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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金朝建立伊始，统治者即以中华正统继承者自居 ，提升女真贵族文化素质成为当政者关注重点。金代女真皇 

族教育包括皇帝教育、皇太子教育、诸王宗室教育。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进士作为文化精英群体，在皇族教育中 

传授儒家思想、担任教职。做为儒家文化的载体，起到提升女真皇族文化素质，促进汉文化与女真文化的融合发展的积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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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unction of Confucian Culture about Jinshi Group of Jin Dynasty 

and Royal Education of Jurchen Nobles 

YA0 W en-wen 

(Jilin University，Changehun，Jilin 130012，China；Mud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Mudanjiang，Heilongjiang 15701 1，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Jin Dynasty，the ruler，as the legal successor of the nation，lays emphasis on 

enhancing the cultural quality of Jurchen nobles．The royal education of Jurchen nobles includes the education to the 

emperor,the prince and the royal family members．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perfection of the impefiM examination system， 

the group of jinshi，as the cultural elite，has the responsibility of imparting the Confucianism，being teachers，improving the 

cultural quality of the royal family an d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Han culture and Jurchen cuh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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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进士通过教育推动金朝皇帝接受儒家文 

化和政治理念 

金朝诸帝 自熙宗始，表现出对汉文化浓厚的 

兴趣，至于海陵、世宗、章宗诸帝 ，都以深厚的 

汉文化素养闻名于当世，且有诗文流传于后世 ， 

这与皇帝重视自身教育密切相关。科举考试制度 

化以后，进士群体进入到官僚系统当中，其中品 

德学问皆有可称者，得以承担皇帝教育职责，向 

皇帝传授儒家文化思想 ，成为金朝皇帝接受儒家 

文化教育的载体。 

金朝皇帝教育以御前讲座形式进行 ，后期逐 

渐发展为正式经筵制度。参与人员主要包括翰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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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士院诸官、议政院讲读官等。金朝皇帝御前讲 

座随意性较强，内容不仅限于经义讲读，也有其 

他知识如诗词、礼法、为政之道等知识学习和研 

讨。翰林学士院诸官承担为皇帝进讲经史职责。I11 

章宗承安二年六月戊申， “以澄州刺史王遵古为 

翰林直学士，仍赦无与撰述 ，人直则奏闻；或霖 

雨，免人直，以遵古年老且尝侍讲读也”。_2J赵秉 

文任翰林学士， “以上嗣德在初，当日亲经史以 

自裨益，进无逸直解、 侦 观政要》、 《申鉴》各 
一 通”。_31金末益政院讲读官的设立，使御前讲读 

制度化，以 “经筵”形式，通过讲读经典辅导皇 

帝 ，担当政治顾问。金朝皇帝以儒家经史作为御 

前讲读 内容 ，选用学识渊博的儒臣担任讲读官 ， 

金朝社会形成尊崇儒学的新风尚。 

进士在皇帝教育中主要为帝王讲授经史典籍， 

作为皇帝处理政务的咨询顾问。金朝皇帝翰林官 

员与经筵官员中，进士群体占据极大比重。据学 

者统计，金朝可考各族翰林官员共228人，其中确 

切可知进士人数为150人，占65．8％。[4翰林官员与 

皇帝之间讲习学问、讨论政事、诗酬应和，使皇 

帝自身文化素质、政务能力得以提升。杨伯雄， 

皇统二年进士，在面对海陵王 “人君治天下其道 

何贵”的疑问时，给出了 “贵静”[5]的经典儒家式 

的解答，在与皇帝进讲学问同时，对海陵王施政 

方针提出了委婉的劝谏。金章宗 自幼接受儒家文 

化教育， “诗词多有可称者”网。在他身边聚集了 

大批进士出身的翰林院文学之士，如当时文坛名 

人赵秉文、赵’讽、王庭筠、阎咏网等。这些人为皇 

帝御前进讲同时，对唐宋著名文学家的著作整理 

后进献给皇帝， “学士院新进唐杜甫 、韩愈、刘 

禹锡 、杜牧 、贾 岛、王建 、宋王禹傅 、欧阳修 
⋯ ⋯ 等集二十六部”嘲，成为章宗学习唐宋时期思 

想文化的重要教材。 

哀宗即位后，采用敦崇儒术、抑制胥吏之策， 

正大三年 ，设立益政院。元好问认为 “极天下之 

选得六人”。[9]据 《汝南遗事》卷4、 《金史》等史 

籍记载，担任过益政院讲读官为哀宗讲书者共有 

八人 ，即杨云翼、完颜素兰、蒲察世达 、裴满阿 

虎带、史公奕、吕造、赵秉文、完颜奴申。值得 

注意的是 ，八人均为进士出身。其中杨云翼明昌 

五年进士第一，词赋亦中乙科；赵秉文登大定二 

十五年进士第 ；史公奕中大定二十八年进士后， 

再中博学宏词科， “程文极典雅，遂无继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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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吕造承安二年词赋状元；完颜素兰 “至宁元年 

女真进士魁也”；【l】】蒲察世达泰和三年进士【 ；裴 

满阿虎带 “女直进士”；完颜奴申 “登策论进士 

第”。进士出身的益政院讲读官每 Et轮流为哀宗进 

讲，除 《尚书》、 《通鉴》等经典史籍，还有 ((龟 

鉴万年录》、 《圣学》、 《圣孝》之类凡二十篇。 

君臣共同期望通过学习儒家经典中治理国家的经 

验，探寻挽救内忧外患局面的治国方略。从金朝 

皇帝教育负责人员的任用和所接受教育内容来看， 

吸收汉文化的倾向十分明显，进士群体作为儒家 

文化的承载者，不仅向皇帝传递儒家文化理念， 

还帮助皇帝将这种文化理念转化成政治实践。 

二、进士通过教育向金朝储君、诸王传递践 

行儒家文化 

金朝储君教育备受统治者重视，于东宫设立 

专职教育官员。东宫宫师府负责教育职能官员包 

括太子太师 、太子太傅 、太子太保、太子少师 、 

太子少傅、太子少保 、左右谕德、左右赞善。太 

子三师、三少 “掌保护东宫 ，导以德义”，左右谕 

德、左右赞善 “掌赞谕道德、侍从文章”。[13】太子 

三师、太子三少对储君教育负有直接管理和引导 

责任，受到君主的重视 ，人员选择慎重。赞善 、 

谕德之职负责赞谕道德 ，侍从文章，直接负责储 

君教育活动。储君教育官员的选择上，海陵王认 

为 “太子宜择硕学之士 ，使辅导之，庶知古今 ， 

防过失”，选择对象多为熟习经史、博学知礼、文 

词典丽的文资官员。 

史》所见任职太子三师、太子三少者共有 

4O人。天德四年东宫属官定制后，任职太子三师、 

太子三少者真正承担起储君的教育职责。论其出 

身大体可分为宗室、武勋、辽降臣、侍卫、荫补、 

进士。进士出身者任职东宫三师三少多以儒家修 

身、孝俭、立本等思想劝谏统治者和储君。按照 

世宗要求 ， “东宫讲书或论议间，当以孝俭德行 

正身事告之”，多进规诫 ，显宗特加礼敬。【 4]刘颊 

为太子少师 ，詹事院欲辟广东宫周墙 ，颊请于皇 

太子日 “师旅饥馑之际，何为兴此役”。石琚请命 

太子习政事，张行信上书建议早立储位以立国本。 

进士出身太子三师三少是储君教育中儒家思想的 

传递者与践行者。 

储君教育的主要负责官为左右赞善 、左右谕 

德。金朝对负责教授储君官员选取标准是品行端 

正，学问通博，符合礼法要求。东宫官署选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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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尤当选用正人，如行检不修及不称位者，具 

以名闻”。东宫属官品行学识均应有称于时，如张 

峰， “正隆五年进士⋯⋯人为太常丞，兼左赞善 

大夫。章宗封原王，兼原王府文学。章宗册为皇 

太孙，复为左赞善，转左谕德⋯⋯历太常、礼部 

二十余年，最明古今礼学，家法为士族仪表。”【 5J 

纳坦谋嘉 ，女真小字及汉字皆通习，为有名行者， 

成为左谕德教授储君。东宫属官任用的延续性， 

使执掌教职者在东宫属官系统内不断迁升。东宫 

属官任用的延续性能够使储君与教师保持长时间 

的师生关系，有利于储君系统学习儒家思想和治 

国理念，与教师保持深厚情感。这些遵循儒家伦 

理行为准则的进士精英，在教授储君过程中，向 

金帝国未来的统治者传递了儒家治国思想，在讲 

习学问中，传授了具体治国方略，传承儒家文化。 

亲王教育主要由傅、文学负责，傅职责为 

“掌师范辅导、参议可否，若亲王在外，亦兼本京 

节镇同知”，文学 “掌赞导礼仪 、资广学问”。[16] 

王傅职责主要是辅导亲王，规劝亲王言行，如完 

颜齐规劝兖王远避封地猛安迎接以避嫌。王府文 

学主要负责诸王教育。王府讲学、王府教读不见 

于 (淦 史·百官 记载，却多次出现在纪传中。 

如许安仁大定七年进士，以讲学被选东宫，有诗 

传于世；【l7】完颜匡，事豳王允成，为其府教读。 

二官应不属于正式东宫或王府属官，但承担对亲 

王的教育职能。 

王傅一职明昌二年或三年始设，在此之前由 

王府文学主要负责亲王教育。 俭 史》记载21人 

担任过王傅者，l3人为进士出身。女真进士科开 

设后，大批女真策论进士担任王傅，如完颜阿里 

不孙、蒲察思忠、温迪罕达等。女真统治者在诸 

王教育人选中选择本民族精通儒家文化经典 ，又 

通女真文化的进士担任，体现出金朝皇族通过教 

育对不同文化的吸纳与融合。如世宗子永成 “大 

定七年，始封沈王，以太学博士王彦潜为府文学， 

永成师事之。”fI8】王府文学的职责仅在于教授亲王 

各种学问，不涉及其余王府杂事。刘玑，天德三 

年进士， “玑奏王府事，世宗责之日： ‘汝职掌 

教道，何预奏事!’因命近侍谕旨永中日： ‘卿有 

长史，而令文学奏事何也?后勿复尔。”’王府文 

学负责诸王专职教育，注重任用具有词赋才能者。 

金朝皇族中文化气氛浓厚，文学素养较高，诗词 

散文皆有可称之处，是统治者尊师重教，选择大 

量优秀进士精英担任王府教职的必然结果。 

三、进士群体通过教育促进金朝皇族儒家文 

化认同 

金朝统治者选择进士群体中对经史典籍融会 

贯通学问精深的饱学之士教授皇族子弟 ，不仅可 

以看出女真贵族阶层对儒家思想的文化认同，更 

反映出统治阶层以儒家思想为主体治理金朝社会 

的政治理念。金朝进士人职除少数人留在皇帝身 

边侍从文字，大多数人遵循州县属官、尚书省令 

史、诸部属官，直至中央高级官员或地方主政官 

员。由进士及第至升任宰执，汉进士平均年限在 

30年左右，女真进士平均年限在22年左右。【-9】进 

士群体人仕前对为政知识系统学习，在漫长为官 

生涯不同职务历练中获得实际经验，拥有极高的 

行政能力，受到统治者的重视。金朝女真统治者 

在皇族教育中重视任用进士充任教职，提倡学习 

儒家文化经典，反映出认同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 

进士群体作为儒家文化载体，向女真皇族传递儒 

家伦理思想和政治观念。 

金统治者喜读儒家经典，在皇族教育中强调 

对儒家经典的学习，金朝诸帝中汉文化水平较高 

者众多。对汉文化学习采取积极态度 ，使宗室子 

弟受到影响，营造吸纳汉文化的社会氛围，形成 

整体女真贵族阶层对儒家文化的认同。女真族统 

治范围由东北一隅迅速扩展到整个淮河以北的广 

大区域，由于以 “尚武精神”为核心的女真文化 

不能进行及时有效扩充调整，形成适应快速发展 

的女真本体文化，因此吸纳以儒家文化为典型特 

征的汉文化势在必行。进士群体自幼学习儒家经 

典 ，通过以词赋、经义、策论为主的科举考试， 

成为金代各个阶层中的文化精英，进士作为儒家 

文化的载体，深入社会各个领域。随着女真字学、 

女真译经等文化活动发展，以儒家思想为内核， 

女真文字为载体的文化形式使得金代文明发展到 
一 个新的高度。进士群体在皇族教育中发挥的重 

要作用，使得女真贵族精英阶层对儒家文化产生 

强烈认同，并体现在其施政过程中。 

金朝皇族教育内容主要体现女真贵族对儒家 

伦理文化的认同和接纳。进士在为皇帝御前进讲 

过程中，主要是为其讲读儒家经典著作和先朝明 

君治国经验，传递儒家治国理念，以此提升君主 

处理政务能力。从进讲内容来看 ，主要以儒家经 

典为主，如 《尚书》、 《通鉴》等。金朝诸帝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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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来看 ，学习儒家经义 、提升为政能力 、以备 

顾问仍然是君主对承担教育职能的进士群体主要 

要求。从储君教育内容来看，进士出身的教育官 

员讲书或议论内容为儒家经史著作。杨伯雄 “集 

古太子贤不肖为书，号 ((瑶山往鉴》”为储君借 

鉴，进羽猎、保成等箴，皆见嘉纳。温迪罕缔达 

习经史，最号精深。完颜匡受命教授显宗诸子 ， 

显宗要求 “每 日先教汉字 ，至申时汉字课毕，教 

女直小字，习国朝语。”由此可见，金朝皇族教育 

内容以儒家经史为主，通过 自幼接受儒家教育的 

进士群体阐释和解读，向女真贵族传递出儒家思 

想政治伦理观念。 

民族文化间的交流，首先导致这一民族文化 

内部冲突，这种文化内部争论常常与政治、经济 

利益交织在一起。金代 “人物文章之盛 ，独能颉 

颃宋元之问”， 儒家文化与女真传统文化的冲突 

与融合是金朝文化变迁的核心内容。金朝皇族教 

育中尤其体现两种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进士群体 

作为儒家文化载体，向统治者传递儒家文化，这 

符合金统治阶层的文化需求，因此进士出身成为 

金中后期担任教职的必要条件。纳坦谋嘉，教授 

作为儒家文化载体的进士通过教育使女真统治者 

逐渐熟悉接受儒家文化。 

结语 

金朝女真统治者占领北方地区后 ，自认为继 

承了中国传统王朝正统性 ，从中原士族及辽东渤 

海大族的态度上看也是承认其正统性的。尤其是 

海陵王迁都后，金朝女真统治者的政权成为中国 

北方的正统。从其对汉文化的态度来看 ，女真统 

治者企图通过全面积极收编士大夫文化来建构其 

皇权 ，发展出支配中国本土社会的新模式。从进 

士群体的选拔任用，及其在皇族教育中所起到的 

重要作用来看，吸收中国既有社会价值体系中层 

级居高的精英文化与女真文化相结合的做法是比 

较成功的。汉进士及女真进士所代表的文化表征， 

从本质上看都是儒家文化核心思想体现。女真统 

治者采纳了汉人传统的王权思想和制度，让汉人 

精英阶层接受女真统治，自北宋以来士大夫的发 

言权和社会舆论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延续。 

进士群体作为儒家文化载体，通过皇族教育向统 

治者传达儒家思想和治国理念 ，促进了对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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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女真文化的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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