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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趣聞漫談

考試委員 邊裕淵

考試取材是我國政治史中之特色，是促使社會階級流動之主要動力，可由「布衣至公

卿」之道。同時也鼓勵讀書風氣、累積文化，在社會中自然產生士紳階級，使我國文化得

以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保留至今。

我國科舉制度創始於唐，由唐高祖武德5年（622年）起至清光緒30年（1904年），其

間經1288年。民國肇造，於民國19年（1930年）成立考試院，由國家公正掄才、為民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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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

一個朝代之興衰似乎也與科舉舉辦之密

度有密切關係（廣納人才）。如唐270科、五

代48科、兩宋118科、遼52科、金21科、元16

科、明88科、清112科。唐代還將其分科，博

學宏詞、明經、賢良方正。宋則分文、武。這

些進士中有思想家、軍事家、政治家、教育

家、科學家、藝術家、實業家⋯，為中華歷史

留下眾多文化資產。但其中不乏遺珠之憾，如

詩仙李白非進士，李白因身世（可能是皇室之

後）未便參與考試。詩聖杜甫因故未中進士，

其餘如蒲松齡、羅貫中、唐寅、龔自珍⋯等未

能中進士，但日後也都能在各領域發揮所長。

也有混珠之恨者，如秦檜、嚴嵩、牛僧儒（誤

國誤民）、姚應龍（嘉靖狀元，藉勢橫徵暴取

財色）⋯。

本院成立80年，特就歷代考試之趣事、軼聞數則，供君一閱。

（一）探花之名由來

凡中進士後，禮部（考試院）都要舉行盛大宴會稱瓊林宴（明以後稱恩榮宴）。需用

鮮花佈置會場，這採花之事由進士中之第3名代勞，且京城中之王公、富豪之花園都要開放

讓其攀摘，故而將第3名稱探花。有詩為證，唐孟郊即進士第3名，登科後寫「昔日齷齪不

足誇，今朝放蕩思無涯，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二）何謂公車 

清光緒時有一千餘舉人，有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劉光第⋯，寫了一份建議書給

朝廷，希望變法救國，史稱「公車上書」。「公車」也者是諸舉子參加禮部在京城舉辦之

考試（會試），通常在2月考，又稱「春圍」，各城舉子赴京考試，國家按例提供一定的車

馬費，史稱「公車」。故「公車上書」乃是各城舉子借會試聚京所寫的建議書。

（三）顏、柳二書法名家具為狀元

顏真卿開元宏詞科狀元，不但書法成一家之體，氣節更令人尊敬。文天祥正氣歌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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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顏常山舌」，顏常山是其從兄顏杲，而顏真卿時為義軍盟主，抵擋安祿山攻破潼關，

被封為魯郡公。後李希烈反，稱「楚帝」，德宗請78高齡之顏真卿勸降，不成反受害，死

前大義凜然，罵賊不止，被稱為「一代忠烈大臣」。同樣成一家之體的柳公權，唐憲宗宏

詞科第一。帝問如何用筆法？對曰「心正則筆正」。帝悟，其以筆諫也。柳公權說「人主

當進賢能、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若服浣衣，此小節耳」。似乎由字體也可看出人之

格局氣節。

（四）韓愈是稿酬最高的文豪 

韓愈文起八代之衰（摒棄駢體文，而改寫有內容之論文或古文）的文學家兼思想家、

政治家。但3次以博學宏詞科應考皆未中，直到第4次應考進士及第。唐朝科舉在廷試時，

各部尚書、侍郎可在其中選才，唯韓愈因為人直諫極進，無人敢用。只好自薦宣武節度

使，而以正九品校書郎之名擔任觀察推官，後又任徐州節度使之幕僚，及國子監從七品

⋯。因其耿正的個性不為當朝所喜，直至49年歲（鬚髮具白、齒牙不齊）時與裴度（宰

相領淮西節度使），因討伐吳元濟有功，方升任四品。但仍不改其性，屢諫屢貶又屢用，

真可謂宦海浮沉。但有趣的是韓愈因文章有內容，所謂文以載道是也。故門徒甚多，如李

翱、皇甫湜、樊宗師均為其學生。而他為人寫墓誌銘所收取稿酬極高，一篇五百字之文要

50匹錦緞，可謂稿酬最高的進士。

（五）蘇軾文章太好失狀元

蘇東坡，宋仁宗（1057年）進士。當時主考官（典試委員長）是歐陽修，考題為「刑

賞忠厚之至論」（古文觀止），文章寫得太好，本想定為狀元。但歐陽修認為可能是曾鞏之

文，當時考卷是由他人謄錄，故無從由筆跡知。曾鞏乃歐陽之學生，歐陽怕受人議論，故將

其放後面，待放榜後方知是蘇軾。蘇文中有關「堯與獄官皋陶」之間之對話，歐陽修不曾讀

過，因而問蘇其出處，蘇曰「想當然爾」，由此可知大文豪不讀死書，且具邏輯頭腦。

（六）錯將馮京當馬涼

 馮京，宋仁宗（1049年）狀元，為三元及第。其在赴考趕路錯過了客店，只好住破

廟，因服裝不整，被路過之官差誤以小賊，拘於縣衙。身陷囹圄，馮京無計可施，只得以

泥塊在白牆上寫一首詩「韓信棲遲項羽窮，手提長劍喝秋風，吁嗟天下蒼生眼，不識男兒

未濟中」，驚動縣太爺，在連聲讚嘆中將其釋放，後果中狀元。主考官見馮京才貌雙全欲

招為婿，並稱是聖意（聖已賜錦送酒），但馮京不想巴結權貴而婉拒。其品格高尚、為官

廉正，卒時帝奠于第，贈司徒、謚文簡。



考試院 80 周年慶專刊

變 革 中 的 文 官 治 理

匯
聚

092 093

考試院 80 周年慶專刊

變 革 中 的 文 官 治 理

匯
聚

092 093

（七）韓信曾是主考官？

陸游於1152年參與會試，人皆評為第一，但此時秦檜之子秦 和兩個侄子秦昌時、秦

昌齡也同時應考，秦檜運用權勢硬是擠下陸游，而陸游成為賜進士出身（二甲），而秦檜

之子秦 為狀元，二侄也同列金榜進士。人們氣憤問今年誰為主考官？有一文人回答說 : 

「是韓信」。有知者忙說不對，於是聚集了不少人，都說非韓信，該文人振振有詞的說 : 

「我沒弄錯，若非韓信，”三秦”如何取得？」眾人恍然。

（八）考試也講倫理

宋仁宗（1024年）時，有二兄弟同科參加考試，兄宋郊、弟宋祈，考試結果禮部報奏

宋祈第一、宋郊第三，但章獻皇太后不以為然，認為不以弟先兄，而將宋郊擢為狀元，仁

宗並命郊改名庠，而將宋祈排在第10名進士。

（九）姓名、籍貫有講究

慈禧太后對姓名極為重視，光緒27年（1903年），會試原一甲一名是廣東旗人左霈，

王彭壽則在18名外，但慈禧認其名吉利，有壽比彭祖之意，因而被慈禧拔置第一。同理，

最後一次會試（1904年），第1名原是譚延闓，主考官怕被慈禧聯想到譚嗣同，引起不測，

故而定為黎汝珍。慈禧在翻時看到黎是廣東人，和康、梁、孫同鄉，就將黎放到一邊。後

發現劉春霖不禁心喜，劉乃河北肅寧，有肅靖、安寧之意，名有春風化雨、普降甘霖的意

思，人名、地名均吉祥，取為第一。劉春霖是最後一位狀元。

（十）特殊榜首 

最青年的狀元是蘇瑰（656年）、郭震（673年），中進士時年17歲。最老的是尹樞

（791年），歷年二十餘次方中進士，時年73歲。

唯一的女狀元是傅善祥，太平天國（1851年）開放女子科主試者為洪宣嬌（洪秀全之

妹），題目為「惟女子與小人難養也」，為洪秀全賞識，使掌東王楊秀清簿書。

唯一的經濟特考（1891年），主考官是張之潤，題目為「試論漢代幣制改革」及「如

何防止異物（外國貨）內流而利不外泄」，共取十名進士，結果雲南袁嘉谷掄元。

總之，一千多年的科舉史擢拔不少俊彥之士，不可避免的也有不少荒唐事，尤其是

「不拘一格降人才」是現代考試制度中宜考量、改進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