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举制度存续 1300 多年
沧州科举文化极具地方特色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
府同意了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奏
请，下旨废除科举制度。朝廷颁布的
《清帝谕令停科举以广学校》 中写
道：“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推
广学堂，必先停科举……着即自丙午
（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
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这项渊源于汉、创始于隋、确立于
唐、完备于宋、兴盛于明清两代、在
中国历史上存续了1300多年的古代人
才选拔制度，就此废止。当天的“云
课堂”，讲解员张译丹在简要回顾了
科举制度的历史后，带领线上观众，
以“走向科场”“主考裁官”“登第鼎
甲”“独占鳌头”四个展陈部分为线
路，参观讲解了沧州历史上的 3位主
考官、8位文状元、8位武状元、2位
榜眼、2位探花等 20多名科举人物的
历史文化信息，深刻揭示了沧州在
1300多年文举和 1200余年武举考试
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独具沧州地方特
色的科举文化。

在“走向科场”展厅，一方魁星
石刻引起了观众好奇，也成了讲解的
开篇词。张译丹介绍说，魁星，原称

“奎星”，是中国古代神话中主文运、
文章的神祇。科举考试中被奉为主中
试之神。我国很多地方都建有魁星
楼，并塑像以崇祀之。魁星形象，一
般为左手捧墨斗，右手握朱笔，意为
用笔点定中试人的姓名，右脚金鸡独
立，脚下踩着海中的一条大鳌鱼的头
部，脚上是北斗七星，寓“魁星点
斗，独占鳌头”的含义，魁星寄托着
底层人士靠科举实现人生理想的朴素
愿望。

沧州文进士达 666 名
科举拥有一套完整制度

观众的思绪还在魁星的故事中，
张译丹又用手指着《科举考试分级取

士图》和《明清科举简表》说：“再
看这两个图表，这是今天讲解的重
点，它们清晰地展示了古代学子进入
仕途必经的四级考试，那就是童生
试、乡试、会试和殿试。”

在古代很长一段历史时期，读书
人需要经过以上四个考试环节，才能
一步步跻身国家官僚序列。抛开政治
层面，单从考试角度来说，四级考试
的考试题目都是作文，在某种程度上
说，这种考试方式是能测试出一个人
的综合政治文化素质的，也为出身寒
门的学子创设了学而优则仕的通道。

在历代科举考试中，沧州文举人
达2680名，文进士达666名，这其中
有文状元 8名、榜眼 2名、探花 2名。
并出现了诸如任丘边、景城纪、南皮
张、东光马、献县戈、沧州戴氏、沧
州吕氏等颇具代表性的科第世族。

在“云课堂”介绍的科举人物
中，记者发现有两个人是较引人关注
的，那就是沧州科举史上的第一位文状
元贾季邻和最后一位文状元刘春霖。

贾季邻，沧州科举史上第一位文
状元，浮阳人（今沧县旧州镇）。西
汉著名文学家贾谊、曹魏开国功臣贾
诩的后裔。735年，贾季邻考中唐玄
宗开元二十三年乙亥科状元。该科进
士27人，同榜有李颀、萧颖士等，考
官为考功员外郎孙逖。贾季邻入仕后
曾官长安尉。贾季邻的曾孙辈贾耽，
唐天宝中期，举明经入仕，官至唐德
宗时宰相。贾耽的八世孙贾黄中，北
宋初名臣。六岁举童子科，曾任翰林
学士、给事中、参知政事、秘书监等
职，曾两次掌管科举考试。难能可贵
的是，贾季邻的侄孙贾稜，也于唐德
宗贞元八年（792年）壬申科状元及
第，双双光耀门庭。

刘春霖，字润琴，号石云。清直
隶河间府肃宁县人，光绪三十年
（1904年）甲辰科状元，为中国历史
上最后一名状元，所谓“第一人中最
后人”，授翰林院修撰，次年奉派到
日本法政大学留学。光绪三十三年
（1907 年） 归国后，历任资政院议
员、记名福建提学使、直隶高等学堂
提调和保定北洋女子师范学校监督等
职。辛亥革命后，曾任大总统府内
史、中央农事试验场场长、总统府秘
书帮办兼代秘书厅厅长等职，民国十
七年（1928年）退隐北平，以诗书自
慰。日本侵略中国后，让其出任“满
洲国教育部长”“北平市市长”等伪
职，刘春霖保持晚节，坚辞不就。
1944年卒，享年72岁。

在封建社会，书读好了就能考试
做官。为此，许多学生皓首穷经，博
取功名。在科举这个“指挥棒”的指
引下，无数平民子弟，十年寒窗，方
熬得陪王伴驾、治国安邦。“金榜题
名时”也成为古人所说的人生乐事之
一。而科举作为选拔人才的一套制
度，也越来越完善。

武 举 也 设 四 级 考 试
清109位武状元沧州占8位

与文举相对的武举，又称武科，
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兴盛
于明清两代，废于清末光绪二十七年
（1901年），存续 1200余年，是历代
选拔武艺人才的主要方式之一。清代
武举制，基本沿袭明末，同时又更加
发展，形成了武童试、武乡试、武会

试、武殿试四级考试制度，完善了
“文武兼备”的人才选拔标准。由于
清政府大力提倡，制度日益严密，录
取相对公正，民间习武之风兴盛一
时，习武者对武举考试趋之若鹜。

沧州武风素盛，明清两代有明确
记载的沧州武举人、武进士有 1937
人，在清代 109位武状元中，沧州就
占了 8 位。可见沧州尚武任侠的风
气，自古已然。

应该说，科举制度在为国选才方
面发挥了作用。科举制度在完成历史
使命后废除，这彻底改变了中国教育
和人才选拔状况。受其影响，中国社
会各方面因此发生了深刻变化。有学
者认为，科举制的废除，导致选人用
人失去了客观统一的标准，破坏了国
家吸收选拔精英分子的正常渠道，在
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才资源的流失。
不管是非功过，这项制度都已成为过
去，但却在教育文化史上留下了厚重
一页。

科举制度知识讲解结束了，观众
却意犹未尽，在直播间纷纷留言，表
示收获很大，期待推出更多专题讲
解，了解到更多的本土历史文化知
识。

市文保中心副主任李翱介绍，为
灵活有效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市文保
中心从2020年起开设了传统技艺“云
课堂”，在线教授指导书法、茶艺、
剪纸、拓片、香道等传统技艺，让市
民在线上学习优秀传统文化，感受沧
州本土文化的魅力。2023 年以来，

“云课堂”已推出 10余期，开设香薰
蜡片制作、宫灯制作、祭器礼器讲解
等课程。

李翱说，今后，市文保中心将继
续立足自身优势，增强推进文化繁
荣发展的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
感，推出更多富有地方文化特色
的讲解活动，聚焦宣传重点，创
新宣传方式，让更多人认识沧州、
了解沧州、走进沧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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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张之洞
在海南的在海南的““扶贫扶贫””创举创举
邢家训

张之洞是南皮县人，是我国近
代史上著名的经学家、教育家、政
治家、实业家，晚清洋务派领袖之
一。他 9 岁时就读完了 《四书》
《五经》，11岁时就能赋 《半山亭
记》，被世人称为“神童”。他回
南皮老家来参加县试，连考五场
均被列为榜首，乡试中举人获得

“解元”殊荣；会试列“贡士”；
殿试上了“金榜”，26岁探花及第
步入仕途。37 岁为四川学政，41
岁入翰林院，成为清流健将。45
岁任山西巡抚，48岁任两广总督，
53岁任湖广总督，一生在湖广任上
时间最长，业绩最大，功绩已载录
史册。

光绪十年 （1884年），张之洞
赴任两广总督。海南岛归广东管
辖，此时在深山中的黎族人民生活
非常困苦，几户几十户部落群居，
无村规，无道路，无文化，无衣
着，部族还时常相互残杀。

海南是祖国的宝岛，张之洞任
两广总督期间，对宝岛的发展用尽
了心血，任期内留传下来的电报和
频繁的奏折显露了他艰难的思绪，
可感受到他谋求改变海南状况的决
心。

他在海南的历史贡献是著名的
《抚黎十二策》：

一、开通十字路，以期黎汉通
达永远相安。

二、匪黎罪投者免，拒者诛，
擒者赏。

三、设官安营，黎长编立土目。
四、田产有主，严治强夺，违

者入官。
五、赋税从轻，断不苛敛。
六、黎境开矿，计酬租赁绝非

强占。
七、设场立市，公平交易。
八、治土目责不抗官。
九、筹办义学，讲“圣谕”习

汉文。
十、诚黎民无论生熟，一律剃

发。
十一、诚黎首开送户口草册。
十二、诚黎众开山伐木酌赏犒。
在这十二策中，张之洞的重要

思想是以开通十字路为基础，制定
田产、减轻赋税、开市交易、兴办
义学等。他的用心很明确：“以期
黎汉永远相安，良黎秋毫不扰”。
安民必须做到百姓能够活命，他特
别声明“大军开山，于民有益”。
《抚黎十二策》是张之洞安琼的重
要思想和举措。

他的抚黎举措条条务实具体，
如光绪十三年（1887年）二月，张
之洞致电陵水冯子材、崖 州 刘
牧、琼州方道说，对光着身子没
有衣裤的黎民，一律赏给衣服和
裤子，使黎民衣能蔽体，还给每
个黎营村发若干剃刀，使黎民都剃
发改装。

张之洞抚黎修路、垦田伐木、
开矿的政策深得黎民拥护。海南宝
岛物产丰富，在原始森林山谷中有
千百年的花梨、紫檀、香楠、铁力
等名贵树木和伽楠、沉香、冰片、
朱藤等稀有药材，土地肥沃，稻田
一年可三熟。

光绪十五年 （1889年），琼州
朱采向张之洞发电文汇报抚黎工作
成效时说：伐木局在万州、陵水已
采运木材三万株；在昌化垦荒纵横
十多里，耕田达数千亩。还在凡阳
至崖州之间修路。张公抚黎的决策
为海南后世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基
础。

张之洞在《抚黎十二策》第九
策中强调“办义学”“讲‘圣谕’”，
是面对海南当时黎人文礼水平急需

强化教育而作出的。
所谓义学，是初级的学汉语和

汉字，打牢文字基础；讲“圣
谕”，是筑牢做人做事的基础品
质。意解“孝悌”，尊敬父母，友
爱兄弟，是儒家道德的核心，是说
儿女和父母之间、哥哥和弟弟之间
的关系，这两组关系与夫妻关系一
起，是人伦关系的基础，处理好这
些关系，家庭就和睦了。同时宗
族、乡亲之间关系好了，就会融洽
而无争端诉讼。这些是社会和谐的
基础，是人际之间要遵守的道理，
友爱宽容，讲法律明礼让，人际关
系温良恭俭让，做官利国利民忠厚
正直，心无邪恶心善德全，使百姓
安心固本不胡作非为，社会安全得
以保障。张之洞要把“圣谕”的道
理普及到天涯海角。

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后，在海
南的“国防建设”上仍旧作出了很
多突出贡献，如广东潮州、琼州海
口、广西钦州、廉州海口各军港的
建设，他力尽之至。曾亲自数次进
行边防巡视，检阅各炮台营伍的操
演，审度筑台设戍处所，测量兵轮
出入要隘，考核吏事营伍工作力
度。一次，他在腊月初二出巡各海
口，先琼州，次北海白龙尾、汕
头，船不登岸，伙食自备，所到
镇、道、府、州、县均不让远迎，
既不扰民也不扰官。

海防炮台不足，他夜不能寐，
大力筹款，速造浅水轮 10 艘，并
一一亲自命名，第一艘叫“广甲
号”。新造的舰船功能怎样，他亲
自一遍又一遍地进行审试，始终
尽职尽责。

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发起的
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
侵入北京、火烧圆明园，企图瓜
分中国的野心，幕幕载入张之洞
的心中和救国强国的思愿。他曾
三番五次向朝廷进谏，主张保家
卫国，筹饷、选将、强军，力建
枪炮厂，主张推行“东南联防”
的卫国战略。在援越抗法决策
中，他敢于担当，起用年迈老将
军冯子材和曾反清的爱国将领刘
永福，冯子材父子与爱国将士奋
战疆场，张之洞的战策在取得镇
南关大捷中已彰显出了超群的才
能，博得了世人高度评价和赞扬。

钩 沉钩 沉

张之洞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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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文保中心推出专题文化活动市文保中心推出专题文化活动————

“““云课堂云课堂云课堂”””讲解古代人才选拔制度讲解古代人才选拔制度讲解古代人才选拔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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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靖小小说肖靖小小说肖靖小小说《《《阳光正好阳光正好阳光正好》》》
获全国奖项获全国奖项获全国奖项

本报讯 （记者高海涛） 日前，
第二届“尚法杯”法治小小说全
国征文大赛颁奖典礼在廊坊市文
安县艺术中心举行。我市作家肖
靖的小小说 《阳光正好》 获得三
等奖。

据了解，大赛征文主题是“法
治建设与高质量发展”，从去年3月
份启动，共收到 27 个省市的来稿
1500多篇。经过严格初评、终评，
最终评出一等奖两名；二等奖 5
名；三等奖10名；优秀奖45名；乌

立波作家工作室荣获组织奖。获奖
作品色彩缤纷，思想性与艺术性俱
佳，法治与经济元素十足。

来自全国各地的获奖作者，
作家、编辑、评论家，文安县各
级各部门主管法治工作领导、执
法人员共计 700 余人，参加颁奖
典礼。中国作家协会社会联络
部主任李晓东、《民族文学》 副
主编陈亚军等文学界专家及大
赛评审委员会主任蔡楠为获奖
者颁奖。“云课堂”教糖葫芦传统制作工艺

“云课堂”线上教书法

“云课堂”祭器礼器和礼乐文化讲解

“云课堂”讲解古代科举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