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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幅员辽阔的古代中国，交通问题是
人们心中的难题，也深刻影响着历代科举
日期的迁移。每一朝的皇帝都曾为开科时
间而头疼：在京城举行的两轮高级考试，
需得等全国举子都到位后方能开始，但路
途远近有别，如何确保大家行动一致？

最灵活的方法是各州县根据与京师的
距离，酌情提前本地解试的时间。宋朝一
开始就是这么做的，《宋会要辑考》 记载：

“祖宗诸旧法，诸路州军科场并限八月五日
锁院，缘福建去京师地远，遂先期用七
月，川、广尤远，遂用六月。”偏远地区比
国家规定的八月先考完，提早申送举子抵
京，用时间换空间。这倒是很人性化，但
容易被钻空子。在户籍制度不甚完善的时
代，有些心思狡猾的举子先在本地的提前
场次考完，又赶去别州的稍晚场次冒顶他
人再考一回，以期“多试之中，必有一
得”，经常闹出官司。

于是，南宋绍兴二十四年 （公元 1154
年），朝廷开始使用另一种办法，统一全国
解试时间为秋八月五日——这也是中国科
举史上首次对地方一级考试的日期做出明
确规定，杜绝了利用时间差作弊的现象，
得到当时读书人的赞誉，如朱熹称之为

“圣人做事”。既然秋闱日期统一，那么只
能推迟次年春闱的时间，以照顾偏远地区
的举子。省试日期从正月改到了二月，殿
试则更晚，延至四月。

地理的问题解决了，还有人力的问题。
明末文臣朱国祯所著《涌幢小品》中有“殿
试改期”一条，云：“旧制殿试在三月初一
日……成化八年以悼恭太子发引，改十五
日。至今仍之。然初一日太促，毕竟十五日
为妥。此虽人事，亦天意之相合也。”这说
的是成化年间，因为太子丧葬，将原定三月
一日的殿试推迟到了三月十五日，并且此后
一直延续此一日期，是件顺应人心的举措。

为何如此言之呢？按明太祖朱元璋定
下的制度，春闱每科取士百人，会试为二
月初九，殿试为三月初一，从开国初年的
情况看，这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可到了明
中期，文风日盛，每科取士扩至三四百
人，而来应考的举子多达三四千人，每人
考三场，答卷又全是八股化的长篇大论，
而考官却还是明初规定的一二十人。正如
朱国祯所言“初一日太促，毕竟十五日为
妥”，两轮考试间隔过近，很不利于人才的
甄别选拔。于是，成化帝将殿试后推了半
个月，为会试的阅卷留出更多时间，彻底
改变了祖宗法制。

但其实，祖宗法制并不是那么好改
的。同样是明代，万历年间曾有大臣提议
推迟会试日期，却只遭到了同僚的嘲笑。
提出改期的是一位乔姓御史，他担任监试
时，发现有考生作弊，于是以“举子重裘
以进，便于怀挟”为由，提出将寒天二月
的会试改期至风和日暖的三月，这样考生
们“用单夹衣，则宿弊可清”，没有夹带小
抄的机会了。

这听起来有几分道理，却被榜眼出身的
东阁大学士李廷机一言怼了回去：“如此，
则四月十五殿试，傥日暖，如何操笔？又其
甚者，不暴杀举子耶！”李阁老的意思是，
你做事顾头不顾尾，会试从二月推到三月，
殿试就得推到四五月，天热了怎么答卷，要
是赶上大热之日，岂不是要晒死考生？于是

“众哄然一笑而止”，提议也不了了之。
直到清朝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经

御史范咸上奏，会试日期终于由二月改到三
月，殿试也推迟至四月中旬。十多年后，探
花登第的大学者赵翼将这一举措评为善政，
因为“远方士子既免匆遽，而天暖无呵冻之
苦，衣单无怀挟之弊”，其实和一百多年前
明朝大臣们请改试期的理由相差无几。可
见，群众呼声到底还是起作用的，只是实施
上需要时间而已。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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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古代““高考高考””也延期也延期
根据教育部3月31日发布的

公告，2020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统一考试（简称高考）将延
期至7月7日至8日举行。1977
年恢复高考以来，考试虽然有过
时间调整，但是鲜有延期。

在古代中国，科举制度肩负
着为国选材的任务，历史上可曾
有过因故推迟科举的先例？实际
上，古代确实有过几次科举时间
的推移，原因也很多，从天气到
天灾，甚至不乏人的缘故。

公元 1061 年农历八月，北宋都
城开封的天气似乎比往年更为炎热。
盛暑蒸腾下的街市不像 《清明上河
图》中那样熙攘，供应清凉茶汤的坊
店中却流传着比天气还令人躁动的新
闻：听说，朝廷颁布了最新指令，由
赵官家亲自主持的本年度制科考试，
原本应于八月中旬开考，却忽然宣布
推迟！坊间传闻，此乃圣上听信权臣
之言的徇私举动，为一二人而延期考
试。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一桩
“大宋推迟高考”案，除了最高决策
者宋仁宗之外，还牵扯进四位鼎鼎大
名的北宋文臣：韩琦、欧阳修以及苏
轼、苏辙兄弟。其中，韩琦是当朝宰
相，“二苏”是应制的考生，而欧阳
修是他们的举荐官。这一年，苏轼
26岁，苏辙23岁，兄弟俩已在文坛
扬名，正待于国家选拔人才的最高考
试中大展拳脚。谁知天有不测风云，
苏辙偏偏在此时生了一场病，无法按
期应考。

史料未记载苏辙病倒的原因，或
许与炎热天气下的传染病有关，或许
他在京城水土不服，总之，在已经通
过前面几轮考试的情况下，于此功亏
一篑，实在令人惋惜。这时，一向爱
才的宰相韩琦就站了出来，向宋仁宗
进言，请求推迟考试。韩琦是这样说
的：“今岁召制科之士，惟苏轼、苏
辙最有声望。今闻苏辙偶病未可试，
如此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试，甚非众
望，欲展限以俟。”

细品韩大人这番话，有点挟众望
以令天子的意思。他请求延考的理由
并非担心优秀人才漏选，而是因为

“二苏”的名望很高，一人缺席会影
响大家的期待。这听起来有些强词夺
理，神奇的是，宋仁宗居然就答应
了。但皇帝考虑的可能不只是“众
望”，还有韩琦本人的威望。

宋仁宗为宋仁宗为““二苏二苏””
推迟推迟““高考高考””

自然灾害是导致科考延期的一个
常见原因。唐文宗太和八年 （公元
833 年） 夏秋之际，各地解试已毕，
但因为“虫旱相因，恐致灾荒”，尚
书省决定直接取消第二年春天的省试
及殿试，用当时的话说，叫“权停贡
举”，一时舆论哗然。

为什么一场地方性的虫害能影响
半年后在天子脚下的考试？原来，按
唐制，每年秋末十月是各州府申送本
地举子进京的时间，因秋收受损，物
力不迨，耽误了部分地方举子的行
程。虽说下轮考试在次年春季才开
始，但举子们进京后有好长一套流程
要走：觐见天子、拜谒先师、疏名列
到、结款通保……还要留出攻书备考
的时间。因此，朝廷提前半年发
出停考的通知并不夸张。好在后
来唐文宗体恤到了举子们的心
情，“念彼求名之人，必怀觖望之
志”，于是“宁违我令，以慰其
心”，下诏恢复次年春闱，只是将
考期推迟了一个月，好等待那些
在路上耽搁了的国家未来的栋梁。

但并非每一届举子都能这样
幸运，如果国家遭遇战乱兵祸，
科考停摆的决定是不可挽回了。
唐 懿 宗 咸 通 九 年 （公 元 866
年），被史家称为“唐亡之祸
基”的庞勋起义由西南一路席卷
江淮，朝廷因为“久屯戎卒，连

年飞輓，物力方虚，因诏权停贡举一
年”，取消了咸通十年的考试。诏令
发出之时，当年秋闱已毕，各地举子
已经陆续启程抵京，走到半路听说来
年春闱取消，只好悻悻返乡。

还有一些临时性的事件会导致科
考延期。比如，明朝洪武、建文年
间，曾两次因为“日有食之”而推迟
殿试半月——古人认为日食是不祥之
兆。天顺七年（公元1464年），则因
考场失火焚毁，会试延迟了半年多，
殿试则直接推到了次年。万历十七年
（公元1589年）的会试也发生了场地
失火而延考的情况，那年的状元是后
来的一代名儒焦竑，民间遂有“考场
不失火，哪有状元焦”的说法。

方便天子方便天子 苦了举子苦了举子

苏轼（左）苏辙（右）。 资料图片

《南闱放榜》图

科 举 制 度 是 中 国 古 代 的“ 高
考”。“科举”为分科举人（选拔人）之
意。隋文帝杨坚把选拔官吏的权力
收归中央，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
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隋炀
帝杨广爱好文学，置进士科，以“试
策”取士，这是后代科举考试文字的
开始，又设明经科，标志着科举制正
式诞生了。

到了唐代，科举场上走出了“状
元”。这一至今令人羡慕的名词，是
女皇帝武则天的发明。此后，“状元”
就成了优秀学子的代名词，状元之后
第二、三名分别是“榜眼”、“探花”。

状元得经过乡试、会试、殿试三
次考试，方有折此桂冠的机会。所
以，古代的状元多是货真价实的满腹
经纶之士，连皇帝也喜欢把女儿嫁给
状元郎。

古代的科举也分科，有文科、武
科之异。据考证，中国古代第一个武

状元名叫薛奕，文状元就太多了，如
唐代诗人王维、宋代民族英雄文天
祥，都是状元出身。

考试时间是十分固定的，但并不
限于一次考试，有的朝代有春考、夏
考之分，最后决出状元的“殿试”一般
安排在三月里，即“三月廷试”。明、
清两朝，乡试时间在阴历八月份，会
试在阴历二月份，殿试在三月份。
乡、会两试的考试时间，一般分为三
天，中间空出两天，定在当月的初九、
十二、十五三天。

各朝所考科目总的变化不大，
但题量很大，表面上看似只写作文，
实则很复杂，是一考定终身。学生
只看书、只知道是不行的，得把四书
五经这样的经典给背出来、熟记于
心，甚至某句话在某页某行，都要记
得一清二楚，而且还要毛笔字写得
漂亮。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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