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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學校教育概說 

清代由政府管轄的學校，共有兩級，即中央官校及地方官校。 

地方官學主要指府、州、縣學。學校生員亦有定額，需經考試才能錄取。原來、讀書

士子未入學以前稱童生、俊秀。經過縣考、府考、學政院考取中式後，即可入儒學為生

員，俗稱秀才。在額的生員為廩膳生員，國家供給膳食。額外增加的為增廣生員及附學

生員，增廣生員亦有定額。凡初入學者，只能做附學生員，經過學習和考課，成績優等

的可補增廣生員、廩膳生員。府、州、縣學的程度一樣，但規模不同。 

 中央官校主要指京師的國子監；國子監的生徒，來源很多，共分兩大類，一為貢生，

一為監生。 

 貢生有六種： 

歲貢：各府、州、縣學按規定的時限與數額，將屢經科考、食廩年深的生員，依次升

貢到國子監。 

恩貢：凡國家有慶典或皇帝登極，便頒布恩詔，以當貢的歲貢生充恩貢。 

拔貢：各地儒學生員，經過考選，凡品學兼優，年富力強，累試優等者，得以充拔貢。 

副貢：各省鄉試除錄取正卷外，另取若干名為副榜，中榜者可以做為貢監，入國子監

肆業，稱副貢。 

優貢：類同拔貢，唯舉選的次數較拔貢多。 

例貢：凡儒學中的廩、增、附生，按政府的規定報捐為貢生者稱例貢。這是當時由捐

納入官的必由之路。 以上的前五種稱為五貢。讀書士子除了參加科舉考試外，由此入

仕途者，亦謂之正途。 

 監生有四種： 

恩監：主要是選拔和照顧一些資歷、身份較特殊的士子，恩准其入監肆業。 

蔭監：分恩蔭和難蔭兩種。恩蔭是按內外文武官員品級，蔭子入監。難蔭是滿漢三品

官員，三年任滿，勤於國事而死者，可蔭一子入監。 

優監：與優貢同，唯入監條件略有降低，在地方儒學為附生及武生者，可以選為優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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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監：和例貢同，亦是條件更為放鬆，凡未取得生員資格的士子，即俊秀，可以通過

捐納而取得監生資格，稱例監。 

 清代士子欲想進入仕途做官，除了通過開科取士，考取功名外，另一途徑就是入貢及

入監，再獲派當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