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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确立了科举殿试制度。殿试时考生的答卷由
考官先审，选出优秀的呈给皇上，皇上亲自阅卷。阅卷
采用“双重定等第”法：每份卷子的等级由两个人先后
审阅决定，前者评判还被封住，以防后者受其影响。

宋代对阅卷机制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恢复了弥封制，
并在此基础上开创了誊录制度。也就是说，不仅对答卷

的姓名等个人信息进行弥
封，还要让专门的人把答卷
抄录一遍，称草卷，进一步
提升科举的公正性。位列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大文
豪欧阳修对弥封誊录制大加
赞赏，说它“使主司（科举

的主试官）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
薄厚于其间”。

嘉祐二年，欧阳修任省考主考官。那一年真可谓是
科举史上最辉煌的一年。388位进士中，24人在 《宋
史》中有传；9人官至宰相，如吕惠卿、林希、章惇等；
苏轼、苏辙和曾巩跻身“唐宋八大家”之列，与主考官
欧阳修一道留名千古；程颢、程颐兄弟开创理学先河；
思想家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
学，为万世开太平”浩气凛然……这些人对后世影响深
远，这张榜单被赞为“千年龙虎榜”。

此外，欧阳修还很好地整肃了文风。作为诗文革新
运动的倡导者，他非常反感当时在太学中流行的以险怪
奇涩为荣的“太学体”文风。当他看到“天地轧，万物

茁，圣人发”这样云山雾罩的文字，批了“秀才剌，试
官刷”几个字，意思是秀才的文章违背事理，考官就要
刷掉，再加上“大纰缪”（指出重大的错误或明显的荒
谬），命人连文带批贴出示众。很多人因此下笔少了些空
虚怪诞，多了些真情务实，让当时的文坛风气为之一振。

上述革新，欧阳修功不可没。他一心为国家社稷着
想，能容有才之人。比如他曾有感于苏轼的年轻有为，
叹道：“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这句话就是

“出人头地”这个成语的出处。说起欧阳修在嘉祐二年的
阅卷还有个小插曲。当年，欧阳修本想把苏轼的答卷定
为榜首，但因弥封誊录制，他误以为这份答卷是自己的
学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将这份答卷列为第二。拆开
糊名后，才知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苏轼。 据《北京日报》

长达9天的考试

在科举制度之前，古代中国普遍使用的是举荐（察
举）制度，但这一制度具有不公正和随机性。而科举制
度是中央力量统一安排全国的分区统考，即相当于现代
的“高考”，是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科举从
开创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
止，前后经历1300余年。

明朝是科举的鼎盛时期，考试分为四级，第一级是
童试，中者称秀才；第二级是乡试，中者称举人；第三
级是会试，中者称贡士；第四级是殿试，中试者赐进士
出身。一甲3人，赐进士及第，分别称为“状元”“榜
眼”和“探花”；二、三甲分赐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

考试每3年进行一次，乡试、会试各分3场，每场
考3天。第一场写7篇八股文，第二场写1篇政论、5篇
判词、1篇公文，第三场写5篇时政评论。

在南京江南贡院举行的乡试，考生自带干粮，不允
许回家。江南贡院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科举
考场，最多的时候有20644间号（宿）舍，每间号舍也
就2平方米左右，上下分置两块木板，分别作为桌椅。
考生睡觉时，要把两块木板拼接起来当床。

古书上讲的“进京赶考”指的是会试。会试由礼部
主持，考场设在北京贡院。

古代“高考”竞争之激烈，远超现在。明清时期，
录取人数最多的一次是雍正八年，一共406名，最少的
一次是乾隆五十四年，只有96名。清朝光绪九年，参
加会试的考生有1.6万多人，只有300多名考生得中，
录取率仅为1.9%。

最重量级的“殿试”由皇帝主持，在太和殿前举
行。除了现场点题，还要通过问话、观察等方式对考生
进行综合考察。其中最隆重的是“传胪仪式”，即由皇
帝宣布考生考试名次的典礼。

考生须带“浮票”着“制服”

古代考生需要长途跋涉去赶考，还要把所有必备的
东西都带齐。

在所有考试用品里，浮票即准考证，无疑最重要，
一旦遗失，将无法弥补。古代没有照片，准考证只能用

语言描述。比如：姓李名四，年龄20，中等身材，有胡
须，考号治字31号等。

清制，乡试共分3场。每场都是提前一天点名发给
试卷入场，后一天交卷出场。由于考生人数众多，每次
都需要分路、分时点名入场。

预防考生作弊，古今一样严格。《宋史·选举》记
载：宋太宗淳化年间，为“革考官窝私之弊”，采用监
丞陈靖的建议，推行“糊名考校”法，即在试卷上糊住
考生姓名、籍贯，决定录取卷后再开拆弥封。

“弥封”是在试卷交上来后，先由弥封官将卷面折
叠，封藏应试者的姓名，编上红号，然后由誊录人员将
试卷用朱笔誊抄，称为“朱卷”，最后再送考官评阅。
放榜的时候，按取中的“朱卷”红号调取“黑卷”（原
件）拆封，最后唱名写榜。

为防止作弊，考场进行全方位封闭，用一排排号舍
把考生隔开。后来，又采取考生进号舍后即关闭上锁，
考前洗澡并提供制式服装，以此方式来杜绝作弊。

诵文十通者才可应试

古代“高考”不限制考生年龄，但要求除了背诵
《论语》《孟子》《诗经》《礼记》《左传》等原著外，还
要熟读原文几倍数量的注释，并学习其他书籍。

唐朝设有童子科，10岁以下的孩子能通一经，并且
《孝经》《论语》等每卷能诵文十通者，就可以入科学
习。在宋淳熙元年，女孩林幻玉前去应试，就大纲内的
43本诗书对答如流，被孝宗皇帝封为孺人。而元朝的童
子科中试者都能进入朝廷的最高学府国子学。

清康熙三十八年己卯顺天乡试，以及乾隆三十五年
庚寅江西乡试时，还出现了99岁高龄的考生，即秀才
黄章和李炜。

此外，累世中第的家族性现象当时也经常出现。明
代，殿试拿到名次的考生最多的省份是江西，其中最著
名的又属吉水县，以出翰林闻名全国，到了清代出得最
多的则是江苏、浙江两省。

古代的“高考”录取通知书称为“捷报”，由专门的
官员带上人敲锣打鼓前去报喜。捷报的样式大体相同，
上面是欲飞腾龙，下面是云山雾海，正中央写有某某年
高中乡试或者殿试第几名。考生收到后，都会郑重地贴
在家里厅堂显眼位置，光宗耀祖。 据中国日报网

考生有金榜题名，就有名落孙山。古代也有不少复读
成功的例子，还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如：明朝戏曲家、
文学家汤显祖，第五次考试时才以殿试三甲第211名赐同
进士出身；民族英雄林则徐三次参加考试，最后一次终于
以殿试二甲第4名、朝考第5名被赐进士出身；晚清四大名
臣之一的曾国藩，第三次参加会试才考取，殿试位列三甲
第42名，赐同进士出身，后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对古代的复读生来说，家里一定要有相当的经济实力
才能坚持下去。因为赶考费包括车马费、旅店费和饮食
费，外加考卷以及考试装备如脂烛水炭、餐器、衣席等，
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始于唐废于清的书院是当时最有名的高考“补习
班”，分为私人和官办两种。史上非常厉害的补习班老师
当属南宋理学家、文学家吕祖谦，他量身定制了一册模拟
复习大纲及考题，考生如果能正确解答，大都可顺利通过
考试。

无论一次考取或复读成功，对考生来说都是一件大喜
事。“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
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这首著名的《登科后》就是46岁
的孟郊在公元796年（唐贞元十二年）第三次赴京赶考，
终于得以登上进士第，于放榜之日所写，极度欣喜之情跃
然纸上。 据中国日报网

古代“高考”那些事儿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选人用人，正是中国社会古往今来育人树人的一种成果检视。古代“高考”让“学而优则仕”成了刻在读书人骨子里的观念，现代高考则是

让当代青年有学习深造的机会，更好地成为未来的国家栋梁。那么，形成于隋唐、废除于清末，有1300多年历史的古代“高考”——科举制度，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乡试第一称解元，会试第一称会元，殿试第一称状
元。历史上一共出现过文武状元500多位，第一个状元是
唐高祖武德五年的孙伏伽，最后一个状元是清光绪三十年
的刘春霖。唯一的女状元是太平天国的傅善祥，可谓女中
豪杰，她连中三元，不仅是状元，还是解元、会元；不仅
是殿试第一名，还是会试、乡试第一名。500多个状元
中，只有19个曾经连中三元，文状元16个、武状元3
个。其中最厉害的是明朝洪武年间的黄观，他连中六元
（县考、府考、院考、乡试、会试、殿试），都是第一名，
年仅27岁，后任翰林院修撰，成为建文帝的重臣。

考生能考取状元的因素很多，其中考卷上的书法能直
接影响成绩。康熙三十年殿试，康熙皇帝就因对第二名戴
有祺的书法极为欣赏，直接把他定为了第一名。

据中国日报网

考官地位高、权力大，不过压力同样大，负责阅
卷和评定的考官尤甚。例如公元1702年的浙江乡试。
考生超过1.2万人，考3场，可同考官只有13人。他们
要在20天左右阅完至少3.6万份答卷，平均每人每天
要读100多份。而且，古代的文章没有标点，阅卷者
要边读边用点替考生断句；发现精彩之处，则用圆圈
标出，这就是“可圈可点”。选中的答卷要写推荐理
由，刷下的得写落榜原因，既要禁得起审核，也得让
落榜者信服，着实不易。

■相关链接

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受到了中国科举制
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中国科举制对西方产生影响可追溯
到16世纪。1569年，葡萄牙传教士克鲁兹所撰《中国游
记》将中国的科举制介绍到西方。1583年，葡萄牙修道
士胡安·冈萨雷斯·德万多萨所著《伟大的中国》系统
地介绍了中国科举制的内容和方法，此书被译成多种文
字，广为流传，激起了欧美人士对中国科举制的关注。
英国是最早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1793年、1816年
及以后，多次派外交使节到北京实地考察中国的科举制
度。目前，西方学术界公认：现代西方文官制度源于中
国的科举制。比如西方文官制度仿照中国的科举制，建
立了考选制。这种制度强调通过考试的方式对候选人的
知识、能力和素质进行评估并选拔官员，而非依赖政党
关系或政治背景，以确保选拔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另
外，科举制的公开性、广泛性也为西方文官制度带来了
启示。他们在选拔官员时，也注重过程的公开、透明，
确保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竞争，从而扩大了选拔
的范围，提高了官员的整体素质。 本报综合

在清代中后期的殿试中给考生定等级、排名次，反
倒不像前几级考试那样严格。不少皇帝喜欢依书法水平
做决定，一来经过重重选拔之后，考生水平相距不大；
二是从内容到形式都有限制，他们很难自由发挥，皇帝
难分伯仲。

这可委屈了那些才华好但书法不太好的人。龚自珍
1829年参加殿试时的策论让读卷官们无不叹服，但他不
擅小楷，只能列三甲第19名。晚清四大名臣之一的曾
国藩，也曾因书法不佳，在194名考生中排到127名。

“可圈可点”的来历1. 清代殿试：书法不好很吃亏2.

西方国家借鉴中国科举制3.

●吴承恩（约1504—1582年）
嘉靖八年（1529年）吴承恩于龙溪书院求学，后在

嘉靖十年（1531年）、嘉靖十三年（1534年）以及嘉靖
十六年（1537年）这三次乡试中皆名落孙山，直至嘉靖
二十九年（1550年），方才补获一个岁贡生之位。

1570年，吴承恩自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荆王府
辞官归乡，至1573年完成中国首部长篇神魔小说《西游
记》，遂被后人铭记。

吴承恩用一本《西游记》让怀才不遇的人明白：考
场夺魁或许能赢得一时功名，但唯有挣脱现实枷锁的想
象力，才能真正抵达文学的“凌霄宝殿”。

●蒲松龄（1640年—1715年）
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蒲松龄连获县、道、府3

个第一名，年少即声名远扬。此后，在清顺治十七年
（1660 年）、清康熙二年 （1663 年）、清康熙十一年
（1672年）、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清康熙二十六年
（1687年）、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康熙三十五
年（1696年）、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这八次科考
中皆铩羽而归，直至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援例获赐
一个岁贡生之衔。

蒲松龄一生未跳出科举时代的“聊斋困局”，却以一
支孤笔耗费近40年创作了拥有491篇志怪小说的《聊斋志
异》，以鬼狐世界映照人间，撕破封建社会的虚伪面纱。

●李时珍（1518年—1593年）
嘉靖十一年（1532年），李时珍考取秀才，此后九年

之中，三次应考皆未中举，遂随其父舍弃儒学转而从
医。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李时珍着手编纂“东方医
药巨典”《本草纲目》，历经27载，行程万里，三度修改
文稿方得以完成。

李时珍未曾金榜题名，却以一双草鞋、一杆药锄，
在深山旷野间写就了跨越时空的生命之书。从《本草纲
目》泛黄的纸页里，至今仍能听见一个医者对自然万物
的谦卑叩问：“窥天地之奥，达造化之极。”

●王守仁（1472年—1529年）
明弘治六年（1493年）、明弘治八年（1495年），王

守仁两次会试皆名落孙山，直至明孝宗弘治十二年
（1499年），获赐二甲进士第七人之名衔。

王守仁因触怒宦官刘瑾被贬谪贵州龙场，于蛮荒之
地悟道，以“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心学三
剑照亮东亚的精神火种。当现代人困于“内卷”与“焦
虑”时，那个龙场石棺中的声音仍在回响：“人人心中有
仲尼”。

●杜甫（712年—770年）
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天宝六载（747年），杜

甫进士科两次落榜，于是客居长安十年献赋求官，写下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辛酸。

于安史之乱中，冒死投奔唐
肃宗，获授左拾遗一职，未及一
月便被贬归乡，此后弃官漂泊。
在“三吏三别”之中，他记录下
战争所带来的创伤，于成都草堂
暂且栖身之际，仍怀有“安得广
厦千万间”之宏志。 本报综合

欧阳修成就“千年龙虎榜”

历史上的状元

复读不辍中进士

落榜不失志的名人

唐代的科考场景。 资料图片

明代《徐显卿宦迹图·棘院秉衡》，展现了当时贡院
科举考试监考的场景。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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