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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survived for more than 1200 years in Chinese history. As one of the main 

ways to select martial arts talents in feudal society, it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our feudal society. The Wuju system has also had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martial arts, but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the Wuju system itself, it has restricted the development of martial arts in China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slowed down the pace of martial arts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comprehensively trace, explore, sort out and study Wuju system of the 

past dynasties, and form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futur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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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武举，又称武科，始于唐武则天二年，废于清末光绪二十七年，在中

国历史上存活了 1200 余年。作为我国封建社会选拔武艺人才的主要方式之一，

对我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武举制虽然对武术的发展有着积

极的影响，但同时由于武举制度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又制约了我

国武术的发展，延缓了武术发展的步伐。在新时期，我们有必要对历代的武举

制进行全面追朔、探索、梳理和研究，形成，从而为今后研究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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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从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七月，科举制度开始实施，虽随朝代更迭、

世事变迁，但几乎没有受影响，并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达1300年之久。并因其“文

明特质”它对中国的制度文明做出了独特贡献。随着制度文明得到近一步完善，

武周政治期间，武则天改革科举制度，创立武举制度。武举制形成于唐的武举制，

完备于宋，发展鼎盛于明朝，衰亡于清。宋代的武举继承唐代武举基础上又有

所发展。考试内容在唐代的武艺基础上，还增加了程文，包括策略和兵书墨义。

与唐朝相比，宋代武举制度表现出文武并重——重文轻武的特色。宋代还建立

了专门培养军事人才的机构——武学。明朝重开武举，大力兴办武学，武举制

度更加完善。清代的武举制度系从前朝继承而来，并进一步发展完善了“文武

兼备”的人才选拔标准［1］。

总括唐、宋、元、辽、金、明及清六个朝代的武举，笔者发现它正与军中

武术和民间武术形式了两大体系的中国武术，成为两大体系的重要切合点，形

成最佳组合，武术提供人才，绵延不绝。

2  武举制度的概述

武举经唐、宋、明、清四代。除清代史料记载比较详细外，唐、宋、明、

三代史料基本上均本着“选用之法不足道，故不详书”［2］的原则，寥寥数笔

一带而过，或干脆略过不记。一直到现在，武举制仍然没有得到人们的关注和

重视，一方面由于史料的难于收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传统“重文轻武”的心

理倾向延续至今。

武举制作为科举制的组成部分之一，虽然其发达程度，以及在中国历史上

的影响也远远不及文举，但它是文举的必要补充。没有武举，科举制就显得不

完备。因此，不研究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各个朝代的武举制，科举制的研究也会

不完备。武举制不仅在科举史上占一席之地，而且是军事史、武术史、教育史

的组成部分之一，还有利于培养和选拔军事人才，促进军事武术的作用。在历

朝代的武举制度下，武举制无疑对武术起到积极促进的作用，提升了武术在个

朝代的发展和影响，使习武之人也有了一个晋身官爵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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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武举制度的兴起

最早的“以武选士”的模式。出现于群雄争霸的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

十分重视武备人才的培养和选拔，这一时期“以射选士”和“以力选士”成为

诸侯列国选拔武备人才的主要方式［3］。秦汉至隋朝，对武艺之人的选拔方式

主要是根据朝廷官吏荐举，这种举荐方式下的人才很多是不需要经过一定程序

和常设的统一考试。随社会的发展，这种无序化武艺人才的选拔机制急需得以

改变，武举制度就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建立。

武举制之所以在唐代确立，这与当时盛唐完善的政治制度、发达的经济和

先进的文化有很重要的关系。

唐朝开国者重视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巩固政治的措施，例

如继承了隋朝的先进政治制度并进行完备等，这些措施极大地完善了唐朝的政

治制度，有力地促进了当时经济的发展，使得唐朝在政治、经济、文化于当时

世界的领先地位。正是由于社会稳定，经济文化繁荣，这些为武举制的产生奠

定了物质文化基础。唐代设立的武举制，是为了适应唐代军事需要和保证国家

安全这一特定社会背景而产生的［4］。

3.1  唐代武举制度对武术发展的引导作用

《新唐书·选举志上》记载：“武举，盖其起于武后之时。长安二年（公

元 702 年），始置武举。”是我国科举制度中专为测试武艺人才设置的科目，

至宋代武举形成比较完善的制度，金、明、清时期都沿袭了宋代的武举制，武

举制废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3），前后延续了 1200 年，仅次于进士科举时间，

对我国古代社会发展特别是武术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5］。

唐以前，国家对武艺人才的选拔主要是“以武取士”的做法。在原始社会

末期，人类对生产工具和兵器没有严格的区分，弓箭和棍棒等作为生产工具的

同时也是战争中的武器。是否掌握和运用这些武器成为衡量一个人能力大小、

威望的重要依据。夏商周三朝，征战的规模和作战方式的变化，促使奴隶主对

武备人才的选拔方法也作出改进。如商周时期的步兵和车兵，就必须熟练掌握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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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的技能，射御成为国家取士的首要条件。周代对射礼制度进一步完备，已经

充分显示出在这一时期“以射选士”是最早的“以武选士”的模式。在春秋战

国时期，各诸侯国群雄争霸，武备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也受到重视。这一时期“以

射选士”和“以力选士”成为诸侯列国选拔武备人才的主要方式。

秦汉至隋，对武艺之人的选拔主要是根据需要而要求朝廷官吏荐举，也正

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武举制应运而生。武举的设立，开始纳武艺人才的选

拔于科举轨道，使得武备人才的选拔任用制度化、规范化。“文武并重”“文

治武备”历来为古代统治者奉为信条，《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有文事者

必有武备，有武备者必有文事。”《韩非子·解老》记载：“国家必有文武。”

这种史书记载的积极的思想主张对武术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的思想影响下，“重文轻武”的陋习使得世人“耻习弓马”强

身健体的民间武术被视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而受到社会的嘲弄。

武科制度开创了以武入仕的先河，为习武之人敞开了一扇进身之门，大大

地冲击了“重文轻武”的陈腐观念，使得“文武双全”“文事武备”重新成为

社会上衡量人才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武士”的社会地位，社会上出

现了文人学士“弃文从武”的现象，这对社会尚武风气的形成产生积极影响。

而尚武的社会风气必然增强对民间武术的重视。在广泛开展习武活动中，武艺

健身和习武娱乐的价值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和喜爱。唐朝“武举科制度”的创

立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武术的形成和发展。对武术的引导作用

至关重要。

3.2  宋代武举制度对武术发展的开创意义

武举制始于唐代，因唐灭亡而中止。虽然历史经历了五代十国，但因战事

频繁动乱而一直没有实施。到了宋代，武举制度又开始逐渐恢复。宋真宗咸平

时“令两制、馆阁详定入官资序故事，而未及行”［6］。到了宋仁宗时期，宋

代武举制度开始较为正式地实施，如在宋仁宗天圣七年恢复设置武举后的第二

年，即天圣八年，宋仁宗“亲试武举十二人，先阅其骑射而试之，以策去为留，

弓马为高下”，成为宋代建立后武举制度的第一次考试。尽管宋代武举制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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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唐代武举的遗风，然而宋代武举制度并非完全效仿唐制，宋代武举制度在

传承中有自己的创新和发展。

宋代重文轻武的大环境下，逐渐出现了与唐相反文重武轻的情形。究其原由，

是由于我国漫长的封建历史造成的，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历代统治者视“儒

学”为国学，崇尚儒学的历史是宋代的统治者没有办法克服的。但是宋代提倡

并试行了文武并重的运行模式和选拔的标准，要求应试者武艺和程文并重，为

以后的武举选拔制度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参考。除此之外，宋代最早建立了针

对武举而专门开办的学校——武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武术文化理论的发展，

提高了宋代“武进士”和“武状元”等的整体武学文化素质水平，这种选拔较

唐朝有很大的变化。

3.3  元代武举制度对武术发展的禁锢

居住在北方的蒙古民族，借助成吉思汗的领导和蒙古民族较强的军事作战

能力，先后消灭了西夏、金国和南宋，建立了当时实力强大的元朝。元没有建

立正式的武举制度，但在选拔军事人才方面也积极效仿了宋代的一些制度。元

代大臣马祖常就曾上书朝廷，希望国家“当建武学、武举，储材以备非常”。

出于对军事战争和培养军事人才的需要，元朝在挑选武备人才方面有所放宽，

但是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虽对选拔军事人才给予一定的重视，但也禁

止民间习练武艺。由于元朝治下，汉族居多加上其他少数民族的存在，因此元

朝在建国后对于军事武器管理和民间习武都实施了一定程度的禁止。在禁止民

间收藏兵器的同时，对一些官方机构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限制。此外，元朝对

于民间私自收藏军事武器不仅制定了禁条，而且制定了细致的处罚条款。由此

可见，元朝对于武器的管理并不仅仅局限于当时的民间以及一些官方机构的收

藏和私造，甚至对民间的一些风俗活动内容也加以干预［7］。

元代统治者为了防止习武的汉人滋事，于是对民间习练武艺以及兵收藏和

私造的禁止力度加大，这种政策的实施与当时元朝的社会状况密不可分。元代

作为人口数量并不占绝对优势的少数民族管理中原大地，禁武措施在一定程度

上对当时国家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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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明代武举制度对武术发展的积极作用

明朝时期，中国又进入了一个长期稳定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北方的

军事威胁始终未能解除。抗倭的问题也一度成为明王朝面临的重要军事问题。

同时，少林武术开始弘扬显名，日本刀法深受中国武术家关注，而中国武术在

这一时期也深刻影响了日本柔道和空手道的创立。武术不再以刀、枪、棍分门

别类，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诸多风格迥异的流派，十八般武艺有了具体的名称

内容。因此，武术套路形式的确立，促使中国武术体系形成，武术发展从而跨

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明洪武二十年（1387）七月，“立武学，用武举”“士之学者，文武兼备，

故措之于用，无所不宜，岂为文、武异科，各求专习乎？”［8］朱元璋否定了

立武举，但没有否定武备与武艺的重要，只是不愿意文武分歧，希望培养文武

兼备的人才。明代武举由此开始，一直持续到明末。武举制度在考试方法有了

一些改变，武举考试向武技方面倾斜，这与明末边疆告急、急需武勇人才有关。

明朝统治者面临农民起义的扰乱，和倭寇的骚扰，可谓外忧内患，在这样的大

环境下，统治者对于军事武术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用于战场上的军事武术在

这一时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明代对武举武学的重视，极大地促进了军事体育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军

事著作的写作和出版，抗倭战争和平定农民起义加强了人们从兵法思想的角度

对武技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其代表人物戚继光和俞大猷结合了武术各专项技术

特点而妙引兵学以释技理，逐渐形成了武术技击中的技战术思想和原则，促进

了武术学科的形成和武术理学的升华。这些著作对于武术技理的研究，也具有

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3.5  清代武举制度对武术运动发展的影响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为稳定社会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出现了历史上所谓的“康乾盛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呈现了一定程

度短暂的繁荣，也是中国武术发展的又一个兴盛时期［9］［10］。与明朝武术

不同，清代民间武术与军事武艺逐步分离，却加强了与传统文化中的哲学、兵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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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养生思想和方法的相互借鉴融合，极大地丰富了武术的内容。

清初严峻的政治军事形势使得有着尚武传统的满族统治者入关之后很快就

恢复武举制度，即文武兼备的人才选拔制度。清代尤其是清中前期，社会上普

遍存在着一股尚武之风。人们勤于练武，注重体育锻炼。根据《西宁府新志·地

理志》中记载：“西宁府迫近西戎，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以兵

马为务。”民间习俗是“爱礼不胜爱举之心，重武踰于重文之念”。这种风气

的形成与清代武举的发展不无关系。清政府极为重视武举考试，这既有利于社

会对武举的认可，也可促使尚武风气的形成。清代的武举对清代体育的发展也

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尤其在清前中期，它促进了清代社会运动风气的兴盛，而

且对传统武术的发展、旗人体质的提高等方面也有所影响。但随着拥有“坚船

利炮”的西方殖民者的相继入侵，传统的武举显然已经不再适合现代战争的需要。

武举的存废也在朝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最终在清亡前夕被彻底废止。

至此，武举废，学堂开，新军立，存世 1200 年的武举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武举制度设立，主要是为封建统治者选拔优秀的军事人才，但从另一角度看，

军事人才与体育人才有着一定的共同之处，皆以身体素质为选拔的基础。所以，

在某种程度上，武举制度也是一种体育人才的选拔考试，因而对清代体育的发

展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清代武举的最终废除，使清代军旅武术日渐衰微，标志

着武学整体内容的散失。武学部分内容被拳师带入民间，在民间形成各种门派。

拳法自民国破除门派观念以来，门派拳法的相对封闭与保守性被打破了。不同

类拳法可以相互公开交流与传授，习练者掌握多门类拳法成了常见的事情，这

是武学文化散佚后，进行拳法系统归类、重新整合的背景环境。所以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武举的废除促进了民间武术的发展，加快了武术体育化进程。

4  结论

武举制开始于唐武则天二年（公元 702 年），废止于清末光绪二十七年（公

元 1903 年），在中国历史上存活了 1200 余年。武举制的建立使我国古代以武

取士的人才选拔制度化、规范化，既适应了社会的发展需求，也促进了武术规

模的发展扩大，而这以制度的建立为后来各个朝代武学的设立和发展奠定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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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在武术发展史中具有开创意义。

武举制度之所以有较强的生命力，因为历代统治者通过武举考试发现和造

就了相当数量的武备人才，提高了军队的素养和战斗力，对巩固中央集权、维

护国家统一和安定以及抵御外来侵略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武举改变了以文取

仕的制度，提高了武的社会地位，选择武生仕进之路被视为“正途”，促进了

士民习武之风，这为武举制度长期存在奠定了群众基础。但同时，武举制度有

它的局限性和阶级性，它是统治阶级为巩固其统治而设立，特别是在封建王朝

后期表现出的落后、陈腐是它走走向消亡的原因。我们在了解武举制的同时，

看到其积极的一面也必定有它消极的一面，全面把握武举制，了解中国武术，

对于当今军事人才的选拔录用都具有较高的参考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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