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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高考”趣事

气氛紧张而又充满期待的高考又来临了。现代的高考，放在古代和科举考试制度有些类似。在历史进
程中，科举制度不断完善，直至清朝光绪皇帝下谕停止所有乡试，科举制度才被废弃。本期就专门说说古
代“高考”的那些趣事。

故宫保和殿是清代举行殿试的地方。

江南贡院内阁。

自古以来，外国人在中国就
业、留学由来已久，在唐代尤甚。

长庆元年（821年），唐穆宗下
诏允许外国留学生参加科举考试，
专门为留学生设置了考试制度——

“宾贡进士”。因考生来源、文化差
异不同，“宾贡进士”与“国子进
士”和“乡贡进士”在考试以及录
取方式上、录取比例和考试难易上
都有一定优惠政策。

唐代向外国放开科举考试，多
面向于东南亚国家。一方面古代圣
贤君王受儒家思想传播的影响；另
一方面，当时新罗、高丽、安南
（越南古称，包括现广西一带）、缅
甸、尼泊尔都是唐朝贡国或藩属
国，唐朝与这些属国在政治、经
济、文化方面往来极为密切。

在这些留学生中，来自朝鲜半
岛新罗的崔致远名气最大，他也是
唐代知名度最高的留学生之一。崔
致远，字孤云，号海云，谥号文
昌。朝鲜半岛新罗王京（今韩国庆
尚北道庆州）人。唐咸通九年（868
年），12岁的崔致远辞别亲人，只
身一人来大唐王朝求学。他父亲在
他临走时说：“你去中国一定要努力
学习，十年之内必须考上进士，如
果十年之内你考不上进士，那就断
绝父子关系，我就不认你这个儿
子。”崔致远牢记父亲的训诫，勤学
苦读，结果不负众望，唐僖宗乾符
元年 （874年）进士及第，提前四
年完成父亲的重托。

登科进第的崔致远没有衣锦还
乡，而是选择继续留在大唐发展，
担任江苏溧水县县尉，做一名负责
军事、治安的地方官。崔致远任期
届满后，又被淮南节度使高骈聘为
幕府，后授职幕府都统巡官。在朝
鲜半岛，崔致远享有“东国儒宗”

“东国文学之祖”的称誉。他一生文
学创作不断，他创作的 《桂苑笔
耕》文集还收录在《四库全书》中。

中国科举考试不但影响到东南
亚国家，而且还传播到阿拉伯地
区。李彦升，大食人（唐宋时期对
阿拉伯人的专称），长期定居中国。
当时的汴州刺使、宣武军节度使卢
钧偶然发现李彦升讲中国话标准流
利。通过交谈，卢钧了解到李彦升

是随经商船队来的，出身名门望
族，较为熟悉中国文化。

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卢
钧特意向宣宗皇帝举荐李彦升。经
唐宣宗派人员核实，恩准李彦升参
加科举考试。结果，他一举及第，
而当年全国总共及第的人数只有22
人。当时他的考卷，交送中书省、
门下省复核。复核后发现，李彦升
确有真才实学，颍川人陈黯便针对
此事撰写成《华心说》一文，对李
彦升给予高度肯定。

唐代之后，科举制也逐渐被东
南亚一些国家引入。明代时，越南
的留学生一般在本国乡试结束后，
会到北京参加会试。明景泰五年
（1454年）甲戌科的考试中，越南
人阮勤中一举成名，夺下进士的桂
冠，从此留京任职，后任命为工部
侍郎。值得一提的是，清光绪三十年
（1904年），清朝科举考试被废除，
为了笼络外国的留学生，清政府临时
组建了学部专门考核外国留学生，凡
考中者按进士、举人授予资格，凡高
中进士者授翰林院修撰，人们把这些
留学生称为“洋翰林”。

科举制度作为隋唐以来封建时
代的选人、用人制度，不仅为国内
的学子重视，也吸引了大量外国的
学生。他们参与科举，不仅传播了
中国传统文化，还对中外文化交流
有着积极的影响。 据《北京晚报》

今年的高考今天正式开考。我们
都知道，现在高考科目有公共科目以
及文、理科综合。公共科目包括语
文、数学、英语。文科综合包括思想
政治、历史、地理。理科综合包括物
理、化学、生物。个别省份还有一门
综合素质评价。

那么在古代，“高考”考什么呢？

唐朝

在唐朝，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
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

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唐朝的考试科目达50多种，主

要考试科目包括：明经、三礼、三
传、史科 （考墨义、贴经）、秀才、
俊士、进士、明法 （考查法律制
度）、明书 （书写人才）、明算 （考
《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张
丘建》《夏侯阳》《周髀》《五经》，各
一帖；外加《缀术》《缉古》《记遗》
《三等数》等）、一史、三史、开元礼
（唐玄宗时代官修的一部礼仪巨著）、
道举 （始于唐玄宗时，考《老子》、
《文子》《列子》《庄子》，考试办法和

明经相同）等。
明经、进士两科后来成为唐

代常科的主要科目。进士科，是
最难的一科，单单靠死记硬背是
行不通的。进士科需要对国家大
事进行点评，或者写诗作文章。
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重要，
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
考生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

徒，一个是乡贡。

宋朝

宋代的科举制度，大致上和唐代
相同，但是在唐代科举制度上有所改
良，体制制度更加完善，分常科、制
科和武举。

考试的内容，“四书五经”是已
不可少的，大致科目和唐朝差别不是
很大，但是常科科目有所减少。进士
科依旧很受宋代朝堂的重视，宋朝很
多宰相都是进士出身。

宋朝开始，把背书和作诗给取消
了，这也减少了哪些文人只会死记硬
背，考时政问答，提出对时政的想法
然后给出解决办法。

明清

到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变得十
分严苛，同时难度也最高。“八股

文”也在明朝应运而生。
“八股文”的题目、内容、格式

都限制十分严格。“八股文”就是指
文章的八个部分，文体有固定格式：
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
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题目
一律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原文。

“八股文”的产生，极大地扼杀
了文人的创意，束缚了文人的思想。
文人作文，必须模仿古人的腔调，而
且，文章的字数也有严格的限制。

“八股文”的题目只出自于“四书五
经”，主要文义在于诠释经书的义
理，并要求据题立论，所以很少有作
者自由阐发的空间，而它的重要体裁
特征便是对偶性。

以上就是古代的“高考”制度，
是不是比想象中的考试科目更加繁
杂？所以，在古代，进士出身的文
人，各个也都是饱读经书的厉害人
物。

据《株洲日报》

古人“高考”考什么

参加唐代科举的留学生

科考复试起于唐宋，明代沿袭
并有所发展，但作为一项制度则创
建于清代。

为尽快稳定人心和笼络人才，
清廷于顺治三年（1646年）举行了
第一次科举考试。不承想，到顺治
十五年 （1658年）第五次科考时，
就发生了著名的顺天、江南考场舞
弊案。面对“物议沸腾”，顺治帝决
定“亲覆试两闱举人”，这也开了清
朝科考复试的先河。这次复试结果
是：顺天府的米汉雯等182名考生
仍准会试，苏洪浚等8人因“文理
不通”都“革去举人”，江南的复试
结果是：江苏武进考生吴珂鸣“三
次试卷，文理独优，特准同今科会
试中式举人一体殿试”，安徽歙县汪
溥勋等74名考生仍准作举人，史继
佚等 24名考生“准作举人，罪停
会”，二科方域等14名考生“文理
不通，革去举人”，考官叶楚槐等17
人处绞决。

乡试复试的最初原因是，放榜
后因有“情弊”而被“指参”。按照
《清史稿》的说法，顺治十五年乡试
弊案的罪魁祸首是考官，他们“俱
以贿败”。复试结束后，朝廷砍下17
个考官的脑袋，罢黜了32名考生资
格，处罚不可谓不重，却并没起到
杀鸡儆猴的作用，舞弊之风很快渗
透至“天子脚下”京城举行的会试
之中。康熙五十一年 （1712 年），
顺天解元查为仁因传递之事被发现
而逃逸，康熙帝怀疑刚刚录取的进
士中有冒名顶替者，便在畅春园亲
加复试。结果，5人被革去进士、保
留举人身份，所缺名额从各省乡试
不中落卷内选择取中。由此，又拉
开会试复试序幕。

科考舞弊除考官收受贿赂、考
官考生“勾连”等因素外，还有便
是“冒籍跨考”。历经1300年的科
举取士，发生了数次“按考分录

取”和“分地域录取”大辩论，特
别是“安史之乱”发生后，经济政
治中心逐渐南移，“南方士子”迎来
科考的春天。为此，北宋至清末，
朝廷严格实行“分省录取”政策，
可南方诸省考生总能考出好成绩。
为破解“僧多粥少”囧境，“冒籍跨
考”应运而生。乾隆年间，发生了
数起此类冒籍跨考弊案，乾隆帝便
命各省督、抚、学政于乡试榜后复
试，或专门对江苏、安徽、江西、
浙江、广东、山西六省乡试中“前
三科俊秀贡监中式者”复试，或只
对中式进士进行复试，或只复试

“北闱举人”，“临期降旨，无定
例”。直到嘉庆四年 （1799 年），
乡、会试复试“遂著为令”。其实，
清廷采取复试杜绝考场弊案依然徒
劳，冒籍跨考等愈演愈烈。光绪十
九年（1893年），“北闱倩作、顶替
中式者至数十人”，言官弹劾周学
熙、汤宝霖、蔡学渊、陈步銮、黄
树声、万航等六名举人，仅将蔡学
渊、黄树声、万航三人革去功名，
其余全部参加复试，考官“均免
议”。

清朝科考重复试，本意是为了
平息社会舆论、笼络人心和选拔真
才实学之人、维护科考公平公正，
但从“顺治丁酉北闱科场案”同考
官李振邺、张我朴等7人及“咸丰
八年戊午顺天乡试案”的主考官大
学士柏葰（一品高官）等5人先后
被斩、家产没收、家属流放，假冒
籍者及保人一并黜革流放等严肃处
理，到“光绪十九年北闱冒名顶替
案”仅罢黜三考举人、没处理一个
考官的事实看，随着封建制度的衰
落、权力的任性，科考复试制度的
执行也虎头蛇尾。由此可见，社会
制度不好，科考复试制度根除科考
弊端的努力只能徒劳。

据《北京青年报》

清代科考重“复试”

明代赵秉忠状元试卷（局部）。

“糊名考校”法非常先进

古代高考的封卷制度相当严格，
始于唐代，但真正形成制度并完善是
宋朝时候的事情。

宋太宗淳化年间，社会上各行各
业的风气比较浑浊，教育考试这一块
儿出现的弊病很多，很多人呼吁改
革。监丞陈靖具体负责这件事，他首
先对考试封卷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
革，推行“糊名考校”法。考试时，
一律把试卷上的考生姓名、籍贯等信
息都糊住，等阅卷完毕，成绩公布
后，再拆卷。“糊名考校”法防止了考
试舞弊行为，使科考制度更加科学，
受到了社会肯定。有人说，这是现代
高考封卷制度的“鼻祖”，一点儿也不
为过。现在，高考封卷制度极其严
格，题目一旦泄露，相关责任人将被
追究法律责任。

试卷书写漂亮可加分

现代高考都要求字迹工整、美
观、大方，尤其语文试卷。往往很多
成绩不错的考生，字写得也很好。

古代考生在这方面更加出色，书
法艺术堪称一绝。比如唐代的柳公
权，是唐宪宗元和三年戊子科状元，
柳体书风刚劲、有力。还有宋代的宋
庠、文天祥，明代的杨慎、吴宽，清
代的翁同龢、刘春霖等都是状元，他
们的书法令人赞叹。

在古代科举中，要想蟾宫折桂，
除了具备深厚的经史功底、卓越的属
文能力外，还必须具备相当的书法造
诣，否则是不可能高中的。因而，书
法是古代“高考”的加分项。

明朝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的
状元赵秉忠的试卷，是目前大陆唯一
的殿试状元卷真迹（台北故宫博物院
馆藏宫廷档案中含有几份清代状元
卷）。字迹娟秀，工整严谨。它填补了
我国宫廷档案空白，是研究我国科举
制度和明史的重要文献。

考生凭“浮票”进考场

现在，高考凭准考证入场，上面
有照片、姓名、学校、身份证号等考
生信息。古代考生进入考场，需核实
身份，也要携带“准考证”。由于古代
科技落后，没有照片，画像也不能保
证没有误差，只好用语言描述。比

如，姓名：赖以尊。年龄：二十岁。
体貌：中等身材，没有胡须。考号：
治字三十一号。这就是古代的“准考
证”，叫“浮票”。

有了“准考证”，考生们依次进入
考场。古代考场条件很艰苦，不像现
代考场那么宽敞、整洁，一人一桌。
明清考场叫贡院，贡院里没有座位，
只有成千上万个单间，像隔断一样，
空间很小，长五尺，宽四尺，高八
尺，按照换算，一尺等于33.33厘米，
那就是大约长1.67米，宽1.33米，高
2.67米。考几天，考生就在逼仄的屋
子里待几天，吃喝拉撒睡都在这间房
里解决。尤其晚上睡觉只能蜷着，个
子高些的连腿都伸不开。考生进考
场，也像今天考生接受严格检查一
样，不准夹带，当时只能带书具、灯
具和蜡烛。进去后，单间立马关闭上
锁，考生在里面答题。

考场“服务员”做小买卖泄题

现在高考场所周围有很多兜售考
试用品的商家，考生万一没有带考试
用具，马上买一套也能来得及。那
么，古代考生们进了考场后，一住就
是几天，碰到突发情况怎么办？

唐宋时期，考场氛围比较宽松，
巡考人除官员外，还有军官、士卒帮
助维持秩序，他们可以解决考生的燃
眉之急，临时给考生兜售一些急需物
品。比如，卖点笔墨、茶酒、菜肉之
类，趁机赚点外快，据说是个美差，
很多人走关系才能到考场服务。

不过，有时候他们也扰乱考场秩
序。宋朝有个考生叫洪景伯，一看考
题为“克敌弓铭”，顿时愣住了。这时
一个巡查的老兵因为头天卖给他饭菜
而小赚，看他为难，便趁卖给他东西
时，提示到：某年某月，某太尉曾经
仿照一把神臂弓又复制了一张弓，献
给皇帝，皇帝赐名叫“克敌”。洪景伯
心领神会，马上写了一篇赞赋。结
果，他得到主考赏识，—举及第。

通过殿试考察人文素养

古代高考体系中有一场很重要的考
试——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地点在
皇宫大殿。考场上，皇帝除了现场点题
让考生们比试外，还要通过问话、观察
等方式，对他们进行综合考察，最后才
能定出状元、探花、榜眼等名次。据
说，武则天即将称帝时，曾亲自主持考
试，各地精英云集洛阳，考生有上万之
多，连续考了几天。这次殿试给世人留
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资治通鉴》干

脆抹杀了唐高宗主持的那次殿试，称
殿试是武则天开创的。

殿试可以通过直面观察，对考生
的人文素养进行了解，获得第一手信
息，以便全面正确地评估其才能。

“童子科”少年班受重视

现在，很多大学都设有少年班，
比如西安交大、中科大等高校，每年
都会从全国各地招收“数、理、化、
生”等方面有特殊才能和发展潜力的
少年，进行重点培养。其实，这种选
拔方式，古代就有了。

汉朝时，国力鼎盛，经济发达，
政府很重视教育，每年都会破格吸收
一些年龄在12岁以下的孩子到太学读
书，并且免除一定的学杂费，如果学
习好，还有一定的奖励。唐代，专门
成立了“童子科”，规定年龄在10岁以
下，能通一经并且《孝经》《论语》等
每卷能诵文十通者，就可以入“科”。
有些人说，这些孩子年少不经事，虽
然有功名，却不能在治国理政上提供
帮助。但政府认为作为人才后备力
量，是一项长远工程，谁再阻碍，将
受到处罚。这个做法和今天国家储备
各方面的青少年人才是一样的，属于
国家长期的发展战略。

宋朝时，有个小才女还被“童子
科”录取过。宋淳熙元年，一个名叫
林幻玉的女孩应试，主考官考了大纲
内的40多本诗书，她全部对答如流。
孝宗皇帝得知大喜，特别进行了召见
和嘉奖。

不能养、育者，政府给钱养之

古人认为只有考取功名，才会改
变人生。“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
高”，成为很多家庭不二的选择。尤其
经济发达、国力强盛的朝代，社会普
遍重视读书。

隋唐时候，只要孩子在科举考试
中成绩优秀，就能有个不错的前程。
有些人家经济非常拮据，舍不得吃
穿，却舍得给孩子交学费，培养孩子
读书。

宋朝时候，政府对公办的“重点
学校”进行补助，每月每个学子能领
到一些零用钱，并免费住宿和吃饭，
连民办学校——私塾、书院的收费也
很低廉。对于确实贫穷读不起书的家
庭，有“不能养、育者，政府给钱养
之”的制度。 据《山西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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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满密密麻麻文字的夹
带上衣（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