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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程与清初科举的明代模式移植之路*

宗 韵

( 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上海，200241)

摘 要: 清代定鼎之初，即走上了全面移植明代科举模式的道路。范文程是这项制度因袭运动的

具体操作者。入关前，由皇太极授意，范文程在满洲政权内兴学校、开科举，已为恢复明代科举制度做

好充分准备。入关后，范文程“士心得，则民心得”的观点深得清帝的认同; 在实施科举的过程中，他亲

任三届会试主考官，并参照明例，就完善科举制度细节提出诸多建设性意见。范文程之所以会成为清

初科举“一沿明旧”的有力推手，虽与其本人的家世和汉文化功底不无关系，而清初皇帝笼络汉族士人、
缓和民族矛盾的行政需要则是他发挥作用的前提和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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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纵观中国科举史，隋代，科举制始立，考试没有定期，考选方法也不完备。唐、宋两代，科举制渐成

规模，但在实施过程中仍不稳定，内容和形式多有变更。元代，晚至政权的最后五六十年，科举才获得

真正实施。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一度罢废科举十余年。
与前代不同，清朝在开国之初，科举就进入平稳运行的轨道。顺治元年( 1644 年) ，皇帝下《即位

诏》，其中明确规定:

会试定于辰、戌、丑、未年，各直省乡试定于子、午、卯、酉年。凡举人不系行止黜革者仍准会
试，各处府州县儒学食廪生员仍准给廪，增附生员仍准在学肆业，俱照例优免。

武举会试定于辰、戌、丑、未年，各直省武乡试定于子、午、卯、酉年，俱照旧例。
京卫武学官生遇子、午、卯、酉乡试年仍准开科，一体会试。①

《即位诏》中反复强调科举“俱照旧例”，此“旧例”自然是指明代科举程式。这在《清史稿·选举

志》中有明文:“有清以科举为抡才大典”，“初制多沿明旧”。《即位诏》的颁布以及顺治二年( 1645 年)

乡试的迅即举行，说明清王朝政权甫定，就通盘参照明代制度，有序地展开了科举考试。而满清政权之

所以能及时、完备、有效地移植明代模式，平稳地走上科举选拔人才之路，汉官范文程的推动作用不容

小觑。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清代恩科研究》( 12YJCZH322) 的阶段性成果。
① 《清世祖实录》卷九，北京: 中华书局，1986 年影印本，第 95—96 页。
②③ ( 清)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二三，民国退耕堂刻本。

范文程( 1597—1666 年) ，字宪斗，号辉岳，沈阳抚顺人。自天命三年( 1618 年) 投归后金政权起，他

经历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开创大清的时期，又经历了顺治和康熙两代帝王当政时期，仕宦四十余载，官

至秘书院大学士加太傅兼太子太师一等子爵。他是清朝举足轻重的开国元勋，其地位“为入关后文臣

之首”②。他的一生为满族统治者制定了更仆难数的文武方略，史载:“开国规制，公手定者居多。”③作

为一名降清汉族士人，他在清立国过程中的作用，他的政治思想及人格，特别是关于他功罪是非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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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引起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①兹不多述。
事实上，对满洲贵族主导的清王朝而言，汉官范文程一生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明代统治制度及策

略的全面因袭和有效推行。这种因袭成为清初立国建制的基础，并奠定了后世沿用或充实、调整的根

本。然而，关于此点，以往史家论述不足。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清代“开国规制”之一———科举制的出台

为例，稽考范文程呼吁新王朝开科取士的奏疏，以及他在清代科举制度规划和具体实施运作等方面的

作为，以便从一个方面了解范文程在历史上的作用，并借此揭示清代科举制度“一沿明制”②的因由。

一 入关前: 先设学校，再行考举

虽然清代定鼎之初，即宣布沿袭明制，实行系统、全面、规范的科举制，但是清初科举制度的出台并

非一蹴而就，其前绪乃胚胎于皇太极在位的后金太宗朝。若要较为深刻地认识范文程对清朝确立科举

制度的作用，须从此处说起。
在天聪和崇德年间，范文程围绕人才的培养和选拔问题，不仅多次向皇太极建言献策，而且还躬行

践履，投入到设立学校、开科取士事宜中去。具体有如下几点体现:

其一，首倡设学校。科举主要是为选人做官服务的，所以只有先培养出符合统治需要的人，才有可

能实行科举。也就是说，设立学校培养人才是实行科举的前提条件。故范文程身体力行，率先在后金

倡导设立学校。史载:“国朝满洲学校之设，自范文程始。”③“满洲兴学，倡于范文程”。④当时的学校附

设在范文程职掌的文馆之内，学生多为辽东诸生，也有从关内掠去的青少年，如沈文奎、孙应时、江云深

等便是。⑤为加强管理，范文程仿照明代生员课试法，订立了用考试手段检测学生文化水平，并奖惩分

明的岁试制度，当时“应试一百四十人，其入庠岁试之法，为等第者三。上第赉绢二匹，次一匹，又次威

以夏楚”⑥。

① 分析范文程在清立国过程中的作用，阐述范文程的政治思想及人格和评价范文程功罪是非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金成基:《范文
程简论》，《历史研究》1982 年第 5 期; 林明:《简论范文程》，《社会科学》1983 年第 2 期; 李景屏:《试论范文程在清王朝建立过程中的作
用》，《社会科学辑刊》1983 年第 2 期; 张家哲: 《究竟该如何评价范文程》，《社会科学》1983 年第 8 期; 常建华: 《也谈对范文程的评
价———与张家哲同志商榷》，王思治:《范文程评议》，《社会科学》1984 年第 5 期; 吴晓枫:《试论范文程》，《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8 年第
1 期; 章小朝:《试论范文程在清立国过程中的作用》，《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1986 年第 3 期; 知光:《汉官范文程对清初满族
吸收汉文化的促进作用》，《黑龙江民族丛刊》1995 年第 4 期; 禾青:《清初内秘书院首任大学士范文程》，《秘书》2003 年第 11 期，等等。

② 赵尔巽:《清史稿》卷一〇六《选举志一》，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年标点本，第 3099 页。
③ ( 清) 法式善:《槐厅载笔》卷九，《续修四库全书》第 1178 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428 页。
④ ( 清) 谈迁:《北游录·纪闻下》，汪北平点校，北京: 中华书局，1960 年标点本，第 377 页。
⑤ 参见《清史稿》卷二三九《沈文奎传》，第 9507 页。
⑥ 《槐厅载笔》卷九，第 428 页。
⑦ ( 清) 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第 10 册《宰辅一》，台北: 明文书局，1985 年，第 521 页。
⑧⑨ 《清太宗实录》卷五，北京: 中华书局，1986 年影印本，第 73 页。
⑩ 《清太宗实录》卷一八，第 236 页。

其二，主张开科举。“建议设科举取士，储任使”⑦是皇太极登上后金汗位之后，范文程呈献给他的

重要意见。皇太极先后五次在他统治的辽东地区举行科举考试。天聪三年( 1629 年) 八月二十三日，

他颁布谕令，曰:“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戡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兴文治，于生员中考

取其文艺明通者优奖之，以昭作人之典。诸贝勒府以下及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于九月初

一日，命诸臣公同考校，各家主毋得阻挠。有考中者，仍以别丁偿之。”⑧九月初一当日，后金举行了第

一次科举考试。原来在努尔哈赤诛杀令下得以藏匿逃脱的儒生约有 300 人，大都出来报了名。“至是，

考试分别优劣，得二百人。”在录取的 200 人中，又按成绩高低依次分为一、二、三等，朝廷对考中者均

予以赏赐，并各免二丁徭役。⑨天聪八年( 1634 年) 三月二十六日，后金政权举行了第二次科举考试。史

载:“是日考试汉人生员，分别等第。一等十六人，二等三十一人，三等一百八十一人。”⑩与上次考试相

仿，此次考试还是只考汉族生员，且分一、二、三等，在录取人数上较前略多。天聪八年( 1634 年) 四月

二十六日，后金举行第三次科举考试。此次科举考试的主要科目是满、蒙、汉语言翻译，中举共十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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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满人四名，蒙人三名，汉人九名。皇太极俱赐为举人，又各赐衣服一套，免去四丁徭役，复宴请于礼

部。①及至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之后，他仍旧根据范文程建议，两次开科取士。崇德三年( 1638
年) 八月十八日，科举考试结束之后，皇太极又行赏赐，“赐中式举人罗硕、常鼐、胡球、阿际格毕礼克图、
王文奎、苏弘祖、杨方兴、曹京、张大任、于变龙等十名朝衣各一领，授半个牛录章京品级，各免人丁四

名。一等生员鄂漠克图、满辟等十五名，二等生员铿特、硕代等二十八名，三等生员费齐温泰等十八名

各赐䌷布，授护军校品级。已入部者免二丁，未入部者免一丁。”②由此可知，此次科举考试共取举人 10
名，生员 61 名。崇德六年( 1641 年) ，“内三院大学士范文程、希福、刚林等奏请，于满、汉、蒙古内考取

生员、举人。”③是年六月，清廷举行了入关前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此次科举考试共取举人 7 名，其中满

人 2 名，蒙人 1 名，汉人 4 名。生员依然分为三等，共 45 名，其中一等满人 3 名，汉人 9 名。二等满人 2
名，蒙人 1 名，汉人 12 名。三等满人 4 名，蒙人 1 名，汉人 13 名。与前几次科举相同，本次中式的举人

和生员也得到了皇太极赐衣、赐缎、赐布等奖励。④

其三，担任知贡举。范文程不仅积极提倡科举取士，作为内三院大学士，亲任主考官，直接参与选

拔官吏也是他的重要职责之一。崇德元年( 1635 年) 六月，归降的明朝生员刘奇遇、刘弘遇兄弟二人上

书请求改善待遇，皇太极阅后，即命大学士范文程、希福、刚林等“考试刘奇遇兄弟”。经过考试，范文程

等人认为刘弘遇可用为文职，遂奏请授为弘文院副理事官，免其兄弟徭役各三丁。⑤崇德六年( 1641
年) ，当范文程等三大学士奏请在满、汉、蒙古内考取生员、举人之时，“上从容谕曰:《忠经》有云:‘在官

惟明，莅事惟平，立身惟清。’‘听不可以不聪，视不可以不明。’‘清则无欲，平则无曲，明能正俗。’‘聪则

审于事，明则辨于理。’尔等当善体此言，从公考校。”⑥可见，皇太极是将“考校”人才之事全权委托给了

以范文程为首的内三院大学士，他本人仅是给出决策。而范文程也堪为皇太极旨意的忠实履行者，有

资料表明: 文程担任主考官时“得人甚盛”; ⑦“时初开科目取士，公( 范文程) 知贡举，所拔士，后皆为

名臣”。⑧

①②⑤ 《清太宗实录》卷一八，第 239 页; 卷四三，第 567 页; 卷三〇，第 383 页。
③④⑥ 《清太宗实录》卷五六，第 751 页; 第 754 页; 第 751 页。
⑦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第 10 册《宰辅一》，第 521 页。
⑧ ( 清) 钱仪吉:《碑传集》卷四，台北: 明文书局，1985 年，第 1 册，第 265 页。

通过以上阐述可知，清入关前，在范文程的建议与辅佐下，皇太极在他统治的辽东地区开展了兴学

校、立科举等系列人才培养与选拔活动。皇太极实行的科举制，自然是效仿明朝，然而若与明朝的科举

制相比，当时的科举制尚不完备，在科举所设科目、举办考试的时间以及考生选拔范围上都有很大的随

意性。如天聪八年( 1634 年) 四月所举行的科举考试只设满、汉、蒙文翻译科目，这显然是为应一时增

加翻译人才之需而开科。崇德三年( 1638 年) 八月所举办的那场科举不允许家奴参加，反映出当时的

科举考试还是在保护军功阶层利益的前提下举行的。崇德六年( 1641 年) 在范文程等人的奏请下，皇

太极方才决定筹备和实施科举。这说明当时科举无定期，何时开科有很大的偶然性。不过，皇太极时

期举行的科举考试，只是清代正式实施科举制度的预演。通过这前后五次的演练，至少已让多数满洲

贵族认识到科举比荐举更客观、公正、有效，实行科举制对充实统治队伍是有利的。多次开设科举考试

的操作经验、统治阶层认识观念的转变为顺治帝入主北京后，旋即颁布实行系统、规范、完备的科举制

提供了坚实的铺垫。

二 入关后: 落实科举制，完善科举制

入关取代明朝的当年，清朝皇帝即宣布实行科举制，并诏令文、武科乡、会试的考期“俱照旧例”。

不仅考试日期一如明旧，从《清实录》所载清初科举制的实施情况来看，它对明朝科举制度几乎通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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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仿效的相似度着实令人吃惊。相关内容有:

( 顺治二年四月辛丑) 礼部议覆，都给事中龚鼎孳疏言，故明旧制，考取举人，第一场时文七
篇，二场论一篇、表一篇、判五条，三场策五道。今应如科臣请，减时文二篇，照故明洪武时例，用时
文五篇，于论、表、判外增用诗，去策，改用奏疏。至京城贡院颓坏，应即修葺。得旨:考试仍照旧例
行。贡院着即修葺。

( 顺治二年六月乙丑) 兵部以天下乡试武举应于十月举行，列条例上请。得旨: 照旧例行。
( 顺治二年闰六月丁酉) 谕: 直省武科中式名数俱照旧额。
( 顺治三年三月辛亥) 礼部奏言，旧例，会试中试举人于殿试传胪之后、释褐以前，各穿进士巾

服至于状元冠服，及诸进士钞锭皆有钦赐。兹殿试届期。请旨定夺，以便遵行。得旨:三月十五日
殿试，明朝巾服不准用，须颁发式样，金镀银三枝九花顶，赐状元冠服，照六品顶带。其进士每名钞
五锭，照数折银。

( 顺治三年三月甲子) 吏部右侍郎金之寯等奏言，故明旧例，进士四百名，二甲选部属、知州，

三甲选评博中行、推官、知县，不论名次。每逢内外兼用，政体人情，均属未协。今开创之初，法宜
变通。臣等拟二甲前五十名选部属，后二十名选评博中行;三甲前十名选评博中行，十一名至二十
名选知州，二十一名至七十名选推官，余尽选知县。庶政体人情，俱得其平。从之。

( 顺治三年九月乙巳) 兵部疏言，本年九月初九等日会试天下武举。察照旧例，考试应用官
役、纸张、器物等项，应向各衙门取用。俟命下臣部，移文各该衙门预备办送。用内三院官二员为
主考官，科员二员、部员二员为同考官，御史二员为监试官，其受卷、弥封、誊录、对读、关防及巡视
等官俱于臣部各司官内差委。主考官聘币各表二、里二。同考官各表一、里一。初九日试骑射。

十二日试步射，十五日试策论。诏如议。

可见，无论是考试内容的定夺、考试中额的裁定，还是进士等级职位的授予，乃至中式者服饰穿戴

的规制、考试所需物什的筹备等等细节条例，定鼎北京的清王朝都一律参照明代旧例行事。这表明顺

治年间，清代科举制度走上了全面移植明代模式的道路。而在这一模式移植过程中，范文程的作用依

然非常显著，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入关后，范文程最先提出开科取士。据载:“天下既定，公首请开科取士以收人才。”①顺治帝

采纳其建议，在即位之初就宣布恢复科举制度。不过，当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处于战争状态，统治者的注

意力集中于进兵攻城，乂安区夏上，尚未立即实施科举制。此时的范文程却敏锐地发现，随着清军向长

江流域的推进，满洲贵族同江南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急剧尖锐，有一大批汉族知识分子需要得到安抚，

同时也可利用他们为巩固政权服务。于是，顺治二年( 1645 年) 十月，他上书建议清朝统治者立刻实行

科举制度，他在所呈的奏折中指出: “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

试，广其登进。”②在他的倡议下，各直省很快举行了乡试，而且录取名额从宽，“顺天、江南皆百六十余

名，浙江、江西、湖广、福建皆逾百名，河南、山东、广东、四川、山西、陕西、广西、云南自九十余名递杀，至

贵州四十名为最少。”③这表明，科举取士之所以在清初能迅即开展，范文程功不可没。

① ( 清) 钱仪吉:《碑传集》卷四，第 1 册，第 261 页。
② 《清史稿》卷二三二《范文程传》，第 9350 页。
③ 《清史稿》卷一〇八《选举志三》，第 3157 页。

二是多次担任会试、殿试考官。顺治十一年( 1654 年) ，范文程因病谢政。而在此之前的十年，清

王朝共举行四届科举，他直接参与主持了三届。顺治三年( 1646 年) ，二月任丙戌文科会试总裁官，九

月充任丙戌武科会试第二场监试官。顺治四年( 1647 年) ，二月为丁亥文科会试主考官; 三月充丁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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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殿试读卷官。顺治六年( 1649 年) 二月任己丑文科会试主考官。在他的严格把关下，三届会试为清

政府选拔了诸多有用之才。史书评论他:“丙戌、丁亥、己丑三主礼闱，皆称得人。”出任考官频率之高固

然由于范文程的大学士身份所决定的，而多次主持科举考试的实践，也为他在清初效仿明代科举制积

累了实践经验。
三是积极完善科举制度细节。就新庶吉士的培养，顺治四年( 1647 年) ，朝廷定新选庶吉士分书教

习时，“内院大学士范文程等奏言，新庶吉士周启寯等二十员应同前科庶吉士分别读满汉书，命学士查

布海、蒋赫德等一并教习。”一方面在满洲贵族主宰的清廷，精通满文是汉官政务练达的先决条件; 另一

方面清朝统治下的广袤中原，汉人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精通汉文对满族官员来说亦非常必要。范文程

在清朝科举实行之初就能提出“庶吉士分别读满汉书”的培养意见，可谓高瞻远瞩。在主考官出身要求

上，顺治九年( 1652 年) ，“大学士范文程等奏言，会试关系抡才大典，按明朝主试官，万历以前不拘大学

士、学士、吏礼二部尚书、侍郎，由翰林出身官员，皆得简用。万历末年，方始专用阁臣。今自顺治元年

至今已历三科，未有定例，伏候睿裁。得旨: 着照明朝万历以前例行。”这说明，范文程在帮助皇帝订立

科举新规时，是以明朝相关旧例作为直接参考的。
四是力主惩治考试作弊与腐败。由于顺治朝初以安定统治秩序为要务，重心在于严防、严治中原

动乱，在科举法制建设上还存有缺陷。顺治九年( 1652 年) 三月，“大学士范文程等参奏，会试中式第一

名举人程可则，文理荒谬，首篇尤悖戾经注。士子不服，通国骇异。请敕部议处。上命革退可则名，并

治考试官胡统虞等罪。”此后，顺治帝“降胡统虞三级，成克巩一级，皆留任; 同考官，编修左敬祖等各罚

俸有差。以不遵传注，文理疵谬故也。”范文程以重典治科场的主张，在主观上满足了清廷强化最高权

威，整肃统治秩序的行政策略需要，在客观上对保障科举考试的公平、公正性也不无裨益。
要而言之，清兵入关以后，范文程为贯彻落实、建立健全科举制下足功夫，而他所做这一切的核心

价值就是使清王朝快速、有效地移植了明代科举模式。

三 政治环境、个人素养与模式移植

新政权建立之后，满清统治者为什么不是忙于国家制度的改革与创新，而是急于恢复前明旧制，甚

至惟恐因袭不够? 范文程一介汉族文官，又何以在清初移植明代科举制中发挥强力推动的作用? 究其

原因，这其中既由清初建国形势所制约，又受满洲政权固有人才选拔制度的落后性所局限，既因为范文

程对前明统治制度之谙熟，又是应满洲贵族“以汉制汉”之需要。

① ( 清) 钱仪吉:《碑传集》卷四，第 1 册，第 270 页。
②③④ 《清世祖实录》卷三一，第 259 页; 卷六二，第 489 页; 卷六三，第 492 页。
⑤ 《槐厅载笔》卷一三《史馆缀闻》，第 463 页。

首先就清开国形势而言，1644 年清军人关，取代明朝的统治，摆在它面前的，并非太平天下，却是烽

烟四起的抗争与割据。从 1644 年 6 月到 1646 年底，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军和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农

民军在秦岭南北、大河上下与清兵进行顽强斗争。受大顺军的影响和推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
西等北方各省农民抗清起义蜂起。1644 年 6 月，明神宗的孙子朱由菘在南京称帝，建立了南明政权。
1645 年 7 月，明太祖第十世孙鲁王于绍兴建立了鲁王政权。且在鲁王监国的同时，明太祖第九世孙唐

王聿键又在福州称帝，共同构成了清军的对抗力量。
危机四伏的形势下，如何稳固政权成为清统治者的当务之急。1645 年 8 月，浙江总督张存仁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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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上存在着“反顺为逆者”，建议清廷“速遣提学，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①。
同年 11 月，范文程又进而指出，“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②。

张存仁、范文程二人“速开科举”的请求很快得到清帝的满足。这并不意味着二人有多强的口才与

说服力，倒可折射出的是清皇帝对自身统治基础的现实考虑。作为异族统治者，运用恫吓、镇压的手段

去对待汉族士人，固然可以起到一定的防范作乱的作用，但在战争频仍时期，开科取士这种“不劳兵之

法”显然更是技高一筹。以四书五经为基本考试内容的科举制的实施，一方面使中原士子有了“出仕之

望”，另一方面又让他们认识到新王朝并没有推翻旧王朝的“圣人之制”，士人可以名正言顺地服务新王

朝，进入“大清臣民”状态。换言之，在汉地恢复和推行科举制度，不仅仅在于为国家选拔官吏，更在于

能够笼络和收买汉族知识分子，消除其反抗情绪。这是巩固政权的一项重要的政治策略，清初诸帝对

此着实颇具深意。
其次从满族政权的发展趋势来看，这种制度因袭，实在也是不可避免。众所周知，满族的先民们自

古以来便生活在山高林密的东北地区，以渔猎为生，尚骑射而轻文采。明朝末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

部，称汗建国，满族人方进入奴隶制社会。努尔哈赤时虽然开始接触汉文化，但他重武轻文的传统观念

根深蒂固。如他素来鄙视明朝儒生，认为明朝儒生祸国殃民，并于天命十年( 1625 年) 十月，“令察出明

绅衿，尽行处死，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遂悉诛之。”③除了世袭贵族之外，他仅依靠身边大臣推荐人才

来弥补官职空缺。皇太极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初，我国未深谙典故，诸事皆以意创行。”④

皇太极即汗位后，满洲政权规模扩大，政权内部的建制日趋复杂，逐渐有了建立和完善统治制度的

需求。但是对于这个统治东北仅有一二十年的地方政权来说，一来缺乏统治经验，二来政权的统治

者———满洲贵族本身不是先进阶级。皇太极和诸王大臣可以作为参照系的周边大帝国唯有明朝。为

适应统治区域不断扩大的需要，仿效明朝的典章制度，“渐就中国( 明朝) 之制”，包括举办官学，建立科

考、选官制度，也成为当政者的必然选择。特别是文馆设立以后，文官需求量的上升又直接促使皇太极

借鉴历代中原王朝选拔官员的方法，实行科举取士。
从满洲政权的长时段发展脉络来看，消除满族亲贵的因循之习，仿照明朝实行统治，这已是一种莫

大的制度创新和变革。
再从范文程的家世、汉文化功底和在清廷的影响力来分析，他具备在清初充当移植明代科举模式

的实践者和责任人的必需要素。关于范文程的家世与学识，《碑传集》中有载:

范氏系出宋参知政事文正公仲淹。文正生尚书仆射忠宣公纯仁。忠宣之第五子正国，为宋枢
密院料理，有靖康之变，扈元佑孟太后至江西，遂家临川。三传而至良傥，仕为迪功郎，徙饶之乐
平。六传至景申公岳，明洪武中仕为云梦县丞，坐事谪辽东沈阳卫，遂为沈阳人，是为公始祖。四
传为渖溪公鏓，正德丁丑进士，累官兵部尚书，以亢直忤严分宜，去，是为公曾祖。渖溪公生沈阳卫
指挥同知沈，是为公祖。沈生楠，曰北垣公，娶于石，举丈夫子二，公其仲也。公生而颖敏，稍长沉
毅多大略，读书辄解悟，善属文，年十八偕伯兄文寀，补博士弟子员。主者阅公试牍，深赏异焉。天
命三年戊午，太祖高皇帝龙兴东国，首定抚顺，始得公。太祖伟其貌，询知为大司马孙，顾谓员勒
曰:“此名臣子孙也，其善遇之。”……雅好读书，每引儒生，陈说古今，辄夜分不倦。⑤

上述引文给出了几点重要信息:

1． 范文程出身于仕宦之家，是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后裔。他的先祖范正国、范良傥均为宋代官员。
他的曾祖范鏓，是明正德年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祖父范沈，曾任明沈阳卫指挥同知。

2． 范文程自幼聪明好学，十八岁就考取了县学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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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清世祖实录》卷一九，第 168 页。
《清史稿》卷二三二《范文程传》，第 9350 页。
《清太宗实录》卷五，第 73 页。
《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下《范文程请严核保举奏》，第 96 页。
( 清) 钱仪吉:《碑传集》卷四，第 1 册，第 263—270 页; 另《清史稿》卷二三二《范文程传》，有基本相似的载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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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范文程性格深沉宁静，胸怀大略，谙熟古今，善于旁征博引。
4． 范文程因其“名臣子孙”的身份得到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善遇。
仕宦家族的背景、沉静好学的资质、陈说古今的能耐铸就了范文程的个人基本素养。而这种个人

素养又恰为一心效仿明朝制度的满族皇帝所渴求。恰如相关研究的揭示: “范文程为之效命的是一个

雄心勃勃、富于进取，而在政治、经济上十分落后的满洲贵族地方政权。”①主观上，这个政权在开化之

初有向邻近已掌握较先进文化的汉族学习的迫切需要。范文程得到器重，并能够在朝中发挥重要话语

权的时代始于皇太极统治时期。与其父努尔哈赤不同，皇太极对学习汉文化抱有强烈欲望和浓厚兴

趣。皇太极本人认识汉字，粗通汉文典籍，史称其“乐观古来典籍”、“欲以历代帝王得失为鉴”。② 他还

劝告满洲亲贵子弟学习汉文化。在总结阿敏永平败仗的经验时，他说: “闻诸贝勒大臣有溺爱子弟，不

令就学者，得毋谓我国虽不读书，亦未尝误事与? 独不思昔我兵之弃滦州，皆由永平驻守贝勒失于救

援，遂致永平、遵化、迁安等城相继而弃，岂非未尝学问，不明理义之故乎?”③所谓理义就是孔孟之道。
这番言论表明，皇太极已经认识到当时的政治背景和军事目标，乃至其自身的政治谋略都需要积极借

鉴汉文化。范文程作为一名熟读孔孟之书，谙熟历代治政得失，并且忠心耿耿服务后金政权的汉族生

员，自然会应时成为他所倚重的人物。继皇太极之后，多尔衮和顺治帝对范文程的尊敬，也都有满足自

身汉化需求的因素。
客观上，满洲政权若想君临中原、实现并稳固对占全国人口 90%以上的汉人的统治，得充分发挥汉

官的经验与谋略。主观上，范文程在被俘时已经是明朝生员，他熟悉明朝典章，特别是明朝科举制度的

诸多细节，亦完全能够按照清初诸帝的心意进行科举制度移植活动。
更何况，范文程在伺奉清朝的过程中，不仅忠心可鉴，而且辅政才能不断增长，颇得皇太极及以后

诸帝信任。清兵入关之际，范文程上书多尔衮，分析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极力敦促多尔衮进军北京。
多尔衮依计行事，完全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后人在评价范文程的这次上书时说:“公佐命兴朝，首倡入关

廓开大计，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者。厥后皆如公策，而我国之大业以成，万世之丕基以

定。”④在替清王朝运筹帷幄、竭诚尽智的同时，范文程渐为推重，成为清初汉官之首。定鼎北京后，多

尔衮忙于战事，经常“挞伐四出”，“文武甲兵，事无巨细，咸公( 范文程) 综理之。”⑤俨然是国家政务的实

际主持人。由此看来，范文程能在清初科举制度的设计、订立与实施中发挥重大作用，也由其在清廷中

的地位所支撑。

总而言之，清初恢复科举，是清代皇帝基于统治现实的必然选择。其实，范文程也仅是清帝笼络汉

族士人，调和多种矛盾所利用的一枚棋子。没有范文程，清廷还是会开科取士的。但是不可否认，由于

范文程的尽心实践，他对清代科举制度确立之迅速、运行之有序，起了时人无与伦比的推动作用。
( 责任编辑 孔令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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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金成基:《范文程简论》，《历史研究》1982 年第 5 期。
《清太宗实录》卷五，第 70 页。
《清太宗实录》卷一〇，第 146 页。
( 清) 韩菼:《有怀堂文稿》卷二二《题范文肃公劝摄政王入关启后》，清康熙四十二年( 1702 年) 刻本。
( 清) 钱仪吉:《碑传集》卷四，第 1 册，第 2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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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had complicated relations． The agreement and contradiction coexisted． Vari-
ous participants played the“polyphony”of the theme of Great Leap Forward while some were“out of tune”．

Keywords: Shanghai，Great Leap Forward，housewives，industrial production

Fan Wencheng and the Transplant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s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 by ZONG Yun)

Abstract: The early Qing Dynasty witnessed the overall transplanta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of the Ming Dynasty． It was Fan Wencheng who copied the system． Before Manchu government’s entering
Shanhaiguan，Fan Wencheng，authorized by Hong Taiji，built schools and held imperial examinations under
the regime of Manchu government so as to pave the way for recover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of the
Ming Dynasty． After the government’s entering Shanghaiguan，Fan Wencheng’s view that“if the hearts of li-
terati and officialdom are won，the hearts of common people will be gained as well”was deeply approved by
the Emperor． While implement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Fan Wencheng worked as the chief exam-
iner of; the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 for three times and put forward many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about im-
prov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referring to the practice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reason why Fan
Wencheng became a promoter of“copy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the Ming Dynasty”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is obviously related to his family background and his knowledge about Han culture，but more
profoundly is due to the Emperor’s policy of winning Han intellectuals over and alleviating contradictions a-
mong different peoples．

Keywords: the Qing Dynasty，imperial examination，Fan Wencheng，transplantation of a system

The Path to Promote New-type Urbanization in China
( by ZHANG Yong-yue ＆ WANG Yuan-hua)

Abstract: At present，China’s urbanization has entered an accelerating stage．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to choose an appropriate path to promote urbanization． Drawing upon the experiences of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China should probe a path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at the present stage according to her own condi-
tions． The path is to strengthen the large cities’agglomeration effect，facilitate the formation of city agglomer-
ations，promote urbanization gradually with the support of industries and under the drive of the market and the
guidance of the government，and eventually establish the integrated urban-rural ecological smart cities with co-
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main measures are to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strengthen education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citizenship，accelerate land reform and clear the
obstacles in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Keywords: urbanization，new-type urbanization，aggomerative ecimimy，promotion path

A Study on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 in Ｒural and Urban Area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Path Choosing from a Supply-demand Perspective ( by YU Ji ＆ YU Ji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China’s basic public service in the rural and urban
areas has shifted from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to the more complex urban-semi-urban-rural trinity struc-
ture． The study of the equaliz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should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supply-demand
relations，and focus on the common and different needs of three heterogeneous groups for public service，i．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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