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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代的读书人，从考秀才开始，经过级级考试，层层选拔之后，最高一级的考试就是殿试了。
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并在皇宫大殿进行的考试，如宋代在讲武殿，明代在南京奉天殿、北京文
华殿，清代先在太和殿，后在保和殿。
由于殿试在各级考试中规格最高，其目的和作用也就自然是不同寻常的，所选取的人才自然是国家的
栋梁和希望，国家这座大厦也自然要这些人强有力地支撑起来，并使之兴旺发达。
殿试这一最高规格的考试，由“天子亲策于廷”。
其试题题型有一个从策问到诗赋，再由诗赋转回策问的历史变化过程。
试卷文体也有一个由散文到律诗、律赋，再到散文的变化过程，最早在西汉时期的“举贤良文学士”
考对策，只是就当时的时务和帝王的国策是否妥当而提问与对答。
到唐代早期的考试，多就时事政治或经义史事提几个问题，令应试贡士回答。
可是到唐中叶以后，诗赋之风大盛，省试文体也改策问为诗赋，对声韵格律也提出了严格要求。
直到王安石变法以后，废止诗、赋、论三题，诗赋题就被永远排除在殿试之外了，取而代之的则是重
视现实的时务策，只考一道，试题是就当时时务而设问，因而又称作策问或是策题。
明清两朝的策问，每策三道问题至五道问题，字数为二三百字，多至一千余字。
殿试策问的内容，先由内阁预拟，在考试前一天呈请皇帝圈定，例如，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召
读卷大臣在殿试前一天到文华殿直庐密拟。
先呈标目八条，每条四字（后改二字），由皇帝圈定四条，然后逐条撰拟，缄封呈阅。
等皇帝圈定，读卷官撰拟定后，读卷官回赴内阁，在监试御史的监督下，内阁中书用黄纸书写。
晚上传集工匠，在内阁大堂刊刻印刷。
护军统领带领护军校等在内阁门外严密稽查。
到殿试日凌晨印刷完毕，再在考场行礼散发，诸贡士列班跪受，然后就桌对策答题。
　　考生的殿试卷则是按照策问的内容逐条回答，因而称为策对、对策、条对、议对，等等。
而在汉代，则有对策、射策之分。
对策就是对书于简策上的各个问题、各条设问予以对答。
而射策则是考生对书于简策列置案上的试题，随意取答。
主持考试的考官按题目的难易程度和所答内容定优劣，上者为甲，次者为乙。
《文心雕龙·议对》里说：“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献说也。
言中理准，譬射侯中的，二名虽殊，即议之别体也。
⋯⋯对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科人仕，斯固选贤要术也。
”尽管策试考卷有不同称谓，但其内容都是针对策问来回答，这倒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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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代的读书人，从考秀才开始，经过级级考试，层层选拔之后，最高一级的考试就是殿试了。
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并在皇宫大殿进行的考试，如宋代在讲武殿，明代在南京奉天殿、北京文
华殿，清代先在太和殿，后在保和殿。
由于殿试在各级考试中规格最高，其目的和作用也就自然是不同寻常的，所选取的人才自然是国家的
栋梁和希望，国家这座大厦也自然要这些人强有力地支撑起来，并使之兴旺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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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层，策题一开始，武帝就讲自己即位以来，一直感到‘任大而守重”，以至“夙夜不皇康宁
”，“犹惧有阙”，说自己因感到责任重大而寝食难安，害怕有什么缺失，因而“广延四方之豪隽”
，并且还由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絮博习之士”到朝廷来，武帝“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举行
考试，希望“子大夫其精心致思”，认真回答所提出的问题，自己要亲自过问并且亲自阅卷。
这一开头，虽然是按格式要求所写的客套话，但也表明，汉武帝要通过这次考试来寻找栋梁之才，寻
求治国方略，以便自己更好地承担“任大而守重”的国家使命。
　　第二层就是具体的策题内容了。
在这部分的文字里面，汉武帝一共提了六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和第六个问题文字较多，篇幅稍长，中间的四个问题都比较短。
第一问里，武帝回顾了“五帝三王之道”的历史命运。
先是在五帝三王的时代，他们‘傲制作乐”，建立起一整套礼乐制度，“天下洽和，百王同之”。
至虞舜及周文王周武王之时，韶乐等音乐已达极盛。
后来圣王虽已没世，但礼乐制度，‘钟鼓管弦之声”却是经久不衰，先王之道也没有什么缺损。
但逐渐到了桀纣之时，则情况大变，“王道大坏矣”。
根据这样的历史演变状况，在这“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途之士”等许多人想用先王的法令
准则来帮助改变这逐步变得不乐观的社会现实，可是，仍不能扭转这样的社会风气，直至一天天恶化
。
武帝就发问：“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
”这难道是因为他们坚持做的是错误的，背离了先王之道，因而失去了事物的头绪和传统了吗？
武帝的意思，实际是问，为什么五帝三王之时，社会局面稳定，天子的统治地位也是稳定的，而到后
来就不能维持统治而直至被灭亡呢？
是不是没有坚持先王之道，与先王之道相背离，因而造成混乱的社会局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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