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23 第二學期 (2023 年 1 月 9 日至 4 月 15 日) 

科目編號 CC5118 

科目名稱 中 國 科舉 社 會與 文化 (Society and Culture of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Premodern China) 

學分 3 

程度 5 

任教老師 張維玲博士 

上課時間及地點 星期一 (18:30-21:30) / Y402 

科目宗旨 

 

科舉制度對中國政治、社會、思想與文化皆有深刻的影響，學界

也已經累積了許多精彩的研究成果。從唐代開始，經歷宋、遼、

金、元、明、清，科舉制度不斷有所變化，帶來的影響與效應也

由此不同。本課程從科舉制度切入，觀察中國歷史的演變，另一

方面也探討一些重要課題，包含﹕社會流動、士人結構、區域平

衡、考試內容的爭論、科舉與教育的關係、科舉制度下的社會心

態，以及科舉與民間信仰的互動等。藉此，本課程不僅希望讓修

課學生了解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層面，也期望能培養學生分析制

度與社會如何互動的能力。 

學習成果 

 

學員修畢此課，應該能夠： 

(a) 對歷代科舉制度的變化有整體性的掌握； 

(b) 理解在政府選才上，科舉制度的影響層面與局限性； 

(c) 對科舉影響下的中國社會有較深入的認識； 

(d) 對科舉影響下的士人文化有較深入的理解；  

(e) 提升史料分析的能力； 

(f) 增進對二手研究的鑑賞、分析、批判能力。 

科目摘要/ 

教學大綱陳述 

 

(1) 科舉前史﹕從鄉舉里選到九品官人法 

(2) 隋唐科舉的世族政治 

(3) 唐代科舉文化 

(4) 宋代科舉制度的演變與區域平衡 

(5) 宋代科舉考試內容的爭論；宋代科舉與學校教育的分合 

(6) 宋代科舉下的士人心靈與社會文化 

(7) 遼金科舉的新發展與社會 



(8) 元代科舉規模的萎縮；科舉制度與元代等級社會的互動 

(9) 元代士人文化的新發展 

(10) 明代科舉制度的復興與影響 

(11) 明代科舉文化的發展 

(12) 清代滿漢共治下的科舉制度與社會 

(13) 科舉制度下社會流動的相關爭論 

教學方式 本課程每週皆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教師講授；將提綱挈領的概括該次主題的內容。並對該課

題學界已有的各種論點加以說明，並對各種論點進行批判

性的思考。 

第二，單數週，選讀經典二手研究。安排一到二位學生導讀，討

論該研究的主旨、研究方法、邏輯嚴謹性、值得商榷處。 

第三，雙數週，選讀一手材料。選擇二到三則有趣的史料，安排

一到二位學生導讀，老師與修課同學以精讀的方式，分析

該材料呈現的作者觀點、話語修辭、社會心態等，並討論

如何在我們的研究中利用該則史料。 

第四，本課程需撰寫期末報告，6000-8000 字，需選擇一個與中

國選才制度相關的課題，撰寫包含原始材料與二手研究的

研究報告，藉此提升學生學術寫作的能力。 

考核方式 

 

 

Specific assessment 
methods/tasks  

% 
weighting 

Intended subject learning 
outcomes to be assessed (Please 
tick as appropriate) 

a b c d e f 

1. 史料分析 20       

2. 課堂參與 30       

3. 學期論文 50       

總計 100  

 

1. 史料分析旨在於培養學生深入理解、分析、批判古文的能

力，是中國古代史研究的基礎工夫。 

2. 課堂參與與討論，旨在於要求每位學生在課前閱讀指定讀

物，更重要的是，本課程不僅在於老師教授什麼內容給學



生，更在於老師與學生共同思考、反省諸多議題，從而達成

教學相長的效用。 

3. 學期論文由學生在與本課程相關的範圍內自選題目，獨立研

撰而成，足以評估其對課程整體所學的領會程度，並考察學

生自行分析問題的能力。 

4. 老師每周的講授與選讀的材料，均包含對史料的分析與對二

手研究的選讀，一方面可以讓學生增進對科舉制度(學習成果 
a 與 b)的認識，以及強化對科舉影響下的中國社會(學習成果 
c)與文化(學習成果 d)的了解；另一方面，透過學生的報告與

課堂參與，不僅有助於提升對上述內容的了解，也可提升對

史料(學習成果 e)與二手研究(學習成果 f)的分析能力與欣賞

能力。學期論文則將提供學生反思上述學習內容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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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語言 中文 (普通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