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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科舉概說 

科舉制度是政府選拔官吏的考試制度，通過地方和中央的各級考試，按成績的優劣選

取人材，分別授予官職。這個制度始於隋大業二年(606)，至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止，

凡一千三百年歷史。 

清代(1644-1911)科舉取士分為四個階段：童試、鄉試、會試及殿試。童試可謂為「地

方考試」，鄉試為「分省考試」，會試、殿試均為「中央考試」。科舉制度三年考一次，

係就每一考試之前後階段而言。實際上每年皆有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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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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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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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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子監為國家最高學府，入監肄業者曰監生，亦稱太學生，國學生，共有四種： 

優監：係學政三年任滿前，選拔附生未補增生或廩生入監肄業者。 

恩監：主要是選拔和照顧一些資歷、身份較特殊的士子，恩准其入監肆業。如聖賢後

裔及八旗漢文官學生考取入監肄業者。 

蔭監：分恩蔭和難蔭兩種。恩蔭是按內外文武官員品級，蔭子入監。文官京官四品、

外官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可蔭一子入監肄業；難蔭是滿漢三品官員，三年任滿，

勤於國事而死者，可蔭一子入監。 

例監：和例貢同，亦是條件更為放鬆，凡未取得生員資格的士子，即俊秀，可以通過

捐納而取得監生資格，並不入監肄，稱例監。其中亦分兩種：一為納銀捐監，以取得參

加鄉試資格；一為捐監求官，以取得捐官之初步程序，因為捐官入自監生捐起，逐步加

捐，直至達到所求之官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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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試為科舉考試中最複雜最重要之階段，因為考取鄉試合格者為舉人，舉人以下科目

繁多，所有生員多在學習進修階級。至鄉試則所有生員，包括拔貢、優貢、副貢、恩貢、 

歲貢、廩生、增生、附生及監生均可參加。 

鄉試由「學政」監考。學政係「學差」，稱提督學政，又稱提學使，是掌一省學校士

習文風之政令及貢舉之事，俗稱學台。光緒末年，改稱提學使。學政三年一任．非永久

官職，因責任重大，必須每任更換，由翰林院考學差錄取，經吏部存記，由皇帝欽派，

分赴各省典試，各帶原來官銜品級。 

鄉試是省一級的考試，每三年舉行一次，亦稱「大比」，一般在子、卯、午、酉年舉

行，如遇國家或皇帝有大喜之事，則另再開科，稱為「恩科」，恩科如逢正科之年，則

以正科為恩科，正科或於先一年預行，或第二年補行，亦有合併舉行，稱為「恩正並科」。

清代二百六十八年間，計有正科八十六，恩科二十六，共一百一十二科。由於考期定在

農曆秋八月在各省省城舉行，故又稱「秋闈」。鄉試合格者為舉人；第一名稱解元，第

二名叫「亞元」。第三、四、五名叫「經魁」。第六名叫「亞魁」。其餘稱「文魁」，雅稱

「季廉」。 

明代以詩，書，禮，易，春秋五經取士，每經首選一人曰「經魁」。清代鄉試初亦令

士子呈報精某經，中額亦分經取中，乾隆五十三年廢分經錄取制。 

正榜揭曉後，發表「副榜」，中副榜者曰副貢，或稱「副魁」，副榜人數照比例，每五

名正榜，取一副榜。佳卷因額滿見遣，或極好卷而其中有瑕疵者，均列入副榜，（猶今

之備取)，張於各省，僅屬詔示，不准貢舉，到了清代對副榜者，准一體作貢生，貢於

太學。  

考中了「舉人」，可以參加翌年在京師舉行之全國性考試：「會試」。鄉試放榜數日後，

各省督撫會設「鹿鳴宴」，宴請主考、學政、同考官，各執事官和全體新科舉人。 

每科鄉試錄取舉人一千二百多人，清初給舉人以「揀選」知縣機會，由各省督撫給咨，

赴吏部候選，任教職。但任官者不過十分之一，至乾隆十七年，規定，凡舉人三科會試

不第者，不許再會試。 

通過了鄉試的舉人，緊接著就是明年二月在京師舉行的會試。鄉試後原有覆試，始於

順治十五年，係於會試之前，仍在本省舉行，但因種種困難，百餘年間，有時實行，有

時停止，直至後來，採用覆核中式舉人試卷制度，不再舉行覆試。 

會試和鄉試相同，都是三年一科，逢辰、戌、丑、未，之年二月，為會試之期。會試

是集中各地舉人會考之意，是中央級的考試。在鄉試後的第二年，即丑、辰、未、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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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春季農曆二月在京城舉行，故又稱「春闈」或「禮闈」。各省舉人赴京會試，初規定

沿途由公家供應車船，稱為「公車」，後來改發旅費，各省按路程遠近，數目多寡不同，

由本籍知縣代發。每科應考人數約六、七千人，而取錄者沒有定制，有時只有三十多人，

有時多達四百餘人。 

會試考試仍是三場，第一場為二月初九，第二場十二日，第三場十五日，四月十五日

會試放榜，中式者，稱為「貢士」，貢士第一名為「會元」，前十名為「元魁」，十一至

二十名為「會魁」。會試被取錄的貢士還要經過保和殿覆試，且列等，才有資格參加由

皇帝親自策問的殿試。覆試的等第，將來作為進士甲第的依據。貢士因故不能參加殿試

者，可以告假，謂之「告殿」。貢士告殿，三年後補行覆試時再殿試，但照例不能點鼎

甲。 

殿試也叫廷試，例於四月二十二日舉行，地點仍是保和殿，由皇帝親自主持，殿試試

卷寫法有一定的格式，每份試卷，都須經八位讀卷官閱過，最後擬定前十名進呈御覽，

欽定名次，一甲共三名，依次為狀元、榜眼、探花，其他七名列入二甲。分為如下： 

第一甲 賜進士及第三名：一.狀元及第 二.榜眼及第 三.探花及第 

第二甲 四.傳臚，賜進士出身； 4－10 名 

第三甲 賜同進士出身 11 名----(每科不等) 

四月廿五日舉行傳臚大典，於太和殿內，授職予一甲三人及二甲一人。翌日禮部賜新

進士於部中，明代稱「瓊林宴」，清代稱「恩榮宴」。 

 當開科取士後，取得一甲功名者，被安排在翰林院內出任不同的官職及品級，為當朝

皇帝編寫四庫全書。 

一．狀元－－任翰林院 六品修撰 

二．榜眼－－任翰林院 七品編修 

三．探花－－任翰林院 七品編修或檢討 

 朝考為新士引見前授職考試。傳臚後，禮部以新進士名冊送翰林院，由掌院學士奏請

御試保和殿日期，舉行朝考，二三甲進士全體參加，鼎甲三名雖已授職，亦隨同參加。

朝考分三等，一等第一名曰「朝元」。閱卷大臣就各進士殿試前之禮部覆試、殿試、朝

考三項等第數目，核計授職。其中以翰林院庶吉士為最優。如覆試一等，殿試二甲，朝

考一等，總數為四，必授翰林院庶吉士。覆試二等，殿試二甲，朝考一等，總數為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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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授庶吉士。庶吉士雅稱「庶常」，亦稱「館選」。 

 翰林院是安排文人學士的機構，官員一律由進士內選拔，學習三年後進行考試，謂之

考「散館」。散館考試成績優者，原為二甲進士者，授編修，三甲進士授撿討，次授主

事，中書，知縣。 翰林亦雅稱「太史」。 

清代武科舉制度 

武試始於唐代，清代沿之。所有童、鄉、會、殿試亦與文試相同，一射馬箭，二射步

箭，三拉硬弓，四舉大刀，五提大石，六默武經。 

武童試三年一考，合分三場，頭場考馬射，馳馬發三箭，全不者不續試；二場考步射，

連發五箭，僅中一矢者不續試。再試者先試硬弓，次試刀石，是為外場。三場試默經，

是為內場。合格者為武秀才，每省均有定額。 

武鄉試三年一科，子、午、卯、酉為正科，有慶典年加恩科，各省武生在該省鄉試，

考試分三場，頭場試馬箭，二場考步箭，三場初用筆試，至嘉慶十二年，以應試者多不

能文，改默武經一段約一百字。三場合格者，為武舉人。 

武會試於辰、戌、丑、未年於京城舉行，亦如鄉試模式，但以外場為重，默經只為餘

事。中式者為武進士，及後直接參加殿試。會試中式名額幾經變更，至康熙五十二年

(1713)，因考試時只重內場文章，不知武藝，往往將技勇好之武舉遺漏。於是不拘定額

數，各省及滿、漢、蒙軍武舉實數，再計省之大小，人之多寡，臨時定額。 

武殿試亦考三場，初試策文，嘉慶後改默武經約百字。十月初一日默武經，初二日在

紫光閣御試馬步箭，初三日在景運門外箭亭御試弓刀石。考試結果亦分一甲、二甲和三

甲，一如文科舉，只於前加一武字。武科不設翰林院，除一甲三名分授一、二等侍衛；

二甲選十名授三等待衛；三甲選十六名授藍領侍衛，其餘武進士以營衛守分別在兵部註

冊選用。由於武試及第之人多不識字，只懂「硬弓刀石之拙，固無益於戰征弧矢之利，

亦遠遜於火器………凡武生武舉武進士之流，不過恃符豪霸，建訟佐聞，抗官擾民，既

於國家無益，實於治理有害」。光緒二十七年(1901)，武科永遠停止。 

文武科之間的分別在於武科沒有「廪生」、「貢生」，會試合格後直接參加殿試，所以

亦無「貢士」之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