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6 
 

清代乡试文献的集中展示 

——《清代乡试文献集成》第一辑出版 

 杜  萌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清代乡试文献集成》一书是《中国科举文献集成》的一部分，此次出版的《清代乡

试文献集成》第一辑，主体内容是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乡试文献，共计 368 种。乡试文献包

括官刻的乡试录、题名录，与民间自行编纂之同年录、同年谱、同年齿录、同闱录等。官

刻乡试文献因为带有文书档案性质，所以一般没有著者，刊刻的年代多与乡试开设的时间

一致或稍晚，具有较强的时效性。民间出版的乡试文献，有同科之人自行组织编纂，也有

以地方、家族为单位组织编纂，其时效性相比官方乡试文献稍逊一筹。 

要想对乡试文献有一个全面的认识，首先要了解它背后规模庞大的科举制度。清代的

科举考试分三级，乡试、会试、殿试。乡试是最初级的一环，也是最重要的一环，通过了

乡试，成为举人，就拥有了做官的资格。因此，全国生员对于乡试都极为重视。乡试是全

省范围内的考试，一省的生员要想参加乡试，首先要通过资格考试。资格考试有科考、录

科、录遗、大收等途径。科考是针对各直省生员，录科针对的是国子监生员，录遗和大收

等，则是针对错过了正常考试的生员，再提供一次补考的机会。 

清代的科举是分省取士的，各省录取的人数有定额，因此参加考试的人数也有限制。

清初，因为参加科举的人数还不多，大致上维持在 1 比 30 的比例，即 30 位生员中取一名

举人，且管控并不严格。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各地生员数量的增加，到乾隆九年（1744），

在清初分省解额的基础上，又将各省划分为大中小三等。其中直隶、江南、浙江、江西、

湖广、福建为大省，一名举人对应 80 名生员；广东、河南、山东、陕西、山西、四川为中

省，一名举人对应 60 名生员；云南、广西、贵州为小省，一名举人对应 50 名生员。录取

比例之低，甚至低于今日的公务员考试。 

科举考试的竞争是激烈而残酷的，我们从《儒林外史》中多个举子的人生轨迹中就能

有所体会。之所以要汲汲于科举，是因为在古代社会，这是底层人群向社会上层流动的主

要途径。阶层的向上流动，既可以让举子本人从此免除赋役，也可获得尊崇的社会地位，

进一步则可以施展政治抱负，成为达官显宦。 

乡试制度的细节规定非常繁杂，大致的流程是这样的。乡试每 3 年一次，这一规定取

自《周礼》“三年大比”之说，依照顺治皇帝的规定，“各直省乡试定于子、午、卯、酉

年”，从乡试录的题名中我们也可以印证这一规律，如《清同治十二年癸酉科广西乡试题

名录》《清同治九年庚午科浙江乡试题名录》。除正科以外，还有加科和恩科。清代的乡

试开始于顺治二年（1645），结束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长达 259 年的时间里，共

举行了 112 次。其中正科 84 次，加科 2 次，恩科 26 次。加科主要出现在清初，因国家初

定，人才不足，故需加科取士。恩科有万寿恩科，即遇皇帝或皇太后大寿，特旨开科；还

有登极恩科，即新帝即位，加恩开科。清代恩科数量之多，为历代之最。 

乡试一般在秋季举行，所以又被叫做秋闱、桂榜等。每隔 3 年，全省各县的生员都要

向省城的贡院进发，一路浩浩荡荡。省城的贡院中，供生员奋笔疾书的号舍非常逼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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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白天黑夜皆无法直身，只能弯曲身体。除号舍之外，贡院有一高楼，称明远楼，用以监

督作弊等事。此外还有供考场工作人员，以及正副主考官和同考官阅卷与休息的场所。从

考生入考场开始，到阅卷结束放榜，所有工作人员都不能离开贡院，防止考官与考生串通

作弊。 

乡试的考试分为 3 场，各场所考试题几经变化，至乾隆时形成定制：第一场，《四书》

制义题三，五言八韵诗题一；第二场，《五经》制义题各一；第三场，策问五道。考完三

场，生员们就可以离开贡院。接下来是阅卷。阅卷的程序是同考官先行批阅，并按一定比

例将拟录取的试卷选出，贴条注明“荐”字，再由正副主考官决定最终的录取名单。录取

工作结束之后，就迎来了令生员万分期待的放榜。放榜之日，榜单由兵丁护送至布政司署

或巡抚署前张挂，派官兵看守，三日后收缴存库。 

录取榜单公布之后，本次乡试就宣告结束了。接下来，各省还要完成的任务，就是编

制题名录、乡试录，以呈御览，以备磨勘，并存部备查。 

乡试题名录，有进呈御览本与送各衙门本。御览题名录，要在揭晓录取名单当天在贡

院内缮写，随本进呈；送各衙门本，则在出贡院五日内，将监临、提调、监试、主考、各

所等官之籍贯、姓名，三场题目，中式生员的年龄、姓名、名次，还有现任、候补、就职，

议叙、捐纳等情节，一并注明。题名录的格式几经调整，至嘉庆九年（1804）著为定制，

再无变动。 

乡试录的内容更为丰富，包括中式生员姓名、年龄、籍贯、出身、所习某经；监临、

提调等各职衔，主考、同考、弥封、对读，以至巡绰、供给等职衔；三场考试题目，前五

名录取者三场考试文章；正副主考官撰写前后序。乡试录的格式与送呈制度亦在嘉庆九年

成为定制。 

官刻的题名录和乡试录有定制格式，民间自发刊刻的各类乡试文献则没有一定之规，

内容和详细程度差别较大。其中数量较多的是“同年录”和“同年齿录”。这两种文献一

般是由同年中式的举人自发组织编纂刊刻的。同年录内容较简略，主要是同年中举者的名

录以及基本信息，按照名次排列。同年齿录按照举人年龄大小依次排列，内容相对丰富，

包括举人的姓名、别号、生辰、籍贯，或附廪生或优贡生；本族谱系包括直系始祖或高曾

祖妣至本生父母，同族尊长下至兄弟子侄及妻子儿女，祖宗三代兄弟之官阶、封典、著述，

妻之父兄若有科名仕宦，也一并载录，部分齿录还注明举人居住地，以便于联络。 

《清代乡试文献集成》第一辑收录的 368 种乡试文献，其排列顺序为先地域后时间。

地域上依照《[嘉庆]大清一统志》各省顺序排列，各省内再按开科时间排列。各省乡试文

献数量差异较大，数量多的省份集中在华北、江南，如顺天有 55 种，浙江 48 种，江南 30

种，数量少的省份主要是西北、西南，如甘肃有 6 种，贵州只 4 种。从时间上看，顺治朝

共 3 种，康熙朝 9 种，雍正朝 8 种，乾隆朝 24 种，嘉庆朝 23 种，道光朝 57 种，咸丰朝

24 种，同治朝 52 种，光绪朝 165 种。清早期的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收录 20 种，与清晚

期各朝相对丰富的留存相比，更显得弥足珍贵。 

总之，各类乡试文献中蕴藏着大量等待挖掘的资料，不论是研究科举制度本身，还是

以此为基础进行人物家族世系、学术渊源、地方教育和风俗、人口与社会等研究，都可以

从中找到有益的资料。在本书出版之前，现有的研究限于资料收集不易，主要偏重于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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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清代乡试文献集成》的出版，将大批文献一次性呈现在研究者眼前，相信对学

界的研究一定会有所助益。 

 
《（光绪十九年癸巳恩科）顺天乡试同年齿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