼声。自科举制诞生以来，庙学便与科举频繁互动直至共生，科举影响着庙学的

方方面面，庙学为科举培育着一批批人才，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宋代是庙学与科举发

展的关键期，也是二者互动特点最为鲜明的一个时期，梳理宋代庙学与科举互动的基础

和历程，探究宋代庙学与科举互动的路径和特点，是发掘庙学文化的需求，是从庙学文

化中寻找精神力量的需求，有助于加深对传统儒家教育的理解。

2.深化宋代庙学与科举互动研究的需要

当下，庙学研究日益兴盛，对不同朝代庙学的研究逐渐增多。就宋代庙学而言，学

者们多从庙学的地域分布、建筑、教学活动、祭祀、社会教化等方面进行探讨。另一方

面，相比于庙学研究，关于科举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科举学”作为一门学科也日

益成熟，展示了科举研究蔚为大观的景象。宋代科举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了重大变革，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29）[M].北京:中华书局,201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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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宋代科举的研究多且细致，但共同特点之一是对宋代科举与庙学的关系论述不足，对

二者互动过程揭示得不够深入。由此看来，我们应该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深刻把握

宋代庙学与科举互动的基础，全面探索宋代庙学与科举互动的过程，从而更好地揭示庙

学与科举文化的内涵及价值。

3.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诉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

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传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必

须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庙学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在 21 世

纪新时代，我们不仅要发掘庙学文化，还要让其在新时代感染人、教化人、重塑人，为

培育具有文化自信和民族精神的时代新人服务。以宋代庙学与科举互动研究为毕业论文

研究对象，探究宋代庙学与科举的互动过程，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汲取智慧，不仅是兴

趣所在，更是责任所在。

（二）选题意义

对宋代庙学与科举互动予以系统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1.展示儒家文化的思想与内涵

庙学是儒家精神文明的载体，是传播儒家文化的主阵地。科举制度是一种以考察儒

家知识和观念为标准的选官制度，儒家经典历来是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由此，儒家文

化便成为庙学与科举互动的契合点，促使庙学与科举互动成为可能。儒家文化源远流长，

内涵丰富，从庙学史与科举史的角度探析儒家文化，有助于从历史的长河中纵向反映儒

家文化独特的精神风貌；探究庙学与科举互动的基础、历程和路径，有助于从不同角度

展示儒家文化的思想和内涵。

2.深化宋代庙学研究

台湾学者高明士从制度层面解构了古代庙学规制的形成，详细论述了庙学制从建立

到普遍化再到崩溃的发展历程，指出：“一部中国教育史是由学到庙学的发展过程。”

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庙学的研究已有一定的基础，但主要集中于金元或者明清时期的

庙学研究，而忽视了宋代，对于宋代庙学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章少之又少。众所周知，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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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是庙学基本规制形成的时期，也是科举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元明清的庙学与科举制

度基本沿袭宋制。探究宋代庙学与科举的互动，剖析宋代科举对庙学建制的影响，有助

于深化宋代庙学研究。并且，宋代庙学与科举的结缘是宋代政治与教育、文化复杂交互

关联的体现，研究庙学与科举的互动过程是窥探宋代社会面貌的一个切入口，有助于拓

宽宋代教育研究思路，丰富中国教育史学研究视角。

3.为当今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

庙学本是单纯的“祭祀”兼“教学”的育才基地，但自从儒学成为统治者极力推崇

的官方哲学，庙学便与带有浓烈政治色彩的科举制结合，融育才、取才、用才于一体。

庙学与科举互动过程中，庙学的建筑空间被赋予了丰富的科举文化意蕴和象征意义，庙

学的教育教学也以科举中举为目标，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与科举贯为一体。除

此之外，带有科举意蕴的仪式活动会在庙学空间中举行，使生员获得独特的情感体验和

人人向举的精神熏陶，无疑是一种精神洗礼。由此可见，庙学将知识传授和道德教育有

机结合，从而实现了科举对生员学习目标的把控，这种教育模式正是当今时代所缺乏的。

为了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但当

今教育重在学生智育的培育，而忽视了其他各育尤其是品德的培育，从而造成高分低能、

有才无德的普遍现象。庙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场所，更是传达精神信仰的场所，从具象

化的知识传授和抽象化的道德陶冶的角度探寻宋代庙学与科举互动的过程与途径，有助

于为当今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

（三）概念界定

1.庙学

“庙学”一词，在魏晋南北朝时就已出现，如《魏书》记载：“明堂者，布政之宫，

在国之阳……至如庙学之嫌……。”
①
至唐代，韩愈在《处州孔子庙碑》中提到：“惟

此庙学，邺侯所作。”
②
这里的庙学指的就是“庙”与“学”的结合体，是“庙学合一”

这一概念的物化表述。宋时，更加强化庙与学的结合，并更倾向于使用“庙学”一词。

宋真宗大中祥府三年（1010 年），孔子后裔请求在家学旧址上重建学舍讲堂，得到了宋

真宗的认可，同意在文庙内授课讲书，并将这一场所称之为“庙学”。至此，“庙学”

①
魏收.魏书·册 3[M].北京:中华书局,1974:766.

②
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491-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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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名得到了官方的承认。随着兴学政策的推行，各地开始大力兴修庙学，两宋史书中关

于“庙学”的记载也逐渐增多，如宋《咸淳临安志》中记载，宋初，余杭县有圣庙，“景

德三年，令章得一重建庙学，自为记”
①
。宋《宝祐仙溪志》记载了仙游县庙学的状况：

“庙学始建于县西，咸平五年迁于县南。”
②
宋代对庙学定制及发展贡献极大，从而基

本奠定了元明清时代的庙学形式。

至今，对于庙学的定义，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诠释，并有学者对庙学与文庙、

官学、书院等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区分。对于庙学与文庙，周洪宇、赵国权认为文

庙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庙可以理解为与武庙相对的、文治层面的庙宇性建筑，

包括天下所有孔庙（含国庙、学庙和家庙）以及各地附属于孔庙的或单独设置的先贤祠、

乡贤祠、名宦祠等。狭义的文庙则可以称之为“庙学”或“学庙”，具体是指与各级官

学及书院直接相关的主祀孔子的庙宇且伴有教学活动的礼制性建筑
③
。对于庙学与官学，

是按照不同的分类依据对学校的名称划分，庙学和非庙学的主要划分依据是学校与文庙

结合的情况，和文庙结合的学校称“庙学”，没有和文庙结合的学校称“非庙学”。官

学与私学的主要划分依据是办学主体的不同，由政府官方办理的称“官学”，由民间私

人办理的称“私学”。而对于书院，台湾学者高明士认为，宗咸平五年（1002 年）诏令

全国书院学校修缮孔子庙之举，是宋代全面实施“庙学”制（含官学与书院）的开始
④
。

由此可见，至宋，部分书院开始“庙学化”，书院庙祀孔子的建筑属于地方庙学的一种

特殊类型。

综上，本研究认为庙学是一种文庙与学校相结合的教育体制，是传播儒家教育理论

的学校教育形态，其内涵可以解读为：一是庙与学有各自独立的建筑，相互依附，共同

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共生空间；二是祭祀活动与教学活动共存，共同影响庙学生员教育

和国家人才培养。因此，孔庙、文庙、官学、书院中凡是符合上述定义的都可以称之为

“庙学”。

2.科举

对科举或科举制度起源和内涵的界定，学界一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

对于科举的性质，主要有四种说法：“分科举人”说、“按科取士、考试进用”说、

①
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 56）[M].清道光十年钱塘汪氏振绮堂刊本:2095.

②
赵与泌修,黄岩孙纂.宝祐仙溪志（卷 1）[M].清翟氏铁琴铜剑楼抄本:24.

③
周洪宇,赵国权.文庙学:一门值得深入探究的新兴“学问”[J].江汉论坛,2016,(05):94-103.

④
朱汉民,李弘祺主编.中国书院[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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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素”说、“广义狭义”说
①
。“分科举人”说是一种传统的说法，认为科举就是

一种按照不同科目来选举人才的制度；“按科取士、考试进用”说强调了科举“分科”

和“考试”两大特征；“三要素”说以何忠礼的观点为代表，认为科举制度应具备三个

特点：“第一，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第二，‘一切以程文为去留’。

第三，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士人定期赴试。”
②
“广义狭义”说则以刘海峰的观

点为代表，认为“科举一词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科举指分科举人，即西汉以后分

科目察举或制诏甄试人才授予官职的制度；狭义的科举指进士科举，即隋代设立进士科

以后用考试来选拔人才授予官职的制度”
③
。

对于科举的起源或起始时间，也主要有四种说法：始于汉代说、始于隋代说、始于

唐代说、兼顾汉隋说。而关于具体创建年份，又可以分为不同的说法，有隋文帝开皇七

年(587 年)说、隋炀帝大业元年(605 年)说、等等。这些说法大多从科举的性质入手，

对科举的起始时间进行追溯，而就“科举”这一正式用语的使用时间而言，隋代及之前

多称“贡举”，唐代有直接称“科举”者，但较少。至宋代，“科举”的正式名称任以

“贡举”为主，但使用“科举”者大大增多，特别是北宋三次兴后，“科”字一般专指

进士科了。因此，刘海峰对科举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广义的科举指分科举人或设

科取士，约略类同于贡举，起始于汉代；狭义的科举指进士科举,起始于隋代
④
。

总结而言，本研究认为科举是一种主要以成绩为标准，从读书人中选拔学而优者授

予官职的制度。从选拔官员的目的来看，它是为封建社会和国家选人，因此是一种政治

制度，但从考试内容和与庙学的结合上来看，它又是一种教育制度。所以，本研究将从

政治、教育、文化等多种角度讨论庙学与科举的互动与影响。宋代科举科目分常科和制

科两大类，因常科取士数量多，社会影响大，故本研究主要讨论的是宋代科举常科。

3.文化互动

“互动”这一概念，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互”是交替、相互；“动”是起

作用、变化。归纳起来，“互动”就是指一种相互使彼此发生作用或变化的过程。“互

动”作为一个概念出现最早出现在物理学中，用来解释物体或系统之间的作用和影响，

说明能量守恒定律，后被引用到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教育学等相关知识领域，用

①
张希清.科举制度的定义与起源申论[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5):99-106.

②
何忠礼.科举制度起源辨析[J].历史研究,1983,(02):101.

③
刘海峰.科举制度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J].历史研究,2000,(06):3.

④
刘海峰.“科举”含义与科举制的起始年份[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05):70-7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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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释互动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文化互动，即不同文化间的相

互交流、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俄国文化符号学家尤·洛特曼提出文化互动理论，以文

化符号学的角度对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和碰撞进行了分析，其内容主要包括：符号域理论、

文化文本理论、文化文本交际模式、文化对话的动态机制等
①
。在洛特曼看来，符号是

一种象征物和载体，是信息表达和传播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基本要素，而文化文本是一个

具有复杂层级结构的多种符号系统，从而为实现文化互动的目的——交流和生成信息提

供了保障。在此之中，洛特曼着重介绍了不同文本彼此互动的规律和特点，对我们研究

不同文本的互动问题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因此，本研究在对文本的信息和意义的层面

进行深刻理解的基础上，探究庙学与科举互动的规律及其对各自意义的影响。庙学作为

一种教育文化，科举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二者以儒学为纽带，在历史长河中结缘，实现

了不同文化文本间的交流碰撞。由于“互动”具有双向性、多维性、深层性、互惠性等

特征，本研究拟从宋代庙学与科举互动的基础即可能性入手，从庙学的建筑生态、教学

活动、教育仪式等多维度探究庙学与科举错综复杂的交互过程，从而深层次揭示二者互

动最终形成一个相互支撑的“庙学举一体化”模式的互惠意义。

（四）文献综述

本研究借助中国知网、维普、万方等文献数据平台对期刊论文、硕博论文进行阅读

浏览和分类整理，又借助河南大学图书馆网上数据资源平台以及图书馆馆藏查找相关书

籍，现将搜集到的相关研究资料综述如下。

1.对宋代庙学的研究

对宋代庙学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从宏观视角以通史、断代史体例系统

地梳理中国整个古代或宋代的学校教育发展历程和发展特点，如通史体例的研究有蔡芹

香的《中国学制史》
②
，周予同的《中国学校制度》

③
，毛礼锐、沈灌群主编的《中国教

育通史》
④
，李国钧、王炳照主编的《中国教育制度通史》

⑤
以及周洪宇总主编的《中国

教育活动通史》
⑥
等。这些研究都是粗线条的，只是在整个大历史背景下对宋代教育作

①
陈戈.论洛特曼的文化互动理论[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04):109-113.

②
蔡芹香.中国学制史[M].上海:世界书局,1933.

③
周予同.中国学校制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

④
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卷 1-6）[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

⑤
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卷 1-8）[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⑥
周洪宇总主编.中国教育活动通史（卷 1-8）[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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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某一章、某一节加以论及，但没有对宋代庙学体系进行细致考究，对宋代庙学与科举

的关系也没有充分关注。断代史体例的研究有苗春德主编的《宋代教育》
①
，苗春德、

赵国权的《南宋教育史》
②
，台湾学者李弘祺的《宋代教育散论》

③
，日本学者寺田刚的

《宋代教育史概说》
④
等，在一定程度上聚焦宋代教育，其中有讨论到宋代庙学与科举

的关系，但篇幅较少。

二是对整个庙学本身进行专门研究，其中和宋代庙学有关联的部分，可为本研究供

借鉴和启发。如范小平的《中国孔庙》
⑤
，孔祥林等著的《世界孔子庙研究》

⑥
，曲英杰

的《孔庙史话》
⑦
等，从历史学、建筑学、美学、考古学等多角度多维度对文庙进行了

系统思考和研究，展现了中国文庙的丰富画卷。其中，台湾学者高明士在《中国教育制

度史论》中论述了庙学制建立、普遍化、崩溃的发展历程，并提出一部中国教育史就是

由“学”到“庙学”的发展史，但长期以来，学界对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只关注到了“学”

的历史，忽视了祭祀礼仪制度及其活动，未能呈现中国教育史的全貌，此种观点促进了

学界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反思
⑧
。另外，周洪宇总主编的《中国文庙研究丛书》第一辑

（13 本）是国内第一套文庙个案研究丛书，遴选了 13 座文化内涵丰富、价值意蕴丰厚

的文庙，从选址、历史沿革、建筑、祀制与礼仪、教育与社会教化等多个维度深刻挖掘

和阐释其文化及精神内涵
⑨
。其中有论及到文庙的科考建筑、科考仪式以及为科考而行

的教育教学活动，为研究庙学与科举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知识。

三是对宋代庙学进行直接研究。从搜集到的资料来看，此类研究相当薄弱，目前有

温玲捷的硕士论文《宋代庙学研究》
⑩
、赵国权和温玲捷的期刊论文《教育史域下的两

宋庙学活动考》⑪，对宋代庙学的设置与发展、建筑布局与管理、教育教化活动、特点

及历史地位等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认为科举制度鼓励普通民众走进庙学学习，推进了

地方庙学的兴建，是影响庙学兴盛的重要因素，为本研究宋代庙学与科举的互动关系提

供了很多启发。除此之外，其余对宋代庙学进行直接研究的文章涉及到庙学的祭祀、地

①
苗春德主编.宋代教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

②
苗春德,赵国权.南宋教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③
李弘祺.宋代教育散论[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

④ (日)寺田刚.宋代教育概说[M].北京:博文出版社,1965.
⑤
范小平.中国孔庙[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4.

⑥
孔祥林,孔哲.世界孔子庙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⑦
曲英杰.孔庙史话[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⑧
高明士.中国教育制度史论[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

⑨
周洪宇总主编.中国文庙研究丛书（第一辑）[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21.

⑩
温玲捷.宋代庙学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19.

⑪ 赵国权,温玲捷.教育史域下的两宋庙学活动考[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9,41(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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