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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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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

难忘警校
警校，我生命中最难忘的地方。当看到

这张拍摄于26年前的照片，同学们，我还是
那么想念你们！

1990年8月，我接到了对我来说最为厚
重的礼物《呼盟警校录取通知书》。通知书上
第一句话是这样写的：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
半，我们迎来了您，90级的新同学……

随后，我们从内蒙古的四面八方来到了
警校。记得，报到的那几天，校园里的高音喇
叭反复播放着两首歌曲《少年壮志不言愁》
和《恋曲1990》。

我们从不曾忘记，当时的于洋校长、西
格木校长和所有曾经培养过我们的恩师。26
年来，我们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着。
当年母校培育的桃李，如今已是遍布全内蒙
古公安的芬芳。

我们的青春永不散场，万里归来仍是少
年！ 文/张立实

珍贵合影
看着这张拍摄于33年前的老照片，我的思绪万千。
当时，在偏僻乡村学校任教的我，为获得更多的学习机会，报名参加了县

广播电台举办的“新闻写作培训班”，每个星期六清晨骑自行车，披星戴月往县
城赶，去参加学习。

3个月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结业时，大家拍摄了这张珍贵的合影，我和另
外两个人还作了典型发言，并通过县广播电台向全县播放。 文/孙登勇

在古代中国，“博士”
这一称谓可追溯至战国时
期，后来演变为一种重要
的官职，具有极强的专业
性和实践能力。古代的“博
士”们除了精研传统经学，
还是法律、书画、医学、天
文乃至算数、音律等领域
的专家，可谓是博古通今、
多才多艺……

“博士”称谓可追溯至

战国

“博士”一词最早出现
在战国时期，指的就是学
识渊博之人，就像颜师古
所说：“博士者，多闻之
士。”这一时期见诸于史籍
的博士已有数人，例如《战
国策·赵策》记载赵王见到
郑同时说：“子南方之博士
也，何以教我？”《史记·循
吏列传》记载：“公仪休者，
鲁博士也，以高第为鲁
相。”这些人都是当时富有
学识的士人，是“博物通达
之士”，因而被称为“博
士”，并受到人们的尊敬。

魏文侯曾说：“博通士
也者，国之尊也。”这些博
士作为高级人才，自然成
为国君们拉拢的对象。大
约在战国末期，一些诸侯
国为了延揽人才，专门设
立了博士官，博士也正式
成为一种官职。《宋书》中
有“六国时往往有博士，掌
通古今”的说法，可见当时
的博士官要具备丰富的知
识，为国君起到参谋的作
用。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
也设立了博士官。《汉书·
百官公卿表》中有“博士，

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
石，员多至数十人。”秦始
皇时有博士官七十人，六
百石的品秩相当于郡承，
并不是很高的官阶，也没
有什么实权，只是起到咨
议的作用。《汉官仪》记载：

“博士，秦官，博者通博古
今；士有辩于然否。”《史
记·秦始皇本纪》中记录方
士们的评价：“博士虽七十
人，特备员弗用。”意思是
说这70名博士只是虚设充
数的。到了秦二世的时候，
博士官只剩下了30余人。
当然博士官也不是全无用
处，秦始皇下令焚书的时
候，特别规定博士官掌管
的书籍可以不烧，可见博
士官还有保存和管理图书
的职能。

汉承秦制，汉代也保
留了博士官制度，而且这
些在秦代职权有限的“博
士”们，在汉代迎来了施展
智慧、传播知识、辅佐君主
的好机会。汉高祖刘邦废
除了秦朝烦苛的制度，却
造成君臣之间没有尊卑法
度，以至于大臣们在朝堂
上喝酒吵架，甚至酒醉之
后拔剑砍大殿的柱子。为
此，博士叔孙通为刘邦制
定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礼仪
制度，规范大臣们的行为，
使得刘邦感叹道：“吾乃今
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
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为
此，博士又有了执掌礼仪
的职责。

汉文帝时，为了广开
学路，设置了研究百家学
问的诸子专书博士和研究
儒家经典的专经博士，著
名的大臣晁错、贾谊、董仲

舒都是博士出身。到了汉
武帝时期，汉武帝采用董
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的主张，设置了五经博
士。五经是指《诗》《书》
《礼》《易》《春秋》，五经博
士的选拔主要通过征召和
举荐，选拔的标准很高，要
求为“学通行修，博学多
艺，晓古文《尔雅》，能属文
章者”（《汉官六种》），不仅
要通经明义，还要品行高
洁。东汉时期，还有专人负
责对博士候选人进行考
核，考核的结果还要经过
皇帝的裁决。五经博士相
对于原来的博士官，增加
了在太学教授弟子的职
责。博士弟子由最初的50
人，到东汉时期增加到近3
万人。

古代“博士”实力强

魏晋南北朝时期，博
士官的体系逐渐扩大，职
责也开始出现分化，出现
了专门掌管礼仪的太常博
士和专门负责教授经学的
太学博士、国子博士。这期
间，除了教授儒家经典的
五经博士外，还出现了一
些专精一行一艺的博士。
如魏明帝设立“律博士”，
负责教授法律知识，为国
家培养司法人才；晋武帝
设立“书博士”，专门教授
弟子书法，为国家培养书
法人才；北魏还设立了“太
史博士”“太卜博士”“太医
博士”，这些都是精通一行
一艺的专门人才。

唐代建立了较为完整
的学校体制，中央所设的
高等学校包括“六学”，即

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
学、书学和算学，此外，还
在门下省设弘文馆，东宫
设崇贤馆，称为“二馆”，
太医署、司天台也都招收
生徒传授医学、天文历算
等专门技术知识，各地郡
县也有专门的地方官学。
为了培养人才，满足教学
需要，唐代的博士官种类
更加丰富，增加了很多专
业领域的博士，比如研究
天文历法的漏刻博士、研
究针灸的针博士、研究按
摩导引的按摩博士、研究
符咒的咒禁博士、研究兽
医的兽医博士、研究算术
的算学博士以及研究乐
器演奏的太乐署博士等
等。

唐代博士的来源主要
有3种，包括皇帝直接任
命、大臣举荐和科举考试
选拔，其中通过科举考试
升为博士的最多。唐代对
于博士还有晋升考核制
度，并根据考核情况决定
官职升降。还有人曾建议
依据教授弟子的科举结果
来考核博士，有点类似于
现在的考察升学率。如《旧
唐书》记载：“旬省月试，时
考岁贡。以生徒及第多少，
为博士考课上下。”

科举进士相当于如今

“博士”学历

唐代的博士官制度基
本上被后来的朝代所继
承，一般只做细微的调整。
如宋代设立了武学博士，
爱好书画的宋徽宗还曾设
立过书画博士，著名的书
法家、画家米芾就曾担任

过书画博士。明清时期基
本上只保留了负责教育的
国子监博士、负责礼仪的
太常博士以及负责天文历
法的钦天监漏刻博士。博
士的职责虽然重要，但是
职级一直不是太高，倒是
学士由于接近皇帝，往往
参与机要，职位不断上升，
特别是明代废除宰相以
后，内阁大学士逐渐承担
了宰相的职能，品级要比
博士高得多。

由于明清时期对于科
举较为重视，因而科举制
度十分完备。科举主要分
为3个步骤，首先要通过童
生试，童生试又分为3场，
分别是县试、府试和院试
（道试），全部通过的考生
称为生员，也就是俗称的

“秀才”。秀才可以参加每3
年举行一次的乡试，通过
乡试考试的考生称为举
人。举人可参加第二年春
季举行的会试，会试得中
者称为贡士。贡士还要参
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
试，殿试取中者称为进士。
由于殿试一般不会淘汰考
生，所以说通过会试考试
者也可称为进士。如果将
科举考试与现在的学位制
度进行简单类比，那么秀
才相当于学士，举人相当
于硕士，进士则相当于博
士。

进士第一名称为状
元，一般会授予翰林修撰
的官职；第二和第三名分
别称为榜眼和探花，会授
予翰林编修的官职；其余
的进士则会授予庶吉士、
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博
士、推官、知州、知县等职，

可见考取进士后，就有机
会当博士了。

由于唐代设立了很多
专门学科的博士，博士在
民间逐渐成为对精于某种
技艺或从事某项专业之人
的一种尊称，类似于后世
的师傅。唐代的茶圣陆羽
就曾被当时的人称为煎茶
博士。后来茶馆中的伙计
也被称为茶博士，如《水浒
传》第十八回中，宋江与何
观察两人走进一家茶坊里
坐定之后，“宋江便叫‘茶
博士将两杯茶来。’”同样
的酒店中店小二则被称为
酒博士，如《东京梦华录》
中记载：“凡店内卖下酒厨
子，谓之茶饭量酒博士。”
《京本通俗小说·志诚张主
管》中也有“一个人从后面
赶将来，叫道：‘张主管，有
人请你。’张胜回头看时，
是一个酒博士”的情节。
《西游记》第四十九回中，
金鱼精灵感大王因为沙僧
手持降妖杖，把沙僧错认
成了磨博士，还说“你不是
磨博士，怎么会使擀面
杖？”这些都说明博士这一
称谓，在民间不再专指教
授学生的学官。

这一现象的产生不是
因为博士的地位降低了，
相反，博士既是朝廷命官，
又学识渊博，因而社会地
位较为尊崇。人们为了满
足虚荣心，通过互称博士
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身
价，正如明代《吴风录》中
所称“至今称呼椎油做面
佣夫为博士，剃工为待诏，
家人奴仆为郎中，吏人为
相公”。

（据《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