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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省取士是清代会试录取

的基本原则，也是清代的创制，

旨在充分发挥科举制度选拔人

才、笼络人才的功能。这一制度

虽在康熙时确定，但有关凭才取

士与分地取士的争论却由来已

久。而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经

历了长时间的摸索与实践。可

以说，分省取士是科举制度发展

的必然趋势，更影响了现今的高

考录取制度。

隋唐时期开创了我国人才选

拔制度的新纪元，从此，中国进入

了科举取士的时代。科举制度是

在汉魏以来察举制度基础上经过

长时期演变发展而来的，是在以

德取人、以能取人基础上突出以

文取人的一种全新的选官制度，

是一种公开考试、公平竞争、择优

录取的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度

的建立，使一大批贫寒的有才之

士得以参与国家管理。从此，科

举制作为国家的“抡才大典”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读书人，表现出强

盛的生命力，成为隋唐至明清时

期主要的人才选拔制度。

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及其影

响的不断深入，一个新问题摆在

了历代统治者的面前：究竟是凭

才取士还是分地取士。也就是

说，是完全依据考试成绩录取士

子，还是通过区域配额来保证全

国各地区的士子都有登科入仕的

机会。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

题。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

众多的大国，各地的经济、文化和

教育发展不平衡。面对这样一种

状况，完全强调凭才取士，难以发

挥科举取士的真正功能。开科取

士，是要通过这一选拔方式，笼住

全天下的士子。唐太宗在端门上

看着新科进士鱼贯而出，不禁道：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这就是

有力证明。

科举取士吸引了全国各地的

读书人，由于入选者要依考试成

绩来决定，这就造成了文化发达

地区与文化落后地区在入仕人数

上的大相悬殊。既然是面向全国

的人才选拔，就不能不考虑各地

区的利益。宋代就出现了关于分

路取人和凭才取人之争。所谓分

路取人，即按地区取人。路是宋

代地方的一级行政区。宋代，由

于北方地区战乱颇多，经济得不

到发展，文化教育受到破坏，因

此，在科举及第的比重上出现了

南 多 北 少 ，并 且 相 差 悬 殊 的 局

面。因此，到了北宋中叶，终于引

发了朝中大臣司马光和欧阳修之

间的激烈争论。双方观点相持不

下，因而取士方法还是维持欧阳

修的凭才取人方法。

但是，这一状况在明代有了

变化。明政府开始在全国推行

南、北、中卷制度。以百名为例，

南卷取 55 名，北卷取 35 名，中卷

取 10 名。南卷包括的地区有：浙

江、江西、福建、湖广（今湖北、湖

南）、广东、应天、直隶松江、苏

州、常州、镇江、徽州、宁国、池

州、太平、淮安、扬州十六省府及

广德一州；北卷包括的地区有：

山东、山西、河南、陕西、顺天、直

隶保定、真定、河间、顺德、大名、

永平、广平十二省府，延庆、保安

二州和辽东、大宁、万全三都司；

中卷包括的地区有：四川、广西、

云南、贵州、庐州、凤阳、安庆七

省府和滁州、徐州、河州三州。

从此确定了会试按南、北、中卷

取士制度，但各卷录取比例每年

都有所变化。

清承明制，但由于清初有许

多省份尚未开科，因此开始时还

是采取凭才取人之法。到了康

熙时期，统治者越来越重视科举

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保持政局

安定团结方面的作用，因此为了

缓和全国各省的差异矛盾，康熙

五十二年，开始实行分省取士的

办 法 ，且 一 直 沿 用 至 科 举 制 废

除。分省取士，虽为清代首创，

但反映了科举取士发展的必然

趋势。

科举取士，体现了一种公平

公正的人才选拔方式，有利于全

国各地区的均衡发展。实行分省

取士以后，边远省份，包括台湾都

有独立的进士名额，促进了国家

的统一和民族的融合。

分省取士是科举制的终极

选择，也是历代政府长期实践的

结果。

尼采有言：“谁终将声

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

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

云漂泊。”的确如此，只有长

久沉默蓄势，方可换得骄傲

的出发，抵达最终彼岸。

沉默蓄势不是意志消

沉，甘愿庸碌，而是聚集力

量，厚积薄发。因为反感

商业包装和炒作，在本该

大红大紫的时候，毕业于

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的歌

手李健却选择退出“水木

年华”，过上了诗人般的生

活：一室图书、一叠词稿、

几张专辑、云游四方。几

年的沉寂让大众几乎将他

遗忘，他却默默将诗画和

远方烙印于心上，向“音乐

诗人”转变。最终几首才

华横溢的作品，使他大受

欢迎。与刹那烟火相比，

头顶日日长明的灯光更令

人温暖长久。待到充实而

满载力量之时，蓄势结束，

便不必再刻意谄媚、讨好

什么。水到渠成的出发，

是多么美好的状态。

没有蓄势，耀眼的出现

不过是昙花一现，无以长

久。社会浮躁，人心被功名

利禄而诱惑时，成功仿佛只

在俯仰之间信手拈来。于

是，便有了网络上“博出名”

的网络红人，依靠一时浮夸

夺人眼球，虚弄声势；有了

随意篡改历史，只为“雷人”

而不顾一切的“神剧”大行

其道；为了出名抛弃底线，

为了成功摒弃道德。没有

蓄势积累知识养成素养，喧

哗落幕时只会剩下一个不

堪一击的空壳，倒不如静下

心来摒弃浮华。

梵 高 蓄 势 10 余 年 ，用

生命涂绘农民或是麦浪，

尽管生时看似潦倒，离世

后却因画作震撼人心。法

布尔研究昆虫近乎痴迷，

自 然 对 昆 虫 知 识 了 然 于

胸，可如果没有《昆虫记》，

自然也无法流传后人。因

此，只有沉默蓄势与骄傲

出发二者结合，才能将倾

尽心血之收获化作前进的

动力，持久而有力地在人

生这场长跑中取得最终胜

利。世间之事无捷径，何

不低头前行？

莱蒙托夫有言：“一只

船航行在大海上，它既不追

求幸福，也不躲避幸福，它

只是向前驶着，底下是湛蓝

的大海，头顶是金色的太

阳。”沉默蓄势之于骄傲出

发，力矣！

沉 默 蓄 势
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学生 晨 曦

历史中蕴藏着深厚的

文化，新时代的我们能否深

挖内涵、继往开来，关键在

于方法。某些游戏扭曲史

实迎合低俗趣味，其蕴含着

的只是轻视、抹黑，谈不上

文化继承。

近些年，随着社会逐渐

重拾传统经典，传承历史

精粹已成为全民参与的文

化盛宴。由于快节奏生活

的 浮 躁 与 知 识 储 备 的 匮

乏，许多人接受到的以“历

史”背景改编的作品大多

流于表面。更有甚者，假

借“文化传承”之名恣意消

费传统题材，故意歪曲人

物形象以获得短暂关注。

这种行为贻害无穷。其中

不良网络游戏中极富玄幻

的人物形象、牵强附会的

技能，和一些莫名其妙的

台词，批量包装出一个个

与原型除姓名外毫无干系

的虚拟角色……不仅单薄，

更具有误导性。

传统经典要在新时代

找到新的定位，但绝非沦为

游戏低俗的附庸。即使某

些文化、历史时过境迁，我

们对待历史文化的严肃态

度也不应丢失。历代史官，

无不以生命悍卫史料的客

观：太史伯一家四兄弟，为

将“崔杼弑其君”的恶名如

实记载而前赴后继；班固也

由于不愿美化当权者而受

到诛杀……前人性命攸关

尚有如此荡气回肠的英雄

气概，如今我们对历史的真

实性就更应坚守，决不能为

了利益丧失原则，打着传承

文化的幌子刻意加入歪曲

了的传统元素。

我们了解古代文化，靠

的是古人写下的史料；后代

人继承传统文化，也要依赖

于我们的延续。娱乐历史

在青年一代心中的影响持

续深远。历史的接力棒传

到我们手上，绝不能因一时

的浮浅娱乐加以亵渎。只

有大家共同努力，珍重地保

护、传承，完整地交付给下

一代，才对得起祖先创造出

的如此美丽的中华文明。

传统文化继承有方，我

们要一起端正态度尊重历

史，为传承作出自己应有的

贡献。

传 统 文 化 继传 统 文 化 继 承 有 方承 有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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