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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是以考试举荐贤良选
拔人才的。求取功名者，须经乡试、
会试、殿试。乡试每3年在省城举行
一次，考中者称“举人”，举人的第
一名称“解元”；中了举人则有资格
进京，参加礼部举行的“会试”，考
中者为“进士”，进士的第一名称

“会元”；会试考中者，便能参加由皇
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殿试是“三
试”中的最高考级，仅取前三名，第
一名称为“状元”。

“状元”一词，最早出现在唐
代。唐代科目中以进士科为最重要，
以其作为入仕资格的首选。当时，参
加科举考试的举子们必须先向掌管典
礼、考试和学校的礼部递交有关证
件，亦叫投状。经礼部审查放榜公
布，因而称考中的第一名为状头，即
状元。

据史料记载，自唐至清的 1000
多年间，共有文科状元 551 人。其
中，唐代，标明状元者有王维、柳公
权等139人；五代十国，标明状元者
有崔邈、王归璞等 11 人；宋代，标
明状元者有吕蒙正、文天祥等 118
人；元代，标明状元者有噜呯呼图岱
尔、张启岩等 32 人；明代，标明状
元者有吴伯宗、杨慎等 89 人；清代
至光绪三十一年废除科举制时，标明
状元者有114人。辽金两代，实以名
列榜首的进士为状元，故而，551人
中还包括辽代的状元 18 人；金代的
状元 15 人。此外，明末张献忠的大
顺政权有状元1人，清咸丰年间洪秀
全的太平天国政权有状元 14 人也包
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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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状元

古代状元那些事儿
高考分数马上就要下来了。若拿今天的“高考最高分”和古代的状元来对比，有一种关公战秦琼式的滑稽。不过在古代，若是得中状

元，那可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在戏剧里，经常会有中状元当驸马的桥段，不过在历代状元中，有据可考被皇帝招为
驸马的只有一人，而且这位驸马爷和公主感情也不好。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古代状元的故事。

唐代状元归系唐代状元归系。。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
的书法作品。

郑颢郑颢

壹

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第一
位科举状元究竟是谁，目前并没
有完全搞清楚。有资料记载的第
一个状元是唐朝武德五年 （622
年） 及第的孙伏伽。不过也有许
多人认为这说法和记载并不准确。

从隋朝大业元年 （605年） 的
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
（1905年） 正式废除，科举制度整
整绵延存在了 1300年。若以第一
位科举状元孙伏伽算起，到清光
绪三十年 （1904 年） 甲辰科最后
一位状元刘春霖止，历代科考共
产生了 600 名左右的文状元。加
上武状元等，中国科举共有 700
多名状元。历代状元人数最多的
是唐代。唐朝繁盛时期科考几乎
每年一次，约产生状元270人。

状元起初称为“状头”，在唐
代，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经由各
州贡送到京城，在应试前需递送

“投状”，即类似如今考试报名时
填写的资料。科举考试结束之
后，成绩名列榜首者会被放在最
前面，就叫做“状头”。“状头”
亦曰状元。

明清两代，殿试一、二、三
名，确定其名称为“状元”“榜
眼”“探花”，合称“三鼎甲”。因
殿试第一甲第一名，亦别称殿
元。又因居三鼎甲之首，亦别称
鼎元。士子一旦考取状元，其地
位马上会青云直上，“十年寒窗无
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新进状
元按惯例都将授予六品的翰林院
修撰。

唐朝状元人数最多

公元 1904 年 7 月，清廷照例
又举行了一次殿试，主考大臣经
过认真挑选，把入选的试卷按名
次排列，呈请慈禧太后“钦定”。

当时内外交困，忧心忡忡的
慈禧太后正准备做七十大寿，想
从科举之中得到一点吉兆。她首
先翻开主考官列为头名的试卷，
字迹流利清秀，文辞畅顺华丽，
内心颇喜。但此举子是广东人朱
汝珍。据说，慈禧一见“珍”字
便想起了珍妃，因为珍妃支持光
绪皇帝改良，被慈禧太后推入井
中溺死。又加上朱汝珍是广东
人，太平天国洪秀全，维新派康
有为、梁启超，高举反清大旗的
孙 中 山 …… 这 些 大 清 朝 的 “ 首
逆”都出自广东，所以朱汝珍夺
魁失败。而刘春霖，因为“春
霖”二字含春风化雨、甘霖普降
之意，这一年又逢大旱，急盼一
场春雨。于是，慈禧大笔圈定，
名列榜首，发榜时刘春霖由原来
的第二名而成了头名状元。

刘春霖中状元后的第二年就
废除了科举考试，他也就成了中
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

叁

自古以来，民间就经常把驸马与状
元这两个词联系起来，好像中了状元就
可以做驸马。实际上中国历代可考的驸
马状元只有郑颢一位。

郑颢是唐会昌三年 （843年） 的状
元。本来他早有婚约在身，中状元后打
算迎娶卢家的千金。可是这位年轻英俊
的状元被皇上看中了，非要将自己心爱
的女儿万寿公主许配给他，郑颢偏偏不
爱公主，非娶与自己青梅竹马的卢家小
姐。

唐 宣 宗
便让宰相白
敏 中 说 服
他，白敏中
费 尽 口 舌 ，
又多方威逼
利诱，终于
迫使他娶了
万 寿 公 主 ，
婚后两人生
活得并不幸
福，后来郑
颢多次弹劾
白敏中，幸

好唐宣宗自知理亏，替白敏中压下了弹
劾的奏章。

相貌英俊的不光是郑颢一位。王维
也英俊潇洒。王维考进士之前听说当朝
名士张九皋也打算考，就很担心自己的
名次，于是去找岐王想办法。岐王是唐
玄宗李隆基的弟弟李隆范。岐王让王维
精心修饰一番后，带他到了九公主府，
说是献酒乐。王维演奏了一曲哀切的

《郁轮袍》，让本就对王维外貌心生好感
的公主更加高兴。岐王趁机说，这是位
书生，不仅通音律，而且诗作也无人能
及。公主更加惊异，当即要了王维的诗
作品读，这一读更加吃惊，原来是她平
常爱读的诗，还以为是古人的佳作。公
主马上请王维换上正装，坐到贵宾席，
王维也大施个人魅力。

看时机成熟，岐王便说明来意，公
主也答应下来，愿意为王维在长安考区
高中“尽量使劲”。回头，公主将京兆
府主考官招到府中，让婢女传话，将解
头 （即后世所称解元，指科举考试乡试
第一名） 换成王维。王维就这样当上解
头，紧接着又在第二年春天被点成状
元。

公主与状元的故事

据宋代王明清的 《玉照新志》 说，
北宋初年，凡举子参加殿试，要考 3个
题目，完成最快者即为状元。

开宝八年 （975年），宋太祖举行殿
试，举子王嗣宗和陈识两人几乎同时把
试卷交到宋太祖面前，这可把宋太祖难
住了，状元只有一个，给谁呢？马上得
天下的宋太祖让两人在朝堂之上打一
架，谁赢谁为状元。天子一声令下，王
嗣宗与陈识瞬间就扭打在一起，文人武
斗，难解难分。最后，王嗣宗摔倒陈
识，赢了。宋太祖哈哈大笑，把状元授
予王嗣宗，王嗣宗遂有了“手搏状元”
之称。陈识虽然没有得到状元，好歹也
是第二名。

还有一些状元的钦点完全因为皇上
的喜好。在顺治十二年（1655年），本拟
定的状元是太仓人王揆，唱名的时候，

顺治帝因读音相同想起了 《王魁负桂
英》这个流传极广的剧本。剧中的王魁
是个负心汉，中了状元抛了糟糠之妻。
接着唱名大臣的话音，顺治帝脱口说了
句玩笑话：“是负心的王魁耶？”皇帝金
口玉言，王揆马上就被抑为了第三甲。

无独有偶，同治七年 （1868年） 科
考，江苏人王国钧被初定为一甲，但也
是自己的名字惹了麻烦。

国钧这个名字本来是不错的，唐代
诗人白居易《赠樊著作》诗云：“卒使不
仁者，不得秉国钧。”国钧者，国家重任
也。可是，要把“王国钧”连起来读，
就是“亡国君”的谐音。这可是大忌
讳。因此，当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听到
这个名字后，甚是不悦。太后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王国钧遂被抑置三甲。

据《新安晚报》

中状元有时靠运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