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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保举政治的透视
　 　 　 　 　 　 　 　 ———读«文官保举与晚清政治变革»

杨　 世　 文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ꎬ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６５)

　 　 在晚清时期ꎬ保举混乱和泛滥ꎬ有所谓“无人不

保举ꎬ无事不保举”之说ꎻ时人称保举与捐纳是晚清

两大秕政ꎮ 但是ꎬ保举制度并没有被废除ꎬ而且与清

朝共始终ꎮ 保举制度在清朝的演化、文官保举与晚

清政治的关系以及保举对晚清政治的影响等问题ꎬ
既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学术话题ꎬ也是一个十分

有趣、具有现实启迪的话题ꎮ 南华大学肖宗志教授

的新著«文官保举与晚清政治变革» (巴蜀书社ꎬ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版)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ꎮ 该

著作也是作者主持的 ２０１１ 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基金项目成果ꎮ 在拜读之余ꎬ有些感言ꎬ对之略作

评述ꎮ
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ꎬ具有荐举性质ꎬ举士与举

官合一的乡举里选制度ꎬ在上古已经萌芽ꎬ到周代已

初具规模ꎮ 到战国时期的秦国ꎬ作为举士、任官的荐

举制已经发展为有担保和连带责任的保举制ꎮ 此

后ꎬ这一制度就基本上成为专制时代中国各朝各代

的定制ꎬ直到民国时期基本被废除ꎮ 可见ꎬ保举制度

是中国最古老的、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选人用官制

度ꎬ存续时间跨度超过两千多年ꎬ贯穿于中国专制时

代的始终ꎮ 即使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ꎬ有了公开

的考试择优选人制度ꎬ保举制度仍或明或暗存在ꎬ成
为一种非正式制度ꎬ就是在现在ꎬ在官员选拔制度

上ꎬ仍可见其遗风ꎮ 毫不夸张地说ꎬ在中国政治制度

史中ꎬ保举制度是典型的制度“活化石”ꎬ也是典型

的制度“长青树”ꎮ 隋唐以前ꎬ保举选人、任官是主

导形式ꎬ两种制度合而为一ꎮ 隋唐以后ꎬ选人、任官

两种制度分离ꎮ 也就是说ꎬ科举制度建立后ꎬ科举选

人成为以后诸朝的主要制度ꎬ而保举选人退而居其

次ꎻ在任官制度上ꎬ铨选是任官的主要形式ꎬ保举与

任官高度融合ꎬ保举制度的作用不可忽视ꎮ 有清一

代ꎬ保举选人还大量地存在ꎮ 而就任官来说ꎬ保举是

任用官员不可缺少的制度ꎮ 如行取、截取、保题、题
调、拣选、开列、保送御史和章京、京察一等、大计卓

异、俸满等制度ꎬ都与保举密不可分ꎮ 在清代任官制

度中ꎬ保举的领域或适用范围得到大大的扩展ꎮ 任

官制度中关于保举的规定十分严格ꎬ制度化的程度

很高ꎮ 除此之外ꎬ清代保举制度还有新的发展ꎬ如保

举中的满族优先ꎬ再如酬庸保举大量的出现等等ꎮ
到了晚清大变局的出现ꎬ政治制度包括保举制度随

之发生了重大变化ꎮ 反过来ꎬ保举制度、保举行为的

调整和变革又对晚清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不少影

响ꎮ 因此ꎬ研究这些问题ꎬ不仅仅有助于学术研究的

深化和扩展ꎬ且对今天总结历史经验ꎬ汲取历史教训

也是有益的ꎮ
从该著作来看ꎬ作者从政治变革的角度ꎬ以文官

保举为重要研究对象ꎬ将文官保举与晚清政治变革

的互动关系作为分析框架在具体研究内容上进行逻

辑展开ꎮ 作者重视历史研究与逻辑分析相结合ꎬ制
度、社会、思想、文献研究相融无间ꎬ故颇多新义ꎮ 细

读该著作ꎬ就会发现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贡献ꎮ
首先ꎬ逻辑清晰、详略得当ꎮ 除绪论外ꎬ该著作

共分 ５ 章ꎬ但实际上又可划分为 ３ 大部分ꎮ
第 １ 部分主要论述清朝保举制度的功能和作

用、保举制度规范ꎬ从静态和动态看清朝保举制度的

特点ꎬ为分析晚清保举制度的演进和特征的变化打

下基础ꎮ 并从制度层面梳理了清前期和晚清的关系

和异同ꎮ
第 ２ 部分是该著作研究的重点ꎬ全面分析了晚

清保举制度变化及其原因ꎬ概括了晚清保举的主要

特点和主要弊端ꎬ分析了文官保举对晚清政治的多

重影响ꎬ重点对晚清文官保举的变革方面进行了梳

理ꎬ对晚清文官保举变革的结局和对整个官制改革

的推动进行了阐述ꎬ总结了晚清文官保举变革的经



验教训ꎮ
第 ３ 部分主要探究文官保举制度弊端难以克服

的社会、文化历史根源ꎬ其结论是建立民主制度才是

解决保举制度弊端的根本之道ꎬ但中国专制政治无

法做到自我革新ꎮ
其次ꎬ时见新义ꎬ观点明确ꎮ 该研究既有在前人

研究基础上的突破ꎬ也提出了诸多新观点和新见解ꎮ
如在梳理三代到民国时期保举制度变化后ꎬ得出了

中国保举制度的总特征ꎮ 主要是荐举、保举制度源

远流长ꎻ荐举、保举制度体现了历史的进步性ꎻ在选

人任官制度上ꎬ保举、科举、捐纳等制度在不同时期

各有主次ꎻ保荐制度都受到历朝的重视ꎬ但其地位和

作用程度在各朝又不尽相同ꎻ各朝保举制度都表现

出变化的过程ꎻ从保荐制度的确立开始ꎬ保荐制度对

各朝各代的影响都是既有利又有弊ꎮ 又如ꎬ总结出

文官保举对晚清政治影响的 ３ 个方面的客观结果、
４ 个方面的积极效应和 ４ 个方面的消极影响ꎮ 还

如ꎬ提出保举制度作为一种制度长期存在ꎬ没有被废

除ꎬ其根源在于保举制和保举行为有不可替代的积

极意义ꎬ可以弥补科举制度、铨选制度在选人任官上

的不足ꎮ 另外ꎬ对晚清保举制度变革结局的论述ꎬ作
者也有一些新的看法ꎮ 如ꎬ认为保举制度变革取得

了一定的实效ꎬ但保举制度改革所取得的根本性实

效十分有限ꎮ 同时从 ４ 个方面概括了晚清保举的改

革对清季官制整体性改革的推动ꎬ认为晚清保举改

革既有经验ꎬ也有深刻的历史教训ꎮ
最后ꎬ视角多样ꎬ方法综合ꎮ 重视对制度文本和

制度运行相结合的研究ꎬ以制度路径为出发点ꎬ从政

治史、社会史、观念史的角度进行该课题的综合研

究ꎮ 从整体性的视角ꎬ将晚清保举制度的变化、变革

放在整个清朝史中进行研究ꎮ 作者以历史文献为依

据ꎬ采用历史实证方法ꎬ抓住晚清政治变革这一条主

线ꎬ做到论从史出ꎮ 以制度路径为出发点ꎬ又不仅仅

局限于研究制度史ꎬ而是更多地将制度史与政治史、
社会史、观念史相结合进行研究ꎮ 强调微观与宏观、
静态制度与动态运行的结合ꎻ运用比较的方法ꎬ突出

保举、科举和捐纳制度彼此的关系与区别ꎮ
历史研究的魅力就在于不断地提出问题和解决

问题ꎬ通过不懈探索ꎬ将历史研究推向深入ꎬ从而使

研究尽可能地回归历史现场ꎬ接近历史真实ꎮ 如果

我们承认ꎬ任何研究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获得历史

的真实ꎬ那么ꎬ在一部著作中ꎬ发现一些缺陷ꎬ也就不

足为奇了ꎮ 具体来说ꎬ在该著作中ꎬ通过对保举制度

研究ꎬ进一步分析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历史传统对各

种制度制约的影响ꎬ需要有更广阔和多样的视野ꎻ通
过保举制度为微观观察点ꎬ来说明中国专制时代盛

极而衰、循环复始的规律性ꎬ也需要做更细致而深入

的逻辑论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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