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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分，可不要以为只是现代莘莘学子的
追求，古人也曾为之拼命。

《礼记·学记》记载：“比年入学，中年考
核。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
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
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也就是
说，每年入学一次，隔年考核一次。一年考察
辨明志向，三年考察是否专心和亲近同学，五
年考察是否博学和亲近师长，七年考察是否
有独立见解和择友能力，这些都达到了，就是
小成，意味着已经掌握了基本的知识和技能；
如果到九年的时候可以做到触类旁通，坚强
独立而不违背师训，就是大成，意味着学业已

经达到了成熟的水平。
西汉时期，汉武帝刘彻设立太学，可谓中

国古代学制的一项重要进步。太学并无明确
的学习年限规定，但考试十分严格，西汉时每
年考核一次，方式是“设科射策”，相当于今天
的抽签问答。东汉中期改为每两年考核一
次，通过者授予官职，否则留下继续学习。隋
唐时期的官学开始对学生年龄和学习年限作
出明确规定，例如律学招收学生的年龄在18
到 25 岁之间，学习年限为六年，考试分“旬
考”“岁考”“毕业考”三种，旬考内容为十日之
内所学课程，不及格者将受到处罚；岁考内容
为一年之内所学课程，不及格者留级；毕业考

及格则取得举荐资格，否则勒令退学。
宋代实行过学分制。以后各朝代大多也

都实行过。当时叫作积分制，实际上就是学
分制。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曾把太学分为
外、内、上三舍，外舍升内舍和内舍升上舍的
升舍考试成绩的评定，分为上、中、下三等，然
后再合成分：其中操行和学业都是优者为上
等，一优一平者为中等，两种都是平者或一优
一否者为下等。三舍考试都实行积分法。

明朝也采用宋神宗时期的办法，凡国子
监的学生都实行积分法，学生积分达到及格
者，即可授予相当的官职。国子监按学业程
度设为六堂：正义、崇志、广义、修道、诚心、率

性，编其为初、中、高三个级别。在高年级中
实行学分制，若在一年内积分达到8分即为
及格，而成绩优异的学生，可不受年限的限制
提前毕业，破格录用。

清代的国子监编制与明代相同。每月进
行一次考试，凡月考列为一等者给1分，列为
二等者给半分，年终积够8分者为及格。

民国时期，积分制正式更名为学分制，并
更趋于完善。1931年，当时的政府颁布了《学
分制统一办法》，通令全国学校一律采用学年
兼学分制，并规定大学生4年需修满132个学
分才准予毕业。

（南国）

古人也要修学分：

隋唐时“岁考”不及格者留级

在古代，到了夏天，贵为一
国之主的皇帝，会怎么降温呢？

除了用冰块、扇子，还有一
降温“神器”，就是“龙皮”。这

“龙皮”，据史书上说，一取出来，
四周立即清凉下来，颇有降温之
效。

这“龙皮”可以随身携带，也
就是说皇帝走到哪儿，哪儿就成
了空调房。放到如今，要找到一
种可以随身携带，且不需要充
电，还随时可以降温的物件，对
一般人来说，恐是想破了脑袋，
也找不出来。

这“龙皮”究竟为何物，史无
记载。当然，不可能有真实存在
的龙，来供皇帝降温。照常理推
测，这“龙皮”，应该是某种动植
物的表皮。而在古代，不管是神
话还是现实中，能被称为龙的，
也只有大蟒蛇了。

所以，皇帝所谓的“龙皮”，
照多数人推测，应该是大蟒蛇的
蛇皮。这种蛇皮，透气之余，还
能降温。而且，蛇是冷血动物，
这蛇皮摸上去也是清凉的。大
蟒蛇的皮，面积大，可以做成帘
子。把帘子放下，在四周围起
来，也就成了一个小型的“空调
房”。

可见，“龙皮”听着挺玄乎，
但说白了，也就是蛇皮。皇帝上
朝，把四面的蛇皮放下来，就把
热气阻隔在外了。或者，皇帝游
园子时，若是累了，往亭子里一
坐，而宫女们则取出大蟒蛇的皮
所制成的帘子，从四面放下来，
也就是把亭子间变成“空调间”。

蛇皮清凉，在夏天确实可以
阻隔热气，还能降温。不过蛇皮
要大到能做成帘子，非大蟒蛇不
可。而且，宫中的“龙皮”，肯定
在数量上也不少。要在全国找
到这么多的大蟒蛇，制成帘子，
也只有皇帝有这个能力了。

一般人家，用竹子编成的帘
子来降温，才是常态。

（南国）

古代皇帝的
“移动空调房”

现代的“快慢班”，古代也有。如宋
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十二月，颁小学条
制，国子监实行“三舍升补法”，班级分

“外舍”“内舍”“上舍”三种。新生皆分在
外舍，成绩好的升入内舍；内舍生考得好
的，升入上舍。

实际上，这种快慢班，更有“留级”和
“升级”的味道。“三舍法”一度成为当时
全国小学的模式。这种对小学生进行分
等的做法，很不合理，遭到反对，并没存
在多久。

古代没有中学，小学一般是“七年

制”“八年制”或“十年制”，最短的也要三
年。所以，古代不是“小升初”，而是“小
升大”，小学读完直接升入太学、国子监
一类的高等学府。因此，13岁上大学在
古代一点也不稀奇。

但并非每个小学生都能“小升大”
的，乡村小学生就不可能。即便是在国
子监读书的“官二代”，也有名额限制，如
宋代便将大学的升学率控制在50%。《宋
史·选举志三》载，熙宁十年（1077年）推
出面向宗室学生的“宗子试法”，规定“十
取其五”。

古代教育不公现象也很严重，宋代
以后，教育不公问题受到重视。元明清
三代，小学教育走向兴盛，特别是元代，
大力推广乡村小学，要求“遍立学校”，五
十为一社，“每社立学校一”，农村孩子受
教育的机会大增。

明清时期，由地方官府或慈善人士
开办的义学（义塾），得到进一步发展。
义学是免费的，解决穷苦人家孩子的“上
学难”问题，这可视为古代的“希望小
学”。

（羊晚）

古代孩子的
小学生涯

现在孩子一般六七岁入学，古代大
体在8岁至15岁之间。现代家长忌讳的

“八岁八糊涂”的入学年龄，在古代最主
流。好多名人都是8岁入学的，如东汉
哲学家王充、宋代文学家苏东坡等。

《大戴礼记·保傅》称，“古者年八岁
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但
《尚书大传·略说》则称“古之帝王者，必
立大学、小学……十有三年始入小学”，
同篇中还有“十五始入小学，见小节，践
小义”的记载。

可见，先秦对入学年龄无统一要
求。明清时期，“大龄入学”传统一直未
改变。《嘉靖太平县志》载，明代太平县

“令民间子冀盼八岁以上、十五岁以下，
皆入社学”。《嘉靖香山县志》则称，有读
书潜质的“八岁至十有四者，皆入学”。

而唐代孩子的入学年龄比其他朝代
提前一两岁，与现在差不多，即六七岁入
学也可以，如唐代医学家孙思邈便是“七
岁就学”。据《旧唐书·孙思邈传》，孙思
邈虽是7岁入学，但当时已能“日诵千余

言”，以至洛州总管独孤信见之大为惊
叹，称“此圣童也”。

具体几岁入学，古人也视孩子的心
智发育情况而定。甚至20岁读小学的
都有。明魏校《庄渠遗书·渝民文》称，

“凡为父兄者，如有子弟年六七岁至二十
岁未冠者，俱要送入社学。”社学，即地方
官府奉朝廷诏令所设的“乡村小学”。

还有30多岁读小学的特例。据《魏
书·刘兰传》，北魏人刘兰，便是“年三十
余，始入小学”。

古代对学生的管理较严厉，大多家
长也认同“不打不成器”。读书不认真
或学不好，被打板子、抽鞭子、罚跪如家
常便饭。王充《论衡·自纪篇》称，“书馆
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
丑得鞭”。可见，在汉代就流行体罚学
生。

体罚在古代叫“挞罚”。到明代，挞
罚为乡村小学普遍采用，连学生家人都
跟着受罚。明黄佐《泰泉乡礼·乡校》中
规定：“无故而逃学一次，罚诵书二百遍；

二次，加朴挞，罚纸十张；三次，挞罚如
前，仍罚其父兄。”

当然，也有的老师很人性，给“三好
生”学生开“免打条”。明理学家沈鲤就
主张“学生勤学者、有进益者、守学规者，
给免帖一纸，遇该责时，姑免一次”。

古人还会直接请家长或长者坐进教
室，参与班级管理。明代良吏叶春及在
惠安办学时即如此，其《石洞集·惠安政
书》中这样记载：“轮笃实老成者二人，平
旦坐左右塾，以序出入。”

古代还很注重对学生日常行为的稽
考，以约束学生行为。如明代有的小学
设立“扬善簿”“改过簿”“记过格”，好事
坏事均记录在案，作为学生升学录取时
的参考。

这种“功过簿”并非都由老师填写，
如明代儒学家刘宗周，其家塾修业课程
中，要求学生早上起来第一事就是填“记
过格”，上列数百种日常行为，有“微过”

“隐过”“显过”“大过”“丛过”“成过”等六
项评语，让学生自己评价昨日表现。

古代小学主要是识字、写字、习经
史、学六艺。据《宋会要·崇儒》，宋代国
子监小学“条制”要求：“小学生八岁能诵
一大经，日书字二百”；“十岁加一大经、
字一百”；“十二岁以上，又加一大经、字
二百”。

古代检查学生的学业，也靠考试，俗
话说“小考天天有，大考三六九”，在古代
还真有。如宋代，老师会逐日测试学生
的学习，这叫“日考”；另外还有“月考”

“季考”等。具体考试时间，各朝代、各学

校都不同。
元代的上元县（今南京市内），便对

小学考试时间作出具体规定。据《庙学
典礼·行省坐下监察御史申明学校规
式》，上元小学的考试，固定在每月的初
三、十六两天。而且，出题和监考要分两
班人。

明代又有不同，明代理学家沈鲤称：
“朔望日考试，分等第，行赏罚。”但不同
的老师，对考试的要求并不相同。儒学
家刘宗周便主张“三六九会课，以二题为

率”。
到清代，小学考试形成了制度，根据

教学方式与内容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考
试：公课、月课一月一考，朔望课半月一
考，季课一年四考。另有会课的多次考，
义学的抽考等等。若重要考试考砸了，
还允许“补试”。

古代考试评分方式较丰富，有“十分
制”“打钩制”“评语制”等，但无“百分
制”。以“打钩制”来说，优秀的打○，一
般的打△，差的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