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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1/2021_2022__E7_A7_91_

E4_B8_BE_E3_80_81_E9_c122_481643.htm 在中国封建社会，

科举选仕虽不能说是唯一途径，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途径之

一，中国古代许许多多名相贤臣、诗文巨匠，都通过这一途

径登上了历史舞台。十载寒窗，一举成名，“朝为田舍郎，

暮登天子堂”，真可谓不论贫富、不问贵贱，只要在科举这

场角逐中获胜，你就成为这个王朝中职位或高或低、权利或

大或小、地位或轻或重的一个“公务员”。除通过特别情形

譬如考场录取舞弊让其子弟在科举途径中受益外，通过科举

获得的身份是绝对不允许继承的，所以在封建社会里总是有

成千上万的人将所有的希望和前途命运均押到科举考试上。 

在长达1300年的封建社会科举制度存续期间，不少有识之士

反感、反对甚至反抗这一制度，但更多的人还是承认和参与

了这种角逐。不可否认，长达千年的封建科举制度对各个时

期的人才网络起到了任何其他制度无法替代的作用，不能说

通过这种方法选出来的全是人才，然而通过这个途径产生了

众多影响历史推进历史变革历史的杰出人物却是不可否认的

事实。 科举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极致是：一个小小的

秀才其社会地位比家产万贯的商人高，所谓“万般皆下品，

惟有读书高”，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因为这个小秀才一

旦高中举人进士，就肯定成为政府官员，这是千百年来“官

本位”的传统思想所决定的。随着清朝末年封建社会制度在

中国被彻底推翻，科举制度也作为这一制度的附属品被埋葬

。然而建立起来的新政权怎样遴选人才呢？孙中山先生也认



为科举选仕不失为一种好制度。新中国建立后，国家采取了

办学校培养人才以备其用，但并不是所有的够条件的人想进

学校就能接受教育，除了那些为这个新政权建立立下汗马功

劳的功臣们的后代外，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是一条捷径。高考

制度从产生到中间被废弃再到恢复，发展到今天不能说与封

建科举制度没有任何关系，虽然社会制度不同，作为文化传

承的东西不可能一刀两断毫无瓜葛，某种情形的学习改进是

必然的。尽管恢复高考制度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高考应该

批判的东西很多很多，但绝大多数家长和孩子又无可奈何别

无选择！ 今天的高考已经成为继上一世纪末上市公司圈钱之

后的第二次全国性大规模圈钱运动。首先，乱办高等学校滥

扩招的结果使教育质量严重下降；其次，学无所用或者说根

本没有学下任何东西，正如老百姓所言一些学校“骗进门，

哄出门”办学校的目的纯粹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为了育人；再

次，人人都能上大学家家都承担了大额的学费后，“刚毕业

就失业”的现状加速了人们的埋怨、愤怒、失望和仇恨。 时

下，上大学还不如去当兵，上大学花了很多钱后不一定有挣

钱的机会，当兵就可以拿高工资，在这一现实面前能否当上

兵比考大学更难。这不能不说是对高考制度的极大嘲弄和反

讽，当然在商品经济的时代大潮下早已经算不了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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