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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考试也会预防考生作弊。《宋史·选举》
记载，宋太宗淳化年间（990年至994年），推行

“糊名考校”法，即在试卷上糊住考生姓名、籍
贯，决定录取卷后再开封。后来，又采取考生进
号舍后即关闭上锁的方法，以此杜绝作弊。

最重量级的“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在故
宫太和殿前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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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考生很辛苦，需要长途跋涉去赶考，
还要把所有必备的东西都带齐。从四书五经
到考试专用的墨斗笔、墨汁储藏盒、砚台，还有
换洗衣物。在所有考试用品里，浮票即准考证
无疑最重要，一旦遗失就无法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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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每三年进行一次，乡试、会试各三
场，每场考三天。第一场写七篇八股文，第
二场写一篇政论、五篇判词、一篇公文，第三
场写五篇时政评论。

在当时南京江南贡院举行的乡试，考生
需自带干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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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书上讲的“进京赶考”指的是会试。清
朝光绪九年（1883年），参加会试的考生有1.6
万多人，只有300多名考生得中，录取率不到
1.9%，堪称百里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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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人用人，是中国社会古往今来育人树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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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有1300多年历史的
古代“高考”——科举制度，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在科举制度之前，古代中国普遍使用的是
举荐（察举）制，但这一制度具有不公正和随机
性。而科举制度是中央政府统一安排的全国
分区统考，是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

明朝时，科举考试分为四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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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是“状元”“榜眼”和“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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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华网、人民网 漫画/杨仕成

订阅热线：028-86969110
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中国邮政微商城搜索《华西都市报》，即可订阅。
欢迎小朋友向我们投稿！投稿邮箱：shaonianpai@thecover.cn
你投来的每一篇文章，都有机会被大家看到！快来投稿吧！

◎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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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高考”什么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