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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理论与实践研究

寒门学子的教育奋斗与社会上升

——历史社会学视角

周  勇 *

［摘　要］  魏晋以降，寒门学子很难通过教育奋斗实现社会上升。北宋时出现显著的“寒门出贵

子”现象。该现象虽缘起于政治及教育改革打破了中古权贵社会结构，为寒门学子依靠教育奋斗获得

社会上升提供了史无前例公平的制度途径，但也离不开寒门学子自身争气与努力，其杰出代表更是以

“心系天下”的行动重塑了此前自私“贵子”形象，北宋“寒门出贵子”因此具有非凡意义。考察魏晋

至北宋时寒门学子的教育奋斗与社会上升，不仅有利于教育社会学开拓历史社会学进路的教育公平研

究，还能为探讨当前“寒门难出贵子”问题提供有益的历史参照。

［关键词］  寒门学子；教育奋斗；社会上升

教育社会学历来重视教育公平研究。至今教育不平等更是在西方教育社会学的“集体关切”榜单

中高居第一。a就理论建构而言，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在布尔迪厄、伯恩斯坦、卡茨、鲍尔斯等的

努力下，西方教育社会学在研究教育公平时，早已擅长在当代西方社会中考察导致现实教育不平等的

宏观机制，当代西方政治、经济及文化等领域的诸种分化及冲突结构由此得以揭示，正是这些宏观的

社会分化及冲突结构造成了“工人阶级”等下层社会群体的教育不平等遭遇。另一方面，从昆丁·霍

尔（Quintin Hoare）1965年在《新左派》发文批判英国教育改革起，西方教育社会学界还意识到，除了

宏观社会结构，学校里的课程或所教内容也有问题，也在制造教育不平等。b西方教育社会学的教育

公平研究即由此转向考察学校课程，形成迈克尔·扬所谓的“新教育社会学”。

国内教育理论界20世纪90年代开始提出教育公平问题，不过当时仅是强调提高教育质量之余，

还应考虑“如何让所有人受到更多、同时又是更好的教育”。c本世纪初，在杨东平推动下，教育理论

∗*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200062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社

会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210097。本文为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创新团队“新教育公平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项目（编

号：2015ZSTD007）的研究成果。

aS. Brint，“The ‘Collective Mind’at Work：A Decade in the Life of U.S. Sociology of Education”，Sociology of Education，vol.86，
2013，p. 276.

bQ. Hoare，“Education：Programmes and Men”，New Left Review，vol.32，1965，p. 40.
c谈松华：《论我国现阶段的教育公平问题》，《教育研究》1994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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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兴起从经济社会转型造成的城乡、阶层等宏观社会“差异”出发分析现实教育不平等。a同一时期，

教育社会学界也将教育公平列为集体议题，且特意由“社会变迁”入手考察教育公平，从而在理论建

构上也能像布尔迪厄、伯恩斯坦等那样致力于考察导致教育不平等的诸种社会关系结构。b不仅如此，

对于西方“新教育社会学”，本土教育社会学界也有所注意。20世纪90年代吴康宁、吴永军等建构的

“课堂教学社会学”随之修整为“课程社会学”，其旨趣也由最初意在分析课堂教学的社会影响因素，促

进“学生的个体社会化”c，“探讨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新途径”d，变成揭示“社会主流价值观及社会中

的权力关系格局”如何对课程及知识进行“控制”与“分等”e，因此也大体开拓出了以学校教学机制

为考察对象的教育公平研究微观路径。

上述梳理表明，相比于西方教育社会学界，本土教育社会学界的教育公平研究尽管起步稍晚，但

也早就能够从社会、学校等层面对当前教育不平等的宏观结构及微观机制展开剖析。问题就在于如何

从理论路径、主题等方面丰富推进本土教育社会学既有的教育公平研究。本文之所以将历史社会学视

角引入本土教育社会学既有的教育公平研究，即是一次理论丰富推进尝试。具体而言，本文将以魏晋

至北宋时期的相关历史经验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这一漫长历史时段衍生出来的难得一见且意义不凡

的教育公平现象即“寒门出贵子”展开考察，分析其背后的成因及意义，解释魏晋以来权贵社会体制

中长期难以出人头地的寒门学子，到北宋时为何不仅可以依靠教育奋斗获得显著社会上升，而且重塑

了此前过于自私的“贵子”形象，使之成为真正“心系天下”的新型“贵子”。此项研究不仅有利于开

拓教育公平研究的历史社会学进路，丰富推进本土教育社会学的教育公平研究，而且能为探讨近些年

热议的“寒门难出贵子”问题提供有益历史参照。

一、 中古权贵社会及难以上升的寒门学子

文献中的相关历史经验可追溯到春秋末年，其时孔子曾提倡有教无类，但孔子本意似乎不是为了

解决寒门学子的社会上升问题，而是旨在改造人心，培养一批弘扬“仁道”的士人来重建当时大乱的

政治社会秩序。孔子即使有心，也没法使教育取代当时盛行的暴力与战争，成为广为认可的社会上升

途径。至秦汉之际，陈胜、刘邦等社会底层的经历表明，最显眼的社会上升途径依旧是暴力与战争。

到汉武帝建立经学教育体制，推行地方举荐制，通过教育奋斗实现社会上升，才成为众多寒门学子首

选的晋身之路。公孙弘、卜式等原本以养猪、养羊为业的卑微之士即因苦读《春秋》《尚书》等经学教

本，并依靠地方举贤及汉武帝亲自策问，得以翻身成为宰相、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堪称缔造了汉代寒

门学子“教育改变命运”的传奇。不过，如班固所言，公孙弘、卜式等皆是一时幸运之人，所谓“非遇其

时，焉能致此位乎？”f其幸运博得高位并不能证明教育及社会体制从汉武帝起发生了质变，相反汉武

帝以降的社会上升仍主要被皇室、外戚及宦官等权贵群体控制，寒门学子依旧缺乏稳定有效的通过教

育奋斗实现社会上升的制度途径。

汉末魏初曹操崛起，曾让权贵体制发生过有利于寒门学子实现社会上升的大变动，尤其发明“九

品中正制”，理论上更是能为寒门学子通过教育奋斗追求社会上升提供制度保障。然而自司马氏联合

a杨东平：《对我国教育公平问题的认识与思考》，《教育发展研究》2000年第 8期。
b郑春生：《探讨社会变迁的教育公平  展望“后现代”的教育社会学——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学术

年会综述》，《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 3期。
c吴康宁：《课堂教学的社会学研究》，《教育研究》1997年第 2期。
d吴永军：《课堂教学的若干社会学分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 2期。
e吴康宁：《知识的控制与分等：课程结构的社会学释义》，《教育理论与实践》2000年第 11期。
f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 26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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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贵家族夺取曹魏政权建立西晋起，“九品中正制”便走样流变为“世家大族控制仕途的工具”a，中古

时期极其不平等的权贵社会体制，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b，由此得以诞生。此后，西晋残余

南渡，司马氏亦是依靠王、谢等权贵家族才得以建立东晋皇权，形成所谓“王与马共天下”的“门阀政

治”体制。c在此体制中，教育及社会上升仍被几大权贵家族控制，汉时倍受推崇的经学教育也因权

贵家族喜好玄学、文学、佛教等新文化而式微，寒门学子即使跟在后面努力学习流行新文化，也难以改

变卑微社会地位。最终孙恩、刘裕等寒门士子还是依靠暴力与战争方式，对“门阀政治”发起挑战，才

得以出人头地。

在军事暴力冲击下，权贵家族纷纷走向末日，此后南北朝时期的社会重新回到汉时的皇权独尊体

制。遗憾的是，此次皇权体制重建实际也未能改变西晋以来的权贵社会格局，而是使历史陷入一轮又

一轮的皇权争夺，其中扮演主角的仍是依靠军事力量起家及政治文化资本雄厚的权贵家族，寒门学子

依旧是即使努力学习权贵家族推崇的文学、佛教等新文化，也难以翻身进入社会上层。以南朝梁代时

的刘勰为例，史载其“早孤”，“家贫不婚娶”，可谓赤贫之士。多亏尚有佛门可依，刘勰得以在寺院中苦

读十余载，积累起社会上升必须的文化教育资本。但见已过而立之年仍无显著突破，刘勰又改以撰写

《文心雕龙》的方式，企图跻身政治、文学精英控制的社会上层。因为位卑言轻，书写成后“未为时流

所称”。刘勰知道要想成名，必须争取赢得政治文学领袖沈约的首肯。“自重其文”的刘勰最后斯文扫

地以至“状若货鬻者”d。这一招倒也博得了沈约器重，刘勰随之被任命为九品“奉朝请”。但之后刘勰

挣扎了30年，也没实现儿时“采云若锦”的社会上升梦想，最终还是回到了佛门。

刘勰尚因《文心雕龙》得以身后赢得“文学”之名，中古时期大多数寒门学子则连身后虚名都没

有。事实上，中古权贵社会结构直到唐代也未发生显著变化，即使有崭新教育制度即科举制，其在社

会上升方面的杠杆作用亦大不过家族门第背景。如史家统计的那样，相比“西晋、南朝和隋代最高级

官员出自大族所占比例的平均值接近74%”，唐代推行科举制虽然有一些影响，但仍不足以改变唐代

的“寡头政治”格局，社会上升以及能否跻身政治文化精英阶层仍主要取决于出身。“唐代前期，最高

官员中大族出身的比例降至56.4%，后期则为62.3%”e。韩愈、白居易等寒士曾试图发起改革，使门第

主宰的社会体制转向以孔孟之道及儒学为本，但其改革努力很快就被老牌权贵集团扼杀了。到头来和

前朝一样，唐代亦是直到遭遇来自社会底层的军事暴力反抗，也没有自动变革权贵体制，为寒门学子

通过教育奋斗实现社会上升提供公平制度途径。

二、 北宋时的社会变革与“寒门出贵子”现象

历史上中国社会真正迎来体制变革是在宋代，对此史学界曾称之为“唐宋转型”，涉及政治、学术、

文学及日常生活等社会诸领域。就本文议题而言，首先值得留意的是钱穆的发现。如其言：“中国古

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

社会。��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f其

他史家也发现，不同于唐后期“最高官员中大族出身的比例”仍高达62.3%，“在北宋第一个世纪里，宰

相来自这个大族群体的比例非常之小，大概只有2.5%”，由此可见“唐宋之间统治阶层的本质，显然发

a王晓毅：《曹魏九品中正制的历史真相》，《文史哲》2007年第 6期。
b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 1274页。
c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 1页。
d姚思廉：《梁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 712页。
e姜士彬：《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第 4页。
f钱穆：《理学与艺术.宋史研究集》，台北：台湾书局，1974年，第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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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剧烈的变化。”a总之，中古权贵社会结构在北宋时期发生了巨变，教育及社会上升随之不再被权

贵家族掌控，魏晋以来的中国社会经过数百年演变，终于出现难得一见且意义不凡的教育公平现象即

“寒门出贵子”。

进而言之，相比于此前数百年在权贵社会中挣扎的寒门学子总是难以通过公平的教育奋斗获取社

会上升，北宋以来的寒门学子则不会因为出身贫贱而无法通过教育奋斗实现社会上升，或无论怎么努

力求学，都不能跨越权贵家族在社会上升之路设置的门第鸿沟。相反，北宋寒门学子大可以通过教育

奋斗收获刘勰、韩愈等前朝寒士怎么努力也达到不了的社会顶层。即如范仲淹“二岁而孤”，少年求学

时常常“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b，欧阳修“四岁而孤”，“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c，皆是北

宋初期的寒门学子。王安石少时家境稍好，父亲系“都官员外郎”d，但亦远谈不上是权贵大族。这些

寒门学子都和南朝时的刘勰一样刻苦读书，且因不是生活在南朝权贵社会体制中，均未重蹈刘勰的悲

剧命运，他们后来都通过教育奋斗在适当年龄脱颖而出，乃至皆位至宰相，成为北宋政治文化改革领

袖人物。

何以北宋会出现“寒门出贵子”这一史无前例的教育公平及社会上升现象，这一历史现象究竟

有何值得提炼的非凡意义？要想认识北宋“寒门出贵子”现象的成因及其意义，需从两大变革力量

入手。首先是国家层面启动了系列政治及教育改革措施，包括：1．反思唐末五代政治体制，将皇权

稳固及统治重任托付于新一代读书人及文官，形成“王与士大夫共治”的崭新政治体制；e2．在全国

广设学校，皇帝带头向社会宣传“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同时采取“罢公荐”、糊名、誊抄、增设

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等措施，改革完善唐代科举，建立欧阳修所谓“比于前世，最号至公”的教育及

科举体系，f且尤其体谅寒门学子，连科举路费开销都由国家承担，如时人王栐所见“远方寒士预乡

荐，欲试礼部，自初起程以至还乡费皆公家”g；3．改革唐代时每届仅取三四十名进士，大幅增加进士

录取数量，仅太宗时期便“取士5816人，其中大多数出身微寒”，且放宽进士出路，直接授官，无需

像唐朝时那样再参加吏部面试，同时提高文官待遇。h

以上政治及教育制度创新本意是为笼络士人，维护赵宋皇权统治，而非专门旨在解决长久以来的

寒门学子社会上升难题，但也不可否认正是上述制度改革，使原本讲究门第出身的社会结构，转变为以

教育奋斗及文化才能为重的新型社会，从而为范仲淹、欧阳修及众多寒门学子通过教育奋斗实现社会上

升，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公平制度途径。如果北宋寒门学子仍像公孙弘、刘勰等汉时寒门学子那样，多是

将“位列三公”、乃至夺取皇位（如王莽）当作梦想，或像东晋末没落大族子弟那样，为证明其“贵族”身

份，只知“摆出傲慢、排他的姿态，以图显示其家族仍具有居官从政的资格和独特的社会地位”i，则北宋

寒门学子即使借助优越制度成为了“贵子”，也不会有值得进一步提炼的非凡意义，不过是重复此前常见

的自私“贵子”形象，所谓教育公平随之也仅表现为换一群人享受荣华富贵而已。

由此便可引出北宋寒门学子在新体制结构中的行动，即本文所说的另一大力量。正是这一源于北

宋寒门学子自身的行动力量，不仅使国家层面推出的系列政治及教育新制度切实起到了让寒门学子变

a姜士彬：《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第 4页。
b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 10267页。
c脱脱：《宋史》，第 10375页。
d脱脱：《宋史》，第 10541页。
e余英时：《自述二》，《朱熹的历史世界》，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 8页。
f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 8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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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贵子”的教育公平效果，而且使北宋“寒门出贵子”现象具有值得进一步提炼的特殊内涵。简单说

就是，经由寒门学子自身努力，北宋社会诞生了新型“贵子”。就此而言，又得提及韩愈的改革尝试，因

为正如柳宗元所见，面对魏晋以来数百年大族“贵子”言行多着眼于维系自家地位及富贵，惟独寒士

出身的韩愈曾不顾触犯众怒推广“师说”，试图以孔孟之道重建长期以来被门第束缚的不公教育体制

及自私士人形象。a

这批寒门学子中，领头者正是范仲淹。得益于北宋以来的政治及教育制度革新，范仲淹不仅通过

教育奋斗一路上升为位居副宰相的“贵子”，而且以一系列旨在造福国计民生的政治文化改革行动重

新界定了“贵子”，使社会见识了何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新型“贵子”。接着，欧

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也加入进来，他们同样以旨在使国家富强、社会安定的政治文化革新实践，激励

包括寒门学子在内的新一代士子努力超越一己私利，成为“心系天下”的国家栋梁与社会精英。相比

此前寒门学子企图成为“贵子”往往是为分占权贵家族的荣华富贵，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教育奋斗

与社会上升才称得上是更有意义的“寒门出贵子”，其争气与努力可以向世人昭示何谓真正的“贵子”，

贵在何处。与之相对应，思考教育公平或“寒门何以出贵子”时，就不能只关注怎样为寒门学子提供

最公平的教育及出路安排，还须考虑试图引导寒门学子成为什么样的“贵子”。

三、 历史经验与当代“寒门难出贵子”问题

所谓“有得有失”，北宋政治教育改革在给寒门学子带来显著社会上升可能的同时，自然也会顾此

失彼，乃至付出惨重代价。其中论及最多的损失与代价便是武官因文官崛起备感歧视，进而造成国家

军事力量严重削弱。其次，国家以及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新起士人领袖均把儒家文化列为最重要

的教育内容，并以之来解决国计民生问题，让全国学子围绕它们展开才能积累与竞争，这一教育运作机

制设计同样存在“失灵”风险，却无以应对当时逐渐加重的经济、军事及政治危机。再如，北宋时尽管

出现显著教育公平现象，但如果从“士农工商”这一古代社会阶层结构来看，就会发现北宋教育公平其

实主要是在解决“士”阶层之内的教育及社会上升不平等问题，并未将其他社会阶层涵盖一尽。

教训还可继续列下去，但此刻更需做的乃是回到本文目标，总结之前的历史考察。如导语所言，

本文之所以引入历史社会学的理论视角，首先是想丰富推进本土教育社会学的教育公平研究。现在或

可说，这一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已得以实现，因为从本土教育社会学既有进展来看，无论从“社会变迁”、

“社会关系”等宏观层面入手考察教育不平等的社会原因，还是围绕学校课程分析教育不平等的微观

机制，都是针对当下种种教育不平等现实，而未考察历史上的相关事实。近些年，社会学界开始流行

从城乡、阶层差异入手，分析新中国建国以来的教育公平演变情况，b但本文所考察的历史时段仍不在

其视野之内。总之，在探讨教育公平时，本土教育社会学乃至社会学界至今仍缺乏本文勾勒的历史社

会学视角，本文的历史社会学考察因此可产生一定的弥补作用。不仅如此，本文针对寒门学子，考察

该社会群体自魏晋以降至北宋时期通过教育奋斗实现社会上升的总体情况，还能给本土教育社会学的

教育公平研究贡献新鲜理论框架与经验事实，这同样能起到丰富推进效果。

除以历史考察丰富推进本土教育社会学的教育公平研究外，本文还想为探讨近些年热议的“寒门

难出贵子”问题提供历史参照。2012年，《中国青年报》发文揭示当下“普遍的社会观感”，即“农村子

女”为代表的“寒门子弟”就读北大、清华等“一流高校”的比率越来越低，“寒门如何再多出贵子”由

a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柳宗元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 871页。
b梁晨、李中清等：《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 1

期；李春玲：《“80后”的教育经历与机会不平等》，《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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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成为学界及社会的热点议题，刘云杉、余秀兰等教育社会学者也参与了讨论。从中可以看出，众多

对教育公平感兴趣的学者皆认为，“寒门子弟离一流高校越来越远”是当前无法回避的事实。a不仅如

此，如余秀兰所见，当前甚至还出现这样一种更令人担忧的动向，众多寒门子弟不再相信教育奋斗可

以改变命运，导致“越来越多的社会底层家庭的孩子放弃高中、大学”，即使接受教育，也是“直接选择

技工学校，学门手艺和技术”b。

据现有讨论，当前“寒门难出贵子”问题可细化为：一方面，寒门学子传统的教育奋斗上升途径即努

力考上好中学、好大学，已越走越窄；另一方面，寒门学子对职业教育抱有价值认同与期望，但职业教育

又不被社会重视。近些年国家已采取动员一流大学设法多招农村学生、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等措施来解决

这两方面的问题。但现有措施力度仍不够大，有的“不过是‘脚疼治脚’的局部治疗法”。c从北宋时的

历史经验看，激励学校及教育体系自动做出调整尚难解决“寒门难出贵子”问题，国家或许应亲自出场，

打开地域、阶层、家庭等因素对当前教育体系的钳制，为各类寒门学子通过教育奋斗实现社会上升重建公

平且符合国计民生需要的“国立”教育机制。无论从历来被看好的普通教育入手，还是选择优先发展职

业教育，国家均可在运行机制及出路安排等方面发起大力改革，让寒门学子依靠教育奋斗及出色成绩，有

机会上升为政治、经济等社会各领域的精英。探索体制改革之余，国家还得不忘考虑引导激励寒门学子

超越自私或追求一己之利的社会上升观，树立更有意义的“贵子”或精英身份认同。当前国家在政治、经

济、军事及信息等方面均比北宋时更有优势，应能拿出更胜一筹的改革行动，让寒门再多出“贵子”。

  （责任编辑：蒋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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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ring the long period from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to the Tang Dynasty，it was difficult for the 
students from humble origins to climb up the social ladder through studying hard.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witnessed a remarkable upward movement along the social ladder achieved by the students from humble 
origins. This resulted from the political and educational reforms aiming to re-structure the old social system 
controlled by noble families. These reforms provided the students with an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equal chance 
of upward social mobility through working hard. The great upgrade of social status for students from humble 
origins，however，was also due to their personal aspirations and efforts. Guided by their lofty idea of serving 
the whole society，the outstanding representative of this group re-shaped the image of the nobility，which had 
previously been tarnished by selfishness. Therefore，rising to a higher position from a humble origin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has great implications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the examination of the social 
mobility enabled by educational efforts not only helps explore a histo-sociological approach for sociology of 
education to the matter of equality in education but also offers informative historical reference for answer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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