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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一周高考成绩就要出来了。前些年，总有
人喜欢盘点各省的高考“状元”，尽管用词不准确，却也反
映出人们对高考的重视与期许。状元一词出自古代科举
制，科举制肇基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至清光绪三十
年（1904年）最后一次科考，共选拔出文武状元839名（有
姓名记载的）。围绕这些状元，坊间流传着许多逸闻趣事。

宋朝没有被招为驸马的状元，倒有一个打架打
成的状元，他就是宋代开宝八年（975年）的乙亥科
状元王嗣宗。开宝八年的那科考试，本来王嗣宗只
是个第二名，充其量也不过是个榜眼，但他对第一
名的赵昌言根本不服气，认为赵昌言不如自己，于
是这事就闹到了宋太祖赵匡胤那里。赵匡胤觉得
这事稀罕，就命人把王嗣宗和赵昌言带到殿上，让
他们各自陈述自己的理由。结果两人在大堂之上
就吵了起来，各说各的理，谁也不服谁。

赵匡胤觉得这样老吵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就对
二人说：“你们别吵了，现在，你们用手相互搏斗，谁
胜了谁就是状元。”众人一听，以为是皇帝开玩笑，
但王嗣宗反应却很快，抬手就向还在那里迷瞪着的
赵昌言头上打去。赵昌言是个秃头，当时戴着帽
子，被王嗣宗一打，帽子掉在了地上，露出一个光秃
秃、明晃晃的脑袋，惹得大家哄堂大笑。王嗣宗拾
起赵昌言的帽子，乘机说道：“陛下，臣胜了。”赵匡
胤见状也大笑道：“好吧，那就以王嗣宗为状元，赵
昌言为榜眼吧。”

谁能想到，士子中与不中、名次的先后，并不
全凭学业成绩，考生的姓名有时也会起作用。

《唐摭言》卷八载，公元854年，礼部侍郎郑熏
任主考官，徐州叛军作乱未平息，郑侍郎想借科
举灌输忠君爱国思想，正巧有个叫颜标的同学也
在考试，而郑侍郎恰是颜真卿的铁杆粉丝，以为
颜标是颜真卿的孙子，就把状元赏给了他。颜标
谢恩时，郑侍郎问了他家祠堂后，才知眼前的状
元乃寒门出身。

自唐至清，因姓名关系被天上掉下来的“馅
饼”砸中的考生层出不穷。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科举制度已成强弩之末，经袁世凯等人奏
请，清廷已同意部分停止科考。这一年，将补行
辛丑（1901年）万寿恩科和壬寅（1902年）正科会
试合并举行。刚好，这年也有乡试，次年就是慈
禧的七十大寿，主持乡、会、殿试的官员，都非常
留意“吉庆之兆”。

头两批放到云贵两广主考官员的名字分别
是：李哲明、刘彭年、张星吉、吴庆坻、达寿、景方
昶、钱能训、骆成骥，连缀起来，就成了“明年吉
庆，寿景能成”。这年殿试，必须取一个名字中有

“寿”的士子，以示预祝，于是山东人王寿彭的名
字很幸运地做了金殿传胪第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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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当
考完试，放榜之时，皇
帝会亲自宣读考试成绩，即

“唱名”。每到唱名放榜日，除了
跟考试相关的考试官等人要在殿门
祗候以外，还有皇亲、管军臣僚、使相、节度使等
一众宗室及朝廷要员也一同参加或观摩，可见这
唱名赐第仪式的规格是多么高。只是到后来，进
士的人数变多了，皇帝念完，大概要累得不行，于
是就只念前三名状元、榜眼和探花的名字，剩下
的就由官员代为宣布名次，即“传胪”。

唱名的场面极为热闹，也极为刺激。谁能想
到刚考完试，考中了就能迅速脱单，被人榜下捉
婿？这堪称是宋代考试后的一大奇观。每到唱
名之时，就有很多达官显贵围观择婿，对此王安
石有诗云：“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

北宋宰相富弼的女婿冯京就是在榜下被捉
去的女婿，他可是宋仁宗皇祐元年的状元，年轻
未婚，一表人才。最开始，捉他去当女婿的不是
富弼，而是仁宗张皇后的伯父张尧佐，这位老兄
居然假传圣旨：“欲妻以女。拥至其家，束之以金
带曰：此上意也。倾之，宫中持酒肴来，直出奁具
目示之。京笑不视，力辞。”说这是皇帝的意思，
当然冯京拒绝了。后来他又被权贵张耆看上了，
张耆也让十来个壮汉家丁将他簇拥至家，冯京也
不同意。最后，冯京成了宰相富弼的女婿。

在戏剧或者小说中，中了状元又成为驸马
的剧情着实不少，比如《女驸马》《铡
美案》等。其中，家喻户晓的陈世美
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状元和驸
马。但翻开历史来看，不但宋朝
没有被招为驸马的状元，在古
代所有文武状元中，真正被
招为驸马的状元也只有一
人，他就是唐武宗会昌二年
（842年）的状元郑颢。

不过，郑颢不是中状元当
年就被选为驸马的，因为郑颢不
是唐武宗时期的驸马，而是唐宣
宗时期的驸马，以宣宗大中元年
计算，就是五年以后的847年了，所以陈世美的
经历与郑颢根本挨不上边。更何况郑颢当时还
没成婚，谈不上抛妻弃子。此外，郑颢对白居易的
堂弟、当朝宰相白敏中给他说的这个公主媳妇极
为不满，所以心中恨极了白敏中，多次找机会报这
个错爱之仇，不时地给老丈人递折子说白敏中的
坏话，以至于白敏中差点死在郑颢的手上。

在宋初，科考制度还不是很严密。除了太祖
赵匡胤时出现“手搏状元”的趣闻，还有一例因皇
帝干涉使考生逆袭成功的。

据《续长编》载：元丰五年殿试，宋神宗到殿试
考场巡视，看了考生黄裳的文章，很是欣赏，并且
还记下了几句。可殿试阅卷完毕后，黄裳却被考
官们定在最差的一等。宋
神宗说：“朕以为黄裳的
策论质量最高，怎么他倒
不在前列？”说罢，又吟诵
起他记得的那几句来。
人们赶快去查找，在第五
甲中翻了出来，神宗审查
无误后说：“这才是状元
啦!”黄裳是福建南平人，
曾两任福州知州。

清朝有一个非常自信的人，却与状元失之交臂，
他就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的榜眼储重光，而当
年的状元就是储重光非常不看好的毕沅。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毕沅以举人身份得授
内阁中书，负责撰拟、结写诏令，后来入值军机处，担
任军机章京，负责撰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核奏议。

到了乾隆二十五年殿试之前，储重光、毕沅和童
凤三人都已经在军机处上班，三人成绩都不错，他们
都顺利地通过了当年的会试，就等着4月26日参加
殿试了。4月25日夜里，他们三人值班，这时储重光
和童凤就想回寓所休息，准备参加明天的殿试。他
俩对老实巴交的毕沅说：“我俩书法好，有望夺魁。
你书法不行，就别做非分之想了，替我俩值班吧。”清

朝殿试确实有偏重书法的现象，毕沅的书法又确
实不行，于是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当天夜里，陕甘总督关于新疆屯田事宜的奏
折转到军机处，毕沅闲着没事，

就在那里仔细研读。让人没有想
到的是，第二天殿试考时务策，题
目正是新疆屯田。毕沅胸有成竹，
一挥而就，结果也可想而知，毕沅
高中状元，储重光中了个榜眼，童凤
则只列二甲第六。

山东青州博物馆收藏的一张明朝状元试卷，
这段时间参观者如云冲上热搜。

这张明朝万历年间的状元试卷，是青州博物
馆的镇馆之宝，也是全国仅存的唯一一份明朝及
其以前的状元卷，堪称海内外孤本。全文2460
字，一气呵成无一涂改，比印刷的字体还工整。

400多年前的明朝万历年间，一位名叫赵秉
忠的年轻书生，自信满满地走进考场，完成了他
人生中最重要的答卷。这一年赵秉忠25岁，风
华正茂。

这份殿试卷分前后两大部分，前一部分是赵
秉忠及其上三代的简历，毛笔仿宋体书写，共四
折。后一部分是正文，共2460字，用工整小楷写
成，无一涂改，一气呵成，气势磅礴。

状元卷中，赵秉忠用中肯的语言，深入浅出
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并针对时弊提出一系
列改革建议，还提出“以民为本”的中心思想。

赵秉忠参加殿试的万历二十六年（1598
年），是很不太平的一年，内有太子之位牵涉的国
本之争，外有日本入侵明朝藩属国朝鲜与明军拉
锯战。万历皇帝突然看到这一大篇见解独特、文

采斐然、情怀满满的文字，朱
笔一挥：第一甲第一名。

青州博物馆徐主任告
诉记者，每年期末前后，很

多家长都带着孩子来观摩这
张状元卷，每天参观人
数有上万人。“因为这
个状元卷是第一甲第
一名，家长带孩子来
观摩一下，也是一种美

好的祈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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