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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一直是民间百姓津津乐道的人生两大喜事。所谓“金榜”，

即明清两代皇家张榜公布科举进士名单的布告。说是“金”榜，其实也还是纸做的，不过重重地
染成了金黄色，宣示着朝廷对开科取士网罗人才的重视及彰显着有幸中榜的进士们身份的高贵。

金榜有大小之分，大金榜是公开张挂，给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和老百姓们看的，文进士的文

榜悬于天安门外长安横街的长安左门（即东门）之外，武进士的武榜则放在长安右门（即西门）

之外。小金榜与大金榜内容完全一样，只是尺寸要小得多，是由宫里的奏事处专门呈送给皇帝看

的。

明清两朝科举制度，每三年在各省省城及京城举行一次考试，称“乡试”。凡府、州、县学

的生员，也就是秀才们，经“科举”，也就是乡试举行的前一年，由各省学政巡回举行的考试

中，成绩列为第一等、第二等及第三等前十名的，就有了参加乡试的资格，经有关地方官府选送
参加乡试。乡试得中，即成为举人，来年春天各省的举人及国子监的监生们又可以参加在京城举

办的“会试”，也就是全国统考了。会试一般取三百名左右，得中的这三百来人称“贡士 ，

“贡士”于下日再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后，算是一路艰辛，数年以致数十年的心血没

有白费，终于爬上了“进士”的高位，有希望做官了。

进士们按成绩的高低排序，列为三等，称三甲。一甲限三名为“赐进士及第”，二甲为

“赐进士出身”，三甲为“赐同进士出身”。三甲的名分中，第一个字都是个“赐”字，是告诉

你，虽说是千辛万苦地寒窗苦读，从童生、秀才、举人到进士几十场硬碰硬地考过来的，但这荣

誉、身份还是皇上赏给你的。
进士们中最荣耀的是高中一甲的三位幸运儿，依次被称为“状元”、“榜眼”、“探花”。

名气最大的当数“状元”，古来多少戏曲、话本中跌宕起伏、卿卿我我的或爱或悲的故事中，主

角都是一甲中的这位老大。

乡试的第一名称“解元”，会试的第一名称“会员”，加上上面 所 说 的 殿 试第一名的“状

元”，共为三元，倘若是学问大，运气好，乡试、会试、殿试一路考下来都是第一名，那就是

“连中三元”了。

如今，位居北京故宫西华门内专事明清历史档案保管利用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还存有

清代的大金榜１６幅，小金榜１７５张，虽说年代久远，但纸色、墨色仍如前貌，看上去庄重、
典雅，凝聚着昔日的辉煌。清代金榜，已登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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