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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北京的孔庙里，有198通（块的意思）元明清三代的进士题名碑。
其中，元代3通、明代77通、清代118通。
碑上镌刻着五万多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和名次。
（自明永乐十三年乙未科起，至废除科举制度前的最后一科——清光绪三十年甲辰科止，其间每科所
取的全部进士，均有碑刻矗立于此。
）    属于人事制度范畴兼有教育制度性质的科举制度，自隋朝初创，至清末寿终正寝，前后历经1300
余年。
这项制度，是封建王朝选拔任用官员的主要方法和途径。
如今的人们喜欢拿高考同科举制度相比，其实并不是很准确。
严格说来，科举制度是一种考官的制度，同公务员考录制度更相似一些。
但从社会认同度和影响力的角度看，科举制度与高考还真是有得一比，况且它也确实有教育制度的成
分在。
从这个角度讲，把科举制度比喻为古代的“高考”，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科举制度的创立与推行，对古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以及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模式，都产生了深刻而
长远的影响。
无怪乎有西方学者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
科举制度的是非功过，很多名人智者已广有评述。
在下乃才疏学浅之辈，人微言轻，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发言权。
但是我始终觉得，延续了那么多年的科举制度，绝对是中国古代一道光怪陆离的风景线，很有些值得
鉴赏品味之处。
所以，从年轻时期开始，我就对这些事情挺感兴趣。
    “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被古人称为人生四大喜事。
这其中，又以最后一项最具吸引力。
所谓“金榜题名”，就是参加科举考试能够被光荣录取。
因为在被录取之后，就有了做官的资格，一切便也都不在话下。
    同如今官员自称“公仆”不同，古代官员以“父母”自称。
既然为“父母”，在管制、教育“子民”的同时，顺便接受他们的供养、孝敬，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情了。
因而，高高在上做“父母”的感觉，比之于“子民”，那自然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草根百姓要想跻身“父母”之列，在科举形成规制之前，除了造反之外，好像也没啥更好的办法了。
而科举制度的建立，则使他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金榜题名具有如此之巨大的诱惑力，自然会引得无数学子竞折腰。
于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大家便“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悬梁刺股、凿
壁偷光、囊萤映雪等，无所不用其极。
原因无他，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鲤鱼跳龙门，衣锦还乡，光宗耀祖。
我一向认为，官本位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大消极因素。
而科举制度又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强化了这种意识。
当然，我不否认，有些人读书的目的，是有治国平天下、救世济民的宏大志向，但这样的人为数绝对
不会太多。
当然了，这并不妨碍那些动机并不怎么高尚的学子们，力所能及地为社会做些有益的事情。
历史，原本就是由许许多多的无意为之而写就。
    在这样一种背景与导向之下，天下读书人为了实现金榜题名的夙愿，演绎出了数不清的喜怒哀乐、
悲欢离合、阴晴圆缺之人生故事。
时过境迁，当我们今天以一种超脱、平和的心态来品读它们的时候，仍然难免会体味到有几分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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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分启迪、几分甘苦，起码我是这样以为的。
    北京城古迹众多，有许多驰名天下，尽人皆知。
相形之下，呈“左庙右学”格局的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大约是被很多人遗忘或者说是忽略的地方。
这两处景点，就在雍和宫西边几百米处。
同人声鼎沸、香火旺盛的雍和宫相比，这儿即使不说是门可罗雀，也是冷清得可以，以至于有些的哥
的姐竟然不知路该怎么走。
    其实，北京孔庙和国子监绝对值得一看，尤其是对读书人而言。
那儿有森森古树，有古代学子们皓首穷经、寒窗苦读的房舍，有皇帝讲学的大殿，当然还有那些看上
去有些庄严的进士题名碑。
在这儿流连，体验一番古代学子们艰辛求学的酸甜苦辣，着实能让人生发一些思古之幽情。
    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打，很多石碑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不清了。
碑上留名的那五万多曾经风光一时的进士们，多数也都淹没在了历史的潮水之中，寂寂无闻了，就如
同碑上的字迹一样。
还有一些人，以正反两种方式，将自己的名字留给了历史。
在一块块石碑背后，隐藏着他们演绎出的许多形形色色的故事。
这些故事，有些已被人们发掘整理了出来，刻在一块块黑色的方形大理石上，与进士题名碑一起，供
游人观赏品味。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对科举制度的兴趣由来已久。
而这些故事，让我潜意识中的一种念头醒来了。
这种念头在我的心中埋藏已久，那就是——写写自己视野中科举制度的那些人和事。
于是，便从明代各科（正科、恩科）录取的中第状元进士们当中各选取一人，将他们身上发生的与科
举有关的有趣故事，试图用自己的视角和方式，以一种夹叙夹议的体裁、轻松活泼的笔调，为各位读
者讲述评论一番。
其中，间杂以自己一些另类的现代感悟和体会，以期引发读者的一些思考与共鸣。
选取的目标，以状元为主，兼顾少数名气比较大的进士和重大科举事件。
在介绍这些少数著名进士和重大事件的时候，也会简要概述一下同期状元的有关情况，以使各位通过
阅读这本小书，对明代的每一位状元都有个大致的了解。
    我觉得，从明代这些状元进士们的故事当中，是能反映出他们对国家、对民众、对人生、对事业、
对官位、对金钱等的看法和态度的。
而在这些方面，古人和今人其实有很多的相通之处。
在讲述人物故事的过程当中，还兼顾科举制度有关知识以及明代官制的介绍，努力追求知识性、趣味
性的统一。
为啥从明代写起呢？
是由于科举制度从明代真正走向规范与成熟。
    上面的想法，只是我的理想目标而已。
能不能达到这样一种境界，还得由读者说了算。
对了，在下写此书可不是为了评职称凑成果，各位千万别把书中所写的这些东西当做学术论文来看待
。
倘若有谁写论文引用了其中的东西，造成错讹或谬误的话，那就只能怪他自己图省事了。
    但是，我非常非常希望能有人喜欢这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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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明状元》主要收录了邢宽因名得状元、山东首魁是马愉、闲云野鹤林状元、曹鼐辞职复读拔头筹
、此周旋非彼周碹、施架折桂全凭帅、刘俨苦求功名二十载、敢对皇家强拆说“不”的商状元、戊辰
鼎甲三教全、王越考卷飘万里、弄巧成拙孙状元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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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离京，男，山东寿光人，笔名谷荻，现为山东警察学院副院长、二级警监，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1987年起开始发表作品，以散文为主。
先后在《山东文学》、《时代文学》、《当代小说》、《黄河文学》、《红豆》、《大众日报》、《
齐鲁晚报》、《生活日报》、《济南日报》、《青岛日报》、《深圳晚报》等报纸杂志，发表散文、
小说、诗歌等各类体裁文学作品二百余篇，其中多篇获奖。
出版散文随笔集《喧嚣与宁静》，还参与编撰数部理论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若干篇，计二十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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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北京孔庙那些风侵雨蚀的石碑（代序）  开门状元坐了过山车 丁状元挂职锻炼驯大象 混血儿状元“襄
阳任” 黄状元全家跳了江 惨遭千刀万剐的张状元 状元也下“双黄蛋” 一头肥猪引发的背叛 曾綮是个
“酒状元” 帅气状元绯闻多 积极抗旱救灾的萧状元 答得好不如对得妙 迁都后的首个状元叫陈循 状元
名字成了二皮脸 于谦殿试跑题了 邢宽因名得状元 山东首魁是马愉 闲云野鹤林状元 曹鼐辞职复读拔头
筹 此周旋非彼周碹 施架折桂全凭帅 刘俨苦求功名二十载 敢对皇家强拆说“不”的商状元 戊辰鼎甲三
教全 王越考卷飘万里 弄巧成拙孙状元 褒贬不一黎状元 祁顺祈顺不太顺 重大火灾事故的幸运儿 罗伦答
卷也敢提意见 张升上演遇仙记 吴宽才学真是宽 能侃的状元也能干 这个状元有点儿老 祖显子显自己也
不差的王状元 美髯状元有李曼 大明最年轻的状元诞生啦 有个状元“不足取” 他家有座“人瑞状元坊
” 朱希周粪土功名万户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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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关于曾綮夺魁，还有一段野史流传。
说是本科主考官解缙，非常赏识另一个江西考生刘子钦的才学，很想照顾照顾他。
在殿试前，解缙暗示刘子钦说，放心吧，状元肯定是你的了。
心高气傲的刘子钦却不领情，表示自己靠本事吃饭，不靠关系，让解缙很没面子。
生气之余，解缙就向另一个江西老乡曾棨泄露了殿试题意。
因而，曾綮答题非常全面，赢得了朱棣的欢心。
笔者觉得这个传说不太靠谱，那解缙此时刚刚改换门庭投靠新主子不久，正想好好表现呢，怎么敢在
凶狠精明的朱大领导面前耍这样的花枪？
 就在这一年，朱棣命解缙从新科进士当中，挑选优秀者28人为庶吉士，进文渊阁深造，曾綮被列为第
一人。
所谓庶吉士，是始于明代的官名，亦称庶常，名称源自《尚书·立政》篇中“庶常吉士”之意。
目的是选拔进士中的优秀者，进入翰林院进修实习，为朝廷储备人才，有点类似于后备干部、博士后
的意思。
明朝中期以后，更是形成了非庶吉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制度。
学习期间，朱棣以《天马海青歌》为题，亲自测试28个庶吉士，曾綮又第一个交卷，卷子答得很漂亮
。
朱大领导一高兴，赏了他玛瑙玉带和名马等一大堆好东西。
 能征惯战的朱棣，也很喜欢读书学习，所以他这个皇帝当得还不赖。
他把古籍经典中读到的偏冷生僻隐语，逐一摘记在册，经常召曾綮面询出处。
对这些突击考查，曾綮皆对答如流，可见其学识绝非浪得虚名，从而被朱棣视为有真才实学的楷模。
比方说，朱棣与大臣们谈论某某人的文采时，总喜欢问：“这个人的水平能比得上曾棨吗？
”（“得如曾翰林否？
”）解缙、胡广死后，永乐年间的最高指示以及政府文告、条例等重要文字材料，大多是曾綮起草的
，足见朱大领导对他的倚重。
 这位曾棨状元长得体魄魁伟，酷爱杯中之物，得了个外号叫做“酒状元”。
也就是说，他是个酒鬼。
关于他能喝，还有这样一个段子流传。
某日，一位外国使臣来大明王朝参观访问。
外国朋友来了，自然要酒宴伺候。
但此人酒量不得了，轮番喝下来，陪酒的人纷纷被他放倒，朝中便无人敢再去陪喝。
朱棣就让官员们推举或者自荐陪酒之人。
但一来二去，只有一个下级武士敢于应战。
朱大领导很不高兴，说俺们堂堂天朝，难道就没有一个能喝点儿酒的大臣？
让一个连排长之类的小军官作陪，那成何体统，还不让人家笑掉大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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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从参观北京国子监动了写作的念头，到写完明代最后一位状元杨廷鉴的故事，用了我接近三年的时间
。
    笔者本就不太善于编故事，况且所写的都是些真实的历史人物，他们的经历事迹也不能随意胡编乱
造。
而其中很多人的史料记载，又实在是少得可怜。
所以，当我提笔开写的时候，曾经觉得十分的艰难，很担忧自己啥时能写完甚至能不能写得下去。
    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下了笔，那就得硬着头皮坚持下去，谁让咱有这兴趣来着。
于是，便在工作之余，翻故纸堆查资料，绞尽脑汁地遣词造句，好不麻烦。
麻烦归麻烦，我越写越有些欲罢不能的意思，因为这些历史人物的故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通过阅读相关资料，他们为人或忠或奸、或善或恶，性情或刚或柔、或直或圆，言行或烈或温、或文
或趣，一个个活灵活现在我的眼前。
说真的，通过写作，我深深地喜欢上了他们，即使是那些表现不怎么好的人物。
当然了，从本质上讲，这些人物多数都是些好人。
所以，当我写完这本小书，收拾整理那些《明史》一类厚厚的资料之时，竟有了一种恋恋不舍的感觉
。
    掩卷沉思之余，我感到通过写这些古代知识分子们的故事，使我对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有了更深一层
的认识。
尽管很多专家学者对科举制度的功过是非多有阐述，有褒有贬，他们的研究、认识，自然也都比我深
刻全面。
但我还是觉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科举制度应该是一种最为合理的人才选拔制度。
这项制度，真的是选拔出了很多优秀的人才。
除此之外，在这个问题上真的很难再苛求古人们多做些什么了。
    有些研究历史的人，有一种不太好的习惯，就是爱拿今天的眼光看待古代的人和事，评判其中的种
种局限不足。
岂不知，在那个时候，谁也不可能有如今这样的认识水平，更不要说以今天的标准对其进行改革完善
了。
所以说，研究历史，还是应该站在历史人物的立场上看问题比较恰当一些。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仅喜欢上了所写的这些人物，还喜欢上了科举制度，并且想让更多的人喜欢科
举制度。
    在下写的这本小书，性质既不是小说，也不是学术著作，定位于读史随笔比较恰当一些。
当然了，也勉强可以把它当做一本入门级的科举知识读物。
我在本书的《代序》中说过，各位看着书中写的这些东西玩玩可以，千万别在写论文的时候引用其中
的东西，如果因此而出现错误，笔者可是不负责任的。
话虽这样说，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可没敢马虎。
在下还说过，书中的这些历史人物，其中不少人的史料记载极其有限，有的只有寥寥几行字。
在这种情况下，我宁可“资料不够，议论来凑”，也绝不在史实方面胡编乱造。
至于查到的史料记载本身有误，那就不是我的错了。
    既然下笔写书，兴趣是一个方面，让人感悟思考一些问题的目的也有。
无论古人还是今人，在思想情感、接人待物以及处事方式等方面，总还是有一些相通之处的。
因而，我在写这些古人的逸闻趣事当中，就不可避免地掺杂了一些自己的感受和体悟，抒发了一些感
慨和议论，这也正好弥补了史料不足的缺憾。
当然，各位也可以把这看成是为了凑字数。
至于这些感慨和议论能不能引起各位的共鸣，起到以古鉴今的作用，就不是笔者所能左右的了。
    明代这些状元进士们的言行举止、喜怒哀乐是栩栩如生在我的眼前了。
我也很想把他们栩栩如生在读者们眼前，但是很抱歉，由于在下手拙脑笨，本事有限，难以让他们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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栩如生在自己的笔下。
这是一件让人比较遗憾却没有办法的事情，还请各位担待谅解一二。
    在写作这本小书的过程中，笔者参阅甚至借用了不少文献资料当中的东西。
但那些东西，要么作者早已作古，要么干脆就没标注作者，比如《明史》、《明实录》以及一些地方
志、族谱等。
所以，也就没必要多此一举地一一罗列感谢了。
    真正需要感谢的，是齐鲁书社的领导和编辑们。
是他们的错爱与抬举，才使这本小书得以顺利付梓。
在此，谨向为此书编辑出版付出辛勤劳动的女士们、先生们，致以诚挚的、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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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明状元》由齐鲁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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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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