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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概述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参加人才选拔考试的制度。它是历代封

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

做科举。科举制从隋代开始实行，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举行最后一

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废除科举

制度。

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为选拔人才资源，而设置的一种考试

制度，让读书人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学而优则仕的一种制度。

科举制的殿试部分是由皇帝亲自主持、以分科考试形式录用人才的取

士制度。魏晋以来，采用九品中正制，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

选拔。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

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为改变这种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

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官员。他令各州推举人才，参加考试，合格的可以做

官。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

选拔人才。中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到明朝，科举考试形成了完备的制

度，共分四级：院试（即童生试）、乡试、会试和殿试，考试内容基本以

《四书五经》为准，以
“

四书
”

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解释

必须以朱嘉《四书集注》为准。

科举以前的人才制度

296 秦朝以前，采用
“

世卿世禄
”

制度，后来逐步引入军功爵制。西周

飞，v d扩时，天子分封天下。周丰L之下，社会阶级分明。管理国家由天子、诸侯、

卿、士分级负责。而各阶层依照血缘世袭。到了东周，世卿世禄制度开始



崩溃，于是有
“
客卿

”
、

“
食客

”
等制度以外的人材为各国的国君服务。

到了汉朝，分封制度逐渐被废，皇帝中央集权得以加强。皇帝为管理

国家，需要提拔民间人才。当时采用的是察举制与征辟制，前者是由各级

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材，后者是中央和地方官府向社会征辟人才。由州

推举的称为秀才，由郡推举的称为孝廉。察举制缺乏客观的评选准则，虽

有连坐制度，但后期逐渐出现地方官员彻私，所荐者不实的现象。征辟制

也存在着种种弊端。

魏文帝时，陈群创立九品中正制，由中央特定官员，按出身、品德等

考核民间人才，分为九品录用。晋、六朝时沿用此制。九品中正制是察举

制的改良，主要分别是将察举之权，由地方官改由中央任命的官员负责。

但是，这种制度始终是由地方官选拔人才。魏晋时代，世族势力强大，常

影响中正官考核人才，后来甚至所凭准则仅限于门第出身。于是造成
“
上

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
”

的现象。不但堵塞了民间人材，还让世族得以把

持朝廷人事，影响皇帝的权力。

科举制度起源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朝。隋统一全国后，隋文帝为了适应

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

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废除九品中正制，

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他令
“
诸州岁贡三人

”
参加考试，合

格者可以做官。据史载，开皇三年（ 583年）正月，隋文帝曾下诏举
“
贤

良
”

。开皇七年（ 587），又令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
“
志行修 叫 A

谨
” “

清平干济
”

二科举人。隋炀帝大业三年悦。如四月，诏令文武 也
官员有职事者，可以

“
孝佛有闻

”
、

“
德行敦厚

”
、

“
结义可称

”
、

“
操 _..t 

履清洁
”

、
“
强毅正直

”
、

“
执宪不饶

”
、

“
学业优敏

”
、

“
文才秀美

”
叶生

“
才堪将略

”
、

“
普力骄壮

”
等10科举人。进士二科，并以

“
试策

”
取

士，这标志着科举制正式诞生了。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 297 

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
飞叩d扩

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



虽是草创时期，并未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

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

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
“

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

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 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

春还秋住，乌聚云合。
”

科举制度完备

隋朝灭亡后，唐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

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

是完善科举制的关键人物。在唐朝，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

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

常设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土、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

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宇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

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

常科的主要科目（进士考时务策和诗赋、文章，明经考时务策与经义；前

者难，后者易）。

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

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

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

杨 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

叫川
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闹，

」4 闹也就是考场的意思。

也 明经、进士酬，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

－志 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

异 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

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
298 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

7 十 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
“

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
”

的说法。
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

“

权



知贡举
”

。进士及第称
“
登龙门

”
，第一名日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

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

国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

耀，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
“
雁塔题名

”
。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

“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

”
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

的代称。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

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
“
集贤殿正

字
”

。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

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

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

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知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

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

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

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

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唐太宗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他即位后，大大

扩充了国学的规藤，扩建学舍，增加学员。

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
“
策问贡人于洛成殿

”
，这是中国科

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

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应

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

枪、负重摔交等。
“
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

”
。而在唐代最著名的武

状元便是郭子仪了。

唐玄宗时，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的考试内容。他在位期间，曾在长

安、洛阳宫殿八次亲自面试科举应试者，录取很多很有才学的人。开元年

间，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了科举考试的地位，以后成为定制。

科举制度改革时期

将

V也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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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宋代
“
重文轻

飞叩平／旷

武
”

，所以也很重视科举考试，但后期导致选官过冗过滥。相比之下，宋



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

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吕祖谦说：
“

进士之科，往

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
” 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进士科之外，其它科

目总称诸科。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 一

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

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

十几人。

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

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

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

实行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

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

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

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分三甲放榜。南宋以

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

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
一、两年不定。 宋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

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誉录，并建立防止伺私的新制度。

将 从隋唐开科取土之后，彻私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对此，宋代统治者采取

付 了一些措施，主要是糊名和誉录制度的建立。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

」4 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
“

弥封
”

或
“

封弥
”

。宋太宗时，根据陈靖

也 的建议，对殿试实行糊糊。后来，宋仁宗下诏省试、州试均实行糊名

a考 制。但是，糊名之后，还可以认识字画。根据袁州人李夷宾建议，将考生

昂 的试卷另行誉录。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不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

迹也无从辨认。这种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衔情取舍的确产生了很大的效
300 力。但是，到了北宋末年，由于政治日趋腐败，此项制度也就流于形式

飞，v d扩了。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革，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痛疾，反而使它进一

步恶化。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

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

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

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

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

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

宁八年，宋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

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

《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

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 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

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

对。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

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宋代的科考分为三级：解试（州试）、省试（由礼部举行）和殿试。

解试由各地方进行，通过的举人可以进京参加省试。省试在贡院内进行，

连考三天。为了防止作弊，考官俱为临时委派，并由多人担任。考官获任

后要即赴贡院，不得与外界往来，称为锁院。考生到达贡院后，要对号入

座，同考官一样不得离场。试卷要糊名、誉录，并且由多人阅卷。而殿试

则于宫内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及定出名次。自宋代起，凡于殿试中进士

者皆即授官，不需要再经吏部选试。

南、北宋三百二十年，总共开科一百一十八次。取进士二万人以上。

科举中落与创新时期

1238年，戊戌选试录取生制人。后因故中止，至元仁宗延站二年 扩
( 1315年）才再次开办。

元代的科举制度基本沿袭宋代，用
“

经义
”

、
“

经疑
”

为题述文。科

举分为地方的乡试，和在京师进行的会试及殿试。元代科举只考一科，但 301 

分成左右榜。右榜供蒙古人、色目人应考；乡试时只考两场，要求相对较
→ ←

简单。左榜供汉人、南人应考，乡试时考三场，要求相对较严格。乡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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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试考获名单俱按种族分配。

元朝自仁宗至顺帝时灭亡止，科举停办两次，共举办过十六次，取进

士1,139人；国子学录取284人，总计1,423人。但元科举所选人材通常并没

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元政府中产生的影响也不大。

鼎盛时期

元朝开始，蒙古人统治中原，科举考试进入中落时期，但以四书试

士，却是元代所开的先例。

元朝灭亡后，明王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明代统治者

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

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进学校

却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监生大体有

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入监的称举

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监生可以直接做官。特别是明初，以监生而出任

中央和地方大员的多不胜举。明成祖以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

少，却可以直接参加乡试，通过科举做官。

参加乡试的，除监生外，还有科举生员。只有进入学校，成为生员，

才有可能入监学习或成为科举生员。明代的府学、州学、县学、称作郡学

或儒学。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进入府、州、县学的，通称生员，俗称秀

才。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叫童试，也叫小考、小试。童生试包括县 ，告：

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学政又名提督学院，故 ’.亨
称这级考试为院试。院试合格者称生员，然后分别分往府、州、县学学 叮 A

习。生员分三等，有康生、增生、附生。由官府供给膳食的称康膳生员， 也
简称康生；定员以外增加的称增广生员，科称增生；于康生、增生外再增 _..t 

名额，附于诸生之末， 称为附学生员，科称附生。考取生员，是功名的起 争

点。一方面、各府、州、县学中的生员选拔出来为贡生，可以直接进入国

子监成为监生。一方面，由各省提学官举行岁考、科考两级考试，按成绩 303 

分为六等。科考列一、二等者，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称科举生员。困
飞叩平／旷

此，进入学校是科举阶梯的第一级。



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
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
年一次，逢子、卵、午、四年举行，又叫乡闹。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
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闹。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均可应考。主持乡试
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其它官员若干人。考试分三场，分
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
一名称解元。唐寅乡试第一，故称唐解元。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
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放榜后，由巡抚主持鹿鸣宴。席
间唱《鹿鸣》诗，跳魁星舞。

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闹。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丑、
辰、未、戌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闹。
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由于会试是较高一

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官，都由
较高级的官员担任。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考中的称贡士，俗
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

殿试在会试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明宪宗成化八年起，
改为三月十五。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
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殿试毕，次日读卷，
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 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
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

，告： 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萨。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称甲
：［气 榜，或称甲科。进士榜周期隅，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

」4 题名。
也 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
a志 元，合称三元。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明代连中三元者仅洪武年
净 间的黄观和正统年间的商骆二人而已。

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
304 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

飞，v d扩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庶
吉士出身的人升迁很快，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



入内阁的局面。

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

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以四书、五

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

即所谓代圣贤立言。格式也很死。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

法要求对偶。八股文也称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八

股文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一般分为六段。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

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源。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

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称复收大结。八股文是

由宋代的经义（主要来源于朱嘉注解）演变而成。八股文的危害极大，严

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工具，同时也把科举考试制度

本身引向绝路。明末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
“

八股盛而《六经》微，

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
”

。又说：
“

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

消亡

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族

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清代科举在雍正前分满汉两榜

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的优特，只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

以后，虽然改为满人、汉人同试，但参加考试的仍以汉族人为最多。

科举制发展到清代， 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

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

举制终于消亡。

清人为了取得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资格，先要参加童试，参加童试的 飞在
人称为儒生或童生，录取

“

入学
”

后称为生员（清代有府学、州学和县 _..t 

学，统称为儒学）。儒学和孔庙在一起，称为学宫。生员
“

入学
”

后即受 非

教官（教授、学正、教谕、训11导）的管教。清初生员尚在学宫肆业（有月

课和季考，后来变成有名无实了），又称为生，俗称秀才。这是
“

功名
”

的起点。

生员分为三种：成绩最好的是康生，有一定名额，由公家发给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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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增生，也有一定名额；新
“

入学
”

的称为附生。每年由学政考试，

按成绩等第依次升降。

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乡试，会试，殿试。

乡试通常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又称为大比。由于是在秋季举

行，所以又称为秋闹。参加乡试的是秀才（生），但是秀才在参加乡试之

前先要通过本省学政巡回举行的科考，成绩优良的才能选送参加乡试。乡

试考中后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第二名至第十名称
“

亚元
”

。
会试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礼部举行，所以会试又称为礼闹，又称

为春闹。参加会试的是举人，取中后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会试后
一般要举行复试。

以上各种考试主要是考八股文和试帖诗等。八股文题目出自四书五

经，略仿宋代的经义，但是措辞要用古人口气，所谓代圣贤立言。结构有
一定的程式，字数有一定的限制，句法要求排偶，又称为八比文、时文、

时艺、制艺。

殿试是皇帝主试的考试，考策问。参加殿试的是贡士，取中后统称为

进士。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

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俗称状元，第二名俗称榜眼，第

三名俗称探花，合称为三鼎甲。第二甲第一名俗称传萨。

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其余诸进士再参加朝

考，考论诏奏议诗赋，选擅长文学书法的为庶吉士，其余分别授主事（各

，告： 部职员）、知县等（实际上，要获得主事、知县等职，还须经过候选、候

了 补，有终身不得官者）。庶吉士在瞅瞅瞅瞅习馆（亦研制）

」4 肆业三年期满举行
“

散馆
”

考试，成绩优良的分别授翰林院编修、翰林院

也 检讨（原来是第二甲的授翰林院柿、原来是第三甲的授翰林院检讨），

a夸 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或分发到各省任知县。

导 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分两个阶段，一个是科举的初步考试，一个是科

举的正式考试。科举的初步考试有这么三种，一种叫童试，一种叫岁试，

306 一种叫科试。童试，一般又叫做
“

小考
”

。凡童子开始应初试的时候称做

飞，v d扩
“

童生
”

，童生经过一定的考试选拔，在县里面选拔了以后到督学进行考

试，督学考试合格就可以称做
“

秀才
”

了。范进是多年的童生，最后终于



考上秀才了。秀才每一年考一 次，这也是一个选优的过程，这叫
“

岁

试
”

。每三年还要参加一次大的考试，叫
“

科试
”

。每三年考一次，主要

是为了推举举人考试的资格，通过这个考试的提名，便有资格参加举人的

考试。范进刚好赶上童试这一年也是科试的同一年，他考上了童试的第一

名秀才，自然就有资格参加举人的考试。这是科举的初步考试。

接下来是科举的正式考试，它也有三种：乡试、会试、殿试。乡试每

三年举行一次，即在子、卵、午、西这四个年中的八月举行乡试。乡试考

中了以后就称为举人，举人实际上是候补官员，有资格做官了。接清代的

科举制度规定，举人可以到吏部注册，可以取得一定官职，可以当县官

了。当然这个职位很少，每年大概就40人到130人的名额。举人的名额很

少，那么举人当中候补做官的人就更少了，这样就往往有候补官。这是第

一种乡试。接下来是会试。会试是紧接着乡试，在第二年的二月份举行。

乡试是头年的八月份考完，第二年的二月是春天，到京城考试，叫
“

春

试
”

，这就是会试。会试如果考中了，称为贡士，贡士每年的名额大概有

300名左右。会试考完以后还要进行第三场考试殿试，在会试以后的第二

个月，大概在4月份前后。殿试是皇帝在太和殿亲自考试，考中后就是钦

定的进士，可以直接做官了。

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八股文。八股文主要测试的内容是经义，

《诗》《书》《礼》《易》《春秋》，五经里选择一定的题目来进行写

作。题目和写作的方式都是有一定格式的。八股文中有四个段落，每个段

落都要有排比句，有排比的段落，叫四比，后来又叫八股。八股文在当时

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到一个人能不能升官，能不能科举考试中进士升

官。所以在小说中说：
“

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
” “

汉
”

是

指汉代的文章，
“

唐
”

指的是唐诗，汉代的文章也好，唐代的诗歌也好， 飞在
都不如当今皇帝所看重的八股文，八股文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时 －志

的人们都一 门心思地扑在八股文上，只有八股文章才能敲开科举考试的大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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