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卓有成效的文官选拔制度，源于隋，成于唐，盛于宋，至清末 1905 年废除，共实行 1300 年。其中，宋朝的科举制度被公认为严密、完备、成
熟、有效。 南宋郑樵在《通志》中说本朝“取士不问家世”，即选拔官员不问家庭出身、门第高低和社会关系，只问考试成绩。 那么，宋朝的科举制度如何做到分数面
前人人平等，“寒门出贵子”又是如何得以实现的？

乞丐孤儿书童 皆可中进士做高官

两宋时期何以“寒门多出贵子”

朝廷重用厚待读书人
推进文化普及社会流动

北宋前期，考试曾“逐场过落”，即考生考完
第一场诗、赋后直接评分，第一场失利的考生没
有资格参加后三场考试。 后来，大家觉得“一场定
终身”不妥，便改成四场之后计总分。 嘉祐二年的
这场考试就采取了比较合理的模式。

该榜共录取 388 人，今可考知姓名及乡贯者
204 人，包括前述汪激、王淑。千年回眸，此榜群星
璀璨，可谓千年科举第一榜。 试举其要者：

苏轼、苏辙、曾巩：三人位列古文“唐宋八大
家”之中。 其中，苏轼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百科全
书式杰出人物，苏辙做到门下侍郎（副宰相），曾
巩官至中书舍人。

程颢：宋代道学、理学的杰出大师，洛学创始
人，与弟弟程颐并称“二程”。

据《梦粱录》记载，南宋进士科细分为经义、
诗赋两科。 经义科的考试内容是：经义一场，论一
场，策一场；诗赋科的考试内容是：诗赋一场，论
一场，册一场。

南宋绍兴十八年和宝祐四年两榜，由于机缘
巧合，完整的登科录保存了下来，弥足珍贵。 绍兴十
八年榜单能流传下来，应归功于朱熹，因为里面有大
理学家朱熹的登科记录。 朱熹的等第是第五甲第九
十名，比较靠后。 然而，他编撰的《四书集注》却成为
元明清三代科举的试题来源和标准答案。

宝祐四年已是蒙元入侵前夜，其中三位登科
人物彪炳史册。 第一甲第一名文天祥，通称文丞
相，生当南宋灭亡之际，殚精竭虑、救亡图存，历
尽艰险而百折不挠，被俘后坚强不屈，终凛然就
义，年仅 47 岁。 第二甲第一名谢枋得，爱国救亡、
孤军奋战，元兵东下后改换姓名入山隐居，宋亡
后屡次拒绝元朝征召，后被强迫北行，抵元大都
后绝食身亡。 第二甲第二十七名陆秀夫，坚毅忠
烈， 元兵沿江东下， 官吏多逃跑， 他坚守不去。
1279 年，元兵攻破崖山，他背着祥兴帝一起投海
自尽，年仅 42 岁。

宋朝重用、厚待读书人，读书人也努力回报
宋朝。 宋朝科举制度当然也存在一些缺点和局
限，但整体上起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 通过长
时间严密规范的科举考试，国家得以选拔大量优
秀人才。 在从门阀社会转向科举社会、门阀士大
夫主导转向科举士大夫主导的进程中，逐渐造就
了一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 由此，全社会
勤奋向学，文化相对普及。 加之社会流动性、平民
化特征明显，可以说宋朝已处于近代早期。 ①3

（据《解放日报》)

唐朝“行卷”和“公荐” 对贫寒子弟有点不公平
科举制度在唐代基本定型，但

当时尚未由考试成绩决定一切。不
仅考生的家庭出身、 社会关系、个
人名声、外貌口才等很重要，而且
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行卷”和
“公荐”。“行卷”指考生为求推荐录
取而在考试前投送给达官贵人的
个人诗文；“公荐”指公卿大臣向主
考官推荐人才。

李白未曾参加科举，但他早就
声名远扬， 因而由玉真公主推荐，
应诏入京，供奉翰林。 这是推荐保
送的路子。 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
别》、张继《枫桥夜泊》和杜牧《阿房
宫赋》等都是作为行卷而知名的作

品，他们也因此获得科名。 这是自
荐和公荐相结合的路子。

这种考试制度对世家子弟有利，
对贫寒子弟则有点不公平。晚唐杜荀
鹤出身寒微、 屡试不第，《投从叔部
阙》 中就哀叹：“空有篇章传海内，更
无亲族在朝中。 ”没有做官的亲友相
帮，再有才华文名也无济于事。

两宋之交则流传开一个说法：
“唯有糊名公道在， 孤寒宜向此中
求。 ”说的是，糊名制度保证了考试
的公道，孤寒子弟应当努力在科举
中求取功名。这就是科举制度的唐
宋转型。

宋代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解试、

省试和殿试，逐级淘汰，择优录取。 第
一级解试，全称发解试，是在各地
方州郡、开封府、国子监组织的考
试。 发解试通过的举子，就取得省
试的资格，可到首都参加礼部组织
的全国性官员选拔考试。 因礼部属
于尚书省，故称省试。 省试是三级
考试中最为重要的一关，基本决定
了考生的命运。 省试通过后，就进
入最后一关：殿试，由皇帝亲自在
金殿上进行考试。 通过皇帝的殿
试，即可直接授官。 由于殿试的主
持人是皇帝，所有通过殿试的人都
可说是天子的门生。 因此，宋朝的
登科进士皆为天子门生。

死记硬背或吟诗作赋 难在宋朝科场竞争中取胜
与唐代相比，宋朝科举的变化

主要有：
第一，开放考试门户，几乎人

人均可应举。唐代规定，犯法令者、
工商杂类及州县衙门小吏不得参
加科举考试。宋朝彻底取消出身和
门第限制，士农工商杂类皆许应举
入仕。南宋时期，要想进入仕途，必须
通过科举考试； 偶或可靠门荫补官，
但级别很低，还是要去应举，否则一
辈子都不能高升。

第二，废除荐举残余，一切以
程文为去留。禁公荐，罢公卷，以成
绩高低定去取，防止考场内外的徇
私舞弊活动。

第三，严格考试制度，锁院糊
名誊录并行。锁院制即指考试前将

考官和工作人员召集到贡院里面、
昼夜锁闭，与外界隔绝，直到放榜
始得出来。糊名制是指将所有考生
的姓名都糊起来，今天叫“密封制
度”， 考官们看不到考生的身份信
息。 誊录制，则是由工作人员把所
有考生的答卷重新誊写、 抄录一
遍，经过对读官、誊录官和校勘官
的三道程序，确定誊录的卷子（草
卷）与考生的原答卷（真卷）一致无
误，再送考官评阅。

第四，考试内容多样，重能力
见解及应用。进士科考试由以诗赋
为主转变为经义、诗赋、策、论并
重，经义由试墨义改为试大义。 考
生只有扩大知识面、 具备独立见
解、提出实用对策，才可能在激烈

的科场竞争中取胜。
第五，扩大录取名额，取士之

多空前绝后。 两宋享国 320 年，共
开科 118 榜，取士人数超过 11 万，
是唐五代登科总人数的 10 倍多。
其中， 北宋取士总数约 61000 人，
平均每年大约录取 360 人。

第六，中举即可授官，升迁相
对较快。 唐代士子科举登第后，只
取得做官资格， 尚不能直接授官，
故称“选人”；守选三年期满，方能
参加吏部铨选，在吏部身、言、书、
判的考试中合格才能做官， 这是
进士入仕的常规道路 。 宋代科
举， 进士中举后即可授予官职，
而且升迁远比其他途径入仕者
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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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丐孤儿和书童 皆可中进士做高官
宋朝科举制度相对较公平公

正，一切以考试成绩定去留，欧阳
修感叹“无情如造化， 至公如权
衡”。结果就是，家庭条件好的士子
固然有机会入仕，许多贫寒子弟仅
凭自身努力也得以中举为官。这方
面的案例，实在是不胜枚举。

宋初的张雍，安德（今山东陵
县）人，逃荒流浪，孤单困苦，时常
沿街乞讨，但对《诗经》深有研究，
于太祖开宝六年考中进士，真宗时
做过财政大臣、开封知府，终以尚
书右丞退休。

范仲淹，两岁而孤，母贫无依，
改嫁长山朱氏，生活拮据。 他先是
寄居寺庙学习，后泣别寡母，远赴
应天府书院，昼夜苦学。 史书称，5
年里未曾解衣就寝，困了就用水浇
面，清醒再学。每天，太阳偏西才吃
一点粥，而且经常连粥都匮乏。 最
后，他高中进士，官至参知政事（副
宰相）。

欧阳修，系家中独子。 4 岁丧

父后，与母亲郑氏到湖北随州去投
奔欧阳修的叔叔。 叔叔家也不富
裕，好在母亲郑氏是受过教育的大
家闺秀，用芦苇秆在沙地上教欧阳
修读书写字。欧阳修 17 岁时，首次
在随州参加州试，因赋逸官韵被黜
落，但有警句传诵。 归家复取韩愈
集阅读， 立志中举后将尽力于斯
文。 5 年后，应试礼部又不中，不得
不改习时文。 后来，终于举进士甲
科，与范仲淹一样，官至参知政事。

有个书童的故事更加励志。 王
淑是汪激的书童，侍候主人读书过
程中耳濡目染，与汪激同时考中，同
科登第的还有苏轼、曾巩等。 王淑名
次还在曾巩之上。 这是“取士不问家
世”和“寒门出贵子”的佳话。

两宋时期，读书学习、进京赶
考都需要不菲的花销，穷困学子可
以通过多种渠道获得资助；官办学
校、 书院也会给予一定的生活补
贴，民间有义学，家族有义庄。史料
记载，北宋曾给路途遥远的举子发

送“公券”，凭此于往返路上可在公
家的驿站招待所免费食宿，故又叫

“驿券”。
据统计，在新旧《唐书》所载

830 名进士中， 出身望族和公卿子
弟者最多 ， 高达 71% ， 小姓为
13.1%， 寒素子弟仅占 15.9%。 可
见，唐代科举取士的社会成分非常
狭窄，寒门确实难出贵子。 而在《宋
史》 有传的北宋 1533 人中， 布衣
（平民）入仕者占比 55.12%；一至
三 品 官 中 ， 来 自 布 衣 者 约 占
53.67%， 且自宋初后逐渐上升，至
北宋末已达 64.44%。

从宰相一职来看，唐代仅崔氏
十房前后就有 23 人任相， 在唐代
369 个宰相中占比 1/15；而宋代宰
相里， 布衣出身者占比 53.3%，超
过一半，足证宋朝的权力结构是以
庶族士人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 完
全可以说，宋朝是一个开放性的平
民社会，寒门多出贵子，努力就有
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