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链接
一年一度的高考又如期而至。考季凶猛，自古如此。在

古代，博得前途、获得良好的出路、改变自己乃至家人的命
运，只能靠这“一考定终身”了。因此，古人对“高考”（科举）
的重视程度，丝毫不亚于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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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血气多滞，拜则肢体屈伸，气血流
畅，可终身无手足之疾。

——《古今图书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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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高考”很烧钱：
盘缠是大开支 试卷需付钱

在古代，考试时间也是十分固

定的，但并不限于一次考试，有的

朝代有春考、夏考之分，最后决出

状元的“殿试”，一般安排在三月里

的春天，即所谓“三月廷试”。

古代的考试时间，一般分为三

天，但不是像现在这样连着考，而

是中间空出两天。明、清两朝，乡

试时间在阴历八月份，会试在阴历

二月份，殿试在三月份。乡、会两

试的时间定在当月的初九、十二、

十五三天。

咋排名次
“高考”成绩分三等：一二三

甲。一甲只取三名。第一名称“状

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

“探花”，称“三鼎甲”，都赐“进士及

第”；二甲取若干名（根据官场需

要），都赐“进士出身”；三甲取若干

名，都赐“同进士出身”。

要背多少书
据统计，书生们要背诵《论

语》、《孟子》、《诗经》、《礼记》、《左

传》，共 40 多万字，全部都要精读

背熟。此外还要看相当于原文几

倍数量的注释，还有其他非读不可

的经典、史书、文学书籍等。

需要学习的科目
主要有书、诗、论、赋一共四

科，即八股文、试帖诗、经纶、律

赋。八股文的题目主要摘自“四

书”：《大学》、《中庸》、《论语》、《孟

子》。试帖诗是诗体的一种，考试

时以古人某一诗和成语为题，并限

定某一韵脚，以歌颂朝政为内容，

作出诗来。 据中新社

许多影视剧里，穷酸的秀才遇到了赏识他的贵
人，给予物质资助，考生高中后又回来报恩。侧面
可以看出，古代的科举考试费用并不是一般家庭可
以负担的。

首先是赶考费。大中四年（公元850年），赴举
者刘蜕曾在一篇文章中诉说了赴举的辛酸：“家在
九曲之南，去长安近四千里。膝下无怡怡之助，四
海无强大之亲。日行六十里，用半岁为往来程，岁
须三月侍亲左右，又留二月为乞假衣食于道路……
况有疾病寒暑风雨之不可期者，杂处一岁之中哉！
是风雨生白发，田园变荒芜。”刘蜕所说的“半岁为
往来程”，虽然诉说了赶考的辛酸，也吐露了其间巨
大的经济压力。半年间不仅收入全无，还有旅途车
马费、旅店费、饮食等盘缠，是一笔大开支。

古代考试还有一项开支，学生考试用的每套试
卷都由考生来支付，加上置办一些考试装备，如脂
烛水炭、餐器、衣席等，加起来不是小数目。

预防作弊，相关措施与现代一样严格。洗澡曾
是反考试作弊的重要方式。《金史》记载当时的科举
考试之前，考生们都要由不识字的士兵搜身以防作
弊。后来有人指出，“搜检之际虽当严切，然至于解
发袒衣，索及耳鼻，则过甚矣，岂待士之礼哉！”遂向
皇帝建议“使就沐浴，官置衣为之更之，既可防滥，
且不亏礼”，并得到许可。通过考前洗澡并提供制
式服装，既防作弊又不“亏礼”，真可谓有理有节。

对科举夹带作弊，历朝政府都严厉禁止。尤其是
到了清代，科场作弊之风日益猖獗，为防范科场夹带作
弊，清政府不仅对考生的衣着和携带器具做出了十分
详细的规定，还就如何严格搜检颁布了一道道政令。

所有参加考试的士子，都得接受彻底的搜身检
查，连考生头上的辫子也要解开来查，甚至还要查
看臀部。但制度再严格，舞弊丑闻仍时有发生。

好多考生在京城考完试后，“多借静坊庙院及闲宅居住”，闭
门苦读，投入到了下一轮备考复习中。

这在考得不好的落榜生中表现最明显。
在唐代，考生考完试不离开京城回家，又称“过夏”，因为要在京

城过夏天了，就在考地复习。这种在高温时节仍给自己安排的学
习，又称“夏课”。用唐人李肇《唐国史补》的说法是，“退而肄业，谓
之过夏；执业以出，谓之夏课。”

在唐代，以夏课为代表的复读之风特别盛行。夏课主要的作业是
“写作文”，进行诗文的创作。其实，古代考生考完后不离京回家，也是
有其客观原因的。在古代交通不便，条件差的要靠步行到京城参加考
试，路途少的耗时月余，多者数月甚至半年。所以许多考生索性不回
家，呆在京城，这样免了差旅费和旅途之苦，又有复习时间。

古代阅卷的主观因素比现代要多，对考生的成绩影响很大，有
不少落榜生是被不负责任的阅卷人员误了前程的。因此，有的责任
心强的考官会抽查未考中的“落卷”，主考官也有权力调阅副主考官
未“取”的荐卷进行复核。

此外，还有一条比较人性化的规定——允许落榜生查卷，这也
是监督阅卷人员的一种好办法。如果把优秀的卷子评差了，考生一
旦上访，麻烦就大了，责任人是要被朝廷治罪的。

一般在考试成绩张榜公布后 10 天内，落榜考生都可以查看自
己的试卷。落卷上会有考官的阅卷批语，一看就明白为何未被录
取，也算死个明白。

高考研究专家、长江教育研究院执行院长张才生说，古代“高考”
和现代其实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古代科举评卷是第一印象决定命
运。为了加快阅卷速度，按时完成朝廷规定的工作，阅卷人员也是想
尽办法，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手段就是看“第一印象”，也就是重点看考
生的头场卷子，此即古人所谓“止阅前场，又止阅书义”。一般情况下，
如果考生的头场卷考得好，阅卷时得了“高分”，基本上榜便有戏了。
即便允许查分，也查不出来什么。

现代高考阅卷则更加严苛，全部都实行网上批改，试卷扫描到电
脑里，连改卷老师都看不到原卷。客观题电脑评分，不可能有差错，主
观题如写作至少两个老师批改，如果两个人批改的误差较大，就会转
给第三个人或者复查组复核，这样误差可以争取到最小，“所以评卷作
弊的可能性为零”。张才生说，现在要求查卷的考生并不多，个别有争
议的，也是考试院组织专家复核试卷，再给文本通知。如果非要看试
卷，只有走法律程序，但最后的结果多是不能看试卷。

古代评卷看重“第一印象”

“古代高考”
考试时间分三天

落榜生可查卷

落榜生复读很常见

考前洗澡防作弊

赶考一样很“烧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