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坐言集之童試 

童試 

童試是民間私塾或社學肄業的學子參加的初級地方考試，也可算是預備性考試。考生

不論年齡大小皆稱「儒童」或「童生」。童試俗稱小考，分為三階段：縣考、府考、院

考。所有士子均需參加這一最初級科舉考試。考試合格後稱為「生員」，又名「庠生」，

俗稱「秀才」。 

「秀才」又分三等，成績最好的稱「廪生」，由國家按月發給伙食補助費；其次稱「增

生」，不供給伙食補助費。「廪生」和「增生」有一定名額。三是「附生」，初進學的附

學生員。秀才第一年必須先參加「歲考」，次考童試院考，考取一等者，由附生補增生，

增生補廩生。生員必須經過歲考，始准參加第二年科考，科考列一二等及三等前三名，

始准鄉試，謂之「錄科」，這三者都取得入讀府、州、縣地方官學的生員資格，准備參

加鄉試。 

科考三等及未參加科考者，在鄉試前一個月，再補考錄科一次，錄取者准鄉試，謂之

「錄遺」。各州、縣秀才名額，各以該縣之文風高下，人口多寡及田賦數目而定。 

廩生每歲有俸米，謂之食餼，故曰廩膳生，簡稱廩生。廩生職責專為童生作保，童生

無保，不能考試。清代時每年領四兩八錢。 

凡遇本府、州、縣因年資十年以上陞歲貢及考取拔貢、優貢、陞任恩貢以及副項或病

故者，廩生有空缺，增生經考一等，皆按先後名次，遞補廩生。增生無俸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