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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钦定科场条例》作为科举文献，全面记录了科举考试的程序、形式、方法、

规则、处罚等事项，为清代科举制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料。在一定意义上，

对《钦定科场条例》规制内容的研究，不仅是对清代科场法制及其基本精神的客

观分析与评价，亦是对清代科举制度基本特征及体系的梳理与考证。基于此，本

论文以《钦定科场条例》规制为研究对象，以科场法制内涵与精神为视角，旨在

挖掘《钦定科场条例》本身的学术价值。 

本论文除参考文献与后记外，共分为九章。 

第一章，绪论部分。旨在对《钦定科场条例》进行概述，并对已有《钦定科

场条例》研究做详细论述。  

第二章，场期的“情理”与“律法”。从乡、会试期及加科，以及起送会试、

解卷等四方面内容，对科举制度的场期管理进行丰富详实的阐释，分析场期制定

的“情理”性，并对严密的规制设计与惩罚作详细考证，体现“律法”的严肃性。  

第三章，入彀的“世俗”与“多样”。分别对生员、贡监、杂项人员、宗室

人员、八旗人员应考科举的规制情形进行考辨，并对翻译童试，翻译乡、会试，

驻防翻译等考试的形式特征作详细论述，阐述清代正途科举、异途科举及满、蒙

科举的不同特性。 

第四章，试官的“伦理”与“公理”。对乡、会试典试官，以及执事官员、

外簾官员的委派、管理作细致的史料分析，阐述科举考官秉公阅卷的制度设计，

以及内、外簾执事各官的防弊举措。 

第五章，闱墨的“择术”与“辨志”。对三场试题、制艺考试、试卷的置备

与分发、内簾阅卷，以及硃、墨卷违式进行详细阐述，阐明科举取才与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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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密切的相互关系。可以说，科举取士离不开试卷的合理设计与批阅，不仅需

要具备选才的标准，更有具备严防滥取的功用。 

第六章，中额的“仕进”与“黜落”。清代科举取士变得更加广泛，录取额

数相对较高，从乡、会试中额、广额，以及官卷限制的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

不难看出清政府在科举“仕进”与“黜落”制度设计中的内涵与用意。 

第七章，棘闱的“公正”与“严密”。作为最号“至公”的科举制度，清代

科举回避、关防、禁令、坐号、磨勘、供具等方面已发展到了滴水不漏的程度，

尤其对科场冒籍的管理与惩罚，更加有效地保障了科举的公正性与严密性。 

第八章，折桂的“礼法”与“荣耀”。对于士子来说，金榜题名是最为荣耀

的事情，但从闱榜的揭晓到朝考，仍旧需要遵守严密的科场规制，覆试、殿试便

是士子折桂后需要参加的考试程序，旨在保障题名的公正性与权威性。当然，恩

荣宴筵、试录登科录、金榜提名录都是惟有科举制度能够赏赐给读书人的特殊荣

耀，折射出了科举及第的特殊文化与程式。 

第九章，落第的“补偿”与“恩遇”。士子的落第虽然痛苦心酸，但并非因

常年应考而失去仕进的机会，对于年老士子，也可以通过参加选取誊录、举人大

挑等方式获得一定的恩遇。另外，年老举子亦赏给一定的职衔，或赏给准应会试、

殿试的资格与机会，对下第举人回籍亦常给予物质上的资助。显然，以上的科举

规制，其创设意义深远、特殊。 

本论文旨在对《钦定科场条例》各项规制作全面、深入地分析与研究，从而

挖掘科举制度设计的深层内涵与意义，并力求能够弥补清代科举制度研究的不足

与遗漏，以便能够全面、细致地认识《钦定科场条例》的学术价值与意义，并更

有效地利用这一宝贵的科举文献。 

关键词：《钦定科场条例》；科举制度；科场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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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gius Statute of Imperial Examination,as the document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comprehensively records the procedure、form、approach、rule、penalty 

in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which provided valuable raw materials for studying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Qing Dynasty.The research on the regulations of Regius 

Statute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a certain sense,is not only for the objectiv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n the rule of law and its basic spirit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Qing Dynasty,but also to the clarification and textual research on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system in Qing Dynasty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Based on 

this,to aims to dig Regius Statute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own academic value,this 

thesis regards Regius Statute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as well as 

regards formulation and adjustment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as the research content. 

This thesis, in addition to the reference and postscript, is divided into nine 

chapters. 

Chapter first: Introduction part.Aims to outline the Regius Statute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discuss the related research in detail. 

Chapter second: The common sense and law in examination time restriction. 

Abundantly and detailedly interpret the strategies of examation time restric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increase in exam number、time restriction in Provincial Examination 

and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as well as sending scholar to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 and sending test papers.Thus, analyse the reasons of enacting 

examination time restriction, and textually research strict regulations design and 

punishment could reflects the seriousness of Regius Statute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Chapter three: The secular and diversity in selec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Respectively study and compare the regulations of attending Imperial Examination for 

Shengyuan、Gongjian、Miscellaneous personnel、Imperial Clan personnel、Eight 

banners personnel,and detailedly discuss the feature of Translation Tongsh 、

Translation Provincial Examinatio 、 Translation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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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rison Translation,as well as elaborate the different features between orthodox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heterodox Imperial Examination,also bteween Manchu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Mongol Imperial Examination. 

Chapter four: The ethic and axiom of examiners. Study the delegation and 

supervise for examiners of Provincial Examination and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

Deacons officials、External- curtain officials in detailed analysis of historical data,and 

state the  fairness of system design in marking and prevention measures between 

External- curtain officials and Inner-curtain officials. 

Chapter five: Choose and judgment in examination paper.Elaborate the 

Examination questions、Eight-legged essay、Preserved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esting 

paper、Inner-curtain marking、Zhujuan、Mojuan to clarify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lents selec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system design. To say the least, 

talents selec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can not do without rational design and 

impartial marking system, there not only require the standard of talent selection, more 

protect from excessive admission. 

Chapter six: Official selection and elimination in admission quota.In Qing 

Dynasty,Imperial Examination became wider and deeper,and the number of admission 

quota was also relatively high.It is not hard to see the connotation and meaning of 

system design in official selection and elimination from admission quota during the 

process of policy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in Provincial Examination、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 and officials’children examination. 

Chapter seven: Impartiality and strictness of Examination Hall.In Qing Dynasty, 

Avoidance system、Anti-abuse measures、Haoshe、Assessment、Provision in Imperial 

Examination,as the most disinterested Imperial Examination,has developed to the 

intact. In particular,the management and punishment for Migration Examination more 

effectively to ensure the fairness and rigor in Imperial Examination. 

 Chapter eight: Rites and honour of moon titles and captured.Succeed in Imperial 

Examination is the most glorious things for scholars.but it still need to follow the 

strict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from publishing 

a list of successful candidates to attending Officer Examination.Re-examinati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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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ace Examination are indispensable test program to attend for scholars, which is 

aimed at guaranting the impartiality and authority of admission.Certainly,rewarding 

the banquet feast、Record of Jinshi、Name of gold placard are the special glory 

rewarded by Imperial Examination,which reflects the special culture and programs of 

passing Imperial Examination. 

Chapter nine: Preferential treatment and perquisite.Although scholars of flunking 

Imperial Examination are in painful bitterness,really not losing the opportunities of 

offcial career on account of perennial examinations.The aged scholars could be 

awarded preferential treatment by means of being Transcriber and Ju-ren selecting. 

In addition,the aged scholars could be awarded certain official title or awarded the 

qualification and opportunity to attending to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 and Palace 

Examination also.Meanwhile,flunked scholars could be given material support to 

return native home.Apparently,above the regula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must be 

profound and special. 

This thesis aims to make a comprehensive and in-depth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regula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Based on such research,being expected to 

excavate deep connot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design, 

and strive to make up for the research inadequacy and omissions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in Qing Dynasty,so as to comprehensively and meticulously 

understanding academic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Regius Statute of Imperial 

Examination,and more effectively use of this precious Imperial Examination 

document. 

Key words: Regius Statute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Imperial Examination; 

legisla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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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章 绪论 

 

《钦定科场条例》是清代规范科举考试制度的重要法典，内容丰富，涉及科

场防弊措施及各项应考规制，是科举制度发展完备的重要体现。另外，对于科举

学研究来说，《钦定科场条例》是重要的科举文献，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对厘

清科举考试的程序、形式、方法、规则等提供了宝贵的原始史料，是清代科举制

度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一节 《钦定科场条例》概述 

 

一、《钦定科场条例》的版本 

蔡銮杨等繤修《钦定科场条例》，是现存较早的版本，该书为嘉庆二十一年

刻本，共有六十卷，现存于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总馆。据查，英国伦敦大学亚

非学院图书馆亦存有该书刻本。另外，2004 年，由香港蝠池书院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钦定科场条例》，则属于道光朝版本，该书亦存录六十卷。英汇等纂，杜

受田等修《钦定科场条例》，为咸丰二年刻本，该书共存六十卷，分别存于中科

院国家科学图书馆总馆、南京大学图书馆及台湾大学图书馆。耆英等修《钦定科

场条例》，属于同治丁卯年（1867年）江宁藩署木活字本，共有二十六册，现存

于南京大学图书馆。奎润等修、詹鸿谟等撰《钦定科场条例》，为光绪十三年（1887

年）刻本，共分六十卷。据查，康奈尔大学东亚图书馆亦存有该书刻本。此外，

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还存有该版本内务府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续刊本。 

咸丰二年刻本《钦定科场条例》，收录于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史部

政书类，于 2002 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共收录六十卷，属于影印版，也是

目前征引较多的版本。咸丰二年刻本，还有收入于故宫博物院“故宫珍本丛刊”、

2000年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的版本。此外，光绪十三年刻本《钦定科场条例》，收

录于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叢刊三编》，于民国 78 年（1989 年）由台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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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海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共收录六十卷，属于影印版。 

除以上各版本外，由礼部繤修《续增科场条例》，现存有清光绪二十三年至

三十四年间（1897—1908 年）版本，该书虽不分卷，但该版本抄刻地址不详。

也收录于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叢刊》三编，于民国 78年（1989年）由台

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影印出版。此外，德保等修、李翮等繤《钦定科场条例》，

现存于哥伦比大学东亚图书馆，其版本不详。 

二、《钦定科场条例》的修纂与体例 

《钦定科场条例》是一部由礼部纂修的科举法典，主要详细记载了清代科举

考试规制的详细事宜，内容宏富，详实确凿，是研究中国科举制度史的重要历史

文献。 

每逢会试考试，即由礼部将《钦定科场条例》颁发给知贡举及主考等典试官

员。同样，届期乡试考试，则将《钦定科场条例》颁发给各直省监临及布政使等

典试官员。显然，之所以由礼部颁发这一科举法典，主要因为科举取士属于国家

“抡才大典”，必须慎重关防。 

《钦定科场条例》作为官修科场法典，每十年增修一次。例如，《近代中国

史料叢刊》三编所收录的《钦定科场条例》，即因自咸丰二年修辑完成后，至光

绪十三年已有三十五年未再次修纂。其间，经典试官员查覆咸丰二年《钦定科场

条例》，发现不仅因年代久远多处查核困难，且咸丰年间原有版片经历届乡、会

试刷印后，也都出现了模糊的情形，以致多数字体难以辨认，最终不得不重新将

整部咸丰二年所撰《钦定科场条例》重新刊刻，以便能够更好地用于科举考试。

一般来说，修纂《钦定科场条例》多由礼部司员内拣选提调等官员负责编纂，先

由提调等官员将旧版《钦定科场条例》逐一校阅后，再分别将后来应增、应删各

条科场规制分门别类编纂。其中，旧版《钦定科场条例》内有因时变通的科场规

制，以及矛盾或相互歧义的旧有科场规制，均在此时可由该提调司员等悉心考订

后，分别将应裁销，应增改的科场新制则及时填写清单后汇奏，皆于撰写成帙后

填写进呈，再由皇帝钦定后，编纂入新版《钦定科场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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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撰《钦定科场条例》的人员，由礼部从制书吏内拣选勤慎者二十余名供役。

其中，修繤《钦定科场条例》的版片、纸张等物品，则由负责修纂的供事人员捐

资备办。一般来说，印制《钦定科场条例》的费用，至晚清递修过程中即已禁止

使用公款。然而，待《钦定科场条例》刊刻完成后，则可相应地赏给议叙。但是，

通常因为时间因素，新版《钦定科场条例》内科场案例一般均比旧版《钦定科场

条例》数量更多，而旧版《钦定科场条例》版片又须重刊，遂所需修纂费用较多，

以致修撰书吏时常无力捐办。即使如此，朝廷一般也并无相应的专项钱款用于修

撰《钦定科场条例》。事实上，筹措修纂《钦定科场条例》的资金，通常是撰修

该部科场法典的最大困难。例如，光绪四年重新修纂咸丰二年版《钦定科场条例》，

因公款拮据，以致礼部单独奏请朝廷，以便能供应修撰《钦定科场条例》的书吏

饭食银两。该年，经户部奏准，由山东、福建、安徽三省耗羡项下每年各拨银一

千两，共拨三千两用于相关的修纂工程。其中，一半银两（一千五百两）交给礼

部抵扣，另外一半（一千五百两）则交给户部抵扣。然而，即使每年这样每年拨

发三千银两，该年仍借支了一千五百两养簾银。显然，礼部虽每年添拨饭银三千

两，但实际除抵扣户部借支的养簾银外，仅剩余一千五百两用于修纂《钦定科场

条例》等各项日常开支。可见，这样的办法，时常缺少足够的修纂银两用于日常

周转，仍然有碍《钦定科场条例》的编修工程。据此，光绪四年《钦定科场条例》

的修纂，除准予添拨饭食银两外，亦准暂时停止每年抵扣一千五百两的借支养簾

银一年，以便将其用于修理旧版《钦定科场条例》版片、纸张等工料开支。其间，

山东、福建、安徽三省需要解送的饭食银两，则需要于光绪二年春季按时预先解

到，以便能够准时用于重新修纂《钦定科场条例》。然而，此三省所解到饭食银

两，若仍不敷足用，则仅能于平常修纂款项内节俭使用，并及时督率修纂司员加

紧时日修纂，以便能够勒限完工。如此一来，《钦定科场条例》的修纂不仅可以

按时完成，亦不致虚糜各项额外的修纂费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书吏仅供役

修纂《钦定科场条例》，却并未捐资帮助修纂事宜，则于《钦定科场条例》修撰

完成后，不再赏给议叙的资格。除此以外，每逢筹修《钦定科场条例》，都必须

将重修缘由以奏折的方式奏请，再由皇帝批阅后钦定重修。例如，由奎润等修、

詹鸿谟等撰光绪十三年《钦定科场条例》，即于光绪十一年十月十八日奏请后，

再奉旨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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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重修《钦定科场条例》后，乡、会试期内各项科举事宜，皆按照

新例办理。至此，重新修纂的《钦定科场条例》，经皇帝批阅钦定后，即于考试

试差以前，将新修《钦定科场条例》刊刻、刷印，颁发在京各衙门及各直省，以

便能于考试时全国遵行最新的科场法制。 

光绪以前，修纂《钦定科场条例》一般按照各项科场规制，全数共分为六十

卷，包括一百零五项具体的科举法规。然而，光绪十一年重新修纂《钦定科场条

例》，对旧版内容进行了适当调整。其中，“宗室人员科举”一项并入“宗室人员

乡、会试”门类内，“设宴官兵”一项并入“会试宴赏”门类内，“新疆应试驰驿”

与“远省会试驰驿”两项共同并为“远省乡、会试驰驿”门类内。另外，旧版《钦

定科场条例》内“各房分卷”门类，原有“进卷之案事隶外簾”一项，于光绪十

一年重新修纂《钦定科场条例》时则另外摘录。其中，除将咸丰二年《钦定科场

条例》内以上各项合并、摘录外，亦有添加“外簾进卷”、“乡、会试广额”、“捐

输加广乡试定额”三项新门类。此外，因自咸丰二年修纂《钦定科场条例》以来，

新增了许多科场案例，以致光绪十一年重修修纂《钦定科场条例》时，原版“磨

勘处分”上、下两门内容过多，遂更易为“磨勘处分”上、中、下三门分别撰录。

此外，为使得重修《钦定科场条例》项目归于简便，遂将咸丰二年《钦定科场条

例》内“廟讳”、“御名”、“至圣讳”三项并为“临文敬避”门类内。如此一来，

重修后的光绪十三年《钦定科场条例》，仍然共撰有一百零五门科场规制，亦分

为六十卷成书。 

咸丰二年《钦定科场条例》内“例案”后一般附载“旧例”一项，并于“旧

例”一项后附载有“驳案”项目，而这些项目内容均使用小字双行书写。一般来

说，而各项案例附载于《钦定科场条例》内，原本旨在便于备查。也就是说，当

“驳案”内容有与所例不符时，即按照议驳内容与按例相符规制办理。然而，咸

丰二年《钦定科场条例》所载“旧例”项目内容，至光绪十一年重修时已有所更

改，故将咸丰二年《钦定科场条例》内“例案”项目内容改用大字书写，惟“旧

例”项目内容仍使用小字书写，并附载于“驳案”项目内容之后。显然，之所以

如此调整，旨在使阅读变得更加清楚明白，不致混误。 

在重修修纂《钦定科场条例》时，格外需要注意“例案”的编纂，禁止将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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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钦定科场条例》“例案”门类相互编写错谬。一般来说，“例案”修纂相互错

误的情况大致有五类。其一，原本应编入此门内容，被误编入彼门内；其二，原

本应编入“例案”门类内容，被误编入“旧例”门类内；其三，原本应编入“旧

例”门类内容，被误编入“现行”门类内；其四，原本“现行”门类内容，被误

编入“旧例”门类。此外，对于一半属于“旧例”门类，一半属于“现行”门类

的情形，在光绪十一年重修修纂《钦定科场条例》时，仍将其归入“例案”门类

内，但须加注说明。除此以外，为避免出现相互混淆的情形，《钦定科场条例》

重修修纂的其余项目内容，皆逐案稽查，并采用分别改繤的方式办理。 

以咸丰二年《钦定科场条例》为例，书内“案例”门类内容原本皆采用逐次

分载的方式撰录。其中，语言使用过于繁琐，或仅摘录简略文艺，以修纂内容不

全。据此，光绪十一年重修《钦定科场条例》时，即先将各项科场规制详细修撰，

以便以后重修《钦定科场条例》时能够删节载录。其中，旧版《钦定科场条例》

内有过于简略修撰的内容，则以《大清会典》为据查核后，即将遗漏、省略内容

补录。然而，遇确实没有可以稽查复核的书籍等情形，则仅能选择《钦定科场条

例》内后来载录的相应各项规制为凭，用以稽覆。另外，旧版《钦定科场条例》

及《续增钦定科场条例》内各项科场规制有疑议之处时，即准予随时奏请，更正

查销。然而，普通科场规制与《钦定科场条例》内“例案”仅有稍微不符时，则

不必逐案奏明稽察，而采用一概不载录的方式处理此类情形。一般来说，每届办

理科场事务，皆禁止使用现修《清代科场条例》以外的科场规制办理科场事务。

也就是说，每当科举考试，均须按照在修《钦定科场条例》内所载各条科场规制

办理科场事务，而不能再按照旧版《钦定科场条例》内科场规制管理科场事务。

显然，这样的规定，也是旨在杜绝科场情弊，以便能做到公正取士。 

重新修纂《钦定科场条例》时，遇有乡、试年份，虽试期临近，亦须及时刊

刻、刷印当时已经奏准的各项科场规制，并于考试前颁发京城典试官员及各直省

考官。并且，所有奏请变更科举规制的奏折，皆有固定的截止日期。在此，仍以

光绪十一年重新修纂《钦定科场条例》事宜为例，因乡试日期临近，该版本所有

奏请科举规制改革项目，定于光绪十三年九月截止。其中，该年年内所奏准的重

要科举规制，一般均须永远遵行。也就是说，此类科举规制一旦奏准，即使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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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重新修纂《钦定科场条例》时，仍需照例遵守，即准予随时撰入《钦定科场条

例》内，而不必再次进呈钦定。并且，为能修纂工作简明迅速，一旦重新修纂《钦

定科场条例》的工程完竣，即停止添繤其余一切科举规制。 

第二节 《钦定科场条例》规制的相关文献及研究 

《钦定科场条例》的学术价值，一直以来都受到学界的重视。长期以来，在

科举制度研究文章中，收入上海古籍出版顾廷龙主编的《续修四库全书》的《钦

定科场条例》，已成为科举文献征引较多的版本，但有关《钦定科场条例》本身

的研究却并不多见。换言之，作为科举严密规制全貌的最高法典，却始终未被充

分研究与挖掘。 

21 世纪初，随着科举学研究的兴起，有关研究成果已逐渐累积，一些学者

先后出版相关研究文章，试图从各种视角探索《钦定科场条例》的整体全貌。然

而，与科举制度研究相比，《钦定科场条例》的研究尚未充分，多数研究也仅从

法律视角进行逻辑推理，而对《钦定科场条例》本身的史料价值重视不够。显然，

《钦定科场条例》是一部篇幅巨大的科场法典，仅靠单一角度很难全面揭示科举

规制的相互关系，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弊，更难以做到全面客观的科场规制研究。 

一、史籍文献 

《钦定科场条例》内各项规制内容，也记载于官修史籍内。其中，较多科场

规制文献收藏于《大清会典》内，①该部典籍详细记载了从清代开国至光绪年间

的重要科举活动，是研究科举规制的重要史料。其中，《钦定大清会典则列》②内

《贡举上》与《贡举下》，均记录了乾隆六年至乾隆二十三年的科举规制创设、

变更及裁撤史料，可以借以窥视乾隆时期的科举规制改革动向及规律。此外，《清

                                                             
①
《大清会典》简称《清会典》，共分五部，第一部《大清会典》于康熙二十三年由伊桑阿纂修，共 80 册。

第二部《大清会典》于雍正二年由尹泰撰修，共 100 册。第三部分《钦定大清会典》100卷、《钦定大清

会典则例》180 卷，于乾隆十二年由允祹修纂。第四部除《钦定大清会典》40 册、《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360 册外，增加了《钦定大清会典图》36 册，于嘉庆六年由托津修纂。第五部分《钦定大清会典》36 册、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384 册、《钦定大清会典图》73 册，于光绪十二年由昆冈等修纂。 
②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六十六《礼部•贡举上》，《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六二二册，台湾：台湾商务印

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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