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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国子监教官聘任与考核活动

申国昌ａ，史降云ｂ

（华中师范大学ａ．教育学院；ｂ．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９）

摘　要：国子监是明清时期全国最高学府和最高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也是为朝廷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 智

囊团。之所以能承载如此多的职责与 重 任，主 要 是 国 子 监 聚 集 了 一 批 学 养 丰 富、管 理 有 方 的 教 官，而 这 些 教

官的选聘有严格的程序和标准，任职后 进 行 分 类 管 理，并 且 还 要 进 行 严 格 的 业 绩 考 核，旨 在 优 化 教 官 队 伍 结

构，提高教官素质，促使其尽心尽力地施教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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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时期十分重视国子监教育，而影响国子监

教育质量与效果的主要因素在教官。从明代朱元璋

开始将教官选任视为关乎中央官学教育质量的根本

与关键，教官的选聘尤其是祭酒的选任要经过皇帝

的考查，说明明清时期对教官的聘任与考核活动高

度重视。明清时期的国子监教官中居最高管理层的

有祭酒、司业，中层管理和教学人员有临丞、博士、典
簿、典籍，下层教辅和管理人员有助教、学正、学录，

这些在国子 监 从 事 管 理 和 教 学 的 人 员 均 有 官 衔 品

级，因此，统称其为教官。

一、国子监教官聘任的标准

明清时期国子监特别注意教师的选聘活动，皇

帝已认识到师资在中央官学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以

明代为例，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便将选聘国子监祭酒

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做，每任祭酒均要经过他的亲

自钦点和任 命，遇 到 他 不 满 意 的 就 很 快 将 其 撤 换。

因此挑选了一批名儒充任国子监祭酒，《明史》记载：
“洪武时，张美和、聂铉、贝琼等皆名儒，先后为博士、

助教、学 录。以 故，诸 生 多 有 成 就。”（《明史·宋讷

传》）此外，还有宋讷、胡俨、吴颢、陈宗敬、李时勉、刘
崧、邹守益、罗洪先等。朝廷聘任国子监教官时，要

求比较高，条件比较严格，“天下学明行修望重，海内

所向 慕，士 大 夫 所 依 归，足 以 师 表 一 代，名 盖 一 时

者。”（《明会典·学校》）在具体选聘过程中，遇到年

长、沉稳、有学养的教管优先聘任，明代就规定“司教

之官，必选耆宿”，同时，对教官的职责也有明确的要

求，明代洪武年间就强调“博士、助教、学正、学录等

官，职专教诲，务在严立课程，用以讲解，以臻成效。

如或怠惰，不能自立，以致生员有戾规矩者，举觉到

官，各有责罚。”（《南雍志·学规本末》）对于在国子

监日常教学活动中成绩突出、表现良好的教官，朝廷

往往要给予进级或晋升，如宋讷、吴颢等人就是先当

教官，因能力超群、教学有方而被提拨为祭酒的。

为了保证学官队伍的整体素质，明清时期对国

子监各级教官选任制定了严格的标准，最基本的一

条就是德才兼备。具体标准如下：

第一，学明行修，德高望众。作为教师必须品德

高尚，为人正派，有威望、有影响、有学识。明代“选

天下学明行修望重，海内所向慕，士大夫所依归，足



以师 表 一 代，名 盖 一 时 者。”（《明会典·礼部·学
校》）在选聘教官活动时，就坚持这一标准，在全国范

围内进行推荐和选拔，从而保证了国子监的师资队

伍质量，进而有利国子监培养与教育质量的提升。
第二，率先垂范，以身示范。学 高 为 师，身 正 为

范。国子监教官，不仅是国子监学生的表率和示范，
而且是全国教育界的楷模和榜样。明清时期在选聘

教官活动中，将能否身教作为重要的一条标准。尤

其祭酒“须要整饬威仪，严立规矩，表率属官，模范后

进。”（《皇明太学志·学规》）作为祭酒或教官均要做

到德才兼备，模范带头，以身垂范。
第三，年长成熟，学养丰厚。“司教之官，必选耆

宿。”（《明史·选举一》）明清时期在选聘教官时，注

重优先选聘年长成熟之士，朱元璋在任命讷为国子

监祭酒时说：“太学天下贤关，礼仪所由出，人材所由

兴。自 建 学 以 来，历 选 师 儒 以 居 是 职，至 今 未 臻 其

效。岂士习之难变软？亦或师道之不立软？此联所

以夙夜究心，慎择老成以任之。惟卿宿学耆德可以

任此，故命为祭酒，尚体联立教之意，使诸生有成，士
习王变，国家其有赖焉。”（《南雍志·事纪》）朱元璋

认为，年长者有见识、负责任，成熟稳重。
第四，讲究资格，注重出身。明清时期选聘国子

监教官注重资格与出身，每一级教官均有出身要求，
祭酒与司业非科甲出身不能胜任，清代明确要求祭

酒必须进士出身方可担任。监丞须有进士、举人身

份，博士一般须是进士出身或学养高、威望高的年长

者。即使助教、学正、学录也要从进士、举人、贡生或

笔帖式中选，尤其助教一职，还要求有学识、有文采，
在文字功底方面有专门要求，因为助教经常协助博

士批阅学生作业和文章，“助教官员职掌教习荫监官

生，应选优于文学者补用。若用文学庸劣之人，何以

表率生徒？”（《钦定国子监志·官师志四》）可见，明

清时期国子监各级教官均有身份方面的要求。据统

计，明代北京国子监教官中进士出身的有２９３人，占
总数的５５％，举人出身的有１７３人，占总数的３２％，
杂贡出 身 的 有１１人，约 占２０％。其 中 祭 酒、司 业、
监承、博士、助教、学正、学录等职，进士、举人出身者

所占比例较大，而典簿、典籍等取，则以杂贡出身者

所占比例较大［１］。
第四，勤勉谨慎，躬修礼度。榜样的力量是无穷

的，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国子监的教官的一举一动

对国子监生 乃 至 全 国 地 方 官 学 的 生 员 均 会 产 生 影

响，因此，明清时期非常注重对国子监教官的基本素

质和良好习惯的要求。选聘教官时，将能否做到勤

勉谨慎、躬修礼度作为一条重要标准，“所表仪诸生，
必躬修礼度，率先勤慎，毋惰训诲，使后学有所成就”
（《明太祖实录》卷２５４）。对 于 那 些 生 性 懒 惰、不 求

上进、无所作为的人，国子监的大门是紧闭着的。国

子监教官最起码要做到勤勉努力，不断进取，善于钻

研，诲人不倦。

二、国子监教官选任的程序

明清时期不仅规定了教官选聘的标准，而且对

教官选任 还 有 严 格 的 程 序。对 于 祭 酒 和 司 业 的 聘

任，明代由皇帝亲自选拔和任命，清代前期也由皇帝

选任，清后期由吏部来考察与任命，主要从进士出身

的詹事府庶子、翰林院侍读和侍讲及主任司业中挑

选合适人选。选任祭酒时，有几种途径：一是自下向

上的推荐。往往由高官将合适人选向吏部甚至皇帝

推荐和引见，经过吏部考察，再向皇帝提交名单，明

代必须由皇帝最后钦定。如清乾隆年间有一次为了

选任祭酒，皇帝下谕“祭酒为成均司铎之长，有造就

人材之责，著吏部将应行开列及其次应升人员一并

引见。”（《钦定国子监志·官师志四》）这就是一起典

型的官员引见选任的案例。二是从上到下的物色。
吏部按照教官选任标准在全国范围内张榜招聘，并

在各地物色，遇到合适者即可任用。无论是皇帝亲

自选任，还是吏部选任，都要坚持上述选任标准，旨

在将品学俱优、德才兼备、成熟老练、稳健踏实、勤勉

谨慎、学养丰厚、做事干练、能力超群的儒士选拔上

来，从而保证国子监的教育导向和培养质量。
监丞、博士、典簿、典籍等中层教官，也均由吏部

来按教官任用标准和程序来选任。监丞人选，由吏

部举行考试由进士、举人或国子监教官参加，从中选

拔优秀人选，最后任命。博士也是由吏部从进士或

府州学教授中选拔那些学识渊博、品德高尚、教学有

方、老成持重者为国子监博士。典簿、典籍也采取铨

选与荐举相结合的办法。
助教、学正、学录，由吏部从进 士、举 人、贡 生 及

笔帖式中招考和选拔。在清代雍正年间，又增加了

升任制，主要从地方官学教官中升任，因为这些地方

官学的教授、学 正、教 谕 等 往 往 教 学 与 管 理 经 验 丰

富。同时，也实行考试选拔，考试题目有四书制义、
经史策问各一道，具体程序如下：

　　 国子监规制以经义、治事分教士子。学
正、学录等官有教士之责，其考试题目，应用四
书制义一道，经史策问一道，恭请钦名。考试
日，阅卷大臣于黎明请题给发，按其文理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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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量拟取，严行复试，拟定名次，吏部带领引见
记名，俟有员缺，按其名次，引见补授。（《清会
典事例·吏部》）
到乾隆年间又取消升任制，因为选上的往往年

事已高，力不从心，改为从新进士中考选。乾隆年间

还允许从会试中选择一部分名额与进士一同被引见

参加选拔考试和考察，合格者也可以被任用。道光

年间，专门举行教官选拔考试。时任国子监祭酒的

翁心存在日记中记载了道光十五年农历五月底举行

教官考试的题目及简单情况：

　　 五月廿九日，晴，仍凉。是日毛芾村常少
升理少。午后周云才来。夜忽发寒噤，齿相击
格格然，继以热如火，彻夜呻吟，虑儿子起视，不
令知也。是日作家书未竟。是日考汉教习，鸡
肋无味，不令儿子去考也。阅卷官为何凌汉、陈
嵩庆、毛式郇。

三十日，晴。服藿香正气丸数剂，稍复，竟
日卧床不食。子廉舍人、湘圊吏部来，余皆未晤
也。考教习题“君子以仁存心”二句，诗“赋得桐
叶知闰，得时字”。［２］（Ｐ１４３）

这两篇日记是翁心存得知已被免去国子监祭酒

时，心情十分不好，而且突发感冒发烧，卧床不起，情
绪低落时写下的，故他不让儿子去参加教官考试，并

将此种考 试 称 作“鸡 肋 无 味”。这 是 一 种 酸 葡 萄 心

理，一方面，他对朝廷有情绪，另一方面，也可能他估

计即使参考也不一定能考上，因此，他表现出矛盾心

理。表面看去他仿佛不在乎此次考试，其实内心十

分关注此次考试，不然怎么在考试后，他还亲自打听

考试的题目？如果他没被调离祭酒职位，他肯定积

极鼓励其子报名参考。
此外，国子监教官中祭酒、司业还可从侍从儒臣

中选任，其他教职也可以从地方官学教官中升迁提

擢。特别是本监内升陟现象普遍，如明代许存仁从

博士升为祭酒，恭教从助教升为博士，又从博士升为

司业。可见，明清时期本监内选拔与升迁的机会也

是比较多的。

三、国子监教官的类别与职级

明清时期国子监教官主要有：祭酒、司业、监丞、
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簿、典籍等，其中从事学校

行政管理工作的有祭酒、司业、监丞，从事教学工作

的有博士和 助 教，从 事 学 生 管 理 工 作 的 有 学 正、学

录，从事教辅管理工作的典簿、典籍，此外还有从事

后勤服务的掌馔。这些教官在明清两朝的人数及职

级不同，详见表１：

表１　明清暑期国子监教官名称、人数及职级

教官名称 历史时期 教官数／人 教官职级

祭酒
明代

清代

１
２

洪武元年正四品，洪武十四年改为从四品

清初满三品，汉从四品；顺治十六年改均为从四品

司业
明代

清代

１
３

洪武元年正五品，洪武十四年改为正六品

满汉蒙三人均为正六品

监丞
明代

清代

１
２

洪武十四年定为正八品

清初满正五品，汉正八品；乾隆元年改俱正七品

博士
明代

清代

５
２

洪武元年正七品，洪武十四年改为正八品

清初满从七品，汉正八品；乾隆元年改俱从七品

助教
明代

清代

１５
６

从八品

清初从八品，乾隆元年升为正八品

学正
明代

清代

１０
４

正九品

清初正九品，乾隆元年改为正八品

学录
明代

清代

７
２

从九品

清初从九品，乾隆元年改为正八品

典簿
明代

清代

１
２

从八品

满汉均为从八品

典籍
明代

清代

１
２

从九品

满汉均为从九品

资料来源：根据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第１７８９页；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版，第３３１９页；郭鉴：《皇明太 学 志》

卷二；黄佐：《南雍志》卷十六等制作而成。

·２４·



　　从表１可以看出，国子监的各类教官均有官级

品位，上到从四品，下至从九品，属于当时官员系列，
吃朝廷的俸禄，可以说是半官员半教职的双重身份。

四、国子监教官资格考核活动

明代对国子监教官的考核活动，分属于两个部

门，祭酒和司业由吏部来考核，其他教官由礼部来考

核。明代考核教官将之与其他官员同期同步进行，
“凡内外官给由，三年初考，六年再考，并引请九年通

考，奏请综其称职、平常、不称职而陟黜之。陟无过

二等，降无过三等，其甚者黜之，罪之。”（《明史·职
官志一》卷７２）三年一次初步考核活动，之后到六年

时再考核一次，九年是通考，决定去留与升降，对不

合格的教官将给予黜陟。考核时，一方面，注重平日

成绩的考核，包括教官的平时表现，学生的学业成绩

等，作为评价依据；另一方面，举行考试，将其作为考

核教官学识水平的活动。明代考核教官的主要内容

是儒学经典和当朝典章制度等，从明代张居正的一

段话中可以看出对教官考核的内容及方法。“国家

明经取士，说书者以宋江儒传注为孙，行文者以典实

纯正为尚，今后务将颁降四书五经、性理大全、资治

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当代

诰律典制等，课令生员诵习讲解，俾其通晓古今，适

于世用。”［３］（Ｐ１０－１１）对国子监教官的考核不仅包括知

识性的经学知识和学问，而且包括能力性的教学技

能和教学艺术。最后，根据所有考核活动，分年龄、
志行、学识、教规四个方面写成考核报告，并标明优

劣等级，作为升降的依据。对不合格的教官，具体的

细项有：贪、酷、躁、不及、老、病、罢、不谨等，一般来

讲，贪、酷，被 撤 职 为 民，情 节 严 重 者 被 判 刑；罢、不

谨，撤职但保留级别待遇；老、病，令其退职休养；躁、
酷、不及，降职或调离［４］（Ｐ１１０）。

清代国子监教官的考核活动，实行京察，即按对

在京官员来考核。也是三年考核一次，考核活动的

项目分四 项：才、守、政、年。才，就 是 学 识 与 才 华；
守，指操守、作风及廉洁程度；政，是政绩与对朝政的

态度；年，就是年龄及身体状况。通过对国子监教官

中主要是博士、典簿、典籍、助教、学正、学录的考核，
最后给其作定性评价。合格者，分别称职、勤职、供

职三种，列一等者加级记名，引见备用。不合格者有

“不谨、罢软者革职，浮躁、才力不及者降调，年老、有
疾者 休 致，注 考 送 部。”（《清史稿·选举志六》卷

１１１）乾隆年间，为了进一步规范考核活动，使之更适

合于国子监教官，于是加强了日常表现和学生成绩

的考核，“查六堂助教、学正、学录，每堂二员，以司教

课。该员或分课，或轮班，或居住南学，必须朝夕讲

诲，稽其课程，察其勤惰，辨其优劣，禁其浮嚣。其实

力奉行者分别记功，京察列为优等；怠荒厥职者，重

则即行题参，轻则分别记过，京察列为下等。”（《钦定
国子监志·京师二》卷２９）这 样 更 加 符 合 对 教 师 或

学校管理人员的考核，也有利于激励教官进一步将

精力投放到日常教学与管理之中。
此外，明清时期皇帝还会根据国子监的教学水

平与培养质量来临时嘉奖祭酒或博士等教官，如明

洪武年间，因国子监生任亨泰在殿试中获得第一名

的好成绩，朱元璋就召见并嘉奖国子监祭酒宋讷；因
国子监学生许观在会试和殿试中均取得第一名，皇

帝亲自召见国子监教官进行奖励。这是一种不定期

的特殊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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