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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社会及其终结》

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知识视野开阔，用力很勤，材料极富，独到新见颇多的佳作。尤其是第二编对构成中国古代
科举考试制度中心环节的试卷——八股文的研究，通过对历朝经义范文的剖析，揭示了科举考试形式
、内容、性质、功能及其社会意义与影响，有助补正长期来我们认识上简单片面贬斥的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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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社会及其终结》

作者简介

何怀宏：哲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1954年生于江西清江，1988－1995年在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任教，1995年调入中国文化研究所。主要领域：伦理学、人生哲学、社会史。著作
有：《若有所思》（1988）、《生命的沉思》（1988）、《契约伦理与社会主义》（1993 、《良 心论
》 （1994） 、《珍重生命》（1996）、《世袭社会及其解体》（1996）、《心灵瞬间》（1996）。译
著有：《伦理学概论》、《道德箴言录》、《沉思录》、《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伦理学体系
》（合译）、《正义论》（合译）、《超越的爱》（合译）、《帕斯卡尔文选》（合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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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社会及其终结》

书籍目录

导论“选举社会”的概念
“中国古代选举”与“现代选举”
古代中国人的社会历史观
“封建社会”的现代解释模式
“官僚帝国社会”的模式
一个新的观察角度
“选举社会”的概念如何能够成立？
第一编 趋 向
第一章 平等与现代性
中国历史上的“现代”因素问题
平等作为“现代”的基本特征
什么样的平等？
第二章 中国古代对平等的诉求
平等的思想资源
对平等的暴力诉求
第三章 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的发展
走向制度化的选举
从推荐到考试
考试制度的完备
第四章 古代选举是否体现了一种
“平等精神”？
怀疑的意见
是否所有人都能参加考试？
是否一切以程文为去留？
是否还有实质性的机会平等？
第五章 古代选举所带来的社会变动
统治阶层社会成分的变化
还是等级社会，还是少数统治
第二编 标 准
引言：问题与资料
第一章 经义
历代考试内容的演变
经义应试文的产生
四书首要地位的确定
第二章 八股
八股的形成
基本范式
考八股究竟在考什么？
第三章 考生
读书
学文
应试
第四章 考官
资格
出题
衡文标准
衡文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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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社会及其终结》

第五章 中卷
童试卷
乡试卷
会试卷
第六章 落卷
黜落种种
黜落佳卷
得失总评
第七章 昔议
明末清初的野议
清中叶的朝议
清中叶的野议
第八章 今评
今人对八股的批评
八股是否能得人？
人才能否得八股？
敲门砖
余论
第三编 终 结
第一章 历史的困境
“科举累人”与“人累科举”
人之量累
人之质累
传统的批评与改革意见
第二章 衰落与改革
晚清科场的衰落
一位乡绅所见的清末世变
改革科举的意见
改革的最后尝试
第三章 走向终结
实力派变革科举的基本思路
从主张渐废到主张立废
废除科举后的反应
废除科举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索引
后记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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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好敢写啊。导论还挺精彩的，到后面真正写科举制度的时候，又觉得怎么那么啰嗦。。
2、何博士的书写得生硬了点
3、书中主要把篇幅讲述科举，有点脱离主题之嫌
4、社会公正，教育公平

5、前边铺的很大（选举社会之为社会模式），后边抄书太多，面面俱到而阐发不足，究是学力不济
啊。浪费了挺好的一个题材。悲凉之感则是副产品。
6、初始这本书的时候，一口气看完午饭都没吃，自以为找到了历史的脉搏，然后怎么号就全凭个人
的功底了。现在看来，并不是如此，哪会有那么容易？实干家不会写，书生隔靴搔痒。
7、对于科普来说有点过于细了无误 不过我们以前到底知道关于科举的什么？？ 无疑科举是一个很好
的选拔方式，它唯一的问题是没有与时俱进，然后在中国爆发式的人口增长下失去了它的功效【考诗
赋能力在对于西方文化显得一无是处这个不仅仅是它的错啦。。。当时的社会体制使得这点非常的无
奈。。
8、开头叙古今时间意识之别，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模式的看法不错，后面科举制零零碎碎粗读可以
9、为科举辩诬
10、八股一章最扎实有内容
11、名为选举社会，然重头戏的中篇却是对明清八股考试方式的详尽考察。发掘出不为人所重视的八
股试卷为原始史料，又在考察以经义为内容、八股为形式的考试方式何以形成的过程中揭示出其自然
合理性。八股实则是自察举、九品中正、诗赋取士以来为纠前弊的一种方式，若非近代历史的断裂也
该有新方法纠其流弊。
12、关于科举的资料比较丰富，但察举的资料太少，“选举社会”基本上是“科举社会”，并且与副
标题有些文不对题
13、琅琊榜后遗症（这看闲书又耽误几天）。。。除了第二篇有些考据我实在是有心无力，关于现代
性平等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一开始只想寻找关于入仕思想的书，意外寻得这本，看完后印象最深的
一段是袁枚的《原士论》，大实话说得我要跪了
14、崩溃于上升通道的凝固，考试本身无法承受过多的社会价值。自己曾经集中思考过科举。
15、听说这本书提出了很多新颖的观点，挺感兴趣的~~对里面蔡元培先生应试时曾写过的八股文记忆
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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