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代教师不好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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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嵇康当教师，不成

动辄发配教师，真狠

明代，教师更不好当
了，一年到头考试不断，除
了考满、考察，还得接受学
官“考课”。

学官“考课”法是明太祖
朱元璋推出的教师考核制
度，“以九年之内科举取中生
员名数为则，定拟升降”。

明代教师“评职称”，
主要看教学成绩，所教学
生在科举考试中获得好成
绩，教师方算称职，可获升
迁资格。

若教学成绩不达标，比
如学生的月考成绩连续三
个月无长进，教师便要被扣
工资。

倘若学生在年末的岁考
中成绩仍无进步，问题就大
了，教师不但会被扣工资，还
要被上头批评，甚至被取消
教师资格。

就连主管教育的官员也
要跟着受罚，被处以“笞
刑”——实打实的挨板子，你
说丢人不丢人。

更吓人的是这一条：明
代《南雍记》里记载，明成祖
朱棣下诏书，规定“凡弟子员
再试不知文理者，并罪其师，
发烟瘴地面安置”。学生考
试成绩不行，教师要被发配
到穷山恶水的边远地区。

真够狠的！

古代“教师资格证”
□记者 张丽娜

晚
报
副
刊
精
读

关注微信wbfkjd
扫二维码
赏河洛经典、副刊美文
■电话：0379-65233686

武则天和神都
□记者 陈旭照

今天是教师节，说点儿与教师有关的掌故。
尊师重教是中国自古就有的传统，从古籍《太公家教》里说的“弟子事

师，敬同于父”可见一斑。然而，古代教师不好当，想上岗，得过许多关，比
如考“教师资格证”、争取“雇主”面试资格等。自今日起，就让我们来了解
一下吧！ ——编者

汉代以前，想当教师一般不需要通
过从业资格考试，只要上头有人推荐你，
你自己也争气，学识、口才说得过去，最
好还有些名气，便可上岗就业。

东汉往后，想当教师，尤其是公立学
校的教师，就得费一番功夫。

东汉的国立最高学府是太学，设在
京都洛阳。太学遗址大致位于今偃师市
佃庄镇太学村（亦称大郊村）一带。大约
两千年前，那儿是东汉的文化教育中心，
会集了全国的顶尖人才。

能进太学教书的，人称博士，皆是一
等一的名士。《汉书》里说，博士熟读经
史，“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上
知天文，下知地理，堪称行走的活字典。

按当时的规定，想当太学博士，得通
过朝廷组织的从业资格考试。这种考试
有报名限制，且不说其他的，光是年龄、
资历这两条标准就能刷下来一多半人：
报名年龄不得小于50岁，至少教过50
名以上学生。

这种一刀切的标准简直是歧视年轻
有为之士，大概朝廷觉得年轻人嘴上没
毛，办事不牢。

魏晋时期，太学的教师招聘模式没
有太大变化。“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嵇
康英俊潇洒，满腹经纶，太学学生们视其
为偶像，但他依然被太学拒之门外，只能
窝在洛阳城的角落里打铁。

后来，嵇康被人陷害，朝廷要处死
他。三千太学学生跪地请愿，要求统治者
赦免嵇康，让他到太学任教，结果被拒。

嵇康被杀那年，年方四十。后人推
测，他没当上太学博士，原因诸多：可能
是因为他狂傲不羁，得罪了权贵；也可能
是因为他过于年轻，不符合太学的教师
招聘标准。

前段时间看电影《狄仁杰
之四大天王》，看完，几个朋友
聊起徐克的“洛阳系列”电影，
说到《狄仁杰之神都龙王》时，
有朋友忽然问：“洛阳为什么
叫神都？”

洛阳的“神都”之名，是历
史上赫赫有名的女皇武则天
给起的。

《资治通鉴》里记载：“九
月甲寅，赦天下，改元……改
东都为神都，宫名太初。”

光宅元年（公元684年）
九月初六，即唐高宗李治死后
八个多月，太后武则天下令，
改年号为光宅，并改东都（洛
阳）为神都。

好好的东都，为什么改叫
神都呢？

这是武则天在为自己登
基做准备，来说明她当皇帝是

“君权神授”，顺应天意。
武则天曾写过一篇《改元

光宅赦文》，文中说：“又镇星
之在太微，已历年载，著土精
之美应，表坤祚之元符，宜同
感帝，以时荐享。又东都改为
神都，宫名太初宫。”

镇星即土星，太微即太微
垣。中国古人为了方便观察
天文星象，将星空划分成三垣
二十八宿。太微垣是三垣（紫
微垣、太微垣、天市垣）之一，

“天子庭也，五帝之座也，十二
诸侯府也”。

古代天文学认为，如果
土星运行到太微垣所在区
域，昭示人间将由女皇掌管。

唐高宗死后，天象上土星
入侵太微垣，武则天据此认
为上天这是要让她做皇帝。

武则天为何选在洛阳登
基称帝呢？这还得从天文学
方面解释一下，当时的天文学
认为，在分野上，洛阳与天上
的太微垣相对应。

洛阳是“天子庭”，是“五
帝之座”，当然要在此登基称
帝了。这是上天的指示，洛
阳是神圣的地方，武则天改
东都为神都，基本上就是这个
意思。

东都改为神都六年后的
公元690年，万事俱备的武则
天在洛阳登基称帝，大赦天
下，改国号为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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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概率极小，难过2
隋唐时期，我国形成

了较为完备的官学制度。
官学相当于公办学校，教
学管理制度更规范，教学
要求更严格。进官学当教
师，得通过从业资格考试，
考上了还要不定期接受教
学成绩考核。

唐代教师要定期“考
课”，通常来说，每年一小考，
三至五年一大考。“考课”内
容分业务、品德及教学效果
等。授课数量是考核定级的
重要标准之一，据古籍《登科
记考》里记载：“诸博士、助

教，皆计当年讲授多少以为
考课等级。”

宋代实施的“教官试”
制度，大概是中国教育史
上最难通过的教师资格
考试。

《文献通考》里记载，由
于考试过严，宋神宗元丰元
年（公元1078年），“天下之
有教授者只五十三员，盖重
师儒之官，不肯轻授滥设故
也”。为了保持教师队伍的
高水准，当年，全国只录用了
53名教师，录取概率小到让
人想哭。

怎么考?

洛洛河 学 堂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