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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三级科举录的文献价值

——

以 天一 阁 藏 明代 《登科录 》 《会试录 》 《 乡 试录 》 为 中 心

龚 延 明

内容摘要 ： 中 国
一千 三 百年科举史 ，

明 以 前 留存下来 的 《 登科录 》仅

《 绍 兴十八年进士登科录 》 、 《 宝祐 四年登科录 》 和 《 元统元年进士 录 》 三

种 ， 而 明 代保存 至今 的 《 登科录 》 据统计有 ５ ８ 种 ，其 中 天一 阁独家所藏 明

代 《登科录 》就有 ４ １ 种 。 且迄今为 止 ， 未发现唐 、宋科举时代 的会试录和
＇

乡试录 。 而天一 阁庋藏 明代 《会试录 》
３ ８ 种 、 《 乡 试录 》

２７７ 种 ， 《 武举录 》

１ １ 种 ， 《 武 乡 试录 》
８ 种 。 这三 级科举录共 同 构成研究 明 代科举制 度最原

始 、最基本 、最权威 的 文献 。 让天一 阁珍藏 明 代殿试登科录 、会试录 、 乡 试

录 ， 通过修复 、整理 、 出 版 ， 面 向 社会 ， 流 动起来 ， 为 广 大读 者服务 ， 最大 限

度地实现其 宝 贵 的 学术价值 ， 这是学术界 的 呼声和 期待 ， 也是文物 图 书 馆

业界的使命 与 担 当 。

关键词 ： 天一 阁 明 代 登科录 会试录 乡 试录

纵观中 国一千三百年科举史 ， 自唐以下 ， 曾经产生过多少 《登科录 》 。 可

惜 ，这些能提供历代登科进士最原始 、最基本 、最重要的档案资料 ， 出于主观上

不重视 、客观上因战乱破坏等原因 ，保存下来的很少 。 唐代没有留下一榜 ，宋代

凭借朱熹 、文天祥两大名人得以 留下 《绍兴十八年进士登科录 》 、 《宝祐四年登

科录 》两种 ；元代 １ ６ 榜只留下 《元统元年进士录 》
一榜 ；清代离现在最近了吧 ，

也只 留下 《顺治六年进士登科录 》 、 《康熙五十
一年进士登科录 》 、 《雍正八年

进士登科录 》等数种 ， 而保存至今的明代 《登科录 》数量为最多 。 据统计 ，海内

外现存于宁波天一阁 、 国家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 、台北
“

国家图书馆
”

、台北
“

中

央研究院
”

史语所 、美国 国会图书馆等的 明代 《登科录 》 ， 总数为 ５ ８ 种
？

，
而天

一

阁独家所藏明代 《登科录 》就有 ４ １ 种 ！ 海内外其馀馆藏为天
一

阁所无之明

代 《登科录 》总数才 １ ７ 种 ，连天一阁所藏一半都不到 。 这得益于明代宁波天一

①陈长文 ： 《 明代科举文献研究 》上编 《 明代进士登科录研究 》之 《 明代进士登科录的流通

与庋藏 》附现存明代进士登科录 （ 含会试录 、进士同年录 、进士履历便览 ）版本及庋藏情

况一览表 ， 山东大学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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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主人范钦 ，他在官场任职期间 ， 就特别重视收藏明代科举文献资料 ，他在世

时 已收藏 ５ １ 种明代 《登科录 》 ，后 因被盗卖等客观原因 ，从天一阁流散于上

海 、南京等地 １〇 种 。 天一阁现存明代科举名录 ３７０ 种 ，除 《登科录 》 （ 再加上

《崇祯十三年庚辰科进士履历 》 、 《 国朝河南进士名录 》 、 《皇明进士登科录 》 ）

４４ 种之外 ，庋藏 《会试录 》
３ ８ 种 、 《 乡试录 》

２７７ 种 ， 《武举录 》
１ １ 种 ， 《武乡

试录 》
８ 种

？
。 这是十分可观的珍贵科举文献遗产 。

明代科举名录文献 ，是明代科举乡试 、会试 、殿试三级考试的产物 。 宋代无

乡试之名 ，初级科举试称发解试 。 元代始有行省考试 ，后改称乡试
？

。 明代乡试 ，

凡直隶举子 ，于京府考试 ；各省于省城承宣布政司考试 。 乡试之年 ，称为大比之

年 。 按照洪武十七年
“

科举成式
”

， 乡试的考试时间为子 、午 、卯 、酉年的八月
？

。

农历八月是秋天 ， 乡试别称
“

秋闱
”

、

“

秋榜＇

“

乡 闱＇ 乡试共三场 ，考试时间

常制 ：第一场为八月 初九 日
，试 《 四书 》 义三道 ， 每道 ２００ 字 以上 ；

五经 （ 《 易

经 》 《 尚书 》 《诗经 》 《春秋 》 《礼记 》 ） 经义四道 ，每道 ３００ 字以上 。 第二场为

十二 日
，试论一道 ，

３００ 字以上 ，判语五道 ，诏 、诘 、表内科一道 。 第三场为十五

日
，试经 、史 、时务策五道 ，未能答者可减二道 ，俱 ３００ 字以上 。 应举人 自备试卷

纸 、笔 、墨 、砚 ，每场草稿与正卷各十二张 ；试卷首书姓名 、年 甲 、籍贯 、三代 、所

治本经 。 布政司印卷
？

。 晚未纳卷 ，给烛三枝 。 试卷弥封 ，考试者用墨书写 ，谓之

墨卷 ；誊录试卷用硃 （ 红色 ） ，谓之硃卷 。 考试场所称贡院 ，诸生考试所处席舍

称号房 。 每一考生 ，派
一军人看守 ，称号军 ，

以防作弊
？

。 乡试中式者为
“

举人＇

乡试第一名称
“

解元
”

，此
“

解
”

为发解之义 ，沿袭宋代发解试第一名称解元之

例 。 官府给举人以公据 ，于次年赴礼部会试 。 明代乡试录取比例平均为 ４％左

右 ，
Ｓ Ｐ
—百个应举乡试诸生 ，约录取 ４ 人

？
。 中举 ，是明代士人举业成功的一个

标志 ，有了举人科名 ，就获得了相应社会地位 ，进而赴会试 ，再搏进士功名 ； 即

使会试落第 ，也取得了人仕做官的资格 。 《儒林外史 》第三回 ：

“

捷报贵府老爷

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名亚元 。 进见捷报因喜极昏倒 ，此
“

范进中举
”

①路兆平 ： 《天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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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深入人心 ，这也是明代士人渴望中举以通达仕途的生动写照 。 明代乡试

制度与乡试科名档案 ，集中在 《 乡试录 》 中 。

天一阁藏明代 《 乡试录 》 ，数量众多 ， 居海 内外所藏明代 《 乡试录 》之首

位 ， 具有重大科举史料和明代历史文化价值 。 其内容 ， 兹以 《永乐十二年

（
１４ １４

）福建乡试录 》为例 ：

一

、 ７欠乐十二年乡 闱小录序 （ 序中提及赴乡试诸生为 ４５０ 馀人 ，而通过乡

试三场试 ， 中式举人为 １２９ 人 ） 。

二 、乡试考官与执事官 ： （ 名单从略 ）

三 、乡试三场试 ：

第一场

《 四书 》义三道 （ 考题从略 ）

《五经 》义各四道 ：

《易 》 （题 目从略 ）

《书 》 （ 题 目从略 ）

《诗 》 （ 题 目从略 ）

《春秋 》 （ 题 目从略 ）

《礼记 》 （ 题 目从略 ）

第二场

论一道 （ 考题从略 ）

诏 、诘 、表内科一道 （ 考题从略 ）

判语五条 （ 考题从略 ）

第三场 策五道 （ 策题五问从略 ）

四 、中式举人 （
１ ２９ 名 。 名单从略 ）

五 、 ７欠乐十二年乡 闱中式程文 ：

（

一

）第一场 《 四书 》 、 《五经 》 中式程文 （ 选录七篇 ，从略 ）

（ 二 ）第二场 论 中式程文 （ 选录三篇 ，从略 。 ）

（ 三 ）第三场 策五问 中式程文 （ 选录五篇 ，从略 ）

六、乡 闱小录后序

从上 弓卜份 《 乡试录 》可窥见明代某省乡试的总貌与举人档案及其相关

文献 ， 乡试具体而微 ， 如能通览数百种乡试 ，我们也许才能对明代乡试制度的

演变 、 解额分配与录取比例的变化及程文形式与内容所折射的明代士子的知

识趋向等等问题 ，获得一个较客观、较全面的认识 。

乡试中式举人 ，于次年赴京师礼部贡院会试。 因会试时间是农历二月 ，在

春天 ， 因此别称
“

春闱
”

、

“

春榜
”

，会试由礼部主持 ，
又称

“

礼闱
”

。 会试中式举

人称
“

贡士
”

。 明仁宗洪熙元年 （
１４２５

） ，会试取士 ，始分南卷 、北卷 ，南卷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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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六 、北卷取十之四 ，其后又设中卷 ， 由南 、北卷名额中各退出五卷名额 。

“

会试

实行南北取士制度 ，这是明代会试与乡试区别最大之处 。

” ３

南 、北 、 中分卷取

士
，其 目 的是为了限制南方诸省举人录取比例太高 ， 防止科举取士区域失衡 。

宣德 、正统间 ，南 、北 、中分卷地区划分如下 ：

南卷 （ 十之六 ） ：浙江 、江西 、福建 、湖广 、广东 、应天府 、直隶 、松江府 、苏州

府 、常州府 、镇江府 、徽州府 、宁国府 、池州府 、太平府 、淮安府 、扬州府 、广德州

等十六省府 、

一州 。

北卷 （ 十之四 ） ： 山东 、山西 、河南 、陕西 、顺天府 、直隶 、保定府 、真定府 、河

间府 、顺德府 、大名府 、永平府 、广平府省府 ，延庆州 、保安州等十二省府 、二州 ；

辽东 、大宁 、万全三都司 。

中卷 （ 南 、北各退五名 ） ： 四川 、广西 、云南 、贵州 、庐州府 、凤阳府 、安庆府

等七省府 ；徐州 、滁州 、和州等三州 。

②

需要注意的是 ，南 、北各退五名 ，是以录取一百人为基数 。 如南卷占六十

人 ， 即退出五名 ，南卷实取五十五名 ；
北卷四十人 ，退出五名 ， 即北卷实取三十

五名 ； 中卷可取十名贡士 。 若一榜取三百名 ，那么 ， 中卷可取三十名 ，南卷取
一

百六十五名 ，北卷取
一百？五名 。

天一阁藏 《成化二十三年会试录 》 中翰林学士尹直所写
“

会试录序
”

谓 ：

“

惟圣祖起 自南服 ，
士得于渐涵者最先且盛 。迨宣德丁未 （

二年 ，

１４２７
） ， 大学士

杨士奇乃议会试取士 ，卷分南北 ，南十六 ，北十四 。 既而 ，
以百乘除 ，又各退五为

中数 。

”
０
明太祖洪武三年 （

１ ３７０
） ， 诏礼部会试举人名额不过百人。此诏与实际

录取情况并不相符 。 《洪武四年登科录 》显示 ，
殿试录取 １ ２０ 人 。 然依明制 ，殿

试不黜落 ，会试人数与殿试所取进士数是一致的 。 经查对 ，果然 ， 《洪武四年登

科录 》所载第二甲十七名 中最后一名赵旅 ，浙江乡试第八名 、会试第一百二十

名 。 会试第一名 、浙江乡试第四名俞友仁 ，殿试后进士排名为第三甲
一百名 中

的第二十六名
？

。 仁宗洪熙元年 （
１４２５

） ，定会试取士临时请旨不过百人 。 其后

数榜大体遵依 ，如 《宣德五年进士登科录 》

“

玉音
”

载 ：

“

宣德五年二月 十九 日 ，

早 ，行在礼部尚书臣胡澇等官于奉天 门奏为科举事 ：会试天下举人 ，选 中一百

名 。

”
＠
此榜取进士确为一百名 。 《宣德八年进士登科录 》

“

玉音
”

载 ：

“

宣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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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二月 十九 日
，早 ，行在礼部 尚书臣胡澇等官于奉天门奏为科举事 ：会试天下

举人 ，
选中九十九名 ｏ

” ？
此二榜中 ，

一榜选中式举人一百名 ，

一榜九十九名 。 略

有不同而已 。

明英宗正统五年 （
１ ４４０

） 始定会试取士增至 １５０ 名 ， 《正统七年进士登科

录 》显示 ：

“

正统七年三月 五 日
，早 ，行在礼部尚书臣胡澇等官于奉天门奏为科

举事 ：会试天下举人 ，选中一百五十名 。

” ？
会试录取人数是 １ ５０ 名 。 其第三甲

九十六名最后一名邵进 ，
正好是会试第一百五十名 。 然而 ，殿试录取人数为一

百四十九名 ，少
一

名 ，疑有中式举人因故未能赴殿试。

正统十三年 （
１４４８

）又
一

变 ，取士名额不拘 。 故 《 明会典 》称
“

会试中试无

定额
”

：

大 约 明 初 ， 以 百名 为 率 ，
间 有增损 。 多 者 ， 如洪武十八年 、永乐 三年 ，倶

四 百七 十二名 。 永乐十 三年 ，
三 百五十名 。 少者 ， 如洪武二十 四年 ，

三十 一

名 ；
三 十 五年 ，

五十 二名 。 成化而后 ， 以 三 百 名 为 率 。 多者 ， 如正德九年 ， 嘉

靖二年 、 三 十 二年 、 四 十年 ， 隆庆二年 ，倶 四 百 名 ； 少 者 ， 如成化
一年 、八年 ，

倶二百五十 名 。 各科三 百名 ， 或增二 十名 ， 或五十名 ，倶临 时钦定 。

③

会试中式者称
“

贡士
”

，是准进士 ，第
一

名称
“

会元
”

。 凡会试中式者 ，取得

赴殿试的资格 。 由于殿试不黜落 ，会试中式者 ，
已经踏进进士龙门 。

会试考试时间 ，洪武十七年定制 ，
二月初九 日 、十二 日 、十五 日举行三场考

试 ，其考试内容与试卷准备 、书写 、弥封 、誊录要求等等 ，与乡试所规定相同
？

。

且以天一阁藏 《成化二十年会试录 》所载为例 ：

第
一场 试 《 四 书 》义三道 ：

－

、人能 弘道 ， 非 能 弘人 。

二
、是故君子戒慎 乎其所不 睹 ， 恐惧乎其所不 闻 。

三 、物 皆然 ，
心 为甚 。

每道三 百 字 以 上 。

试 《 五经 》 经义各二道 ：

一

、 《 易 》

（

一

） 直方大 ， 不 习 无 不 利 ， 则 不疑其所行也 。

（
二

） 富有之谓 大 业 ，
日 新之谓盛德 。

二
、 《 书 》

① 《 天
一

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 ？ 登科录 》之 《宣德八年进士登科录 》 ， 宁波出版社 ，

２００６ 年 ，

第 １ 页 。

② 《天
一

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 ？登科录 》之 《正统七年进士登科录 》 ， 宁波出版社 ，

２００６ 年 ，

第 １ 页 。

③ 《 明会典 》卷七七 《会试 》 ，第 ４５ 丨 页下栏 。

④ 《 明会典 》卷七七 《科举通例 ？洪武十七年定制 》 ，第 ４４８ 页上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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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帝乃诞敷文德 ， 舞干 羽 于两 阶 ，
七旬 有苗格 。

（
二

） 昔在文武 ， 聪 明 齐圣 ， 小之大 臣
， 咸怀 忠 良 。

三 、 《诗 》

（

一

） 王在在镐 ， 有那其居 。

（
二

） 夙兴夜寐 ， 洒扫廷 内 ， 维 民之章 。 修尔车马 ， 弓 矢 戎兵 ， 用 戒戎

作 ， 用逷蛮方 。

四 、 《春秋 》

（

一

） 齐人伐 山 戎 。 （ 庄公三十年 ）

（
二

） 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 。 （ 哀公十 三年 ）

五 、 《 礼记 》

（

一

） 大学之教也 时 ，教必有正业 ， 退息必有居息 。 不 学操缦 ， 不 能安

弦 。 不 学博依 ， 不 能安诗 ； 不 学杂服 ， 不 能安礼 ；
不兴其艺 ， 不 能乐 学 。 故君

子之于学也 ， 藏 焉修焉 ， 息 焉 游焉 。

（
二

） 和 ， 故百物 皆化 ；序 ， 故群物 皆别 。

第二场 试论一道 ，
三 百 字 以 上 ；

试判语五道 ，
诏 、表 、诰 内科一道 。

一

、论

文 以载道 。

二
、表 （ 是榜 ，

试判语科表 一道 ）

拟诏修关 里 宣圣庙袭封衍圣公谢表

第 三场 试经 、史 、 时务策五道

一

、第
一

问 （ 策题未载 ）

二
、第二 问 （ 策题未载 ）

三 、第 三 问 （ 策题未载 ）

四 、第 四 问 （ 策题未载 ）

五 、第五 问 （ 策题未载 ）

？

上引天一阁藏 《成化二十年会试录 》 ，记载有遗漏之处 ， 即第二场试缺试判

语五道题 目 ，且诏 、浩 、表三题 ， 只有表一？ 。又 ，第三场策问五道 ，均缺策题 。明代

《会＾录 》 ，是否都有省略呢？ 经与天一阁藏 《嘉靖八年誠录 》 比较 ，
回答是否

定的 。 现将天一阁藏 《嘉靖八年会试录 》第二场与第三场考试内容转引如下 ：

第 二场 一

、 论 （ 试论一道 ，
三 百字 以 上 ）

圣人立人人极 。

二
、诏 、诰 、表 ， 内科 一道

拟汉课狱吏殿最诏 （ 地节 四年 ）

拟唐 以杨绾 为 中 书侍 郎 、常衮为 门 下侍 郎 并 同 中 书 门 下平章事

① 《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 ？会试录 》之 《成化二十年会试录 》 ， 宁波出版社 ，

２００７ 年 ，第

３６
－

５０
Ｋ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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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历 十二年 ）

拟赐 《 恩记 》 、 《含春 堂诗集 》 ， 廷 臣谢表 。

（ 龚按 ： 应试者 ， 诏 、诰 、表 中任选一题 ）

三 、判语 （
五道 ）

１ ． 磨勘卷宗

２ ． 隐蔽差役

３ ． 禁止迎送

４ ． 擅调 官 军

５ ． 官 史受财

第 三场 策五道

第 一 问 《 礼经 》 三 百 ， 《 曲 礼 》 五千 ， 帝王为之大法 。 《 周 官 》 吉

礼十有二
…… 而 军 礼独之不 载 ，何欤 ？

第 二 问 前代继体之君……若汉 宣 帝 、宋神 宗 ， 其视 汉 文帝 、 宋

仁宗何如也 ？
……

第 三 问 道德一 ，
而后风俗 同 ，

士 习 不 正 ， 则 道德不 一 ，欲风俗之

同难矣……兹欲士 类所养者纯而 无浮薄之 习 ， 所持者正 而 无奔兢之风 ， 思

其术而未得也 ， 愿 明 者 以 告 。

第 四 问 三代 而下 ， 人主 能服 四 夷者 ， 惟 汉武 帝 焉 ， 唐太宗 焉

……抑 守 成之君 ， 武事不 可废欤 ？

第五 问 成天下之治有几 ， 通天下之 变 有权…
…不 知今 日 之几

，

何 以 转移 而成化 ？ 今 曰 之权 ， 何 以通变 而 不 穷 ？ 其要 目 安在 ？ 请 明 言 以验

匡 正之略 。

①

从上例引 的两种天一阁藏 《会试录 》 ，可以清楚解读明代会试场次及考试

内容 ，这都是 《 明史 ？选举志 》及 《 明会典 》等等明代制度典籍关于明代会试记

载所不可能细述的宝贵资料 。

进士最后一级考试 ，皇帝亲策于廷 ，称廷试 ，亦称殿试 。 殿试比乡试 、会试要

简 ，不需考三场 ，仅一场 ，试时务策一道 ， 限
一千字以上 。 殿试实际是对会试的覆

试 ，定三甲名次 。 皇帝钦点一甲三名 ：第一名状元 、第二名榜眼 、第三名探花 。

洪武四年 （
１ ３７ １

） ，首次科考 ，殿试时间定为二月 十九 日
，

“

御奉天殿策试

贡士 。 二十 日 ，午门外唱名
” ？

。 明英宗正统七年 （
１４４２

）改为三月 十五 日
？

。

① 《天
一

阁藏明代科举录选 ？会试录 》之 《嘉靖八年会试录 》 ， 宁波出版社 ，

２００７ 年 ，第 ５
－

１４ 页 。

② 《 明会典 》卷七七 《贡举 ？殿试 》 ，第 ４５２ 页 。

③ 《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 ？登科录 》之 《正统八年进士登科录 》 ，宁波出版社 ，

２〇〇７ 年 ，第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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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殿试的程序 、考试内容 、考官 、唱名张榜及新进士庆祝活动等明代殿

试制度 、进士档案 ，最基本 、最重要的史料集中在 《登科录 》 中 。 明代 《登科录 》

最完善 ，这也是科举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 这里有必要追溯其产生的沿革 ，有助

于我们对明代 《登科录 》学术价值的全面认识 。

据唐代史籍记载 ，唐中宗神龙时 （
７０５

－

７０７
）就已 出现 《进士登科记 》 ，那

是好事者逐年记载登进士第的姓名 ，
比较简单 ，属私家记录

？
。 其后私家编 《登

科记 》渐多 ，在唐穆宗以前已有 《崔氏显庆登科记 》五卷 、姚康 《科第录 》 十六

卷 、李奕 《唐登科记 》二卷等十数种之多
？
直至好尚文学的唐宣宗 ，于大中十

年 （
８５６

）年索要 《登科记 》 ，下敕 ：

“

自今放榜后 ，仰写及第姓名 ，及所试诗赋题

目进人内 ，仍付所司 ，逐年编次 。

”
？
遂有知贡举官郑颢选礼部员外郎赵璘编

《诸家科 目记 》十三卷 ，搜罗 自唐初武德至宣宗大中十年 （
６ １ ８

－

８５６
）

１ ７６ 年间

的进士登科名录 。 此后即 由官府出面编撰 《登科记 》 。 遗憾的是 ，唐代所编唐

《登科记 》 已荡然无存 。 宋人曾编过若干唐代 《登科记 》 ，也已难觅踪影 。 唯清

代学者徐松编 《登科记考 》 ， 留存至今 ，成为今人研究唐五代科举的基本文献 ，

傅璏琼先生对该书予高度评价 ，认为 ：

“

可以庆幸的是 ，在
一百多年以前 ，

也就

是清朝道光年间 ，有一位学问面很广的学者徐松 ，编撰了一部唐代科举史的专

著 ，给这门学科填补了空 白 ，也给后人提供了不少进一步研究的线索 。

”

他由此

及彼 ，鉴于高度发达的宋代科举 ，

１ １ ８ 科举试仅留下两榜 《登科录 》 ，建议学界
“

效徐松之书的体例 ，编撰一部 《宋登科记考 》

”
？

。 可见 ，科举名 录之于科举

制 、科举史及与之相关社会研究的重要性 。

唐代是科举制开创 、兴起时期 ，每榜录取人数不多 ，

一二十人左右 ， 制度不

完善 。 宋代是科举制兴盛时期 ，宋太宗太平兴国 以后 ，每榜录取人在数百人以

上
，非唐代可比拟 。 科举制度逐步完善 、健全 。 南渡后科举三级考试 ，

“

概以子 、

午 、卯 、酉年 ， 乡贡进士 ；
辰 、戊 、丑 、未年试礼部奏名进士 。 其乡贡旧无定 日

，故

奔竞者而有一人而试数郡 。 绍兴中 ，惩其弊 ，令诸郡同以八月 十五 日 引试 ， 当是

年 ，则二月 一 日颁诏 旨示以取士之意 ，而戒饬之 ，凡遇此岁 ，通谓之
‘

诏岁
’

。

” ⑤

①封演撰 ，赵贞信校注 ： 《封氏闻见记校注 》卷三 《贡举 》 ， 中华书局 ，

２００６ 年 ，第 １ ７ 页 。

②王应麟 ： 《玉海 》卷一一五 《选举 ？科举 》二 《唐进士举 ？科 目记 ？科第录 》 ，
江苏古籍出版

社 、上海书店 ，

１ ９８７ 年 ，第 ２ １ ２６ 页 。

③王溥 ： 《唐会要 》卷七六 《贡举 》之 《缘举杂录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１ ９９ １ 年 ，第 １ ６４０ 页 。

雜琏琼 ： 《唐代科举与文学 》第
一

章 《材料叙说 ： 唐登科记考索 》 ，第 １
、
１ ９ 页 。 龚按 ：傅先

生编撰 《宋登科记考 》 的愿景 已经实现 ， 傅璇琼主编 ， 龚延 明 、 祖慧撰编 的 《 宋登科记

考 ） 》 （ 上 、下两册 ，

４ １ １ ．７ 万字 ） ， 已于 ２００９ 年 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 在此基础上 ，龚延

明主编 ，龚延明 、祖慧撰编的 《宋代登科总录 》 （
１ ４ 册

，

１ ０００ 万字 ）
，

２０ １４ 年 由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出版 。

⑤刘壎 ： 《 隐居通议 》卷三一 《前朝科诏 》 ，影印文渊阁 《 四库全书 》第 ８６６ 册 ， 台湾商务印书

馆 ，

１ ９８ ３ 年 ，第 ２７０ 页上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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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乡试年定为子 、午 、卯 、酉年 ，沿袭南宋乡贡发解试之制 。

宋科举取士数量众多 ，在唐代 《登科记 》基础上 ，宋代科名记提升为 《登科

录 》 ，其所载进士 ，不止姓名而已 ，具载家状 ， 已成为个人小传档案 ，并保存了该

榜的相关科举诏令 、知举官 、考试官 、策题 、对策卷等 。 以 《 绍兴十八年登科

录 》 、 《宝祐四年登科录 》为例 ，其 《登科录 》 内容包括 ：

一

、玉音 御笔手诏 （ 科诏 ？绍兴十七年二月 一 日 ）

二 、御试策一道 （ 绍兴十八年四月初三 日 ） （ 下略 ）

三 、锁院 （ 绍兴十八年二月 十二 日礼部试考官锁院 ）

敕差 ： 知贡举官 １ 人 ， 同知贡举官 ２人 ，参详官 ８ 人 ，点检试卷官 ２０ 人 。

四 、省试 （ 礼部试 ）考试 日期

二月 十八 日 、十九 日 、
二十 日

，
三天引试诗 、赋 、论策三场 ；

二月二十二 日 、
二十三 日 、

二十四 日
，
三天引试经义 、论策三场 。

省试别试 二月 二十三 日 引试 ：考试官 １ 人 ， 点检试卷官 ４ 人 。

五 、御试 （ 绍兴十八年四月初三 日 ）

敕差 ：初考官 ３ 人 ，覆考官 ３ 人 ，详定官 ３ 人 ，编排 ２ 人 ，初考点检试卷官 １

人 ，对读官 ６ 人 （ 对读毕充初 、覆考官 ） 。

六、恩荣次第

绍兴十八年四月 十七 日 ，皇帝御集英殿 ， 唱名赐第 ，赐状元王佐以下进士

及第 、进士出身 、同进士出身共三百三十馀人 。

四月 十八 日
，新进士赴期集所活动 ，撰编 《题名小录 》 。

五月 日
，
立题名石刻于礼部贡院 。 赐状庙Ｅ佐等进士闻喜宴于礼部贡院 。

七 、进士五甲名录 （ 从略 ）

每一名录之下 ，具姓名 、字 、小名 、小字 、婚姻 、祖宗三代与兄弟姓名 、仕履

或出身 、籍贯 、户籍等家状 ， 《宝祐四年登科录 》增加所治主科 （ 治某经或治诗

赋等 ） 。

八 、状元对策

《绍兴十八年登科录 》缺状元对策 ； 《宝祐四年登科录 》 录状元文天祥对

策 。

①

宋代 《登科录 》格式体例 ，
比较完整 、详瞻 ， 为明代所继承 ，而略有变化 ， 明

代 《登科录 》压缩恩荣次第的活动内容 ，增加户籍种类 ，兹以 《天
一

阁藏成化二

十三年进士登科录 》为例 ：

一

、玉音

成化二十 三年 三 月 十 二 日
， 由 提调 官 等于奉天 门 奏 ： 是榜会试取 中

３５ １ 名 ，
三 月 十 五 日 殿试 ， 聘请读卷 官 、执事 官 ５３ 名 ， 以及钦定进 士 出 身

① 《绍兴十八年进士登科录 》 、 《宝祐四年进士登科录 》 ，
全国 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 中心编 ：

《 中 国科举录汇编 》 （

一

）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 中心 ，

２０ １０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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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第 、资格 ： 第
一

甲 例取三 名 ， 第
一

名 六 品
， 第 二 、 三 名 正 七 品 ， 赐进士及

第 ； 第 二 甲 从七 品
，赐进士 出 身 ； 第三 甲 正八 品 ， 赐 同进士 出 身 。 继而 ， 列 殿

试考 官 以及执事 官 ５３ 员 ，其配备如下 ：

读卷官 １ ２ 人 ，其 中 万安 与 刘 吉为 内 阁大 学 士 ；

提调 官 ３ 人 ， 由 礼部 尚 书 、礼部左右侍 郎担任 ；

监试 官 ２ 人 ， 由 监察御史担任 ；

受卷官 ４ 人 ， 皆进士担任 ；

弥封 官 １〇 人
， 京朝 官担任 ， 有非进士 出 身 者 ；

掌卷官 ４ 人 ， 皆进士 出 身 京朝 官充 ；

巡绰 官 ８ 人 ， 皆锦 衣卫 、金吾卫 武 官充 ；

印卷官 ４ 人 ， 皆进士 出 身 京朝 官担任 ；

供给 官 ６ 人 ， 由 光禄寺 与 礼部 司 务 官 充 ， 其 中 五人进士 出 身 ，

一 人贡

士 出 身 。

二
、恩荣次第

成 化 二 十 三 年 三 月 十 五 日 早
， 诸贡 士赴 内 府殿试 ，

上御奉天殿 ， 亲赐

策 问 。

三 月 十七 日 早 ， 文武 百 官 朝服侍班 ； 是 日
， 锦衣卫 卤 薄于丹 陛丹墀 内 ，

上御奉天殿 ， 鸿 胪寺 官 传制 唱 名 ， 礼部 官 捧黄榜 ， 鼓乐 导 引 ， 出 长 安左 门

外 ， 张挂毕 ， 顺天府 官 用 伞盖仪从送状元 归 第 。

三 月 十八 日
， 赐宴于礼部 ， 宴毕 ， （ 新进士 ） 赴鸿胪寺 习 仪 。

三 月 十九 曰
， 赐状元朝服 、冠带及进士 宝钞 。

三 月 二十 日
， 状元率进士上表谢恩 。

三 月 二 十
一

日
， 状元 率进士诣 先 师 孔子庙 ， 行释菜礼 ； 礼部奏请命工

部 于 国 子监立石题名 。

三 、登科名 录 （ 依三 甲 名 次排列 ３５３ 名进士之姓名 及其家状 ）

第一 甲 三 名 费宏 刘 春 凃瑞 赐进士及第

第 二 甲
一百一十名 赐进士 出 身 （ 名 单从略 ）

第 三 甲 二百三十八名 赐 同进士 出 身 （ 名 单从略 ）

四 、皇 帝策 问
一道

皇帝制 曰
： 自 昔 帝王创造丕 图 ， 必有贻谋 ， 以 为 长 治 久安之计 。 夏 、商 、

周 之迹见于经 ，
汉 、唐 、宋之事具于史 。 朕欲 闻 其纪纲统体 、 制度得失之详

……

尔诸生 皆 学古通经 ， 有志 于用 世者 ， 其各直述 以 对 ， 毋有所 隐 ， 朕将亲

览 焉 。 成化 二十 三年三 月 十五 日 。

五 、

一

甲 三 名 臣 费宏 、刘春 、凃瑞对策 （ 对策全文从略 ） 。

？

① 《天
一

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 ？登科录 》之 《成化二十三年进士登科录 》 ， 宁波出版社 ，

２〇〇６

年 ，第 １
－

９５ 页 ，策问第 １
－

３ 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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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登科录 》格式体例与宋相 比 ， 大同小异 ， 明显的是恩荣次第的亲进士

活动项 目压缩 ，进士家状内容 ，也有所变化 ，现特将 《登科录 》核心内容进士名

录 ，宋 、明对比如下 ：

宋以 《宝祐四年 （
１ ２５６

）登科录 》为例 ：

第 一 甲 第
一人 文天祥字 宋瑞 ， 小名 云孙 ， 小 字从龙 。 笫 千 一 。 偏侍

下 。 年 二十 ，
五 月 二 日 生 。 外 氏 曾 。 治赋 ，

一举 。 弟 璧 ， 同奏名 于天麟 。 曾

祖安世 。 祖 时用 。 父仪 。 本贯吉州 庐 陵县 。 父为 户 。

明 以 《成化二年 （
１４２７

）进士登科录 》为例 ：

第 一 甲 三 名 赐进士及第 罗伦 贯江西吉安府永 丰县 ， 民 籍 。 国 子

生 。 治 《 书 经 》 。 字应魁 ，行三 ， 年 三 十 六 ，
正 月 十

一

日 生 。 曾祖叔彦 。 祖永

仁 。 父修大 。 母李 氏 ， 继母严 氏 。 永感 下 。 兄侃 、倍 ， 弟斤 、杰 。 娶梁 氏 。 江

西 乡 试第 六十八名 ，会试第 三 名 。

两者相 比较 ，家状相同的信息为 ：进士名次 、姓名 、字 、排行几 。 治某经 （ 宋

除治某经外 ， 尚有治词赋之 目 ） 。 籍贯 。 年龄 ， 出生月 日 。 父 、祖 、曾祖三代姓名

（ 有无科名仕宦 ） 。父母 、祖父母存亡情况
？

。父母三代之后列兄弟姓名 （ 有无科

名仕宦 ） 。 娶妻否 ，妻姓氏 。

宋 、 明 《登科录 》家状不同之处 ： 明代 《登科录 》增加 ：

１ ■ 应举前出身是何

种学生 ，如国子生或府学生 、府学增广生 、州学生 、州学增广生 、县学生 、县学增

广生 、卫学军生 、医生之类等 。
２ ？ 乡试和会试名次 。

３ ？ 何种户籍 ， 明代户籍划分

较细 、较严 ，有民籍 、军籍 、官籍 、匠籍 、富户籍 、医籍 、太医院籍 、南京钦天监籍 、

灶籍 、盐籍等 。

此外 ，宋 《登科录 》家状记载进士登第历经举数 ， 如文天祥二十岁一举中

第 ， 同榜一甲第三名杨起莘 ，

“

治 《春秋 》 ，
三举

”

，第七名周焱
“

治诗赋 ， 四举
”

等 ，科场并不顺利 。 明代删去了进士登第经历的举数 。

比较之下 ， 明代家状信息量增加了 ：从何种学校出身与乡试 、会试名次 ， 反

映了明代科举与学校的紧密结合 ，
以及对进士三级考试成绩的重视 。 削去举数

不提 ，这说明在明代进士登第更为艰难 ，举数多 ，在家状中列出 ，没有积极意义 。

更可贵的是 ， 明代出现会试录 、乡试录 ，这构成明代科名录
一大特色 ，此为唐宋科

举时代所无 。 宁波天一阁藏明代 《会试录 》
３ ８ 种 、明代 《 乡试录 》

２７７ 种 ，显得十

分參贵 。然而 ，如何能让稀世珍藏的明代殿试登科录 、会试录 、乡试录 ，通过修复 、

整理 ， 面向社会 ，流动起来 ， 为广大读者服务 ，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宝贵的学术价

①宋 、明 《登科录 》家状中亲属存亡的表述均有特殊称谓 ：

“

重庆下 （ 祖父母 、父母俱在 ）

”

、

“

具庆下 （ 父母俱在 ）

”

、

“

严侍下 （ 母亡故 、父在 ）

”

、

“

慈侍下 （ 父亡故 、母在 ）

”

、

“

偏侍

下 （ 继母在 ）

”

、

“

７欠感下 （ 祖父母 、父母俱亡故 ）

”

等 （ 陆容撰 、佚之点校 ： 《菽园杂记 》卷

一

， 中华书局 ，

１９８５ 年 ，第 ２ 页 ） 。 如宋代状元文天祥家状
“

偏侍下
”

，指继母尚健在 ，而父

亲 （ 称严侍 ） 以上三代亲属皆 已故 ； 明代状元罗伦
“

永感下
”

，指父母以上亲属皆已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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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这是学术界的呼声和期待 ，也是文物图书馆业界的使命与担当 。

首先是 ， 台湾学生书局于 １９６９ 年影印了台北
“

中央图书馆
”

藏本登科录 、

会试录 、乡试录 ６６ 种明刊本 ， 以 《 明代登科录汇编 》 为名 出版 ， 给研究明代科

举和明史带来极大方便 。 继其后 ， 宁波天
一

阁博物馆将业经修复一新的明代登

科录 ４ １ 种 ５６ 册 （ 附 《崇祯十三年庚辰科进士履历 》 《 国朝河南进士名录 》

《皇明进士登科录 》 ）影印 ，
以 《天

一

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 ？登科录 》为名 ，

２００６

年由宁波出版社出版 。
２００７ 年 ，

又影印出版了 《天
一

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 ？会

试录 》
３ ８ 种 ４８ 册 。 《天

一

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 ？

乡试录 》
２７６ 种亦影印出版 。

２０ １０ 年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了 《 中 国科举录汇编 》 《 中 国科举

录续编 》 ，收录了宋 、元 、明 、清 《登科录 》 《会试录 》 《 乡试录 》
１ １ ２ 种 。 以上科

名录汇编出版 ，是中国图书馆界的一大业绩 ，打开了珍贵的科举史资源向社会

开放的大门 。

《登科录 》 《会试录 》 《 乡试录 》是研究科举制度最原始 、最基本 、最权威

的文献 。 这三类名录 ，相应于明代科举三级考试乡试 、会试、殿试 。 宁波出版社

继影印 《天
一

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 》之 《登科录 》 、 《会试录 》与 《 乡试录 》之

后 ， 又新推出点校本 ４ １ 种明代 《登科录 》 （ 附 《崇祯十三年庚辰科进士履历 》

《 国朝河南进士名录 》 《皇明进士登科录 》 ） 和 ３ ８ 种明代 《会试录 》 ， 同时 ，首

次整理出版 ２７７ 种 《 乡试录 》 （
７０５ 万字 ） ，并推出 网络版与光盘检索版 ，这大

大便利了读者对天一阁藏三类科名录的使用 ，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文化盛事 。

【 作者简介 】龚延明 ，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兼浙大宋学研究中心教授 。 研究方向 ： 中 国

职官科举史与宋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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