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举成就撑起梅州辉煌人文

谢永昌古清华刘奕宏

“
五岭东趋尽揭阳，中有梅花乡，横枝独傲冰雪里，畸人节士代相

望．．．．．
”

这是96年前，著名学者、曾任中山大学教授的梅州人古直用于中的

如橡大笔，写下意象瑰丽的歌词，描绘位于粤东北的秀美家乡、人文秀区

梅州。

耕读传家，千百年来，梅州的客家人紧紧抓住文化教育的命运之绳。

从宋代以来，朗朗书声遍传于间巷，教化流布于旷野。书院、私塾，是每

个城区、村落最显眼和崇高的建筑。明清以降，梅州文教发达，逐渐在粤

闽赣客家地区脱颖而出，成为地区文化的中心，成为人才之渊豪。其中重

要标志就是，科举人才在清代出现喷涌的现象，与广州番周、佛山南海形

成鼎足之势。乾嘉期间更创造乡试连续
“
五科五解

”
的奇迹，即连续五科

乡试，全省的第一名均由梅州士子夺得。

进士是科举制度的象征 ♂ 
问度是隋以后历代封建王朝设时选拔官时度即隋在

文帝开皇七年（587），迄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日，历1300多年之久。 3� 
历代科举考试，均由朝廷制定若干科目作为取士之标准。从唐代至宋 附

神宗熙宁之前，考试科目以诗赋为主，是为
“
诗赋取士时代

”
；熙宁至元

末以经义为主，是为
“
经义取士时代

”
；明初直至清末，改用八股文，是

飞
J

平／旷

为
“
八股取士时代

”
。

j青代科举考试主要有三级：最低一级为
“
院试

”
；第二级为

“
乡



试
”

，最高级是
“
会试

”
和

“
殿试

”
。

院试之前需要经过
“
县试

”
和

“
府试

”
。凡县试、府试、院试考取第

一名者称为
“
案首

”
。县试、府试、院试三个阶段为

“
童生试

”
，应考者

无论年龄老幼均称
“
童生

”
。县试、府试分别由知县、知府主持。县试录

取后即取得参加府试资格（雍正十一年嘉应直隶州设立以前，今梅州所属兴

宁、五华县童生要到所属的惠州府参加府试，梅县、平远、蕉岭童生要到

所属的潮州府参加府试。嘉应直隶州设立后，所辖各县童生在州府参加考

试，府试即为州试所代替）。院试，是府（州）试录取的童生，参加由省学政

（学台）主持的考试。录取者即为
“
生员

”
，或称

“
入学

”
、

“
入库

”
、

“
入洋”

、
“茂才

”
，通称

“
秀才

”
，又称

“相公”
。

秀才经过岁、科两试，考得一等前列者便成为
“
康生

”
。康生属资历

较深的生员，每月可得到政府的康膳补助，还有资格做官。秀才是属于本

府、州、县学的生员，若考选入京师国子监读书的，则称为
“
贡生

”
，意

为将人才贡献给皇帝。贡生包括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称为
“
五贡

”
。五贡都算正途出身资格，与康生一样，可出任地方官或学官。

乡试，每三年一次，在省城和京城举行。秀才等通过
“
科考

”
合格

者，方可参加。乡试由皇帝任命的
“
主考

”
主持，考期在秋天，故称

“
秋

闹
”

。考取者为
“
举人

”
，又称

“
孝廉

”
。第一名为

“
解元

”
，前五名为

“
经魁

”
，余为

“
文魁

”
。各省取中举人，朝廷规定了名额。清代广东乡

试每科应考者达万余人，取额80名左右。如遇皇帝即位、寿诞或皇室的庆

彷 典，可加考酬。叫人可入仕脯，故人们叫
‘
老爷

”
。

.. , 会试，每三年一次，在北京举行，由礼部主持。考期在乡试次年的三

t JJ. It,:脉相各凯阳考 考由贡士 第一名称

:! , 
“
会元

”
，第2至18名称

“
会魁

”
。每次会试万余人，全榜中额约360名，

a志 广东得额（满额）仅16名。

船 殿试，是由皇帝在殿廷上对贡士亲发策问的考试，故又称
“
廷试

”
。

殿试分三甲： 一甲三名赐
“
进士及第

”
，第一名称

“
状元

”
，亦称

“
殿

飞叩2
平／扩

元
”

、
“ 鼎元

”
或

“
殿撰 ” ；第二名称

“
榜眼

” ；第三名称
“
探花

”
。

二、三甲分别赐
“
进士出身

”
、

“
同进士出身

”
，第二甲第一名称

“
传

萨
”

。一甲三名在殿试后，立即授官。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



翰林院编修。二、三甲进士一般需再经过一次
“
朝考

”
（由皇帝特派大臣阅

卷的殿廷复试），最优者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其余为主事、知县等职。清代

翰林院为储才之地，主管编修国史（故翰林亦有
“
太史

”
之称），记载皇帝

言行的起居注，撰拟机要文书，进讲经史等。翰林院以大学士为掌院学

士，其下设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等官。

殿试朝考后，新进士之授翰林院庶吉士者，称为
“
点翰林

”
。

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官制度，科举为隋朝以后的封建王朝各阶层人士，
尤其是下层寒士提供了一条入仕之路，选拔产生了11万多名进士和上百万

名的举人。这些进士、举人构成了中国一千多年政治和文化活动的主体，

对隋唐以后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

可以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中国文学艺术的繁荣与发展，中国传

统教育的困革等，都与这些进士、举人密不可分。他们推动历史发展的作

用，值得传颂。

梅州科举成就冠岭南

一个地方文化发达与否，学风兴盛与否，都可以从其地士子功名之多

少看出来。梅州文教自宋以来，是较为发达的，它的开发，后于广、惠、

潮三州，而发展速度却为全省之冠。

以梅县（含梅江区）为例，早在宋代就出了不少进士，有些还是一家多 川

人的。如古成之与古宗悦为父子，古宗悦与古革为公孙，古革、古墓、古 'XJ也

巩兄弟同科进士，可谓四代五进士。蔡若霖与蔡定夫为父子，与蔡蒙吉为 叫
’

叫

公孙，是为公孙三进士。由此可窥当时梅州文风之一斑。明代饶相、饶与 I jJ. 

龄父子进士，张文宝、张纲父子进士；清代李象元与子李端、孙李逢亨， ＼牛，

不仅公孙三进士，且为公孙三翰林；大埔杨之徐与杨攒绪、杨演时、杨嗣 :3� 

时是父子进士，且三子俱为翰林。其他父子、兄弟进士，无法在此一一备 附

述。

自宋至清末，仅梅县就考中举人681人（其中清代有623人）。在举人考飞叩气／旷

试中名列第一的解元，就有李士淳、叶著、陈鹊荐、杨时行、梁念祖、宋

湘、叶钧、李汝谦、李载熙等17人。考取的进士有112人（仅清代就有90



人），其中翰林有李士淳、李象元、陈鸦荐、邱政华、宋湘、王利亨、李仲

昭、李椭平、黄仲容、李载熙、温仲和等19人。清乾隆、嘉庆年间，可说

是梅州文风最盛之时。乾隆十七年（1752）圭申恩科会试，广东全省中进士

者仅11名，而梅县却占了5名；嘉庆三年（1798）戌午科广东乡试，全省中举

者88名，梅县占17名，其中李汝谦为名列榜首的解元。

更为突出的是乾嘉年间连续五科乡试的解元都是梅州人，他们分别是

梅 县梁念祖（1789）、 梅 县 宋 湘 （1792）、 梅 县叶钧（1794）、 大埔丘作霖

(1795）、梅县李汝谦（1798），文风之盛，令省人刮目相看。

如此辉煌的科举成就，可从梅州的历史渊源和自然、社会环境中找到

缘由。梅州客家先民从中原迁徙到这里定居后，垦殖最为贫婿的土地，谋

生极为不易。据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载：
“

方渐知梅州，尝谓：梅人无

植产，特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
”

方渐是福建甫田县人，进士出身，于

宋高宗绍兴间来梅任州官。可见早在宋代，梅州人就喜欢读书，且困
“

无

植产
”

，靠读书而谋生，这种风气一直流传下来。《乾隆嘉应州志》亦有

记载：
“

士喜读书，多舌耕，虽穷困至老，不肯辍业。
”

俗称不识字为
“

瞎眼
”

，故激励人们都想读书。梅州科举最末一科进士杨玩著的《梅谚

汇笼》里有 一首极为流行的儿歌：
“

瞻除罗，咯咯咯，唔读书， 有老

婆。
”

人们认为不读书是没有出息的。连贫家寡妇，也千辛万苦，积资供

儿女读书。

北宋梅州知州滕元发创立州学，开培育人才风气之先。后刘安世滴居

梅州，创书院教育人才，即后世所称的元城书院。学宫、书院的次第创

立，为文教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宋元鼎革殆至元末战火，百年之间，梅州

两经政治上之重大动荡，城野萧条，人口锐减，梅州学风陷入不振，故科

举人才一度凋零。

a志 明永乐元年（1403），福建晋江籍举人郑椿中担任程乡知县，他为振兴

牛 教育而创设学校，并亲为学生授课，于是梅州文教始有所恢复。十年后县

人罗惟政登进士第。

、 4 - 成化十七年（1481），知县刘彬看到宋代刘安世所设元城书院及州官刘

焕所设小学困年久乱多而倾废，便重建东、西、南、北四社学，并在城东

周溪设立
“

周溪书院
”

。明嘉靖元年(1522），广东督学魏校命程乡县训导



张贤拆毁城乡各处淫祠，改设社学，并扩充田产以裕学资，自此梅州文教
复渐兴盛。明天启元年(1621），知县林欲昂（福建晋江举人）在梅城下市新码
头创办

“

锦江书院
”

。崇祯年间，松口乡绅李椅捐资创办 “

松江书院” 。
经明清鼎革之乱后，清顺治十年(1653），李士淳在城东攀桂坊（今梅城

下市）设立 “先贤书院
”

。康熙年间，县令曹延蘸（大仓州人，进士）及 本地
翰林李象元、陈鸦荐等热心地方教育，增设书院和

“

义学
”

，于是文风又
渐振兴。

雍正十一年（1733）程乡县升格为直隶嘉应州。首任州官王元枢（山东济
宁人，贡生），在城里设立 “程江书院

”

。乾隆十五年（1750），知州王之正
（ 北京通州举人）将程江书院重修扩建后改名为

“

培风书院
”

（其旧址在今周
增路），成为梅城最有名气的三间书院之一 。其余二间为乾隆十 一年
(1746）政绩卓著的州官王者辅（安徽天长县人，康生）所建的 “

东山书院
”

（今东山中学前身）和本地举人黄莺藻（黄遵宪之叔父）、张麟宝等人呈请州衙
拨款及州属各县捐款所建立

“

崇实书院
”

（今梅州中学前身）。以上这些书
院，为本地培养了大批人才。清状元吴鸿乾隆二十二年督学广东，在踏遍
南粤大地后，盛赞梅州、｜ “

人文为岭南冠”

。

梅州进士统计与学理分析

梅州作为客家人最大的聚居地之一，科举时代考中进士的人数，目前 lJ 
梅州全市合计有正榜进士247名。与整个科举时代产生的11万多名进士相 4幽
比，似是沧海一粟，但梅州历史上的进士逾80%集中在清代，超过200人， 叫

』
a

占清代进士总数26800多人的百分之一。从人口 到地域的占比率看，梅州 川R-
科举兴盛的人文景观，是值得后人自豪和学习的。 、－，

对于梅州科举时代进士多数集中在清代的现象，我们在搜集整理进士 3� 
材料的过程中，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主要原因是与客家民 珩
系从形成到成熟的时间脉络密切相关。

客家民系从两宋形成到明末清初成熟的发展过程中，梅州起初为南方飞叩飞／旷
荒蛮之地，历史上动乱频繁。 主要有北宋时期武装贩卖私盐的

“

盐寇
”

，
南宋中后期的

“

嗣寇
”

、
“

虔寇”

，元明间的 “

舍寇”

等，几个世纪里，



大小动乱持续不断，对地方社会造成深远影响。明中期为此专门设立南赣
巡抚，统辖闽粤湘赣四省军队，对动乱进行弹压。梅州地处寇乱之地， 动
乱直接影响社会稳定，致使人文不振。两宋元明时代，梅州登科举功名稀
少，与当时动荡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

客家人最大的特质是崇文重教。梅州文教兴盛， 随着明代中后期民系
的成熟而驶入发展快车道。据不完全统计， 至清末废科举前，梅州有书院
24所、义学14所、社学20所、官学4所， 私塾遍及城乡 。 产生过文举人
1230人、文进士224人、翰林33人。

清代以来，梅州文教事业的发展兴盛有三个标志。
第一个标志是清顺治十年(1653）广东学政在梅州开科取士。考场设在

兴宁学宫明伦堂，调集潮州府管辖的程乡（梅县）、平远、镇平（蕉岭）和惠州
府管辖的兴宁、长乐（五华）、龙川、永安（紫金）、和平、连平、长宁（新
丰）等县（都是纯客县）的生童到这里参试。在非州非府的地方开岁、科取
士，各地并不多见。

第二个标志是雍正十一年（1733）程乡（梅县）升格为直隶嘉应州。嘉应州
由广东省布政司直管， 从潮州府分出平远、镇平二县，从惠州府分出兴
宁、长乐二县，由嘉应州统辖。

为什么要设直隶嘉应外｜？时任广东总督的鄂弥达在 奏疏中说得明白：
该县

“文风极盛
”

，每次乡试、会试得中的人数都是全省最多的，别的地
方 “

罕出其右
”

；由于读书赶考的人实在太多了， 生员录取名额虽已按县
#. 级最高标准增至15名，仍显得

“

殊未相称
”

，有些
“

童子
”

到老都考不上
I叫

A
秀才， 因此应将该县升为直隶州，在科考方面给予府级待遇， 呗光文

」4 ？台
”

。朝廷准奏升格嘉应州、｜后，仅州学生员名额增至20名（不含附州各县名
也 酌，所辖兴宁、长乐、平远、镇平四县的学额也都有所增加，科岁考制
－� 州里举行，省学政直接到这里来主考。科考方面确实享受到了府级待遇。
品 从此梅州文风更盛， 每次开科，来参加考试的童生都在万人以上，读书人

占总人口比例之高，可以想见。
6 第三个标志是乾隆十五年（1750）嘉应知州王之正在州城署前街照墙题

～ 一 写 “人文秀区 ” 四字， 点明当时嘉应五属人文鼎盛的情景。如梅县李象
元， “ 公孙三翰院

” ， 乾隆圭辰恩科（1752） “ 同科五 进士 ” （李江、曾凤
翔、温伯魁、曾殿川、李逢雍）、广东 “五科五连解

”

更让梅州地方声名远



播。

隶属于潮州府的大埔县，文风之盛在潮州九属中首屈一指。康熙二十

七年(1688）戊辰科进士杨之徐，其三子杨攒绪、杨捕时、杨演时，分别在

康熙六十年（1721）辛丑科、乾隆元年(1736）丙辰科、乾隆十年(1745）乙丑科

中进士并选为翰林。与杨演时同科中进士的还有杨成梧、杨文振、陈可

奇，杨攒烈则中明通榜进士，
“

同科五进士
”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广东

学政据府试情况，将潮州府学25名额分拨各县，并作定例，结果
“

统阅九

县文卷，佳构之多，大埔称最
”

，将其中11名学额拨给大埔。又按
“

人文

最盛
”

的标准，学额增加15名，全县就有26名生员录取名额了。大埔
“

一

腹三翰院
”

与
“

同科五进士
”

两大盛事，与嘉应五属相提并论，并驾齐

驱。

综上所述，梅州、｜科举在清代考取进士呈现爆发状态，就顺理成章了。

将

V也
r

飞飞叩可..fiY



抱
回
r

飞叭崎r · 可..fi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