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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6 月 21 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宣布，中国清朝科考金榜

被正式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此次通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

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评审的是公元

1894 年(光绪 20 年)公示于长安街

的大金榜，长 19 米，高 0.89 米。该

金榜为黄纸、墨书，钤盖“皇帝之

宝”的朱印，用满、汉两种文字书

写，满文从左向右，汉文从右向左，

两种文字的年月日落款相汇于榜

中之处，中间则是用满、汉文书写

的巨大的“榜”字。
一、清代金榜

从隋唐科举制度确定以来，

“金榜题名”就是封建时代无数读

书人梦寐以求的大事件。“金榜题

名墨尚新，今年依旧去年春，花间

每被红妆问，何事重来只一人?”
“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直等

的俺孩儿金榜挂名时，那其间新婚

燕尔”“怀孕生男已有期，后来金榜

挂名时”“正在洞房花烛，又遇金榜

题名”……这些佳句都形象地体现

了读书人对“金榜题名”的渴望。
清代，殿试成绩揭晓的当日，

在天安门外长安横街的长安左门

附近都会聚集众多考生，他们焦急

地等待着那张决定他们命运的榜

单———“金榜”的张贴。如果一个人

的名字被列入榜文，整个家族乃至

所在村庄都将被改变命运，它曾使

无数中国人狂喜或沮丧。事实确实

如此，清代文学家吴敬梓创作的长

篇小说《儒林外史》，其中描写了一

位名为范进的士子在 60 岁才通过

乡试（读书人需通过会试、殿试才

可“金榜题名”），即使如此也让他

兴奋至发疯。“一举成名天下知”，
当时的学子都把金榜题名作为终

生事业。
那么，何为“金榜”呢？这里所

说的“金榜”也称为“大金榜”，是每

届殿试后，皇帝钦定了考试前十名

的考生后，读卷大臣便将试题原卷

捧至红本房，前三卷填写一甲名

次，后七卷填写二甲名次，随至内

阁将其余各卷依次书写，拆弥封交

填榜官填榜，因榜用黄纸，表里二

层，故名“金榜”（又称黄榜）。一般

由内阁中书四人写小金榜，四人写

大金榜。大小金榜的格式、内容相

同，只是小金榜交奏事处进呈，便

于宣读备案，大金榜则由内阁学士

捧至乾清门钤盖“皇帝之宝”，于传

胪之日张榜公布。“金榜”中的内容

全部由墨笔书写于手工纸上，而且

使用的纸张是金黄色的，以显示出

进士们高贵的身份和清朝政府对

开科取士、网罗社会各阶层人才的

高度重视。清代金榜有大金榜和小

金榜之分，同时还分为文科大小金

榜和武科大小金榜。当时，每届考

试每一种金榜且只有一份，能够荣

登金榜前十名的考生全部由皇帝

钦定，并且是以皇帝的命令形式下

达的，这就使得清代金榜更加弥足

珍贵。清代金榜虽然没有豪华的外

边装潢，但大金榜的幅面宽而长，

小金榜做工精致实属珍贵，在展开

后均呈现出代表皇家尊贵的黄色

载体，加之永不褪色的满汉两种文

字墨迹，以及朱红色的“皇帝之宝”
大印，足以显示出它的历史价值和

艺术魅力。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封建时

代的知识分子将读书、应考和做官

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将科举考试

作为他们进入官场的阶梯和取得

功名利禄的门径。金榜题名对他们

来说就是“禹门三汲浪，平地一声

雷”，金殿唱名，飘飘欲仙；琼林大

宴，显贵非凡；立碑题名，耀祖光

宗；授爵封官，一步登天。可见金榜

题名是科举时代每个读书人的荣

耀，是他们成功达到人生顶峰的标

志。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经

过层层严格的考试选拔、痛苦的历

练和煎熬。

金榜题名时：清代金榜解析

陈 鹏，农建萍

（广西民族大学 管理学院，南宁 5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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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代 科 举 考 试 分 为 三 个 等

级：乡试、会试、殿试。它基本上承

袭了明代的科考制度，即在参加科

考之前要首先取得入学资格，而取

得入学资格的途径有两种：一是通

过称为童试的县、府、院三级考试；

二是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童试

被认为是入士的正途而受人尊重，

相比之下，监生就地位相对较低。
童试，通常也称之为童子试。它包

括县试、府试及院试三个阶段。县

试、府试及院试全部通过的考生就

有了功名，也就是我们常称的“秀

才”，可以进入士大夫阶层，享受朝

廷的优惠政策。“秀才”可参加下一

级乡试。正式科考的第一关是乡

试，乡试每三年一科。其发的榜称

为“乙榜”，考中的称之为“举人”，
中了“举人”便有了做官的资格。
“举人”可于第二年三月参加在京

师的会试和殿试。其发的榜称为

“杏榜”，取中者称为“贡士”，“贡

士”首名称“会元”。得到“贡士”资
格者可以参加同年四月的殿试。殿

试只用来定出名次，由皇帝主持和

出题，皇帝钦定前十名的次序。能

参加的贡士一般情况下都能成为

进士，不会再有落第的情况。但是，

进士便是功名的尽头，不能重考以

求获得更高的名次。能够一身兼解

元、会元、状元的，就是三元及第。
在科场中，好手如云，竞争激烈，能

够榜上有名，已属不易，而连中三

元，更是凤毛麟角，难中之难。因

此，三元及第是科场上的佳话，是

登第者的殊荣。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中，仅

有 13 人能够三元及第，其中清朝

有钱启、戴衢亨、陈继昌三人。殿试

录取名单称为“金榜”，分为三甲，

一甲只有三人：第一名状元，第二

名榜眼，第三名探花。其中，一甲授

翰林院修撰及编修，其他进士经过

考核，成绩较好及年龄较轻者即可

进入翰林院任庶吉士进修。其余的

进士则可能任六部、中书、御史等

职。
科举制度自隋朝建立以来，

在其实行的 1300 年期间，曾产生

了 700 多名状元，近 11 万名进士，

数百万名举人。清代的两百多年

间，出过状元 100 人左右，榜眼、探
花也各有 110 人左右。清代历史

上，众多治国安邦的名臣、名相、政
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教
育家、科学家、外交家、军事家等都

出于其中。如著名的刘墉、冯桂芬、
徐乾学、王引之、张之洞、李鸿章等

人都曾金榜题名。关于这些榜上有

名的名人佳士，民间都流传下不少

故事。此次“入世”的大金榜中，头

名状元即为后来开办大生纱厂的

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张

謇，字季直，号音庵，江苏通州（今

南通） 人，1853 年生于一个富农兼

小商人家庭。张謇 5 岁入塾读书，

16 岁中秀才，33 岁时参加顺天府

乙酉科乡试，被录取为第二名。可

他中举后的科举生涯却是坎坷曲

折，屡遭蹉跌，从 1885 年到 1894
年的整整十年当中，张謇四次赴京

参加会试，均名落孙山。清光绪二

十年(甲午，1894 年)四月，张謇抱

着侥幸一试的渺茫希望，最后一次

赴京参加会试，不料却中一甲第一

名，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然

而，就在张謇金榜高中的这一年，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并签

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面对

民族危亡，张謇没有像一般封建文

人那样沉溺于功名利禄，而是日渐

强烈地产生了“实业救国”、“教育

兴国”的思想。1896 年，张謇奉旨创

办大生纱厂，1900 年起，他又创办

了通海垦牧公司，此后，他的事业

蒸蒸日上。但是，张謇并没有过多

的欣喜，“父教育而母实业”才是他

真实的目的。1902 年，张誊创办了

清末全国第一所中级师范———通

州师范学校，此后陆续兴办了一批

小学和中学，还在外地参与或协助

创办了复旦学院、吴淞中国公学、
南京高等师范、南京河海工程学校

等大专院校，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

教育事业。1926 年，张謇病逝。尽管

对于当年张謇高中状元亦有一说

是仰仗了上层人物的幕后活动而

得的，但是无论张謇如何高中，他

于民族危急时刻挺身而出，以实业

救国，以教育救国的壮举却永存于

历史之中。在这张金榜当中，除了

张謇，还有尹铭绶、梁士诒、刘廷

琛、熊希龄、毓隆等对当时中国社

会的政治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
二、“金榜”题名

清代知识分子金榜题名的道

路艰辛曲折，“清代金榜”想要“金

榜题名”———“入世”，也并非一帆

风顺，申报过程中遭遇了很多艰难

坎坷。在云南丽江召开的世界记忆

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中，与会专家

们曾一度想否决中国的提名。一些

专家认为，中国所提交的清代金榜

申报材料中提供的有关金榜内容、
人名、身份等细节并不详尽，特别

是它在国际影响方面的内容甚为

缺乏。雪上加霜的是中方在填写的

申请表格中还出现了一个重大纰

漏，将一份长达 1900 厘米的金榜

仅仅填写成 150 厘米，这个错误大

大降低了金榜的价值。尽管中方之

·冲 击 波·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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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提交了一份补充报告进行说明，

但咨询委员会专家仍然不满意，依

旧认为一些关键问题没有得到满

意的解答。
令人欣喜的是，经过多次激

烈讨论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

对有关清代金榜对中国文化以及

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才有了深入

的了解。一些亚洲国家专家客观公

正地评价了中国清代金榜，认为中

国科举制度在亚洲乃至全世界具

有深远的影响，中国科举制度是当

时颇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人

才选拔制度，影响了东南亚诸多国

家，甚至是欧洲的文官选拔制度。
韩国、越南、日本等多个亚洲国家

的人才选拔制度曾广泛借鉴中国

的科举制，其中韩国推行 400 多年

的考试制度就是中国科举制的翻

版。西方所有文官制度都可以追溯

到中国的科举制度，而且中国科举

制度的“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等原

则一直在影响着英、美等国家的考

试制度。另外，出现在皇榜中的人

都是在当时中国政治方面的极为

重要人物，他们象征着当时整个中

国的统治体系。中国科举制度影响

力的体现可见一斑，清代金榜又是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代表，因此，

其价值不言而喻。
最终，会议主席阿毕德问到

各位专家：“我们现在达成了一致

的意见，有没有任何的反对意见？”
当现场无人反对，默然无声之时，

主席说，“没有？好的，那我们就接

纳大皇榜。”热烈的掌声顿时响起，

中方项目申请代表———中国第一

历史档案馆、国家档案局、中央档

案馆的官员和专家们齐声欢呼，激

动万分，甚至连同声传译人员也

“罢工”，加入到中方的雀跃庆祝当

中。清代金榜终于“金榜题名”。
目前，大部分清代金榜由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大小金榜

共约 200 多件，大金榜只有几十

件，多数为小金榜，时间跨度从公

元 1667 年 (康熙六年) 至 1903 年

(光绪二十九年)。作为清代科举制

度的产物，清代金榜有着很高的历

史研究价值。清代金榜是当时社会

文化的载体，体现了一个时代的社

会文化，同时也是我国古代一千多

年科举制度历史的见证，这是一段

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产生了巨大

影响的历史。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和

领域揭示这一特定的历史现象，体

现我国古代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

学水平，它们价值和作用是永恒

的。
首先，长久以来，金榜被国内

外专家学者视为中国古代科举制

度标志性的档案文献，对研究我国

清代的科举制度和社会状况及政

府用人机制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
其次，清代金榜全部用墨笔书写于

手工纸上，因此它也属于典型的中

国传统纸制文书，对研究中国古代

文书文献具有重要意义。再次，清

代金榜全部为满汉两种文字共同

组成，对于研究满语，尤其是满汉

名字转译来说，同样也是十分有价

值的原始资料。最后，清代金榜也

能反映出我国现代社会的文明发

展程度，了解这段历史文化可以增

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文化

认同感，有利于凝结社会文化力

量，大力提高国家的文化文明，同

时对于培养教育国家的下一代人

才来说也是有极大意义的。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胡忠良

博士曾经说“现存金榜最早形成于

17 世纪，距今已 200 多年。可惜，

由于一些历史的原因，部分档案存

在着虫咬及墨水浸涸的现象，损坏

程度近 50%，急需抢救保护。”
清朝时，大金榜存放于内阁

大库，现今则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

档案馆的 552 号库，由于客观和人

为等方面的原因，大金榜损毁较为

严重。大金榜以片为保存形式，宽

约 为 80 ～90cm， 长 约 为 1500 ～
2000m，其四边没有进行过任何的

装潢，轴杆也没有被安装，在上端

每隔 1cm 左右，都粘有纸张，但因

受过雨淋而发生霉变，有的纸张颜

色退变并且很不平整，还有一部分

中间有破洞和裂口。为了修补裂

口，各时期的非专业修复人员在金

榜背面粘贴了许多白纸条。凡这样

状况的大金榜都亟待抢救修复。相

比大金榜，小金榜的状况要好得

多，但是部分也出现损毁现象。因

此，我们必须严格按照档案保护技

术的内容来保护人类这批宝贵的

遗产，让金榜永存于后世。

·冲 击 波·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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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一元初始，万象更新。回眸刚刚过去的 2009，我们难以与之轻松作别。在

席卷全球金融风暴中，改革开放 30 年后的中国，经受住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信

心———信念，档案事业与祖国共进，续写着事业的新篇。本刊连续第五个年头遴

选年度全国档案十大新闻，从编辑的视角，关注事业的成长；报道全省档案工作

会议，全省档案学会常务理事工作会议，山西档案事业在新的一年将站在新的

起点。
●光绪三十一年，中国延续千年之久的科举考试制度，终于气数已尽。从

此，“金榜题名”永远定格在历史选择的那一时刻。金榜，是中国封建社会科举考

试制度中最高一级考试殿试的成绩排名榜。因为书写在黄纸上，也称“黄榜”；又

因由皇帝亲自批准并盖有“皇帝之宝”的大印，亦称皇榜。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保存着清王朝形成的 200 多幅大、小金榜原件，成为反映中国封建科举制度的

标志性档案文献。2005 年 6 月 21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光绪二十一年公

示的大金榜正式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请阅“冲击波”栏目刊发的《金榜题

名时———清代金榜解析》。
●安徽省自 2004 年以和县为试点进行的档案管理模式改革，在全国产生

了深远影响。档案界在充分肯定安徽档案改革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的同时，必

须认真研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科学分析改革面临的困难，才能从档案管

理模式改革的探索中吸取更多的经验和教训，也才能站在更高的角度去把握和

县档案管理模式改革的得失。本期“论坛”刊发一文，论述了和县改革在推广和

深化中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阐述其深远影响和实践意义，

并就一些发人深省、值得深入研究的相关问题提出了见解。
●19 世纪中期———20 世纪初，中国文物大量流失海外。据近年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统计，分散在世界 47 个国家的 200 多家博物馆的中国文物约 164 万余

件，其中包括数量众多的历史档案。尽管有国际公法的支持，但追索流失与散佚

海外的历史档案依然任重而道远。2002 年 12 月 9 日，大英博物馆等 19 家欧美

博物馆、研究所就曾联合发表《关于环球博物馆的重要性和价值的声明》，反对

将艺术品特别是古代文物归还原属国。《依法追索流失海外历史档案的道路探

寻》一文，阐述依法追索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而针对问题分析其可行性，即依

法追索所需具备的条件。期盼“史在他邦，文归海外”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
●解放前，太原坊间盛传“十三个高干哄一个老汉”的戏言，老汉，即指阎锡

山。然而，1949 年 3 月 29 日下午，当阎锡山乘机飞往南京，败军之帅便以临阵脱

逃的方式，上演了“一个老汉哄了十三个高干”的荒诞剧。历史也就此为阎锡山

在山西 38 年的统治史画上了句号。那么，阎锡山的其他追随者在

驶向失败终点后的命运如何？请看《太原战役之四：败军之将》。
●早春二月，正值新年。祝愿本刊读者，虎年———虎啸生风；

祝愿我省档案事业，虎年———虎跃龙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