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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
洛阳曾是国民政府高等考试考点

1

老
兵
影
像

>

近日，记者前往中国近代史档案馆，调阅
了一份档案。该档案是时任国民政府考试
院院长的戴季陶呈送国防部门的一份公
函，里面提到“拟定于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
一日起，在重庆、成都、西安、洛阳、昆明、桂
林、泰和、丽水、永安、兰州等十处同时开始
举行高等考试普通行政人员等九类考试之
初试……旋为便利试务进行起见，经将该项

初试展期至三十年一月二十日起仍在原定
各地同时举行……”

洛阳为何会成为考点之一？洛阳师范学
院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张忠认
为，洛阳当时是豫西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随
着豫北、豫东、豫南的沦陷，国民政府在河南
的政治、军事重心转移到了洛阳。当时，洛阳
的国民政府各级机关等有100多个，急需大

量行政人员和专业人才，因此在洛阳设立考
点，选拔出来的人员可以就近上岗，免去奔波
之苦。

另外，那次考试大多是从各级高校的学
生中选拔人才，当时在全国有较高知名度的
河南大学为了躲避战火，迁移至嵩县潭头镇
（今属栾川县），在洛阳设考点也是便于就近
选拔河南大学的学生。

在那张比较表“省立大学”一栏中，河南大学赫然在列。
1939年至1944年，河南大学曾为躲避战火辗转来

到洛阳，在当时的嵩县潭头镇（今属栾川县）度过了数个
年头。

当时，河南大学是享誉国内外的综合性大学，洛阳
作为那次公务员考试的初试考点，吸引了不少河南大学
的学生参加，应考人数达到30人，在9所省立大学中，河
南大学的应考人数最多。最终，河南大学学生的及格率
在9所省立大学中位列第3。

河南大学的学生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与他们的努
力分不开。资料显示，河南大学曾在潭头镇设总图书
馆，各院又设分馆，有中外文图书7万多册，杂志200多
种，还有各种仪器3.1万多件，农学院租的农作物试验场
地有30亩。

每当太阳刚刚升起，河南大学的学生们就到山坡上
学习，晚上则挑灯夜读。在豫西山区的5年艰苦岁月中，
学生们不改初心，依然刻苦学习，精神可嘉。

民国时期的公务员考试相当火爆，类似于现在的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现象。

据记载，1931年7月15日，国民政府考试院举行了
轰动一时的第一届高等考试，有近3000人报名。因为只
有南京设有考点，所以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赶来报名。
由此可见，在当时，公务员岗位是大家眼中的香饽饽。

由于考试偏难和评分标准偏高，最后通过笔试的人
少得可怜，最终及格的只有40人。时任考试院院长的戴
季陶亲自向国民政府申请，给考生普遍加10分，才勉强
足额录取100人。

到了抗战时期，战火连连，人心惶惶，在如此不安定
的情况下，举行公务员考试，报考人数与往届相比自然
有所减少，考试结果也不如人意。

记者在中国近代史档案馆调阅的档案中还附有一
张“各种资格应考人数与及格人数比较表”，其中绝大多
数学校应考人员一栏仅有1人，应考人员较多的学校也
只有几十人。

在戴季陶呈送的那份公函里还提到一组对比数据，可
以看出战争对考试的影响在不断加深：1939年（民国二十
八年）高等考试初试及格人数占准备录取人数的18.71%；
1941年（民国三十年），这个比例则变成了12.07%；最终，
在1941年的高等考试初试中，共录取192人。

戴季陶在公函中总结分析1941年那次考试时直言：
“值此非常时期，士子平日读书之环境既不甚安定，其考
试成绩似亦不免稍逊，录取标准亦只能因材甄录，不便
骤予提高，庶可适应实际鼓舞青年……”

因此，此次考试录取标准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有所
下降。“为搜罗遗才，以弘奖进起见，爰经典试委员会详
加斟酌，决定就各应考人平均成绩满四十八分者，特予
加分录取……”

当时在洛阳进行初试的高等考试，算是
民国时期级别较高的公务员考试。

山东临沂市委党校副教授朱玉宝这样分
析民国时期的公务员考试与当代公务员考试
的关系：民国时期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公务
员录用考试种类主要有高等考试、普通考试、
特种考试，其选拔人才的作用与现在的公务
员考试相似，通过考试选拔优秀人才充实到
政府各级行政部门中。

民国公务员的等级分为简任、荐任、委
任。高等考试是选拔荐任职公务员的考试；
普通考试是选拔委任职公务员的考试；特种
考试是除高等考试、普通考试外，特别进行的
考试，有邮政、电务、盐务、税务、银行、土地、
测量等40余种。

民国时期的公务员考试考什么？考试难
吗？记者以高等考试为例，为大家进行介绍。

当年哪些人能报名参加考试？

与现在的公务员考试类似，当时的人能否
报考跟学历有关。记者从调阅的档案中看到，
从公私立大学、独立学院、专科学校毕业，有专
科以上毕业证书的大学生都能报考。另外，具
有专科以上同等学历、经高等鉴定考试及格
者，或普通考试及格满4年者，或委任职任职满
4年者，或有专门著作经审查合格者也可报考。

考试都考哪些科目？

当时的公务员考试可谓一场拉锯战，考生
不仅要比脑力，还要拼体力。之所以这么说是

有原因的。当时，考试科目繁多，涵盖的知识
面广，有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历史、地理、行政
法、政治学、经济学、财政学等，进行如此多的
科目考试，考试时间大约要持续一周，采取笔
试、面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据记载，考生当时每天凌晨4时点名领卷
入场，迟到就不能考试了。6时准时开考，每科
考3个小时，一天考两科。

一考上就能入职？

如今，只要公务员考试过关，达到相关要
求，便能入职，民国时期的公务员招录则不是
这样，只有等到岗位缺人才能递补。于是，当
时就出现了考生被录取后，因为没有空缺的岗
位，一直等了4年才入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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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曾是民国公务员考试的考点之一

那时的考试不容易，比脑力拼体力，考试就像拉锯战；
河南大学迁到洛阳后，学子们积极报考，成绩不俗

比脑力拼体力，考试就像拉锯战

火爆的公务员考试
一度受战火影响

迁到洛阳后
河大学子积极参加公务员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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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赵夏楠 见习
记者 郭学锋 实习生
李波

如今，想当公务员
是“逢进必考”，一个职
位动辄吸引成千上万
的人来竞争。在抗战
时期，民国的公务员如
何招录？是否也像现
在这样“千军万马过独
木桥”？一份档案告诉
我们，那时候的人想当
公务员也得考试，且考
试难度还不低，洛阳曾
是当时公务员考试的
考点之一。

□记者 赵硕/文 张斌/图

近日，记者来到陈树桐老人在瀍河回
族区的家时，这位曾经的新四军游击队队
员正在饶有兴致地练书法。陈树桐的女儿
说，尽管父亲已经86岁高龄，但他的身体还
不错，除了每天坚持练书法和适量运动，他
还承包了买菜的活儿。

陈树桐是江苏省泰兴市人，1944年在
老家参加新四军游击队，后来又参加了解
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1955年转业后在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铁路系统工作，后跟
随单位迁往洛阳，直至退休。

关于抗战，陈树桐有一段故事。他
说，他从小失去双亲，跟着哥哥嫂子生活，
曾经目睹过日本鬼子到处杀人放火的暴
行，对日本鬼子恨之入骨。

1944年夏天，他听大人们说，村子附近
来了一支新四军的游击队，专门对付日本鬼
子。在几天后的早上，他带上干粮，悄悄离开
哥哥家找游击队去了。十几岁的陈树桐由于
赶路饿得快，带的干粮很快便吃完了，太阳落
山时，饿得几乎走不动的他遇到一个大叔，他
从对方那里终于打听到了游击队的休整地。

当瘦小的陈树桐站在游击队队长面前
时，队长拒绝了他加入的请求，理由是打仗
很危险，而且他身高有限。陈树桐不甘心，

此后的几天就赖在游击队不走，最后队长
终于答应让他留下来。

此后，陈树桐跟着游击队辗转多地，他
和其他队员一起白天打探敌人的驻地，晚
上发起进攻。

陈树桐在游击队成长得很快，不仅成
了出色的侦察员，还成了“奇兵”。有一次，
县城的鬼子要下乡扫荡，提前得到消息的
游击队决定在鬼子的必经之路上埋地雷。

当天，一切准备就绪后，队长发现拉地雷的
绳子不够长，必须在预设的隐蔽地点之外
拉，而且拉绳子的地点无法藏成年人。

当时，陈树桐主动请缨，承担了此项任
务。当鬼子经过的时候，勇敢的他果断拉
绳子，顺利完成任务。

陈树桐说，他这一辈子经历的很多事
儿都忘了，但打鬼子的事儿他依然记得
清清楚楚。

小小侦察员，战场上当“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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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斌 文/图

李本厚，现居孟津县。1944年，他当时
住的寒亮村被日军占领。“那年我才9岁，我
妹妹还不到5岁，我记得小鬼子来的时候正
好赶上收麦。”李本厚说。

虽然当时正处在收获的季节，但庄稼
地里已见不到农民了。“小鬼子来了，大家
都逃难去了。”由于年纪太小，李本厚和妹
妹只好寄住在村里的一位老奶奶家，希望
躲过一劫，可没想到两天后，日军发布了强
征劳动力的命令。

后来，李本厚扛着一把几乎和自己一
样高的铁锹，战战兢兢地来到了日军驻
扎在横水村（今孟津县横水镇横水村）的
营地。

在日军营地，李本厚目睹了日军的暴
行。“小鬼子把老乡绑在长条凳子上，手脚
都被绳子捆住，动都动不了，然后小鬼子拿
来一个军绿色的木桶，把从里面舀出来的
东西往老乡嘴里灌。红色的，好像是辣椒
水。”李本厚说，接下来的一幕更令他恐惧，

“一开始老乡还挣扎，小鬼子就掰开他的嘴
往里灌，肚子撑得越来越大，最后人就不动
了，死了。”随后，日本兵喊来几个农民，将
尸体草草掩埋。

到了晚上，李本厚等人被日军告知可
以回家休息，第二天再来干活。“我看见有
小鬼子往外扔这种木桶，就偷偷捡了一
个。”李本厚说。

与惨死在日军手中的同胞相比，李本
厚是幸运的，他在日军营地干了3天活后便

被放回了家。在此后的岁月里，这个木桶
一直被他保留着，“这应该算是日本人的罪
证，应该留着”。

对于李本厚所讲述的日军暴行的真实
性，记者在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河南抗

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一书中
查到如下信息：日军将孟津县横水村后亩
小学建为据点，在据点内修建地狱、水牢和

“万人坑”，至1945年8月，共杀害八路军侦
察员、平民100余人。

日军残害中国人的物证，他仍保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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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抗战老兵，
新春都制药和你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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