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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高考学霸”
寒窗书剑十年苦,今日向阳花正开，万千

考生皆努力,青年才俊展风采。
一年一度的高考刚刚结束，下面为大家介

绍一下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高考学霸”。

康熙年间状元——李蟠

康熙三十六年，李蟠带着 36 个馒头参加
殿试，他是个穷人，既没有钱参加押题的辅导
班进行辅导，也没有认识的高官引荐。

清代时殿试为一天，从太阳升起，考到太
阳下山，李蟠虽资质聪颖但是写字却非常的
慢，天黑之前别人都交了卷，而他才刚写个开
头。

于是他苦求考官，毕生之业，在此一举。
请千万别催促！带来的 36 个馒头早已吃完，
李蟠又厚着脸皮要了几个，挑灯夜战，直到深
夜才交卷。可没想到事情有了惊人反转！康
熙皇帝听闻后细读考卷，被其文韬武略所打
动，再加上深觉是位苦学之士，于是便让他当
了状元！鱼跃龙门！

明代状元——吴伯宗

所为心态好！强不少！明代状元吴伯宗
便是一个心态超好的人！洪武三年乡试中举，
此人轻轻松松地拿了第一。

第二年，吴伯宗进京会考，大有问鼎状元
之势。可没想到，却只拿了个第 24 名。可他
并没有因心理落差太大而想不开，而是自己积
极地调整心态，继续通关殿试。好巧不巧！那
一年朱元璋想招一个外交大使当状元！

考虑到出使形象与气节，在笔试后特意增
加了一轮“面试”。轮到吴伯宗，见其仪表堂堂
气宇轩昂，回答也有礼有节。朱元璋头一震，
就他了！

于是，吴伯宗凭借良好的心态，即兴发挥，
成功逆袭，取代了在笔试中获得第一名的郭
翀，成为开国状元！

学霸天才——黄观

而同是明朝的黄观，原因是他本是“三元
及第”的人，但是明代不少史料拒绝承为他是

“三元及第”，认为“终明之世，三试第一者，辂
一人而已。”为什么不承认呢？这里面有个小
插曲。黄观自幼勤奋好学，他的老师是元末学
者翰林待制黄冔。

正所谓名师出高徒，黄观一路过关斩将，
洪武二十三年参加乡试考了第一名，次年应会
试又考了第一名，同年，参加殿试，黄观的策论
深得朱元璋嘉许，取殿试一甲第一名。“连中三
元”的黄观引起了世人关注，人们回头看黄观
的科举之路，发现他岂只是“中三元”，他在县
试、府试和院试三次考试中（均为考取秀才功
名的三场考试），都是第一名。六次考试六次
第一名，这绝对是举世难见的超级学霸，人们
说他创造了科举考试史上的一个奇迹——“三
元天下有，六首世间无”，可见其“学霸”之名绝
非一般！ 据网易新闻

古代“高考”都考啥
一年一度的高考结束了，首先让我们祝福各位考生，考出好成绩，考上理想的院校！接下来让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古代的“高考”什么样。我国古代的“高考”——科举，在某些方面和现在的高考
很有异曲同工之处。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古人是如何参加“高考”的，古代“高考”都有哪些讲究。

相关链接

“高考”考什么

唐 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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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朝的考试科目多达 50 多种，主
要的考试科目包括：明经、三礼、三传、
史科（考墨义、贴经）、秀才、俊士、进
士、明法（考查法律制度）、明书（书写
人才）、明算（考《九章》《海岛》《孙子》
《五曹》《张丘建》《夏侯阳》《周髀》《五
经》，各一帖；外加《缀术》《缉古》《记
遗》《三等数》等）、一史、三史、开元礼
（唐玄宗时代官修的一部礼仪巨著）、
道举（始于唐玄宗时，考《老子》《文子》
《列子》《庄子》，考试办法和明经相同）
等。

明经、进士两科后来成为唐代常科
的主要科目。进士科，是最难的一科，
单单靠死记硬背是行不通的，进士科
需要对国家大事进行点评，或者写诗
做文章。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重
要，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
考生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
个是乡贡。

宋 朝

宋代的科举制度，大致上和唐代相
同，但是在唐代科举制度上有所改良，
体制制度更加完善，分常科、制科和武
举。

考试的内容，“四书五经”是不可少
的，大致科目和唐朝也差别不是很大，
但是常科科目有所减少，进士科依旧很
受宋代朝堂的重视，宋朝很多宰相都是
进士出身。但是宋朝开始，把背书和作
诗给取消了，这也减少了那些文人只会
死记硬背，考时政问答，提出对时政的
想法然后给出解决办法。

明 清

到了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变得十分
严苛，同时难度也最高。“八股文”也在
明朝应运而生。

“八股文”的题目，内容，格式都限
制太严。八股文就是指文章的八个部
分，文体有固定格式：由破题、承题、起
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
分组成，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中的
原文。

“八股文”的产生，极大地扼杀了文
人的创意，束缚了文人的思想。文人作
文，必须模仿古人的腔调，而且，文章的
字数也有严格的限制。“八股文”的题目
只出自于“四书五经”，主要文义在于诠
释经书的义理，并要求据题立论，所以
很少有作者自由阐发的空间，而它的重
要体裁特征便是对偶性。

以上就是古代的“高考”制度，是
不是比想象中的考试科目更加繁杂？
所以，在古代，进士出身的文人，各个
也都是饱读经书的牛人。

据澎湃新闻

古代“高考”也“封卷”

现在高考规定有严格的封卷
制度，每场考试一结束便弥封考
卷，以防止考试阅卷出现人为弊
端。实际上，这种封卷制度在古
代“高考”就早已有之。

史籍记载，我国古代科举封
卷制度起始于宋朝。据《宋史·选
举》说，宋太宗淳化年间，为“革考
官窝私之弊”，采用监丞陈靖的建
议，推行“糊名考校”法，科考时在
试卷上糊住考生姓名、籍贯，决定

录取卷后再开拆弥封。追溯起
来，宋代的“糊名考校”法显然当
算是高考封卷制度的“始祖”了。

不过，在古时封建官场腐败
的情况下，即便实行考卷弥封制
度，还是有不法考官凭借辨认考
生字迹作弊。于是，在宋大中祥
符八年，真宗赵恒下令设誊录院，
由书吏誊抄科考试卷，考官借誊
抄副本评卷。此种做法，把考试
封卷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每年的高考，几乎都会传出
有低龄高分考生被重点院校破格
录取的消息。前几年还有学校开
设了“少年班”，专门网集“神童”
加以重点培养。

然而，对“神童”实行特意培
养并不是今人的创举，大量史料
说明，中国自古就不乏“神童”，而
古代各朝对这些“神童”也是格外
重视，一旦发现，就要加以培养，
并引为皇朝幸事。

史学有记，早在汉时朝廷就
选拔了一些年龄俱在 12 岁以下
的“奇童”在太学读书。唐代科举

则专门设立了“少年班”——童子
科，只要是年龄在 10 岁以下，能
通一《经》及《孝经》、《论语》每卷
能诵文十通者，就可以入“科”，给
予身份。当然，由于年少不经事，
他们虽有功名，却不能去治民。

而在宋朝，童子科还“录取”
过女孩。宋淳熙元年，有个叫林
幻玉的女孩，在中书省应试，主考
官挑试诗书 43 件，全部通过，为
此，孝宗皇帝特地封她为“孺人”。

元代也曾规定，凡童子科中试
者，一律“录取”到朝廷的最高学
府——国子学里加以重点培养。

古代也有“少年班”

现在高考，“高分低能”现象
不断引起社会的关注，这实际上
涉及考生的“素质教育”问题。古
代的“高考”，古人同样重视这一
点。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古代科
考就是举人到京城会考，金榜题
名后紧跟而至的就是高官厚爵。
其实，真实情况并非这样，古人在
会试取中贡生后，还要面临另外
一场考试——殿试，然后才能决
出“名次”。

殿试由皇帝在皇宫大殿亲自
主持。皇帝除了现场点题让贡生
们作文比试外，还要通过问话、观
察等方式对他们进行考察，最后
综合他们的情况，才能定出状元、
探花、榜眼等一应名次。

殿试的好处是，通过直面观
察，对“考生”平时接受“素质教
育”的情况进行了解，以尽量做到
全面正确地评估其才能。这说
明，古人对“考生”“素质教育”的
重视不亚于今人。

古代也重“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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