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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西欧骑士教育与中国武举教育几乎都伴随着封建社会发展进程之始终)作为特定历史时期高举尚武精神的特殊阶

层&他们集中体现了各自社会的诸多特征&对社会道德(观念(行为都有着极大影响力)由于中西方孕育文化的土壤不同&西

欧社会演化为以骑士为政治核心&而中国则出现文人士大夫政治&对于武道相对轻视)两者相较&有利于进一步认识我国的

历史与文化&也给现代军事教育一些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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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士是中世纪欧洲出现的特殊阶层&他们以服

骑兵军役为条件&获得国王或大领主的封地)他们

是镇压农民起义&为国王或大领主参加战争掠夺的

级别最高的战斗人员&以马代步驰骋于沙场的贵

族)#

-

#

.

#!中国"武后执掌权柄之时&长安二年$

D"!

%

自允许学习武艺的人参加由兵部主持的科举考试&

名曰武举)#

-

!

.

!E武举制度本身不具备教育(培养军

事人才的功能)"在中国古代&有正统的武学222即

最早的军校&设立于公元
#"E%

年)负责武举考试的

教育培训&但一直不大兴旺)#

-

!

.

%#本文讨论的武举

教育不仅仅是局限于武学中的教育&而是广义上伴

随武举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大教育)

一"西欧骑士教育与中国武举教育之历

史演变

由于骑士的前身为好战的日耳曼人&"能用流血

得到的&绝不流汗获得#是他们竭力推崇的行为观

念)在
#!

世纪初期&骑士纯系体魄健壮(举止粗俗

的草莽武夫&此时称为骑士的/英雄时代+)

#!

世纪

中叶以后&骑士逐渐发展&而后进入到"礼文时代#&

专门的骑士教育也随之兴起)随着骑士在中欧的盛

行&越来越多的贵族子弟热切接受骑士教育&以望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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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成为一名光荣的骑士)骑士教育也经由
##

世纪

末发展至
#E

世纪初到达鼎盛阶段)

#D

世纪初左

右&由于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商业的繁荣(货币的发

展&新型雇佣兵军队渐渐取代了骑士军队)战场上&

步兵凭借灵活多变的优势逐步取代了骑兵)另外骑

士作风颓废(热衷虚荣(追求华而不实的繁文缛节也

促使了自身衰败)随着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骑士

历时数百年的思想观念及行为规范显得陈旧迂腐)

骑士这一形象便在人们心中悄然褪色&骑士教育也

再无后继之力)#

-

#

.

!!#?!!E

武举制度在与中国历史的纠葛中沉沉浮浮&时

立时废)"唐代创立武举&纯以武艺取胜!宋朝将军

事理论引入武经&文武并肩共为选拔武将的条件!清

朝又将军事理论请出了考场)武举考试转了一圈最

终又退回以武艺取人的老路)无论是宋朝的重文官

而轻武将&还是明太祖的拒绝武举2实行武官世袭

制&武举的地位都略显尴尬)#

-

%

.

$D虽然清朝武进士

们战功赫赫&清朝的武举也真正称得上人才辈出)

但这时候的西方&以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军队已经

蓄势待发)在这样的形势下&以输送军官为目的的

武举教育&再也不适合滚滚洪流对人才的需求了)

光绪二十七年$

#F"#

年%武举废除&武举教育随之

消亡)

二"西欧骑士教育与武举教育之比较

#一$教育性质

对中世纪欧洲人来说&教会制度与封建制度是

黑暗中两把禁锢的枷锁)骑士很小接受洗礼成为基

督教徒&时刻以基督教义约束自己&各自有着虔诚的

宗教信仰)另外由于骑士与领主是以封建契约为纽

带的依附关系&骑士必须维护领主利益)再者&中世

纪的政治充满军事色彩&战争频繁&作为军人的骑

士&是一个国家的脊梁与支柱&骑士制度也是一种军

事制度)所以骑士教育便具有宗教性(封建性(军事

性三重属性)

自古以来&中国历史中存在着文治武功&"以武

功戡祸乱#&也就是保护国家安定&巩固国家政权)

无论是由于武后执掌权柄之时&碍于遗老承袭的分

爵阻其大展身手&要实现政由己出而改善武备官员

的选拔&

-

E

.还是后代武举为了寻求能征善战的谋将&

其目的都是进一步巩固其封建地位)

因此&骑士教育与武举教育都具有军事性与封

建性&但骑士教育中所渗透的宗教性远远超过武举

教育)由于传统儒学对鬼神持"敬而远之#的态度&

中国古代佛教与道教对科举并未造成过大影响&所

以中国武举教育还未具有明显的宗教性)

#二$教育目的

围绕着骑士教育的三种性质&骑士教育的目标

有虔敬上帝(效忠君主(骁勇善战)除此之外&"礼文

时代#还推崇礼仪教育与典雅爱情教育&它要求骑士

举止高雅(宠媚贵妇)由于中国古代社会多受儒家

文化熏陶&因而武举的教育目标有忠君爱国(重恩义

轻生死)武举教育的要求不仅仅局限于武艺高强&

还要求素习韬略(深明大义)两者的教育目的有所

相似&皆看重骁勇善战(忠君爱国)所谓"报君黄金

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愿献上我满腔的热血&

保卫我的国家&当我牺牲在战场上&远方美丽的姑

娘&请为我走在山岗上4

=

#)

-

@

.

%E!相异的是在战场上

骑士多因孔武有力(骁勇善战而铭刻千古&而武将多

因识洞韬略(军谋弘远而流芳百世)

#三$教育内容

"骑士教育的内容包括宗教信仰(道德品质(文

化知识(军事作战等方面)以利于形成内部集团认

可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

-

$

.宗教教育更多的是在

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地进行&准骑士从小随大人一

起忏悔&做弥撒)"在神职人员不知疲倦的灌输与宣

传下&他们逐渐能够自觉的参加宗教活动履行宗教

义务&并向长辈那样服从教会的指挥&在敬畏中忏悔

并虔诚的侍奉上帝)#

-

D

.

#%!道德教育方面内容多为基

督教的道德观念)"时刻保护教会的利益!尊重与保

护弱者!慷慨施舍贫困的人)#

-

#

.

D!热爱祖国(忠贞诚

实(勇敢无畏也是一个骑士应该具备的品德)周围

的人常常会说一些骑士的故事作为孩子的榜样&罗

兰是孩子们心中的英雄偶像&他怀着对祖国的热爱

与对异教徒的憎恶在战场上倒下之时&口中仍喃喃

说到"日夜思念的法兰西呀&你是多么甜蜜与神奇

啊�#

-

D

.

!E!西欧尤其重视男孩子的军事体能教育)准

骑士往往住在在比父母更有势力的贵族或国主的城

堡里&"练习各种军事技能&并且为主人做着细致的

服务性工作)同时&对待女主人也要殷勤侍奉&学会

在贵妇人面前文雅有礼)学习的内容还包括"骑士

七艺#&打猎(下棋(吟诗(骑马(游泳(投枪(击剑&这

些训练一直延续到贵族子弟
!#

岁)#

-

$

.在文化知识

方面&骑士教育则比较匮乏)"贵族子弟有时也学些

几何(算术(音乐(修辞&但并不系统)#

-

V

.

%DD?%DF总的

来说知识教育肤浅(混乱&他们认为得体的行为举止

比阅读能力更重要)

中国武举教育因为所处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差

异)但总体上讲&教育内容是围绕着武举的考核而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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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的)不外乎用兵谋略(武学技艺(武人精神)唐

朝参加武举考试的考生主要学习骑射&以及以运用

武器为主的武艺)"如'长垛(马射(马枪)这三项在

武举考试中&被作为评定成绩高低的标准)其次&考

生们还需熟练掌握一些特殊武器的使用&如'仇弩发

射(平射(筒射)这三项作为附加选试项目&主要考

察武艺(耐力(力量)#

-

!

.

FF?#"D宋代推行"/以对策为去

留&以弓马为高下+的录取政策&不再追求单纯的武

艺与臂力&将军事理论引入教育内容)在谋略上&考

生需要掌握/五经七书+&包括0孙子1(0吴子1(0司马

法1(0尉缭子1(0黄石公三略1(0姜太公个六韬1(0唐

李对问1&对这些经义理论做到烂熟于胸)#

-

!

.

@$?$%

"满清入关后&重视武举教育不仅是因为内外战争的

需要!而笼络汉族人中"武可拜将#的杰出人才也是

维护一统的要求)#

-

E

.武举教育重新重视骑射技勇&

降低对经义的要求)

从大体上看&骑士教育以军事武备为重&教育与

实践相结合)看重教育的长期性(养成性&从七八岁

一直持续到
!#

岁左右&准骑士在接受的教育的同时

也需要为主人服务)在成为骑士前的扈从阶段要照

料马匹(猎鹰&伺候主人穿衣起床)"在战斗中&当领

主长枪折断时&扈从要为领主献上新的长枪)如果

领主受伤&扈从要代替领主冲锋陷阵&甚至不惜自己

的性命)平时扈从们要熟悉作战本领(勤练骑术(熟

悉枪盾的使用&并通过比武的方式锻炼作战

能力)#

-

#

.

#$D?#D%

就战略思想而言&骑士教育真可以说是交了白

卷)中世纪西欧是信仰的时代&骑士一方面余勇可

贾&另一方面目不识丁)勤练武艺但从不好学深思&

只知斗力不知斗智)"中世纪西欧在关于战争艺术(

甚至情报(后勤(管理(地理等方面的知识皆无史料

可考&也许只有筑城的技术是值得称道的)#

-

V

.

!E!

武举教育同骑士教育相较&重文轻武之风甚浓&

武举教育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文弱化#的)"武举教

育重视军事谋略&但以文章考谋略&虽然较为实在也

容易操作&实际上文章喧宾夺主&谋略考试蜕变为辞

章美文的较量)#

-

%

.

#%$其次&教育与现实脱节&显得学

不为之所用)"武经七书#是军事实践经验的高度概

括与总结&但大都十分抽象化(理论化)"/武经七

书+之内&兵法俱在)身为将领&必须先了解军队情

况(山川形势(认真勘察敌人的动静&就像医生诊脉)

然后才能决定采取什么用兵之法)单单围绕几部兵

书&考校背诵之功与作文之法&究竟能不能考出谋略

的水平未可知也�#

-

%

.

#E"?#E#另外仅以一次考试选拔

武官的制度&重选拔轻培养&难免有市井无赖之徒凭

借考前突击入选&选拔结果难免有失偏颇)但是&武

举教育不再追求单纯的武艺与臂力&而将军事理论

引入选拔将帅的考试&这种进步性却是毋庸置疑的)

这要求应举者同时具备文化修养与军事理论才能&

比之臂力骁壮的武夫&在战场上洞悉彼此(勇敢坚

定(决胜千里之外的儒将无疑堪称完美)

三"骑士教育与武举教育历史地位的迥

异及其原因分析

骑士教育与武举教育作为封建统治教育传承下

的一种信念&对西欧与中国都镌刻下了永不磨灭的

印象)

#一$骑士教育的繁华若灿

骑士教育的存在为封建社会输送了一批又一批

的骑士&对社会各个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骑士的

存在促进了西欧封建经济增长速度&封建经济增长

的主要方式之一是扩大耕地面积)耕地面积的扩大

与领土的扩张连在一起&各级骑士对土地的贪婪欲

望促使他们一代又一代不断向外扩张)这使中世纪

政治充满军事色彩&战争异常频繁)作为国家脊梁

与支柱的军人&作战的勇敢和履行义务的忠诚&是他

们荣誉观的重要内容)骑士价值的体现与荣誉的获

得&只有通过战争和军事行为才能体现)#

-

F

.所以战

争是他们是实际需要)由于骑士的特殊地位与职

责&在许多方面领导着社会潮流&其观念极易形成社

会风尚&骑士的行为与价值观成为其他世俗阶层效

仿的榜样)

中世纪欧洲的骑士教育一方面有其政治军事价

值&另一方面它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思想观念与文化

精神)中世纪很久的一段时间里&骑士头衔与博士

学位被广泛认为是等值的)0马歇尔
=

布西科著作

集1中提到"上帝在世上奠定了两件事物&如同支撑

上帝与人间法则的两根柱子2骑士与博士)失去他

们&世界将混乱不堪&了无秩序)#

-

$

.这种平行论意味

着骑士教育被赋予了高度的价值性)高贵的骑士与

庄严的博士均被当作尊贵的高等职责承担者&享受

等值的荣耀)

#二$武举教育的惨淡经营

历史上&人们习惯于"以文教佐天下#("以武功

戡祸乱#)武举与文举一样&"不仅仅/混淆世族盘

踞+&也打破了腐朽的门阀荫袭世官的一统天下&开

拓了/广收俊杰瑰伟英异之士+的新局面)同时&武

举作为一项朝廷正式颁布的制度定期举行&为普通

老百姓提供了施展才能(进身取士(报效国家的机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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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西欧骑士教育与中国武举教育比较研究

会)这对于发现和造就大批军事将领&提高军官素

质和军队战斗力具有积极意义)#

-

!

.

%"?%!武举教育为

封建统治提供了保家卫国&维护其阶级长盛的人才)

武科举连同其教育在历朝统治者眼里常常被轻

视甚至压抑)武举选拔将才&相较之下&其重要性远

远不及文举)历朝里&武举时而被废&时而恢复)武

举出身的进士地位也不及文举出身的进士)后世关

于武举状元及进士的名字鲜见文献记载&"据王鸿鹏

0中国历代武状元1考证&自长安二年武后开设科举

后$

D"!

%年&现留下的武状元共
E

名&武进士共
%D

名&余者不可考)#

-

!

.

#!#查阅目前已经出版的有关介

绍科举文化的书籍&大多仅对历朝历代的文官与文

科举制度不厌其祥(长篇累牍的撰述)对武科举(武

状元一笔带过或只字不提)另外翻阅史书青笔&"武

甲登科录#方面的史料极少)早在唐末&文官就对武

官存在没来由的轻蔑)对"那些武夫&就算他官居一

品&也不跟他们同席而坐&只怕他跟自己气类相

异)#

-

%

.

#%F

"到达北宋中期&社会对武事(武举教育的

鄙薄发展到极致的地步了)国家设置武学&培养军

事人才&竟然连续多年/苦未有人习艺+)#

-

%

.

#E#在清

朝&武进士终于出人头地&政府给予优厚的授官制

度)武人堂堂正正的走进官场&继承宗庙)然而这

时候热兵器在西方悄然兴起&清朝却还在迷恋"拉硬

弓#的人)中西武学的差距不仅是在坚船利炮与长

弓大矛之间&该令人反思的还是军人基本素质与军

事思想)维护国家的先锋是上战场上的军人&中西

军人的脊梁作用在各自的骑士教育与武举教育中可

见一斑)

#三$两者地位迥异的原因分析

#=

古代中国统治阶级对文教政策的重视

在中国古代&"每当北方入侵的少数民族在中原

建立稳固的政治统治后)辽阔的领土&众多的人口(

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得入侵者不得不逐渐放弃以往

在马背上简单粗暴的原始统治政策)他们要努力学

习和掌握汉民族文化&以便于统治众多的人口&稳定

辽阔的疆土)#

-

#"

.

!%!儒家思想中"大统一#("三纲五

常#("君权神授#为核心的文化不仅使君主感到更加

尊贵&也便于引导民众的道德和行为&有利于专制统

治的需要)另外武人政权也需要文人来妆点升平&

大权在握的关外悍将也需要文人情怀作为斯文点

缀)当入侵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接受汉民族文化熏

陶的同时&最初尚武的精神逐步削弱融化)

!=

古代中国统治者对武将的防范与恐惧

自秦朝以后&皇帝一旦坐上龙椅&一统江山&以

往与他出生入死的良将&大多逃摆脱不了"狡兔死&

走狗烹#的灰暗命运)"杯酒释兵权#只流传在个别

明君与智慧将领相处相别的佳话中)"武举的实施

与将领的任用上&往往是国家的多事之秋&将帅乏人

之际)而在国家太平(边事寝息之时&武人便被视之

如卒)#

-

%

.

$$军人在中国通常不过是皇帝手中维护个

人权利与地位的工具&因为政权机构的主要功能便

是维护皇权的统一)明太祖在建国之后&深觉从前

那些功勋赫赫的老将掌握政权十分危险)为防止功

臣宿将功高震主&他分割军权&兵部有出兵之令无统

兵之权)虽然"胡惟庸谋反案#与"蓝玉党案#屠杀

E=@

万人的历史记载有待商榷)但皇帝忌讳武将(

逮杀功臣的恶名却已坐实)清王朝虽看重武举&对

武人的防备与猜忌也未减轻)即便年羹尧平定西

北&威震西陲&战功赫赫&雍正也容不下他居功擅权)

%=

封建文官对武官的轻视与压制

总体来看&中国古代政权结构的脊梁主要是文

人士大夫&国家的政治制度及其政策由此而具有鲜

明的文人色彩)"宋朝随着文官整体意识觉醒&他们

开始对五代分裂割据的历史进行深刻反思&以求此

作为宋王朝的镜鉴)司马光的0资治通鉴1就是这种

反思的代表作)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负面影响也

毋庸置疑)对武人的过分猜忌和鄙薄&认为武人是

威胁政权稳定的潜在因素&武人统兵应受到牵制与

监视)"宋夏战争#促成了"以文制武#体制地形成)

宋明清时期&各个战区的最高行政长官222经略安

抚使&皆由科举出身的文官来担任)武官被认为是

"斗将#&只堪驱使&不配作帅)#

-

%

.

#%%?#%E

E=

西欧崇尚武力!凭借武力实现军事扩张

军人政治与文人政治所形成的文化传统与思维

模式迥然不同)皆对各自国家的政治机构建设和未

来走向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在西方各国&发展军事

建设历来受到统治者的极高重视&军事思想发展(军

队建设(武器开发是任何一位统治者不可掉以轻心

的的要务)因此&中世纪末期以来&西方在军队建设

和武器研发方面几乎一直走在世界的先列)这并非

只是单纯经济发展作用的结果&没有崇尚武力的传

统(没有重视军事的概念是不可能的)其目的也不

仅仅是出于国防安全&呼之欲出的是要时刻准备战

争&随时发动战争&从而获得更大的经济(政治(文化

的利益)#

-

#"

.

#FF

四"对当代军事教育的启示

借古喻今&以史为鉴)分析古代中西方的军事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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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制度&将给后人留下了一些值得思考的经验)

#一$军事教育文武不可偏废

战场上风云变幻&要求军人掌握多方面的技能&

文武双全)仅仅偏重武事的话&则会被带上有勇无

谋(头脑简单帽子)"通史学认为战争艺术在中世纪

时期不进反退&皆因骑士贵族尚勇不尚智&多为文

盲)古代所遗传的兵书成为了稀有古董&他们不珍

惜也不学习)#

-

V

.

!EE但在军事上以文抑武&则容易犯

"形而上#的错误&若是军中皆是手无缚鸡之力&满口

经义道德的酸腐儒生&谈何保家卫国)"宋朝任西北

前线总指挥的文官夏竦&就是个怯懦怕事的废物点

心&他在任期的政绩主要是/收发文件&遵行诏

令)#

-

%

.

#@@真真是尸位素餐)真正名垂千古的将帅往

往是"威武能奋勇&儒雅更知文#&比如韩琦(范仲淹)

他们长期活跃在西北前线&号令严明!对少数民族推

诚接纳&成为宋朝边境的屏蔽)军中流传"军中有一

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

胆)#

-

%

.

#@D足见两位儒帅的威名)另外唐之郭子仪(

明之戚继光(俞大猷&无一不是文武双全之辈)

#二$军事教育讲究实用性

唐代只考武艺与臂力&整场考试像一场演武竞

赛)宋人看重文化&引入兵法经书考核)"清朝要求

武举考试弓要拉满&刀要舞花&石要离地一尺)#

-

!

.

E%

历代武举沉浮在看重武艺还是文章的轻重变奏中)

但无论是重文还是重武&武举考试皆不能体现考生

的真实水平&于征战沙场也起不到太大的助益)戚

继光曾总结道'"古人兵法诸如0武经七书1&谓之药

铺&五金(八十(草木鱼虫(什么要都有)要想治病&

必须先请医生诊断&再抓药)要是误诊了病症&抓错

了药&病不能好却责怪药铺的药不管用)这实在大

错特错)#

-

%

.

D%兵法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瞻&逻辑缜

密严谨&仅凭一场文章考试不能定出其用兵之道)

"另外即使能把一百二十斛的大刀舞得水泼不进&至

多可以增加士兵对之的尊敬&但对于抗敌起不到什

么作用)#

-

%

.

#%!军事教育不需要花架子&经世致用乃

是首要原则)

#三$军事教育需长期性

"一举成名天下知#相应是对考试选拔的疯狂迷

信&这使武举的教育养成呈萎缩之态)军事教育的

选拔与养成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但武举机制中&人才

的选拔被病态地突出&养成的部分难以发展)武学

未能起到培养人才的作用&武举教育大部分靠自学)

就像传统农业靠天吃饭&遇到质素尚可的英雄横空

出世就非常庆幸)万一大家质素平平只能祈祷天下

太平)当"火器#时代来临&指挥作战已不是一件简

单的事&仅凭自习已无法胜任将领)这使得后代不

得不放弃武举&军事学堂因此蹒跚起步)

反观骑士教育
D

2

!#

岁&准骑士一直在接受养

成教育)他们饲养猎鹰(战马(擦拭长矛(整理盔甲(

侍奉主人(沙场拼搏&十几年如一日水磨儿的功夫)

待到十几年的军事教养生涯结束&军人的素养自然

而然渗透到骨髓里去&成为终身撕不掉的烙印)

#四$军事教育需结合实践

军事是一门讲究实践的艺术&兵无常势&排兵布

阵是门极大的学问)纸上谈兵终觉浅&绝知此事要

躬行)军人的勇气(胆量(见识是在铁血的沙场中洗

练出来的)如果军事教育脱离事实而夸夸奇谈&那

么培养出的人才绝不令人信服)骑士需要战争&战

争是他们赖以存在并证明他们勇气力量的的外在因

素)因此&他们血液中涌动着嗜血因子&渴望战争&

如同热衷荣誉)而中国武人考取科举大多是因为追

求加官进爵&平步青云)考试前从未有过战阵实习&

武艺臂力的练习也往往依赖临时抱佛脚&甚至有时

武举沦为成了一些屡试不中的文举人的无奈之选)

军事教育与实践结合当然重要&0五代10宋史1

里"杨家将#杨延昭&小时候喜欢打战游戏&稍大一点

跟随爹爹杨业出入战阵&接受战争的洗礼&在实战中

成长为一名虎将)今天看来&实战演习(军事派遣的

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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