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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唐宋法律考試制度主要包括科舉制度中的「明法科」、吏部銓選「試判」以及選拔法官的

「試刑法」考試，是選舉制度的組成部分。法律考試始於唐而興於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選舉

制度與唐宋司法傳統的內在關聯，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唐朝於科舉考試中首創專門的法律考

試科目──「明法科」，並要求及第舉子與低級文官參加吏部主持的試判考試。而宋初統治者在

承襲唐代「明法科」以及吏部試判考試的基礎上，創設了選任中央法司法官的「試刑法」考試、

官學教育中的律學公試以及胥吏試法等法律考試科目。直至宋神宗熙寧變法時期，法律考試制

度發展到了頂峰。

法律考試是唐宋時期「試法入仕人」宦海沉浮中的重要機遇。由於出身、遷轉、知識結構

的不同，不同類型的「試法入仕人」的仕宦道路也有著因人而異的走向。「明法及第人」大多都

擔任過法官職務，其仕宦發展與法官職業的聯繫也較為密切，但是他們躋身高位的幾率較低，

其仕宦生涯大多止步州縣；「書判拔萃登科人」的仕宦發展與法官職業的聯繫並不大，但他們的

遷轉速度則較為迅速；而「試中刑法人」既有較好的儒學功底，又熟練掌握了司法審判的有關

知識和技巧，可謂是「文學法理，咸精其能」。並且，他們大多曾就職於基層，熟知吏事，對民

間人情世故有著充分的瞭解。由是，「試中刑法人」以參加「試刑法」考試為契機，開始了法官

職業生涯，其中多有問鼎中央法司之最高職位者。

唐宋法律考試制度的建立與發展，不僅推動了官員知識結構的改善，而且一定程度上撼動

甚至扭轉了官員僅以通曉儒家經義即可為官的慣例，為士大夫階層的時代風貌注入了新元素。

唐宋法律考試制度經統治者在總結成敗的基礎上不斷改革，逐漸確立了以「試刑法」作為選拔

法官後備人員的考試制度，這一制度的推行直接促使了初具職業化趨向的法官群體的形成。唐

宋法律考試制度的發展，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固化的社會階層架構，增強了社會階層的流動性，

逐漸成為影響社會階層升沉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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