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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为了对抗包

括冒名顶替在内的各种舞弊

手段，古人也是花尽心思。

但尽管如此，自隋唐科举制

度形成以来，考场舞弊几乎

在每一场科举中都有发现，

其中就包括冒名顶替。

唐 代

唐代读书人想要通过科举出仕，首先要经过礼部主

持的常举考核，此时常举考试的突出特点是试卷成绩并

不决定考试结果。因此，要想在常举考试作弊，主要通

过“行卷”和“通榜”。

“行卷”是请名流为自己的作品制造声誉，以利录

取。应试举子在参加省试之前，将自己平时的作品写成

卷轴，送给政坛权要或学界名流，以求其赏识并向主考

官推荐。前段时间热播的《无心法师3》中，柳青鸾就曾

用“忙于行卷”的借口推辞无心。

所谓“通榜”是主考官请有地位、有声望且与自己关

系密切的人来共同决定录取名单。“通榜”者没有看过试

卷，他提出的名单主要是依据“行卷”来定夺。

另外，找枪手代考也是唐朝常举考试的常见作弊方

式。为了防止代考，一般要求考生提供有详细体貌特征

的履历。进场前，考官根据履历验明考生的身份。由于

古代没有相片、指纹识别等技术，故设有识认官，专门识

认考生，以防冒名顶替入场。每次考试时，考生须通过

识认官验证之后方可进场考试。

通过了常举考试，考生还要经过吏部考试，全部合

格后方能授官，而这一环节是“冒名”出现最多的一环。

吏部选官的一个标准是出身和资历，这就导致一部分人

在出身和资历上造假，特别是安史之乱后，由于社会动

荡，很多考生或已身故或流落他地难以找寻，这就给想

要冒名顶替的人提供了很大的钻空子空间。

宋 代

宋代科举制度已施行多年，相关制度比较成熟。为

保证公平，宋朝实行了分地取人的解额制。所谓“解

额”，就是士人通过各类发解试以后，获得解送礼部参加

省试的名额。宋初，发解试并没有固定名额，导致贡举

人数太多，贡院之中人满为患。到宋真宗时期，制定了

固定解额制，各州郡都限定了参加贡举的人数。

北宋中叶，山西人司马光和江西人欧阳修就以“逐

路取人”（按区域分配中举名额）还是“凭才取人”展开了

争论。虽然最后宋英宗还是听取了欧阳修的意见，但是

在地区的解额分配中，加大了向北方地区倾斜的力度。

宋朝初年，因为战火未熄，人口流动量大，允许士子

异地参加科考。但是到了开宝五年，读书人就必须在籍

贯地参加初级的科举考试。

实行解额制以后，开封、应天等地因为解额较多，便

于入选，不少士子为了提高中举几率，举家迁移至他

处。而针对这种“冒籍”的舞弊行为，政府也实行了严格

的预防措施。一是清理核查户籍，乾道年间曾立法：“非

本土举人，往缘边久居或置产业为乡贯者，杖一百，押归

本贯。”可见刑罚之严厉。

再一种方法就是常见的“结保”，参加贡举考试的士

子，每十人为保，有冒籍或者其他违反考试规定的行为，

一旦被人告发，同保人连坐，终生剥夺考试资格。“结保”

的特点是一人违规，同保连坐。

明 清

为了稳定朝廷在全国的统治，明代科举从宣德朝开

始实行分区定额录取制度，也即各省直乡试都要按照所

分配的解额录取；会试则是将全国两直十三布政司分为

南、北、中三个大的区域，按比例录取。其中，南卷占会

试录取额的55%，北卷占35%，中卷占10%。这样，一些心

存侥幸的士子“见他方解额稍多，中式颇易，往往假为流

移，冒籍入试”。

为防止冒籍冒名，明代也沿袭了宋朝，实行严格的

现籍地应试制度和相互“结保”制度。但是，冒籍在明代

处罚较轻，只是对考生发回原籍、废去在此之前拥有的

功名，以后还可以再考；对考官的任职予以罢免。所以，

明代的冒籍顶替现象屡禁不止。

清代对科举的不公平行为，实行了更加严格的预防

和惩治措施，特别是在“防”上做更多文章。

清代有种说法“科举必由学校”，就是说一个士子若

想参加乡试、会试、殿试，必须经过童生试合格，成为府、

州、县的学员。童生试是科举考试的起始，因此对参加

考试考生的资格审查是极其严格的。顺治二年规定，

“如祖、父入籍在二十年以上，坟墓、田宅俱有的据，方准

应试。”这一举措大大增加了冒籍的难度。

清代考试跟现在一样，必须携带准考证。清代科举

考试准考证名为“院试卷结票”，考生赴考前需要亲自去

领取“院试卷结票”，如果在赴考时没带“院试卷结票”，

不准参加考试。准考证上要写有考生及其曾祖、祖父、

父亲、老师及邻居的名字，还需要两位保人画押，以备在

领取考卷时查验考生真实身份。一旦被查出替考，将祸

及全家，殃及邻里。

清代为防冒籍还独创了一项“审音”制度，即查看学

生的方言。清代的童生试中还有一项专门为防止考生

冒籍而实行的审音制度。康熙四十年：“广西省土官、土

目子弟，有愿考试者，先送附近儒学读书，确验乡音收

送。”

清代的惩治措施较明代更为严厉，一旦发现冒籍或

代考，考生和“枪手”一起问罪，带枷号三个月，还要发配

到烟瘴之地充军，“结保”的考生一律打一百杖！虽然没

有直接斩首，但是读书人身娇体弱，带着枷号徒步到边

地，可能多数走不到目的地就被折腾死了，更别提打一

百棍，不死也瘫了。

科举考试自创立初始，就是为了改变朝中官员尽出

豪门世族，而寒门子弟出仕无门的现象。为了维护考试

公平，历朝都在逐步完善相关制度，并且不断加大惩罚

措施，确保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考试展示自己的才学，

从而实现梦想。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中国古代科举系统如何防止冒名顶替？

900多年前这场“高考”，
实在太牛了！

今年的高考因特殊情况“姗姗来迟”。900多年

前，有一场“高考”群英荟萃，人才济济，被后世称为

千年科举第一榜。

唐宋八大家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的这场科考，汇集了

“唐宋八大家”中的五大文豪。欧阳修担任主考官，

苏洵经欧阳修举荐一举成名。苏轼、苏辙和曾巩纷

纷高中进士。天才，似乎成群结队而来。

欧阳修任主考官

在当时的文坛上，出现了一种非实用主义的太

学体。作为一名“合格”的主考官，在嘉祐二年的这

场科考中，欧阳修很自然地剔除了那些只会太学体

不务实之辈为朝廷挑选优秀的人才。

这些落选之人，为了表达他们的不满不断制造

麻烦，并威胁说要殴打欧阳修。

“三苏”登上历史舞台

这一年，蜀中有父子三人赴京赶考，从此名震文

坛，史称“三苏”。

带二子进京赶考期间，苏洵拜访了欧阳修，呈上

了自己的文章。欧阳修读完后写下《荐布衣苏洵状》，

向宋仁宗举荐苏洵。至此，苏洵一举闻名天下。苏

轼、苏辙兄弟两人，在殿试中皆进士。有趣的是，欧阳

修将苏轼笔试所写《刑赏忠厚之至论》一文误判为自

己的学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将其评判为第二。

曾巩四兄弟同科及弟

由于欧阳修举荐，苏洵文章天下知，再加上苏轼

两兄弟一起中进士，父子三人可谓出尽风头。但这

却不是最猛的，最猛的是曾巩、曾布、曾牟、曾阜四兄

弟同科及第。曾巩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布后来

官至宰相显赫一时。

理学创始人入场

这一年，理学创始人相继入场。程颢进士及第，

其开创的理学思想与朱熹的学说并称“程朱理学”，

直接影响了之后近千年的中国人的思想。

38岁的张载同登进士。他创立“关学”，写下“横

渠四句”传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

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一科九宰相

这一科共有九个人官至宰相。王安石变法的骨

干大部分出自这一年，其中吕惠卿、章惇、王韶、曾布

都是北宋史上重要人物。

你被这次“高考”震惊到了吗？祝今年的考生都

能像这场科举一样，取得理想的成绩！

（来源：书法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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