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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知识

半年奔波为赶考 洗澡搜身防作弊
又到一年一度高考时，看看古代学子是如何“高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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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是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
折点，也是改变命运的一次机
会。自从 1952 年新中国开启

了首次高考之后，高考已经实行了几
十年，也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但
你知道吗？在古代也是有“高考”的。

古代的高考被称为科举制，科举
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1905 年才被废
除，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史。科举考试
的第一名被称为状元，到了今天，逐渐
成为了优秀学子的代名词。相比今天
的高考，古代人的科考可难多了，对他
们来说，考的不仅仅是基本功，更是心
性和意志。一起来看看古代考生都是
怎么“高考”的吧。

综合中新网南京日报

许多影视剧里，穷秀才遇到了赏识
他的贵人，给予物质资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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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吐露了期间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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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用的每套试卷费都由考生来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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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考很“烧钱”
试卷费也由考生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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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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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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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蜡像馆内的古人参加乡试场景

古代“高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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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高考”也要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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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分为三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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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殿试在阴历三月
份。乡、会两试的时间定在
当月的初九、十二、十五三
天。

古代“高考”要背哪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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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预防作弊，古代的相
关措施也很严格。在考试前，
考生需先出示一张类似现在
准考证的东西，以防有人替
考。进了考场，不会出现几十
个人呆在同一个房间的情
形，而是每人一个小隔间，考
试期间内的吃喝拉撒睡都在
这个隔间里。如果在古代被
抓到作弊，那后果可比现在
要严重多了。

洗澡曾是防考试作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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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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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令禁止夹带作弊 进场时得接受搜身检查

落榜生可查卷 阅卷人员错评或被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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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中期政府修建专门科举考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