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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贞富

隋朝高考也分科
一年一度的高考将至。对学生

来说，高考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古
今亦然。古代的人们一样相信“读书
改变命运”，也得面临“高考”——科
举。科举始于隋，历经唐、宋、元、明、
清各代，是古时知识分子改变命运、
跻身仕途的重要途径。科举的发展
与洛阳有密切的关联：隋炀帝营建东
都洛阳后，设“进士科”；武则天在洛
阳创立了殿试和武举。洛阳也有许
多与科举有关的遗址。今起，本报推
出科举与洛阳系列，与您一同了解古
代科举制度及古人“高考”那些事。
敬请关注。

国子监等太学的学生，是通过
考试录取的，他们都有参加科举的
资格。各州县也都办有官学，通过
初选选出的最优秀的官学学生，来
东都洛阳参加科举，原则上每个地
方官学，选出一个考生。在职官员
自荐，也可以参加考试。因此，考生
规模相当大，竞争非常激烈。

明经科相对好考，进士科难度
大，一些饱学之士往往选择进士科，
进士及第后升迁也快，因此逐渐被
人重视。不少下级官员，也参加进
士科考试。

我们看看有哪些优秀进士。首
先说温氏三杰，他们是温大雅、温
彦博、温大有三兄弟，出自太原温
氏，在隋大业二年（公元 606 年）同
时中进士。温大雅，成为隋末唐初
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史学家。
温彦博，后成为唐朝的宰相。温大
有，也是唐初的大臣，后因功封为
清河郡公。

温氏三杰的同榜进士，还有颜
氏三杰，他们是大学者颜之推的三
个儿子颜思鲁、颜愍楚、颜游秦。颜

思鲁因父亲的教训而继续学习经
学、文字学，以务先王之道。颜思鲁
生子颜师古，少传家业，遵循祖训，
传承文字学，整理五经，成为唐代经
学大家。颜愍楚，精于家传音韵训
诂之学，著有《证俗音略》二卷传
世。颜游秦也是才学兼备，将自己
对《汉书》的研究尽传于侄子颜师
古，助其注《汉书》以传世。

当年参加进士科考试的还有魏
征，他是国子监的学生，但他名落孙
山。此后，他屡试不第，一怒之下，参
加了瓦岗军，后归降唐朝，成为名臣。

这个落榜生，非常痛恨隋炀帝，
在他总撰的《隋书》中，把隋炀帝所有
的历史功绩全部抹杀了，隋炀帝千古
暴君之名，也就延续了一千多年。但
是，由于反复参加科举，他对隋朝的
科举制非常熟悉，后在唐朝科举制的
发展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许多伟大事物创始时，都是静
悄悄的，直到涓涓细流，汇成大海，
人们才发觉它的壮阔和伟大，科举
制亦是如此，这是一项空前的伟大
创举。

隋炀帝杨广，生于北周天和四年
（公元569年），为隋文帝杨坚和独孤
皇后的次子。在少年时代，杨广受到
良好的文化教育及骑战训练。

在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的灭
南朝、统一全国的战争中，杨广担任
最高军事统帅，成功地把腐朽的南朝
送进了坟墓，重新实现了华夏一统。

隋军纪律严明，在南朝故地也秋毫
无犯。出于战略的考虑，他

学了一口流利的吴语，
并娶了南朝皇族

后 裔 为 正
妃，就

是萧后；修复了被战火摧毁的南朝寺
庙，频繁见一些名士和儒学家，致力
于南朝故地文化建设。这一切，使杨
广受到了朝野的拥戴，并成功地成为
太子。

隋仁寿四年（公元 604 年）七月，
杨广嗣位，次年改元大业，迁都洛阳，
实行大业新政。大业新政是一个系
统而宏大的治国方略，除了人所共知
的营建东都、营建西苑、开凿大运河，
还有其他一系列措施。其中，实行科
举制是重要内容之一。

所谓科举，就是分科举人的意
思。中国能诞生科举制，功劳要记在
隋炀帝及他的父亲隋文帝身上：隋开
皇十八年（公元598年）七月，隋文帝

下达“分科举人”之命令，这可
算是科举制的一个“药引

子”，接着，隋炀帝
开 出 了“ 药

方”，扩大了分科范围，以孝悌有闻、德
行敦厚、节义可称、学业优敏、文才秀
美等十科举人，“置明经、进士二科”，
以试策取士，从而为天下学子打通一
条学而优则仕的康庄大道，标志着科
举制度的正式形式。

在科举制产生以前的人才选拔
方式，主要包括西周的世袭世禄制、
两汉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
正制等。这些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往
往会出现同一个问题，即以门第关系
来取人。这对普通读书人来说显然是
不公平的，也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隋朝创立的科举制打破了自古
在选拔官吏时对出身的限制，让门阀
贵族把持朝政的局面几乎消失。科
举制度始创于隋，历经唐、宋、元、明、
清，其不仅影响中国，古朝鲜、越南等
亚洲国家也引入了这种制度来选拔
人才。科举制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第
一种面向全国大多数人的公平的官

员选拔制度。在启蒙哲学家伏尔
泰眼中，科举制堪称西方文官制

度的先声，是传统中国“选贤
与能”的重要标志。

白云寺位于偃师区顾县镇回龙湾村，又名藏梅寺。
据现存的清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重修白云寺山
门碑记》载：“乾隆三十九年，于寺北偶得一石楹柱，上刻
开皇年号，寺之由来久矣。”

还有一通古碑刻有“开皇以来即有之”字样。由此可
知，白云寺的始建时间不晚于隋开皇年间（公元581年—
公元600年），至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

白云寺背依白云山（又称白云岭），面对青龙河，坐落
在河谷东岸，峰峦拱秀，溪流萦回，林木葱郁，幽静秀美。
现存寺内的清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重修白云寺
山门碑记》记载：“旧有白云寺，前临青龙河，后据白云山，
左右群岭相绕，规模恢廓，诚胜地也。”《重修白云寺正殿
暨山门碑记》记载：“青龙之表，白云之麓，有古寺焉……”

寺院原有四重建筑，依次为山门、弥勒殿、大雄殿和菩
萨洞，大雄殿两侧有配殿与院落，规模壮观，香火旺盛。

因频遭战乱，加之年代久远，白云寺现仅存山门、弥勒
殿基址，通古碑及寺院后面崖壁上的窑洞。当代在寺院旧
址上复修的建筑，在绿树的掩映下显得十分肃穆。

《巩县志》记载，唐代黄巢起义军西攻长安时，曾途经
白云寺，驻扎于此，并利用寺院周围的窑洞贮藏粮食，养
精蓄锐。在白云寺山门右侧，原有一座纪念黄巢的小庙，
其附近曾有点将台、练兵场、演武厅和饮马泉。相传，黄
巢在起义前，曾隐居白云寺，与寺中高僧藏梅成为密友。
后来，黄巢起义军攻占了东都洛阳，黄巢下令将白云寺改
为藏梅寺，以示纪念。《重修白云寺正殿暨山门碑记》也有
记载：“昔之所谓白云，俗之所谓藏梅也。”

这里还流传着一个与皇妃有关的故事。唐玄宗有一
位梅妃娘娘，端庄贤淑，但遭人诬蔑被打入冷宫。后来梅
妃的一个贴身丫鬟顶替其在冷宫受苦，梅妃才得以逃
走。一日，她来到休水河边，实在走不动了，看到这里有
一座白云寺，就想在此出家。当时寺院的住持接纳了
她，于是梅妃在此出家，从此远离是非，得以善终。

白云寺地处偃师、巩义交界处，寺院在偃师境内，寺
院后面崖壁上的窑洞后方归属巩义。白云寺由此成为一
座具有两地界碑意义的独特寺院。

白云岭下有古寺
□于春斌

彝（yí），古 代
的盛酒器，主要盛
行于商至西周时
期，是象征贵族身
份地位的礼器。

在 洛 阳 博 物
馆珍宝馆内，有一
件名为叔牝（pìn）
方彝（如图）的青
铜器，因为造型奇
特、纹饰华丽，常常引来游客围观。这件青铜器
出土于我市一座高等级西周贵族墓葬，高32.6
厘米、口阔23.5厘米、宽19厘米，分为器盖和器
身两个部分。器盖为四面起坡的屋顶，器身为
长方形、鼓腹。整个器物装饰有云雷纹、兽面
纹、凤鸟纹及扉棱等，纹饰精美、造型古朴，是西
周早中期的青铜器珍品。

叔牝方彝的名字与盖、身内壁相同的12字
铭文有关，铭文为：“叔牝赐贝于王姒（sì），用作
宝尊彝。”大意是说，贵族叔牝从母亲王姒那里
得到了一些赏赐的钱，为了表示对母亲的感谢，
用这笔钱铸造了这件青铜器以示纪念。

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

古代盛酒器

yí彝

（洛阳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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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创立科举制

天下才子聚东都

中国古代有四民制
度，即平民分为四种。
《汉书·食货志上》说：
“士、农、工、商，四人有
业。学以居位曰士，辟
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
曰工，通财鬻货曰商。”
士人，是通过一定的制
度，进入社会管理层的
读书人。隋朝在洛阳形
成的科举制，是通过考
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
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
法，所以叫科举，这是
学而优则仕的一种先进
制度。

科举与洛阳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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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春门大街国子监模拟复原展示工程（资料图片）

隋朝统一全国后，为加强中央集
权，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
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宋朱熹《资
治通鉴纲目》载：大业二年(公元606
年)秋七月，“始建进士科”，用考试办
法来选取进士。“进士”一词初见于

《礼记·王制》：“大乐正论造士之秀
者，以造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
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
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
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
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但把读书、
应考和做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掀开
中国科举史上新的一页。

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四月，
隋炀帝下诏，置孝悌有闻、德行敦厚、
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
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
略、膂力骁壮十科，以科考取士。

隋大业五年（公元609年），他又下
诏，置学业核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
超绝等伦，在官勤慎、澄理政事，立性正
直、不避强御四科，仍以科考取士。

至此，隋朝的科举考试增加为十
四科。其中，明经、进士二科为常科，

即每年举行一次，每科取士三十人。
其他科目为非常科，不定期举行，取
士人数也不固定。

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的九部
经典，即九经，包括《三礼》（《周礼》

《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
羊传》《谷梁传》）、《易经》、《尚书》、

《诗经》。明经科考试，是默写九经中的
一些篇章。进士科考试，难度较大，考
策论和诗赋，策论的题目也来自九经，
考生要用九经的观点回答现实问题。

明经、进士二科的考试，是在国
子监举行的。隋文帝笃信佛教，实际
上对儒学不甚重视，甚至在其晚年废
天下学校，仅留国子学一所，弟子七
十二人。隋炀帝迁都洛阳后，立国子
学、四门学、书学、算学、律学，并改国
子学为国子监。

明经、进士二科的考试时间，是
每年的清明节前五日，放榜时间是清
明节。当天中午，皇帝要在西苑赐宴
新科明经、进士们。此宴，是在西苑
牡丹花丛中举行的，因此称牡丹宴。
喝的御酒，名为洛邑烧春，是当时最
贵的一种白酒。

22 分科考试也挺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