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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清代為滿清統治漢人的時代，異族統治下的教育往往帶有打壓與籠絡的成分，以下將逐

一介紹清代異族統治中的文字獄、書院以及科舉制度，最後再結合清代文字獄與台灣的

美麗島事件來看這兩者間的關係。 

 

貳●正文 

 

一、異族統治—文字獄 

 

清朝以外族統治者的身分統治著漢人，對明朝留下來的知識份子，一方面採取招撫效法

的懷柔政策，一方面卻對不服從清廷統治的，採取了嚴厲的鎮壓手段，其中最有名的便

是「文字獄」。文字獄在中國歷代幾乎都發生過，但是談到規模廣大，處罰最為嚴厲，

沒有超過清朝的。清朝在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個朝代，先後發生了數十起大大小

小的文字獄，尤其，又以後面三個朝代最為嚴重(註一)。 

 

什麼是文字獄？文字獄就是統治者藉由挑剔文字上的過錯，而興起的大獄，不但將處罰

文章的作者，與文章有關的人也都必須受到大小不等的處罰。此外，文字獄最主要的對

象是「讀書人」，也就是知識份子，目的是要藉此控制他們的思想，並鞏固統治政權(註

一)。 

 

清朝最早發生的大型文字獄，是在「康熙」時期，事件為浙江人「莊廷鑨」的「明史案」。



清代的文教制度 

 

莊廷鑨因為刊行了一本《明史》，書中有攻擊滿族人的文字，不料在康熙二年時（西元

一六六三年），被官員告發。事情爆發時雖然莊廷鑨已經死了，但是康熙仍下令開棺焚

屍，他的弟弟和為這本書做序的人，也都被殺。另外，牽涉到這一件案子的一些官吏、

書商、刻工和列名書中的人等，他們有的被罷官，有的遣送到邊疆充軍，有的甚至也被

處死。為了這個案子，清廷前後總共處死了七十多人。 

文字獄是非常殘酷的，一旦被朝廷判罪，罪行都很重，至少也是終身監禁，或者是流放

到邊疆充軍，不過大多數的人則是被殺頭處死，有時候已死的人甚至還會被開棺戮屍；

而且一次文字獄所牽連到的人常常是百十成群，而告發的人，則是可以因此一帆風順，

有錢有地位。因此，不少人就以檢舉別人的文章，來獲得個人的權勢(註一)。 

 

康熙死後由其四子胤禛繼位，是為雍正帝，雍正帝是一個殘暴成性、猜忌心又很重的人，

在他的統治之下，文字獄發生的頻率也就比康熙時更多而且更嚴重，其中最有名的是「呂

留良」事件。呂留良也是一個著名的學者，明朝滅亡之後，他參加反清鬥爭沒有成功，

後來索性當了和尚，跑到寺院裡著書立說，其所著的書裡面，有不少反對清朝統治的內

容，幸好書寫成時並沒有流傳開去，所以當時呂留良並未受到處罰；甚至到了他死的時

候，事情並還沒有被發現。後來，有個湖南人曾靜偶然見到呂留良的文章，對呂留良的

學問非常敬佩，就派了個學生張熙，從湖南跑到呂留良的老家浙江去打聽他遺留下來的

文稿。閱讀呂留良的文章之後便接受了呂留良的民族思想，並勸當時的川陜總督岳鍾琪

起兵反清；不料岳鍾琪卻向雍正帝告發，於是事件爆發(註二)。 

 

雍正帝接到報告，又氣又急，下命令將曾靜及張熙解送到北京，嚴刑拷問，發現與呂留

良有關；而當時雖然呂留良已經死了，雍正仍把呂留良的墳挖開，把棺材劈了，還不能

解恨，於是又把他的後代及幾個學生滿門抄斬。還有不少相信呂留良的讀書人也受到株

連，被罰到邊遠地區充軍(註二)。 

 

像「明史案」及「呂留良事件」這樣的案子還是真的有反對朝廷的活動引起的，另外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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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文字獄，完全是牽強附會，挑剔文字過錯，甚至為了一句詩、一個字也惹出大禍。

有一次，翰林官徐駿在奏章裡，不小心把「陛下」的「陛」錯寫成「狴」，雍正帝見了

之後，馬上把除駿革職。後來再派人一查，在徐駿的詩集裡找出了兩句詩：「清風不識

字，何事亂翻書？」強被挑剔說詩中的「清風」是清朝，這樣一來，徐駿犯了毀謗朝廷

的罪，最後被處死(註二)。 

 

二、書院制度 

 

清代初年，統治者推崇科舉和官學，對書院採取抑制的態度。順治九年（1652 年），明

令教官、生儒務將平日所學經書義理躬行實踐，不許別創書院群聚徒黨，空談廢業，但

是一些思想家和教育家仍堅持書院的講學活動。南有黃宗羲講學於海昌、姚江等書院，

北有顏元主講于直隸漳南書院，西有李顒主講于陝西關中書院。此外，由於有關督撫的

奏請，不僅白鹿洞、石鼓、嶽麓、紫陽等幾所有歷史意義的書院在順治(1644～1661)、

康熙(1662～1722)年間先後修復，民間私立書院也日益增多，在這種禁而不止的形勢下，

清政府感到抑制書院的政策不行，還不如加以提倡，使它為我所用(註三)。 

 

雍正十一年（1733 年）詔諭在各省設立書院，同時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強對書院的

管理和控制。書院的生徒，由各州縣選拔，對山長、教師的考核、懲罰、提調，也由地

方當局辦理，政府為書院撥給經費或置學田，使其經費有所保證(註三)。 

 

雖然清代書院遍及全國各地，可是幾乎所有書院都置於政府的控制之下，經費官撥，院

長官派，書院在科舉制度的腐蝕下已經千瘡百孔。當時官學和科舉已完全合流，而官學

的教學容量又很有限，所以也需要興辦書院作為官學教育的補充，特別是向生員提供學

習場所。這類的書院占到清代書院總數的 90％以上，在教學內容上，以科舉文字的訓

練為主，實際上可以看作是官學的分校或官學的讀書場所，如北京的金台書院，就是由

順天府主辦，供國子監貢監生、京師生員在此修業，也招收部分童生，官方給予生活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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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稱為“膏火”）(註三)。 

一些大書院的建築，已與官學相通，也有孔廟之設，同時又體現書院讀書學習的典雅特

色。儘管大多數書院已官學化，但畢竟還是讀書學習的場所；也有部分書院仍保持研究

型的本色，如嘉慶、道光年間著名學者阮元創辦的杭州詁經精舍和廣東學海堂，就是當

時訓詁考據學研究與教學的重點場所。「專勉實學」是兩所書院的教學宗旨，注重扎扎

實實做學問，編撰出版了 1400 卷的巨著《皇清經解》，還出版了《沽經精舍文集》和《學

海堂集》，體現了治學的巨大成果（註三）。 

 

清代的書院，分為講學為主和考課為主的兩種類型。講學是書院的優良傳統，而講學的

內容則隨學術思想和學風而變化。南宋和元代的書院，主要是程、朱理學；明主要是陸、

王心學；清初形成“宋學”學派，書院以講求程、朱理學為主；以後產生了由宋返漢的趨

勢，形成了研究經史訓詁之學的“漢學”學派，講學內容以經學訓詁為主。 

 

至於以考課為主的書院，明代已經產生，清代則相當普遍。每月進行考課，一般每月兩

次，在初二、十六兩日或初五、二十五兩日舉行；一次是官課，一次是師課。官課，省

城由督、撫、司、道，其他地方由府、州、廳、縣官輪流出題、閱卷、給獎。師課，由

院長出題、閱卷，書院給獎。乾隆九年，清政府曾規定書院的學習內容除經學、史學、

治術諸書，還要兼及對偶聲律之學，但是，每月課試，仍以八股為主，或論或判，聽酌

量兼試，能兼長者酌賞（註四）。 

 

三、科舉制度 

 

清代的科舉制度與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貫徹的是民族歧視政策。滿人享有種種特權，做

官不必經過科舉途徑。清代科舉在雍正前分滿漢兩榜取士，旗人在鄉試、會試中享有特

殊的優特，只考翻譯一篇，稱翻譯科。以後，雖然改為滿人、漢人同試，但參加考試的

仍以漢人為最多(註五)。清代科舉並且分成好幾級，大致上可分為童試、鄕試、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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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殿試。 

 

童試指的是童生報考生員的考試，且童生指的是還沒有取得府學、縣學生員資格的人，

是明清兩代取得生員的入學考試，讀書士子的進身之始。應試者不論年齡大小統稱童

生。童生又分成縣試、府試和院試。院試錄取者即可進入所在地、府、州、縣學為生員，

俗稱「秀才」，生員分廩生、增生、附生三等。生員經科試合格，即取得參加鄉試的資

格，稱「科舉生員」(註六)。 

 

鄕試每三年舉行一次，也雅稱為「乙科」，考上的就是舉人了。鄉試都在各省省會舉行(每

年秋八月)。鄉試的考場，稱為「貢院」，每次須考三場，日各一場，共三日考完。由於

鄉試的中試者——舉人具備做官的資格，因此，鄉試在清代科舉三級考試中可謂最重要

也是最艱巨的一關(註七)。 

 

會試是通過鄕試的舉人接下來要在京城舉行的考試，會試由禮部主，故稱禮闈，且在春

季舉行，又稱春闈。會試和鄉試相同，都是三年一科，逢丑、未、辰、戌為會試之年。

會試考試仍是三場，赴試的舉子，都享受公費待遇，，公家應車船，稱為「公車」。中

式會試，稱為「貢士」，貢士第一名為「會元」，前十名為「元魁」，十一至二十名為「會

魁」(註八)。 

 

殿試為考取貢士的人接下來要參加的考試，且貢士要經過保和殿覆試，且列等，才有資

格參加殿試，殿試後，根據成績將參加考試的貢士分三個等級，稱「三甲」。一甲稱為

「進士及第」，只有三名，就是狀元、榜眼、探花；二甲稱為「進士出身」若干名；三

甲稱為「同進士出身」若干名(註八)。 

 

殿試是國家最重要的選拔人才的考試，皇帝們歷來非常重視，考試制度非常嚴格，殿試

前一日，專管典禮司儀的鴻臚寺官員將兩張黃案分別放到保和殿內和殿前丹陛上，以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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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考試放置考題使用。專管筵宴事務的光祿寺官員在保和殿內排放考試案桌，編號定

位，並寫上各考生的名字，考生們到時對號入座，讀卷官們集中在文華殿密議考題，當

即送皇帝審閱，然後一起送到午門東側的內閣大堂，由負責監察考試紀律的「監試御史」

監視，連夜刊刻考題。內閣大堂實行戒嚴，大牆內外，御林軍官兵晝夜巡邏，嚴密警衛

(註八)。  

 

從以上資料我們可知清代的考試制度一層接一層，一關通過一關，且通過鄕 

試後便可做官，因此弊案層出不窮。由於此，清代鄉試的防弊制度也最為完備， 

可以說是歷代科舉防弊經驗的大總結。時至今日，它對於我們防止考試中的舞弊仍具有

借鑒意義。在此，我們將其分為五個部分略作介紹： 

(一) 對考官的隔離 

清代鄉試的主考官由朝廷選派。為了防止考生向主考官賄賂作弊，各主考官在聖旨下達

後在五日之內必須離京到各省城去主持鄉試。在離京赴任時各主考官不得攜帶家屬或過

多的僕人，不得辭客，不得接見舊友，不得遊山玩水，基本上是要主考官斷絕與外界的

交往(註九)。 

 (二)清查貢院內外 

貢院是考試的場所。清代的一些考生經常賄賂官員，利用貢院房舍整修或其它時機，將

預先寫好的文章或文字埋藏於房角強土之中，待進入考場後，再拿出以作答案。為此，

清代鄉試明確規定貢院整修完畢、開考之前，必須派官員細檢一遍。除清查貢院內，貢

院外的清查也甚為嚴格。因為鄉試期間一些早有預謀者經常隱藏於貢院附近居民房舍

中，或利用訓練過的鴿鷂傳遞信息，或將附有信息的磚石拋入貢院內的預定地點。為此，

清代規定，在考試前必須加強貢院附近居民的管理，派官兵在貢院外巡邏，對犯有上述

行為者嚴加處置(註九)。 

    (三)對考生的搜檢 

 對考生進入考場的搜檢，歷代科舉都有規定，而清代鄉試尤為嚴密，這是跟考生挾帶

之風愈演愈烈密切相關的。清代鄉試時，許多的考生都請善於書寫蠅頭小楷者抄寫四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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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經於薄如金箔的紙上，藏之於筆管裡或硯台底部、或鞋子夾層間、或帽中，如此等等

不勝枚舉。因此搜檢時，差役排成兩行，考生開襟解襪，從中魚貫而入，以兩人搜檢一

人(註九)。 

(四)試卷的印發、彌封、謄錄、對讀及評閱 

清代鄉試的各場考試試題均須在考試前由專門的刻字匠、印刷匠刻字印刷，且數量不能

多印一張。考試完畢後，試卷上的考生姓名、籍貫、家世等記錄都要被封貼起來，稱為

「彌封」。彌封之後，為防止考官通過辨認筆跡作弊，又命謄錄書手用硃筆照著考生原

卷謄錄一遍。謄錄完畢後，試卷由謄錄所轉送到對讀所，以校對朱卷（謄錄之卷）與墨

卷（考生原卷）是否一致，若有差錯則要立即改正。試卷對讀完畢後，朱卷被送到評卷

官員手中，評閱官根據隨機的抽籤分到所要批閱的試卷(註九)。 

     (五)磨勘及複試 

磨勘是清代中央政府對各省鄉試進行檢查的一項重要措施。清代鄉試規定，各省鄉試放

榜後，必須在規定時間內將中式舉人的朱墨試卷運送到京城禮部磨勘，檢查中式舉人的

試卷中是否有抄襲雷同的，是否有文理不通的等等。倘若發現有作弊跡象的，中式舉人

便要被黜革。中式舉人在經過磨勘後，還必須經過複試才能參加下一級的會試。複試於

京師貢院內舉行，試題為時文一篇，五言八韻詩一首。複試的題目有時往往是皇帝親自

擬定的。經複試後，合格的考生才真正成為舉人，不合格者仍要被黜革(註九)。 

 

綜合上述所說，我們可以得知清代的科舉制度有以下特色與影響。科舉制度從考試程

序、內容、防止作弊等方面至清已達完善。清科舉有懷柔性質，安撫明末遺老及籠絡滿

蒙子弟。而八股文格式更加機械化，士人不讀正文，學問空疏；限制士人思想，阻礙學

術發展(註九)。 

 

四、學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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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官學體系基本上與明代相同，只是由於掌握政權的民族不同，在具體設置上也有

些變化，以下一一介紹：  

 

(一)國子監  

清代的中央學校也為國子監。大概是為了管理和教學的便利，國子監在監官設置上，對

明代作了一些改動，除特設一個管國子監大臣總管國子監的一切事務外，在祭酒、司業、

監丞、博士、典簿的設置上，都是滿族、漢族各設一人。學生來源也因民族範圍的擴大

而有所變化。其他比較大的不同有：  

 

其一、國子監下再設八旗官學、算學，另有琉球學館和俄羅斯學館，招收留學生，但不

常設。八旗官學包括正黃旗、正白旗、正紅旗、正藍旗、鑲黃旗、鑲白旗、鑲紅旗、鑲

藍旗八學，各設助教和教習，其中助教：滿族 2 人、蒙古族 1 人；教習：滿族 1 人、蒙

古族 2 人、漢族 2 人，額外漢族 2 人。學生由滿、蒙古、漢族組成，亦因之分為三班，

學習內容隨本族(註十)。  

 

其二、廢除積分、歷事法。清初國子監也實行積分、歷事法，其基本原理同明代，但更

詳細。順治十七年（1660 年）罷積分法，康熙元年（1662 年）罷歷事法，後俱不再實

行(註十)。  

 

其三、擴大教學內容。乾隆二年（1737 年）根據刑部尚書兼管國子監大臣孫嘉淦的建

議實施，令國子監生在學習應付科舉考試的內容外，仿照宋代胡瑗的分齋教學法，明一

經、治一事。其中所謂「事」指歷代典禮、賦稅、律令、邊防、水利、天文、河渠、算

法等實用知識。不過，此法雖在制度上有成文，但並沒有得到很好的執行(註十)。  

 

(二) 中央其他部門附設的教育機構  

國子監外，清中央其他部門還附設有一些教育機構，其相關情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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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構  學校名稱  始設時間 教育對像  教育內容  

內務府  

   

   

   

   

景山官學  1685 年  八旗子弟  滿文翻譯、漢語、《四書》、作詩 

鹹安宮官學  1729 年  同上  同上，外有書法、射擊  

蒙古官學  1747 年  蒙古族子弟  蒙文經書、蒙文翻譯等  

回緬官學  1756 年  在京回族學生  回文  

長房官學  1696 年  太監  漢語  

宗人府  

   

宗學  1653 年  宗室  滿文、漢文、騎射  

覺羅學  1729 年  覺羅氏子孫  同上  

(三)地方儒學  

清代地方儒學的設置也與明代相差無幾，有府、州、縣、衛學。不過，清代地方儒學在

管理上同明代有一個很大不同，這就是提學官設立的普及。清初，各省設督學道，督學

道官挑選那些有進士身份的六部（吏、戶、禮、兵、刑、工部）郎中擔任。只有順天、

江南、浙江三地設提督學政，從翰林院官中選任。雍正四年（1726 年），統統改稱學

院。學院官負責管理本省的學政事務，任期三年(註十)。  

 

此外需要提到的是，清代地方學校教育中有許多有特定含義的名稱，往往容易同科舉考

試的一些名稱相混。如：凡有資格參加地方儒學入學考試的人，統統稱作童生，又稱文

童、儒童。地方儒學入學資格考試，叫童生試，又稱小試、小考。由各省學政主持的考

試叫院試（清初亦稱「道試」）；由府長官主持的考試叫府試；由縣長官主持的考試叫

縣試。考入地方儒學讀書的，稱生員，俗稱秀才。童生進入儒學讀書，稱「入泮」、「進

學」。生員在學，逢丑、未、辰、戌年的考試叫「歲考」或「歲試」，逢寅、申、巳、

亥年的考試叫「科考」或「科試」（註十）。  

整體上來說，官學作為國家教育部署的主要成分，它在國家政治體系中的地位顯然要超

過私人性質的教育機構。但是，官學教育中滲透著追求短期功利的行為，其課程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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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方法都圍著科舉考試轉，學校在發展上缺乏獨立的指導思想，則顯然不是教育發展

的最有價值的方面所在(註十)。 

（四）社學 

清代在順治九年（1652 年）亦令設立社學，每鄉一所。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因

社學有名無實者多，下令嚴格審查，不合格的廢除。此後因康熙四十一年（1702 年）

在京城崇文門外設立義學，五城各設小學，所以清代的兒童教育機構多以「義學」相稱。

而且，清代由官方設立的義學、社學等，國家每年都撥給一定的經費，教師免除差徭，

學生也可以享受一定的待遇（註十）。  

 

社學及同類學校的辦學，以改變民俗為主導目的，所以在很多學校中，都以《孝經》、《小

學》、《四書》、《童蒙訓》、《三字經》等作教材。雖然如此，由於建學者的指導思想不同，

不同的學校在辦學思想上也不劃一，所以也有不少學校在實際的辦學中，以傳授知識作

為教學的主導內容。因此，社學這一類學校的普及，在推動中國普通民眾子女的教育上

是相當有功績的(註十)。 

 

參●結論 

清朝滿人以外族統治者的姿態，對漢人實行高壓和懷柔兼施的政策，一方面籠絡漢人，

一方面又對他們實行高壓統治，藉以消除他們反抗清朝的思想，鞏固滿人的專制統治。

然而，在文教政策方面，清朝的科舉考試和學校制度等，皆是承襲自明朝，或是以明朝

漢人的制度為基礎而下去加以改制而成的；這種情形對漢人來說，雖然與明朝統治時期

相類似，但實質上卻增加了許多滿人防衛漢人反抗的機制在其中。 

 

以台灣近代的情形來說，雖然已經是推翻滿清進入民國的民主時代，但是政府仍施行某

些與清廷相類似的措施，意圖抑制民主的發展。其實在在民國六、七十年代的戒嚴統治

時期，還發生過很多大大小小的文字獄，例如民國六十八年在高雄發生的「美麗島事



清代的文教制度 

 

件」，導火線便是起因於國民黨政府不允許黨外人士發行所創辦的「美麗島雜誌」，最後

釀成許多美麗島雜誌社的社員遭到逮捕入獄，這也是「文字獄」的一種；此外，還有

1967 年所發生的柏楊案以及 1971 年發生的李敖案等，也都是名副其實的文字獄(註十

一)。 

 

國民黨政府民國三十八年從大陸退守台灣，與清朝政府相似的，清朝政府與國民黨政府

當時都是以一個「非本地人」的身分對人民施行統治；然而，不同的是，清朝文字獄的

對象主要是異族，也就是漢族的知識份子，而戒嚴時期國民黨政府文字獄的施行對象卻

大多是來自中國的大陸人，主要是因為過去在大陸時代的經歷中，幾乎無人沒有與中共

有關的親友，因此大陸時代的經歷，經常被用來作為定罪的藉口。無論如何，這些案件

都說明著統治者其實在當時仍然還有著相當強烈的不安全感心態(註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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