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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来说，高考是人生中的一
件大事。古今亦然。

如果今年高考出一道历史题，问
古代“高考”啥情况，你答得出来吗？

古代“高考”叫科举。科举制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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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代科举制度不尽相同，但大体
可分为几个阶段——

通过地方预选考试，考中秀才，取
得参加“高考”的资格，然后参加正式
考试，奋力“闯三关”。

第一关：乡试。
乡试可不是“乡下”的考试，而是

全省优秀学子的大比拼。
乡试地点设在省城，每三年举行

一次（当年乃“大比之年”），是骡子是
马拉出来遛遛，考场上见真章。

秀才乡试过关，便可荣升为举
人。举人的第一名，叫解元。

《儒林外史》里的范进，苦苦熬了
大半辈子，好不容易中了举，向来瞧不
起他的老丈人都赶着巴结他，谁料他
兴奋过度，竟然疯了，可见乡试之难。

乡试中举者，可前往京城参加第
二关：会（省）试（唐、宋、金、元称省试，
明、清称会试）。

会（省）试的参加者是各地的尖子
生，考试难度比乡试更大，社会关注度
更高。每逢大考，京城为之震动，朝廷
特派高级官员担任主考官，考生要对
号入座，试卷要糊名、誊录，以防作弊。

会（省）试合格者称贡士，贡士的
第一名叫会元。

会(省）试过关，便可参加殿试考
状元了。殿试是皇帝在宫殿里主持的
考试，能走到这一步的都是尖子生中
的尖子生，考中了便可荣升为进士；就
算考不中，见过天子，回家也够吹嘘一
阵子了。

洛阳是唐代的东都，女皇武则天
执政时，改良科举制度，在洛阳亲自主
持殿试，选拔了不少优秀人才。

进士第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
榜眼，第三名叫探花。古龙小说《小
李飞刀》的男主人公李寻欢，别名

“李探花”，可见他是个有文化的武
林高手，飞刀“例不虚发”，文章也写
得妙。

“九老唐贤形绘事，元丰
今胜会昌春。垂肩素发皆时
彦，挥麈清谈尽席珍。染翰不
停诗思捷，飞觞无算酒行频。
兰亭雅集夸修禊（xì），洛社英
游贵序宾。自愧空疏陪几杖，
更容款密奉簪绅。当筵尚齿
尤多幸，十二人中第二人。”

一首长诗，引出文彦博
与洛阳“不得不说的故事”。
这首诗是北宋元丰年间文彦
博任西京（洛阳）留守时所写，
诗中所述，是他在洛阳牵头组
织的一个老年文学团体——
耆英会。

文彦博，北宋著名政治
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
宗四朝，出将入相五十年，因
曾封潞国公，又叫文潞公，史
称“公忠直亮，临事果断……
朝野倚重”。

故事从文彦博刚到洛
阳上任开始。

文彦博来到洛阳，有
个人心里很不是滋味。
此人叫唐义问，时任转运
判官。

唐义问的父亲叫唐
介，唐介做过殿中侍御史，
跟包拯一样是个刚正不阿
的主儿，见谁有问题就弹
劾谁。

这不，仁宗时期，他认
为时任宰相的文彦博有问
题，便上书弹劾文彦博“专
权任私，挟邪为党，知益
州日，诈间金奇锦，因中
人入献宫掖，缘此擢为执
政”，让文彦博因此丢了
宰相之职。

“文老头会不会借机
报复呢？”唐义问把心里的
疑问跟朋友尹焕说了。尹
焕知道文彦博的为人，劝
道：“文老爷子不是那样的
人，你看看再说吧。”

唐义问心中的忐忑，
文彦博觉察到了。他叫来
小唐，和颜悦色地说：“当
年，你爹弹劾我，我丢了宰
相，他被贬了官。后来皇
上召我回京继续为相，我
上书说你爹弹劾我的都
是对的，要回我们俩一起
回，他不回我也不回。后
来，你爹得到重用，与我
同为宰相，我们俩关系美
着呢！”

言外之意是，你别想
那些没用的，好好干活吧！

史载：“义问闻潞公之
言至感泣，自此出入潞公
门下。”

文彦博在洛阳
过得不赖，很会找乐
子，比如牵头组织耆
英会。

组织耆英会的
缘由，《邵氏闻见录》
里称“慕唐白乐天九
老会”。

参加耆英会的，
是当时“洛中卿大夫
年德高者”。他们中，
有 79 岁的富弼，77
岁的文彦博和席汝
言，76岁的王尚恭，
75岁的赵丙、刘几、
冯行已，72岁的楚建
中、王慎言，71岁的
王拱辰，70 岁的张
问、张寿。

后来，不到 70
岁的司马光也被拉
了进来，人数凑到了
13个。

这一群有地位、
有阅历、有学问的老
头儿在一起耍得可美
了。“洛阳多名园古
刹，有水竹林亭之胜，
诸老须眉皓白，衣冠
甚伟，每宴集，都人随
观之。”

一群须眉皆白、
仙风道骨的老头儿，
带着美食，今天来这
个亭，明天进那个园，
吃喝玩乐，酬唱吟和，
想想都让人“羡慕嫉
妒恨”！

3 别人怎知
他内心的酸楚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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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彦博领着一群老头儿东游
西逛，当时的洛阳人不但没有看不
惯，反而称赞有加，因为他们十分
尊敬文彦博。

怎么个尊敬法？《邵氏闻见
录》里说：“洛之士庶又生祠潞公
于资胜院，温公取神宗送潞公河
南诗……塑公像其中，冠剑伟然，
都人事之甚肃。”

文彦博领一群老头儿在外面
玩，也在自己家的东园里玩。东园
端的好所在，李格非在《洛阳名园
记》里这样描述：“文潞公东园本药
圃，地薄东城，水渺弥甚广，泛舟游
者，如在江湖间也……今潞公官太
师，年九十，尚时杖履游之。”

“年九十，尚时杖履游之”，人
们羡慕文彦博的高寿和洒脱，但不
知他内心的酸楚和无奈。《邵氏闻
见录》里记录了他的一段话：“人但
以某长年为庆，独不知阅世既久，
内外亲戚皆亡，一时交游凋零殆
尽，所接皆藐然少年，无可论旧事
者，正亦无足庆也。”

公元1097年，文彦博去世。
他死后就葬在洛阳，具体位置在伊
川县城关镇罗村西。对了，老人家
高寿，享年92岁。

2 这群老头儿
真会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