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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赵翼的场屋经历管窥清代科举制

伏　涛
(苏州大学文学院　江苏苏州　 215123)

摘　要:赵翼在科举之路上奋斗了二十多年 , 此后几乎一直生活在科举的阴影中。 以赵翼的科举经历为窗口 ,

可以管窥清代科举制度的真实面貌 ,这样不仅可以促进赵翼的诗歌研究 、文学研究以及赵翼本人的研究 , 而且可以

促进文人心态的研究 , 还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对科举的认识 , 从制度层面上去认识科举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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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ZhaoYihasbeenstruggledformorethan20 yearstowintheimperialexamination, andlivesforeverintheshadowof

thisexamination.ZhaoYi' sexperiencesinimperialexaminationrevealsomeaspectsoftheimperialexaminationsystemofQing

Dynasty.SuchstudymaypromotetheresearchofZhaoYi' spoetry, literatureandZhaoYihimself, furtherthestudyofwriter' s

spirituallife, andenhanceourunderstandingoftheessenceofimperial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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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举制度是封建社会一种选官 、用人制度 ,说得

极端一点 ,它就是封建皇权为了寻求战略同盟 、谋求

长治久安而给读书人下的钓饵。为了追求功名利

禄 ,许多读书人毅然决然地走上科举之路 。他们不

畏艰险 ,不计代价 ,甚至以生命为赌注。他们 “一经

皓首 ,十上干名”
[ 1] 93

,真可谓 “三支烛尽 ,烧残学士

之心”。
[ 2] 68
一代名君唐太宗激动之余 ,曾道出科举

的真谛:“天下英雄 ,入吾彀中矣!”
[ 3] 159
科举把千军

万马引上独木桥 ,这就造成了场屋上竞争的激烈 、搏

杀的残酷 ,京华烟云中奔波的往往是失意之人 ,车尘

马足中消失的大多是铩羽倦客 。在科举阴影下有多

少读书人在水驿 、城楼的辗转往返中度过了青春 ,迎

来了白发。千百年来奔走在长安道上 ,来去匆匆的

大多是凄凉的过客。

从 “十二岁为科举文 ”
[ 4] 5
,到三十六岁成探花 ,

赵翼在科举之路上跌打滚爬了二十四年之久。通过

审视他的科举经历 ,不难看出 ,他的科举经历直接影

响了他的仕途发展。换句话说 ,他仕途的坎坷是其

科举曲折的自然延伸 。赵翼活了八十八岁 ,在官场

上仅呆了十八年 ,就戢影林下 ,不希荣进 。他退出官

场 ,居乡教读 ,与其科举 、仕途经历有着很大的关联。

傅璇琮先生在 《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的序言中说:

“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 ,在中国

历史上 ,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 、思想

面貌和感情形态呢 ?”
[ 5] 3
此话说得非常深刻 ,十分到

位。研究科举时代的封建士子特别是其心态时 ,不

能不把科举作为重要的向度。研究科举制度时不能

不考虑它对士子特别是其心态的影响。赵翼是科举

场上的博弈者 ,而且是一个长期的苦熬者。他既是

科举的受益者 ,又是受害者。因为赵翼奋斗场屋的

时间较长 ,而且经历了一番曲折 ,所以他对科举有着

比较深的感受 ,有着这样那样的一些理解与看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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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以他的科举经历为窗口自然就可以更多地

了解科举 ,认识科举 ,研究科举 。赵翼在科举场上有

两件事让他刻骨铭心 ,终生难忘。一是冒籍考试 。

二是恩科殿试中被乾隆皇帝从状元调为探花。前者

赵翼是成功的偷渡者 ,随之而来的是自省 ,为此他深

感汗颜 。后者他是受害者 ,他把这引为终生遗憾 ,也

因此导致了人生目标的转变 。乾隆皇帝的 “舞弊 ”

行为曾引起不少人的关注 ,赵翼的这一 “不幸 ”曾引

起一些人的同情和思考。关于冒籍考试 ,赵兴勤教

授在其 《赵翼评传 》一书中有比较详细的论述 ,但略

嫌深度不够。状元调为探花一事 ,除了在 《赵翼评

传 》中有论述外 ,杜维运先生在 《赵翼传 》中也有思

考 ,但都显得不够全面 ,欠深入 ,没能从制度层面上

去探究 。有鉴于此 ,笔者认为对此有进一步研究的

必要。本人学殖谫陋 ,不足之处在所难免 ,只能算是

抛砖引玉吧 。如能引起他人的研究兴趣 ,在此基础

上再做进一步的思考 ,那可就是笔者的奢望了 。

一 、科举经历

赵翼走过的科举之路 ,虽没有蒲松龄经历的那

么坎坷曲折 ,不比沈德潜走的那样漫长遥远 ,但也够

艰辛的 ,磕磕绊绊 ,且有点戏剧色彩。下面请看赵翼

的科举经历:

“赵翼少聪颖 ,三岁受蒙学 ,日识二十余字 ,六

岁就塾……十二岁为科举文 ,一日则成七篇 。十四

岁好古文词 , 已显诗才 。十五岁其父殁 , 家甚贫

寒 ”
[ 4] 5
,未成年转接父亲的讲席 , “家甚贫 ,卖老屋

三间 ,仅存四间蔽风雨 。馆饩岁不过六金 ,除买纸笔

外悉以养家 ,不敢用一钱 ,然食指嗷嗷 ,膳粥常不给 。

太恭人佐以织纴 ,犹至断炊。”
[ 6] 1391

从此过了八年之

久的半是学生半是塾师的生活 ,其处境非常艰难 、十

分潦倒 。这段生活的困窘 、生计的艰难 、生命的苦历

对他人品性格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 。赵翼 “十九

岁应童子试 ,补弟子员……二十四岁 ,应顺天乡试 ,

以第二十一名中举。”
[ 4] 6
他为了谋求甲榜正途出身 ,

五次会试皆落第 ,直到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恩科

会试才脱颖而出 ,这年他已经三十六岁 。他的试卷

是惟一被九名阅卷大臣一致画圈通过的 ,以第一名

进呈。不料引见时 ,乾隆以赵翼与第二卷胡高望都

是江浙人 ,第三卷王杰为陕西韩城人 ,而清开国百年

来陕西还未出过状元为由 ,将一 、三卷互易 ,赵翼只

中个探花。以上是赵翼科举之途的概况。下面主要

研究他场屋历程上的两件大事 。

二 、冒籍考试

少年时代的赵翼特别喜欢诗 、古文 、词 ,他是在

他父亲逼迫下学写八股文的 。父亲去世后 ,没有人

督课 ,赵翼 “遂泛滥于汉 、魏 、唐 、宋诗古文词家 ,兼

习为词曲 。”
[ 6] 1391

“父执杭应龙先生悯之 ,谓寒士进

身惟恃举业 ,舍本务而他涉 ,将何以救贫 ?”
[ 6] 1391

在

杭的督促下 ,赵翼一边教家塾 , 一边重新学习八股

文。后因生员不足 ,家庭负担太重 ,很少的束脩根本

不能解决全家温饱问题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 ,只好

北上谋生 。正如他在 《入都依外舅刘午岩先生馆

舍》中所言:“旁人不识饥驱出 , 只道从师负笈

游。”
[ 4] 49
此时的他并非负笈京华 ,更非壮游 ,而是卖

文谋生 ,乞食皇城 ,京华烟云中奔竞的是一颗孱弱的

心。他所依附的外舅 ,也是寄人篱下 , “时先生客于

宫保尹公第”
[ 4] 49

, “怜公已是依人庑 ,我又依公似拇

骈。”
[ 4] 49
破陋的小燕窝偏又挂在摇摇欲坠的屋梁

上。 “倦羽飘摇得暂投 ,萧萧灯火话羁愁。我来客

路谁青眼 ,公在名场已白头。五亩何时乘下泽 ,一壶

还仗引中流 。”
[ 4] 49
这是赵翼此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

在这 “旅食愁方剧 ”
[ 4] 49
的境况下 ,他只好走科举之

路 , “以南籍生员 ,不能试北闱。会有族人在天津业

盐 ,招往试 。商籍运史叶公昱得先生卷 ,叹为奇才 ,

拔置第一 。学使吕公炽按试 ,取入泮。秋应顺天乡

试 ,以五经卷获隽。”
[ 6] 1393

《赴津门》一诗对此有详尽

的描述:

西笑到长安 ,求官拟唾手 。岂知一青衿 ,易

地成弃帚 。南庠试北闱 ,令甲所不受 。闻有牢

盆籍 ,游客借已久。入作黉舍生 ,可列乡射耦 。

爰乘薄笨车 ,路指丁沽口 。潞堤直于弦 ,津河绿

于酒 。将为假途行 ,先防扞关守。诘者严谁何 ,

未敢告以某。譬如投秦客 ,变易姓名走 。孟尝

出函谷 ,夜半作吠狗。曹公诳追兵 ,黄马者在

后。居然春絮飘 ,着地又生柳 。虽贪奋飞便 ,终

愧诡遇丑 。古人重始进。出处戒其苟。聘书却

公卿 ,移文畏朋友。伊余独何为 ,自赴藏疾薮 。

盗泉不暇择 ,渴来饮一斗 。迹如鸠占巢 ,情类雉

求牡 。旅枕梦醒时 ,何地谢怩忸。一笑聊解嘲 ,

比例得八九。徐凝江右士 ,赴杭觅举首 。名臣

范履霜 ,亦以朱说取。士穷则躁进 ,此事古来

有。要当期大节 ,微眚岂足垢 。
[ 4] 54

在诗中 ,赵翼把冒籍考试的原委细细道来 ,将身处尴

尬境地的心情和盘托出 ,写得十分具体 、生动可感 。

其中有自省:“虽贪奋飞便 ,终愧诡遇丑。古人重始

进。出处戒其苟 。”
[ 4] 54
也有自慰:“士穷则躁进 ,此

事古来有 。要当期大节 ,微眚岂足垢。”
[ 4] 54
也有些

许的自嘲:“迹如鸠占巢 ,情类雉求牡。旅枕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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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何地谢怩忸。一笑聊解嘲 ,比例得八九。”
[ 4] 54
从

中可以看出诗人随波逐流背后的万般无奈 、随顺自

然而导致的逢场作戏 ,看出诗人很强的自尊与没有

失去的操守 。当然也可以看出冒籍考试也并非赵翼

的发明 ,虽然明文禁止 ,但事实是禁而未止。 “京国

依人惯 , 谋生倚捉刀。布衾寒似铁 , 名纸敝生

毛 。”
[ 4] 55
赵翼过了几年寄人篱下的生活 ,捉刀生涯

的艰辛 、生活的穷困潦倒致使他顾不了太多 。为了

养活全家 ,冒籍考试又何妨 ?赵翼是一位比较正统 、

有操守的文人 ,正如杜维运先生所说:“至于瓯北之

品 ,虽未达到 国̀之仪表 ,士之楷模 '的境地 ,然而他

终是一位立身有素的知识分子。”
[ 7] 8
他对自己走冒

籍考试这一旁门左道总觉得不好意思 ,十分的难为

情 。在其后来的诗作中对此多有提及 ,如 《津门呈

叶东壶运使 》所云:“也随土著入胶黉 ,失一兵仍得

一兵。唇舌换如儿学语 ,姓名变岂客逃生 。鹏当北

徙贪风便 ,鹊不南飞羡月明 。说与先生应笑绝 ,几同

火迫酂侯成 。”
[ 4] 55
可以看出他对冒籍考试这犯规行

为是十分在意的 ,正直高尚的超我总是不能原谅随

波逐流的本我。赵翼能用诗歌的语言把自己这段不

光彩的科举经历如实地写出来 ,而不是为自己找借

口来遮羞 ,这足以说明他为人心地坦荡 ,诚实率真 。

他敢于解剖自己 ,敢于说真话 ,敢于在诗歌中抒发真

实性情 ,这是他作为性灵派副将人格方面的条件。

下面来探究一下冒籍考试深层次的原因。

锡 、金两县。于承平时 ,童生应学院试者 ,

一千数百人 ,而学额仅三十人。世俗之称秀才

也颇重 ,而得之者亦颇难。往往有文学均优 ,写

作俱佳 ,而佹得佹失 ,年至斑白 ,犹溷迹于童子

军中。
[ 8] 128

由于文风发达的江南地区竞争如此激烈 ,而北

方地区则相对弱一点 ,所以就有一部分考生到北方

冒籍或寄籍考试 。赵翼出生于常州武进 ,这个地区

在清代则是人文渊薮 ,场屋竞争相当激烈 。穷则思

变 ,赵翼北上谋生 , 为了养家糊口 , “士穷则燥

进 ”
[ 4] 54

,他 “未能免俗 ,卿复尔耳 !”
[ 9] 659
也就冒盐商

籍 ,借 “牢盆狎客 ”的势力 “送我上青云 。”
[ 10] 565

冒籍考试不是新事物 , “此事古来有 ”
[ 4] 54

,它是

科举的 “胎症 ”。到了清朝 ,这种现象更为普遍 。早

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就已经有 “尔来浙江 、江

南人冒直隶等处北籍 ,及代人考试者甚多”
[ 8] 137
之

说 。由于冒籍现象比较严重 ,所以清廷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 ,严防 “冒占跨考 ”。康熙十八年 ,申谕学政

力加剔除的 “十弊 ”中就有:“或明收冒籍致佔本学

正额 者。”
[ 11] 293

“如察出不 能剔除者 , 由 部纠

参。”
[ 11] 294

尽管三令五申 ,但收效甚微 ,仍然有不少

来自于文风发达的江南士子从进学至中举大量涌入

北方 ,北地名额有不少被南人所占 。为了防范冒籍 ,

清廷除了在制度上进行完善 ,还在舆论上做一些宣

传:“夫国家之所以重士也 ,谓其品行端方 ,足备异

日公卿之选 ,若苟且徼幸于目前 ,而始进不正 ,贻笑

终生 ,尚安望其受爵服官 ,克自树立 ,为朝廷有用之

材乎 ?”
[ 8] 138
结果是 ,不但没有收到预期效果 ,反而更

加严重 , 《镜花缘》中有关于冒籍考试具体的描写:

“缁氏伯母 ”为了圆科举梦 ,偷天换日 ,来个 “三假 ”

(假名姓 、假乡贯 、假年岁),闺臣帮她造假 ,还喜道:

“如此现成美举 ,真是不费之惠!”
[ 12] 290

《镜花缘 》所

写一定是嘉庆年间科场实况的反映 。

三 、状元调为探花
在辛巳恩科殿试中 ,赵翼被乾隆由状元调为探

花 ,他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 。表面上称 “已惭鼎足

犹非分 ,敢望巍科第一传 。”
[ 4] 209
实际上他耿耿于怀 ,

引为终生遗憾 。也许是因为国人与生俱来的浓厚的

尊王意识 ,也许只是名次上的 “微调 ” ,也许是这样

的事在科举史上已经司空见惯 ,人们早已见怪不怪 ,

此事并未引起人们太多的同情和深入的思考 ,赵翼

在其笔记 《簷曝杂记》“辛巳殿试 ”条中对此有详细

的记载:

且隔岁庚辰科状元毕秋帆 、榜眼诸桐嶼 ,皆

军机中书 ,故蜚语上闻 ,有历科鼎甲皆为军机所

占之说。及会试榜发 ,而余又以军机中书得隽 ,

傅文忠为余危之 ,语余不必更望大魁。而余以

生平所志在此 ,私心终不能己。适两刘公又作

阅卷大臣 ,虑其以避嫌摈也 ,乃变易书法 ,作欧

阳率更体 。两刘公初不知 ,已列之高等 。及将

定进呈十卷 ,文定公虑余卷入一甲 ,又或启行迹

之疑 ,且得祸 ,乃遍检诸卷 ,意必得余置十名外 ,

彼此俱无累矣 。及检 ,一卷独九圈 ,当以第一进

呈。九圈者 ,卷面另粘纸条 ,阅卷大臣各以圈点

别优劣于纸上 ,是岁阅卷者九人 ,九人皆圈者惟

此一卷。文定公细检疑是余 ,以语文正 。文正

覆阅 ,大笑曰:“赵雲菘字迹虽烧灰亦可认 ,此

别非也 。”盖余初入京师时 ,曾客公第 ,爱其公

子石庵书法 ,每效之 。及直军机 ,余以起草多不

楷书 ,偶楷书即用石庵体 ,而不知余另有率更体

一种也。文定则谓遍检二百七卷 ,无赵雲菘书 ,

则必变体矣。文正又覆阅 ,谓赵雲菘文素跅驰

不羁 ,亦不能如此谨严 ,而文定终以为疑 ,恐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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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君子结交之局。兆将军惠时方奏凯归 ,亦派

入阅卷 ,自陈不习汉文 ,上谕以诸臣各有圈点为

记 ,但圈多者即佳 。至是兆公果用数圈法 ,而惟

此卷独九圈 ,余或八 、或五 ,遂以第一进呈 。先

是历科进呈卷皆弥封 ,俟上亲定甲乙 ,然后拆 。

……见拙卷系江南人 ,第二胡豫堂高望浙江人 ,

且皆内阁中书;而第三卷王惺园杰则陕西籍 。

因召读卷大臣 ,先问:“本朝陕西曾有状元否?”

皆对云:“前朝有康海 ,本朝则未有。”上因以王

卷与翼互易焉。 ……明日论诸大臣 ,谓:“赵翼

文自佳 ,然江 、浙多状元 ,无足异 。陕西则本朝

尚未有 。今当西师大凯之后 ,王杰卷已至第三 ,

即与一状元亦不为过 。”次日又屡言之 。
[ 13] 26 -28

五代人王定保说:“殊不知三百年来 ,科第之设 ,草

泽望之起家 ,簮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 ,其族馁矣;世

禄失之 ,其族绝矣。”
[ 3] 97
出生于孤寒之家的赵翼为

了糊口谋生很自然地走上了科举之路 。为了实现

“二十八人初上牒 ,百千万里尽传名 ”
[ 14] 283

的人生梦

想 ,赵翼苦战场屋 ,孜孜以求。开始时 ,只是为了解

决温饱问题 , “书生不过稻粱谋 ”。
[ 4] 840
后来才有更

高的人生目标———“修齐治平 ”。状元是封建士子

最高的人生理想 ,当这美梦即将成真时 ,乾隆皇帝给

他当头一棒 。作为受害者 ,赵翼是无辜的 ,内心是十

分委屈的 ,但 “普天之下 ,莫非王臣 ”
[ 15] 335

,谁也没有

办法。这样的 “暗箱操作 ”对乾隆皇帝来说并非偶

一为之 。究其原因 ,大致有如下几点:

1.考虑地区均衡 。 “见拙卷三系江南人 ,第二

胡豫堂高望浙江人 ,且皆内阁中书;而第三卷王惺园

杰则陕西籍 。因召读卷大臣 ,先问:̀本朝陕西曾有

状元否 ?'皆对云 :̀前朝有康海 ,本朝则未有 。'上因

以王卷与翼互易焉 。”
[ 13] 27-28

清代全国各地文化发

展很不均衡 ,江浙一代人文蔚起 ,状元大多出在江

浙 。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乾隆则全国一盘棋 ,办法

有两个:一是对各地区录取名额作硬性规定;二是在

必要时进行人工调整 。当然这与乾隆对江浙文人怀

有特殊心态有关 ,这是清朝开国之时留下的心理

“创伤”。

2.出于政治考虑。乾隆说:“赵翼文自佳 ,然

江 、浙多状元 ,无足异 。陕西则本朝尚未有 。今当西

师大凯之后 ,王杰卷已至第三 ,即与一状元亦不为

过 。”
[ 13] 28
乾隆这样做也是出于稳定一方人心计 。当

时陕西一带局势不稳定 , “时值西陲戡定 ,魁选适得

西人 ,御制诗以记其事。”
[ 16] 11085

这样可以吸引那一

带的读书人 ,拉拢一下那一方的精英分子 。再说主

考官又是平西归来的武将 ,这样就更有恩威并用的

意味了。但他又感到这样做有拂人情 ,所以心里有

点不安 ,为此又要找一个合适的理由。而且还要考

虑手下重臣的感觉 , 就一再解释 , “次日又屡言

之。”
[ 13] 27-28

目的是为了赢得更多人的理解 。

3.人情因素。 《清史稿 ·王杰 》中说:“(王杰)

殿试进呈卷列第三。高宗熟视字体如素识 ,以昔为

尹继善缮疏 , 曾邀宸赏 , 询知人品 , 即拔置第

一。”
[ 16] 11085

王杰此人并非等闲之辈 ,他这 “天子门

生”没有让乾隆失望 。 “(乾隆)命为军机大臣 ,上书

房师傅。次年 ,拜东阁大学士 ,管理礼部 。台湾 、廓

尔喀先后平 ,两次图形紫光阁 ,加太子太傅。”
[ 16] 11086

他是乾隆棋盘上一颗重要的棋子。 “公为人廉静质

直 ,诚于奉职 ,其居位与和珅同列 ,公以大体接之 ,不

为壮鸠悻悻之事 ,而遇所当执 。终不与和珅附 。公

素行无瑕疵 ,纯皇帝知公深 ,和珅虽厌公 ,亦不能去

也。”
[ 17] 556

嘉庆七年 ,老病乞休时 ,御制诗送他有云:

“直道一生立廊庙 ,清风两袖返韩城 。”
[ 16] 11088

4.相面结果 。乾隆曾对傅文忠公说过:“赵翼

文虽佳而无福相”
[ 4] 245

,根据赵翼的画像题诗可以知

道他是一个很瘦的人 , “繄余老儒生 , 瘦骨故寒

健。”
[ 6] 377

“自顾癯如鹤 ,人疑瘦为蛙。”
[ 6] 424
蒋士铨

说他:“君脊而木强 。”
[ 4] 58
看来赵翼的长相的确不敢

恭维 。我们再看王杰的相貌:“乃引见 ,风度凝然 ,

上益喜。”
[ 16] 11085

看来两人的相貌的确有悬殊。赵翼

的眼睛很有神:“谒见时 ,布衣徒步 ,英气逼人 ,目光

烂烂 ,如岩下电 。”
[ 4] 55
那是恩师眼中的他 ,小脸尖下

巴 ,看上去像猴子 ,而眼神又咄咄逼人 ,这就难怪影

响面试的效果 , 而 “(王)杰体不踰中人 , 和蔼近

情”
[ 16] 11088

,难怪面试时 ,乾隆 “跟着感觉走”。

5.看是否谐时。 “清代开国之初 ,就把 尊̀儒重

道 ' (廉洛关闽之道)定为基本的文化国策 。”
[ 18] 4

“其目的就是借此来取得汉族人民的文化认

同。”
[ 18] 5
朱学成为有清一代的官方哲学。 “阿附之

徒 ,固借此以求倖进 ”
[ 19] 47

,王杰 “初从武功孙景烈

游 ,讲廉 、洛 、关 、闽之学 ”
[ 16] 11085

,也就是宋代理学 ,

而其中的 “闽 ”就是指讲学于福建的朱熹。后又投身

到理学重臣陈宏谋门下做幕僚 ,亲承指教 ,于是 “学益

进”。王杰因此就成为理学特别是朱熹之学的专业人

才。学成文武艺 ,货与帝王家。是否能 “货与”———

买卖成交 ,卖个好价钱 ,关键看是否适销对路。王杰

本人对此看得很清楚 , “自谓生平行止居官得力于

此。”
[ 16] 11085

学有所用 ,应时所需 ,是王杰被乾隆看中

的另一个原因 ,这也是赵翼失败的重要原因。赵翼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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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历史学家 ,其次是诗人 ,而乾嘉年间盛行经学 、考

据学 ,而这又不是他的特长 ,在诗歌方面又没有机会

能像沈德潜那样和乾隆愉快合作。

除了以上分析到的 ,一个重要原因是避免 “历

科鼎甲皆为军机所占 ”
[ 13] 26

,以免舆论非议 。这在引

文中讲的很清楚了 ,无需赘论。笔者认为 ,赵翼的强

项性格也是其不幸的根源之一 。另外就是两人的背

景靠山不同。王杰曾 “历任两江总督继善 、江苏巡

抚陈宏谋幕 ,皆重之。”
[ 16] 11085

而这两人都是乾隆的

股肱之臣。而赵翼的恩公都是不可干私 、又不愿说

项之人 。当然还会有其它一些原因 ,只能留给他人

做进一步思考了 。

再看其他两级考官是如何衡文的:先看兆公 ,

“兆将军惠时方奏凯归 , 亦派入阅卷 , 自陈不习汉

文 ,上谕以诸臣各有圈点为记 ,但圈多者即佳。至是

兆公果用数圈法 ”
[ 13] 27

,兆惠将军因为军功而被派入

阅卷 ,他不习汉文 ,后来皇帝面授机宜 ,叫他数圈 ,看

来这样的考官三岁小孩也能胜任。用一个不识汉文

的赳赳武夫去给国家最高级考试去做总考官 ,这未

免滑稽得有点过了头 ,也算是 “科举奇闻”吧!

接着请看九位阅卷大臣是怎样履行职责的:文

中主要讲了刘 、于两公 ,这是两位忠于职守的考官 。

不接受请托 ,这在赵翼的《簷曝杂记》“殿试送卷头 ”

条中说的很具体。但他俩的阅卷方法与 《儒林外

史 》的周进做考官的阅卷方法虽然都比较滑稽 ,但

又相差很大 。范进抢头卷 ,周进看了三遍 ,第一遍看

后心里不喜道:“这样的文字 ,都说的是些甚么话 !

怪不得不进学!”
[ 20] 31
后来因有时间 , “从头至尾 ,又

看了一遍 ,觉得有些意思。”
[ 20] 31
看了第三遍不觉叹

息道:“这样文字 ,连我看一两遍也不能解 ,直到三

遍之后 ,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 真乃一字一珠 !

可见世上糊涂试官 ,不知屈杀了多少英才!”
[ 20] 32
最

后把第一给了范进。魏好古好杂览 ,请求面试 ,周进

很不满意 ,但看他 “文字也还清通 ,把他低低的进了

学 ”
[ 20] 32

, “填了第二十名 ”
[ 20] 32

, 其他考生还没交

卷 ,头尾两名已经就定下来 ,这种阅卷的客观性怎

样 ,可信度如何 ,也只有天晓得 !周进如此阅卷比起

辛巳殿试中的阅卷官要认真的多 ,真不知世上糊涂

的试官还有多少 !

在科举考试中采取回避制度是应该的 ,但考官

为了避嫌 ,明哲保身 ,把官场游戏规则应用到闱场中

来 ,不根据考生的实际水平 ,而只顾及自身利益 ,这

样的考官看是公道 ,实际上是极不公正的 ,一是违背

了制度 ,二是害了考生 。因为 “隔岁庚辰科状元毕

秋帆 、榜眼诸桐嶼 ,皆军机中书 ,故蜚语上闻 ,有历科

鼎甲皆为军机所占之说 。”
[ 13] 27
所以考官就不问考生

的具体水平 ,不敢再随意录取 “军机中书”为鼎甲 ,

而赵翼 “生平所志在此 ,私心终不能己。”
[ 13] 27
经傅

桓的提醒 ,赵翼心想:“两刘公又作阅卷大臣 ,虑其

以避嫌摈也 ”
[ 13] 27

, 于是灵机一动 , “乃变易书

法”。
[ 13] 27
如果没有 “内线 ”提醒 ,如果不是对 “两刘

公”很了解 ,赵翼定会被 “置十名外” ,恐怕连探花也

休想探到 。为防赵翼卷入一甲 ,刘公忙得不亦乐乎 ,

“遍检诸卷 , 意必得余置十名外 , 彼此俱无累

矣。”
[ 13] 27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赵翼变用欧阳率更

体 ,终于越过两位 “恩公”为了自身利益而为赵翼人

为设计的障碍 。通过这详细而又极具戏剧性的描

写 ,我们似乎可以看出 ,作为国家抡才大典 ,本应该

是十分严肃的事 ,但在具体操作中却显得如此荒唐 、

这般滑稽 。三级考官 ,要么颟顸 ,要么无知 ,要么自

私。如果不是因为几年幕僚的生活 ,赵翼认识几个

重量级的人物 ,如果没有内部消息传出 ,我想以上关

于辛巳恩科殿试的情况是不会如此具体地被记载下

来。这是笔记所载 , 而非小说虚构 ,有着补史之功

能 ,具有认知价值 、见证价值。它向我们透出了清代

科举的原生态 。

四 、结论
通过对赵翼场屋上经历 ,特别是冒籍考试和恩

科考试进行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到了乾隆年间 ,科

举制度已经到了式微期 ,虽然统治者想方设法进行

补救 ,但却无济于事 ,因为它随着依附的政体一起在

腐烂变质 ,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 ,注定行将就木。虽

然统治者仍用它作为诱惑士子的手段 ,企图把士子

中有助于其统治的精英分子收之门墙 ,以为桃李 ,巩

固其统治基础 。但事实上作为一项制度已经被歪曲

异化 ,他们把国家抡才大典当作儿戏 ,阅卷大臣只看

皇帝颜色行事 ,只唯上 ,不唯才 ,主考官可以是 “目

不识丁”的武夫 ,靠数圈子来定排名 ,而最后把关者

就是最大的 “舞弊”者。比起考官的行径 ,考生冒籍就

是小巫见大巫了。科举被当作一种游戏 ,考官颟顸 、

贪墨 、无知 、上下其手 ,考生奔竞而不按规则 ,冒籍 、送

卷头而寻求奥援。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 ,科举场上 ,

考生 、考官一起在做滑稽的游戏 。最为可怕的是:统

治者制定了规则 ,又破坏了规则。让真正有才干的人

政治边缘化 ,这就不可避免引起有识之士的强烈不

满 ,离心离德 ,从而弱化了统治。这无疑也是大清帝

国走向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科举对封建士子的影

响是不可估量的 ,它连接着仕途 , (下转第 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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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老乞大 》、《朴通事 》该两本是韩国高丽时代编写的汉语口语会

话课本。

⑥　《四声通考 》 , 1454年朝鲜申叔舟编写的一本韵书 , 简称为 《通

考 》。

⑦　相关材料分为两种:一种是《广韵 》、《蒙古字韵 》等中国韵书 ,另

一种是与现代对外汉语语音教学有关的一些材料。

⑧　谚文的三大音节成分为初声 、中声 、终声 ,初声相当于汉语的声

母 ,中声相当于韵头与韵腹 ,终声相当于韵尾 ,即中声与终声等

于韵母。 《四声通解 》卷首说:“凡字皆有初中终三声 ,必将三声

并合 ,然后乃成一字 ,如初声 中声 终声 并合而为 ,即

“东 ”字之音也 ”。

⑨　《四声通解 》凡例 13条写道:“入声 三音汉俗及韵会蒙

韵皆不用之唯南音之呼多有用者……今俗所呼榖与骨质与职同

音而无 之辨也故今撰通解亦不加终声 ”, 据此一律不注

韵目 “屋 ”的入声韵 “ ” ,如 “榖 [ ku] ”。

⑩　朝鲜时代的韩语(即朝鲜语)也具有声调语言的特征,但其声调不

如汉语的声调 ,区别意义的功能不大。而且 ,现代韩语的声调基

本上已经没有了 ,只在个别方言当中保存着长短的现象 ,而且因

此可以说作为音位的功能实际上消灭了。当时的汉语声调用 “傍

点 ”来表示。申叔舟的《四声通考 》的凡例十说:“凡字音四声以

点别之 ,平声则无点 ,上声则二点 ,去声则一点,入声则亦一点。”。

 11　照那斯图 、杨耐思编著 , 《蒙古字韵校本 》 , 北京:民族出版社 ,

1987年。

 12　《现代汉语词典 》所收条目分为单字条目和多字条目 ,单字条目

是一个音节的 ,多字条目是两个音节以上的。

 13　《汉语教科书 》 ,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编 ,商务

印书馆 , 1964年。

《基础汉语课本 》,北京语言学院编 ,华语教学出版社 , 1980年。

《实用汉语课本 》,刘珣 、邓恩明 、刘社会编著 ,商务印书馆 , 1984

年。

《初级汉语课本 》,北京语言学院留学生三系编 ,北京语言学院

出版社 、华语教学出版社 , 1984年第版。

《汉语初级教程 》,邓懿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993年版。

 14　五套教材中四套都单独安排语音教学阶段 , 只是《初级汉语课

本 》采用把语音 、语法 、词汇这三者结合的方式。

 15　新疆地区少数民族语言有维吾尔语 、哈萨克语 、蒙古语等 , 其中

大多数于韩语一样属于阿尔泰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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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关系到心态 ,它影响世风 、左右仕风以及士风 ,他

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 ,何可忽乎 ? 科举在历

史上走了千年之久 ,终于到了尽头 ,一种新的选官用

人制度正呼之欲出。从赵翼的科举经历可以透视出

清代科举的真实面貌 ,对当下选官用人未必没有启
示作用 ,这也是笔者撰写本文的一点奢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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