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坐言集之貢生 

貢生 

貢生原係選生員中優秀者貢獻國家，至國子監讀書或從政，故稱貢生。貢生分為五種： 

拔貢：雍正年間，六年選拔一次，乾隆九年改為每十二年逢酉年一選，於歲考後，舉

行拔貢考試，凡品學兼優，年富力強，累試優等者，得以充拔貢，拔貢多為廩生。拔貢

考取後，於次年五月赴京報到，先於禮部覆試，錄取者到保和殿朝考。取列一等者，授

七品京官，分部學習，為入仕途捷徑。 

優貢：類同拔貢，清乾隆後始有之，唯舉選的次數較拔貢多。 

副貢：各省鄉試中式為舉人，名登正榜，各省皆有名額。除錄取正卷外，另取若干名

為副榜，定例每五名正榜，取一副榜，入國子監肆業，稱副貢。副貢不能會試。 

恩貢：凡國家有慶典或皇帝登極，便頒布恩詔，廩生適於是年出貢，謂之恩貢。故恩

貢即是歲貢。 

歲貢：凡廩生食餼十年以上，歲一等，由學政於每歲或每數歲，選一、二名，貢至京

師，入國子監讀書，謂之歲貢。歲貢生亦稱歲進士。 

以上五貢均係正途出身，讀書士子除了參加科舉考試外，由此入仕途者，亦謂之正途。

雅稱明經。 

至於不經考試，不論年資，又有稱為貢生者，有以下數種： 

准貢：凡廩生供職於軍中者，皆稱准貢。 

廩貢：凡廩生未待食餼期，滿納貲捐貢者，謂之廩貢。 

增貢：由增生納貲捐貢者。 

附貢：由附生納貲捐貢者。 

例貢：由布衣納貲捐貢或監生增貲加捐者。 

准、廩、增、附貢均免歲考。但恩貢、歲貢仍須參加科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