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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清代乡试是省一级大规模的选拔性考试，是科举考试过程中竞争 为激烈、

影响 为深远的一级考试。清代顺天府为京师畿地，地处全国的政治中心，所以

其考试备受世人瞩目。 

本文以清代顺天乡试为研究对象，依据乡试录、地方志等文献史料，辨析清

代顺天乡试相关信息。在梳理清代顺天乡试中额、考官、考题和顺天科场经费的

基础上，对清代顺天举人进行数量统计，并重点研究清代顺天举人的年龄与家庭

出身、举人出路等问题。 

本文共分五章，绪论部分主要对研究的缘起与意义、文献综述、研究的思路

与框架以及主要的研究方法进行了阐述。第一章顺天乡试简介。对顺天乡试考官

与考题的特殊性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究。第二章清代顺天乡试经费研究。对乡试

科场经费的花费数目、经费分摊与运行管理体制以及经费支出原则做了初步探

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顺天科场经费的运行状况以及所具有的特色。第三章清

代直隶省举人的地理分布研究。在明确顺天乡试中直隶省的区域范围基础上，从

不同的纬度探讨了清代直隶省举人的地理分布，并对明清两代直隶省举人地理分

布的异同进行了比较。第四章清代顺天举人中式年龄与家庭出身研究。笔者根据

顺天乡试录对中举年龄的记载，统计了 40 余科顺天举人的年龄，并且对顺天乡

试中的直隶省“贝”字号、八旗“满”、“合”字号和贡监生“皿”字号的举人中

举年龄进行了分类统计。同时，在统计顺天举人家庭出身方面，也进行了“贝”

“皿”“满合”等字号的划分，并对八旗举人的家庭出身状况做了一个时间纵向

方面的考察。 后，又对中举年龄大小与家庭出身高低是否存在关联进行了探究。

第五章清代顺天乡试中举效应——以天津地区为例。本章以天津地区为例进行了

探究。行文主要从家庭地位变迁、教育传承、文化中心形成等角度初步研究了清

代天津地区举人群体的社会影响。 

 

关键词：清代；顺天乡试；直隶省；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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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vincial examin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competitive, large-scale and influential 

levels in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Shuntian Fu is around of the capital, which is 

the political centre in Qing dynasty. So that people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Shuntian 

provincial examination.  

The dissertation takes the Shuntian provincial examination as the object of study. 

And for finishing the object, I have read a lot of material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such as Shuntian provincial examination records, local chronicle… After analyzing 

the quota of Juren, the examiner, the exam questions and the examination funds in 

provincial examination of Shuntian Fu, the paper statistics on the date about Juren of 

Shuntian Fu in Qing dynasty, and focus on the questions about the age, the 

background of his family and their job status.   

   This paper includes five chapters .The introduction part is mainly about the 

subject-selecting origin, research significance, study review, research frame and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chapter one, there is a brief introduction about the Shuntian 

provincial examination and a in-depth study about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xaminer and the exam questions. The second chapter refers to the examination funds 

in provincial examination of Shuntian Fu, including the cost of the funds, the funds’ 

distribution and its operation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to some extent, reveals the 

operating condition and the character of the funds in provincial examination of 

Shuntian Fu in Qing dynasty. The third chapter is about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Juren in Shuntian Fu of Qing dynasty. On the base of being clear of the regional 

scope of Zhili province, this chapter analyzes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Juren in 

Shuntian Fu of Qing dynasty from different angles, and compares  Qing dynasty’s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Juren in Shuntian Fu with  Ming dynasty’. In the chapter 

four, it discusses the age of the winners and the social background. The author 

statistics more than 40 branches of provincial examination of Shuntian Fu in Qing 

dynasty on the age. After that the author classifies the Juren of Number ‘Bei’ in Zhili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province, Number ‘Manhe’ of eight banners and Number ‘Min’ to Gongjiansheng, 

and then statistics on their age and, at the same time, on social background. At last, 

the chapter stud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ge and the background of the eight 

banners’ Juren. In the last chapter, it is about the effect of provincial examination of 

Shuntian Fu in Qing dynasty, taking the Tianjin’s for example. The author analyses 

the group’s social impact of Juren from Tianjin from the changes of the domestic 

status, the education heritag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ltural centre.  

 

Key words: Qing Dynasty; the Province Examination of Shuntian; Zhili 

province; Juren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目  录 

 
绪   论 ········································································································ 1 

第一章  清代顺天乡试简介 ··································································· 12 

第一节  清代顺天乡试考期、考场及生监应试资格 ······································12 

第二节  清代顺天乡试中额 ··············································································29 

第三节  顺天乡试考官与考题 ··········································································50 

第二章  清代顺天乡试经费研究··························································· 67 

第一节  顺天乡闱经费状况 ··············································································67 

第二节  顺天科场经费的分摊与管理 ······························································84 

第三节   顺天乡试科场经费运行之原则与特点 ··········································103 

第三章   清代直隶省举人的地理分布研究 ······································ 115 

第一节  明代直隶省举人的地理分布 ···························································· 115 

第二节  清代直隶省举人的地理分布 ····························································127 

第三节  清代直隶省举人地理分布的特点及原因分析 ································141 

第四章  清代顺天举人中式年龄与家庭出身研究 ····························152 

第一节 清代顺天举人中式平均年龄探究 ······················································152 

第二节  清代顺天举人的家庭出身研究 ························································177 

第三节   清代顺天举人中举年龄与家庭出身关系之探讨 ··························192 

第五章 清代顺天乡试中举效应——以天津地区为例······················207 

第一节   清代天津地区的中举盛况 ······························································207 

第二节  清代天津举业盛况的原因分析 ························································214 

第三节  清代顺天乡试中举效应——天津举人的业绩 ································223 

结 语 ········································································································238 

附 录 ········································································································242 

参考文献··································································································258 

后  记 ······································································································265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CONTENTS 

 

Introduction ·······························································································1 

Chapter On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Shuntian Provincial 

Examination in Qing Dynasty ·······························································12 

             Setion One the Date ,the Hall and the Qualification of the Shuntian 

Provincial Examination in Qing Dynasty ·························································12 

Setion Two  the Quota of the Shuntian Provincial Examination in Qing 

Dynasty··················································································································29 

Setion Three the Examiner,and the Exam Questions of the Shuntian 

Provincial Examination in Qing Dynasty ··························································50 

Chapter Two Provincial Examination Funds of Shuntian in Qing 

Dynasty·····································································································68 

Setion One the Funds Condition of the Shuntian Provincial Examination in 

Qing Dynasty ········································································································68 

Setion Two the Distribu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Funds ··························85 

Setion Three  Operating Principl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unds ······105 

Chapter Thre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Zhili Juren in Qing 

Dynasty··································································································· 116 

Setion On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Zhili Juren in Ming Dynasty······116 

Setion Two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Zhili Juren in Qing Dynasty ······128 

Setion Three Characters and  Reasons of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Zhili 

Juren in Qing Dynasty ·······················································································141 

Chapter Four Social Background and the Age Analysis of Shuntian 

Juren in Qing Dynasty ·······································································153 

Setion One the Average Age Analysis of Shuntian Juren in Qing Dynasty 153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Setion Two the Social Backgroud Analysis of Shuntian Juren in Qing Dynasty

·····························································································································178 

Setion Three the Discussion abou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ge and the 

Social Background of Shuntian Juren in Qing Dynasty ································193 

Chapter Five the Effect of Shuntian Provincial Examination in Qing 

Dynasty ,Taking the Tianjin’s Juren for Example··························208 

Setion On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the Juren from Tianjin in the Shuntian 

Provincial Examination in Qing Dynasty ························································208 

Setion Two the Reasons Analysis of the condition about Tianjin Juren’s 

Quantity and Quality ······················································································215 

Setion Three the Effect of Shuntian Provincial Examination in Qing Dynasty, 

Taking the Tianjin’s Juren for Example ·························································224 

Epilogue··································································································239 

Appendix ································································································243 

Bibligraphy ····························································································259 

Postscript································································································266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绪 论 

 1

绪   论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欲通今者必先知古。历史与现实的区分

是相对的，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未来都属于广义的历史科学。李大钊曾明确

指出：“社会与历史二者是同质而异观的，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 

社会”，“一切史学研究，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陈编，乃是过去、现在、

未来和永世生存的人类生活的全部生命”
①
。作为古代选拔人才的一种制度，科

举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因其对中国古代社会各方面的深刻影响，却从未游离

出学者的视线。20 世纪末以后，科举研究从传统的侧重科举制度本身的梳理及

其优劣得失的探讨，逐步转向对其政治、经济、文化等交互关系以及各类科举群

体的研究，并在与区域文化研究的结合中，形成了侧重微观的研究动态。 

乡试是作为省一级的考试，明清时期，其地位和竞争程度日益重要与激烈，

举人已经成为独立的科名。并且由于是分省录取，开始的时候有十五个乡试考区，

后来湖广、陕甘分闱又增加了两个，至此全国共有十七个乡试考区。在清代，十

八个考区中顺天乡试 为重要。在明代，顺天乡试虽然也重要，但是由于南京国

子监还在，江南乡试从重要性与影响力上并不亚于顺天。到了清代，由于南京国

子监的裁撤和前期规定八旗子弟只能在京应考以及流寓人员可以在京应试等原

因，顺天乡试倍显复杂与重要。 

在清代，并没有河北省的概念，而是称直隶，它的地域要比今天河北省的管

辖范围要大，包括今天的北京、天津、河北省和河南、山东等部分地区。这片土

地自古就是文化教育较为发达的地区，早在汉代，景县人董仲舒，就在家乡设学

授徒。东汉涿州人经学家卢植也曾在家乡教授古文经学。进入唐代，设科取士，

此地科举取得了鼎盛的局面，然而，在宋代，由于处于与辽朝对峙的前沿，受战

乱影响文化教育发展缓慢，科举业绩出现了下滑。以后金元时期，处于异族统治

下，文化教育虽有所恢复与发展，但成效并不显著。进入明代以后，北京成为全

国政治文化中心，河北一带更名为北直隶，是为畿辅重地，处于重要地位。北直

                                                        
①
 李大钊．李大钊史学论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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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顺天乡试研究 

 2

隶的乡试录取名额与南直隶同位居全国首位，此地的文化教育得以迅速恢复与发

展。虽曰清承明制，但是与明代顺天乡试相比，清代呈现出很大的不同。明代顺

天乡试的名额虽然位居全国首位，但是变动并不太大，而清代顺天乡试名额由于

皇帝的恩典与捐输的影响却屡有变动。明代书院具有自由讲学的风气，清代则为

了防止反清复明思想的传播，把书院与科举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当时直隶省除了

府学、县学外，设有很多书院，其中 为著名的保定莲池书院，在众多的知名学

者主持下，莲池书院蜚声海外、声播四方，成为直隶的文化教育中心，同时也为

科举输送了大量的人才。可见，书院在日益发展壮大的时候，自身教学质量的高

低对科举人才的地理分布以及区域文化中心的形成有多大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探

究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出，顺天乡试由其特殊性而具有众多的研究亮点，然而，

关于清代顺天乡试现有的研究成果与其地位、重要性严重不对称。正是本研究选

题的动机之所在。 

作为科举学的重要范畴之一，区域科举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

义。就理论意义而言，清代顺天乡试研究及相关史料的挖掘与梳理，有助于我们

了解清代直隶省及全国各地文教发展状况，更有助于我们清晰地了解清代直隶省

科举运行的特殊性，对于丰富科举学和教育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就现实意

义而言，由于科举与当今各类大规模考试具有诸多的相似之处，因此，本研究对

于当今河北、北京、天津乃至全国的高考以及公务员考试等大规模考试都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同时由于顺天乡试中众多的特定名额设置，对于边远

地区文化教育的提升和少数民族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

科举选拔的人才在促进当地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所具有的局限性，也对当今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以及毕业生就业观念转变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二、几个主要问题 

（一）顺天府与直隶省的关系 

明成祖朱棣夺取帝位，登基之后营建北京，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取汤武革

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之意。① 顺天府乃京师所在，首善之区，体制特殊而重要。

按清代《顺天府志》等史志所载，顺天府不同于外省的府，不设知府而设府尹一

人和兼管府尹事务大臣一人（由六部尚书兼）。顺天府下辖大兴、宛平二“京县”，

                                                        
①
 于敏中等纂．《日下旧闻考》卷 65《官署四·顺天府》．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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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蓟州、通州、昌平州、涿州、霸州五州，良乡、房山、三河、武清、宝坻、

宁河、香河、保定、文安、大城、固安、永清、东安、顺义、怀柔、密云、平谷

十七县，总共二十四州县。京县的地位特别，知县正六品，相当于知州。二京县

衙门设在北京城内，在顺天府的督察下，会同步军统领、五城御史查禁“京城内

外民间干禁之事”。 

但是，顺天府的地位没有直隶省（今河北省）高，是“准”省级，或似督、

抚同城的巡抚，虽然由六部尚书任兼管府尹事务大臣，但终是兼管，顺天府正式

长官府尹不过正三品，远低于正一品的直隶总督。顺属州县官员的考察升补，钱

粮事件的稽察报销，地方营汛的操演训练，命盗案件的缉捕审断，均由顺天府尹

会同直隶总督办理。重大事件的题奏如秋审等，径由直督具本，无须府尹会衔。

顺属州县实际上处于直督与府尹的“双重领导”之下，并且是以直督为主，因为

顺天府与省不平级，其所属州县事务如不经直隶省便难于上达朝廷。清朝统治者

有意不使京官权位过重，以免在辇毂之下成分庭抗礼之势。但顺天府州县并非都

处于直隶总督的管辖下，北京城垣之内的大兴、宛平，直隶总督便无权过问。 

（二）清代顺天乡试的地域界定 

清代顺天乡试研究的地域范围不仅包括整个直隶省，而且还有奉天士子。从

清代行政区划来看，直隶省包括顺天府、保定府、承德府、永平府、河间府、天

津府、正定府、顺德府、广平府、大名府、宣化府、遵化州、易州、冀州、赵州、 

深州、定州六州十一府，并于康熙八年（1669）将保定府定为其省治。明洪武十

七年（1384）礼部颁行“科举程序”，①科举考试分为四级，即童生试、乡试、会

试和殿试。这一程序为明清两代科举制奠定了基础，此后五百多年没有发生重大

变化。“乡试，直隶于京府，各省于布政司。会试，于礼部。”②按规制，各省的

乡试皆在省城举行，于城内东南方建立贡院作为考场。直隶乡试应在保定府举行，

然而因直隶省地处京畿地区，位置特殊，故不在规制之内。直隶省不派主考，直

隶省的生员按例都要在顺天府参加乡试，普通称为应北闱，因此，在一定意义上

说顺天乡试即直隶乡试。 

（三）清代顺天乡试的科年及举人范围的界定 

据《畿辅通志》可知，顺天乡试从顺治二年（1645 年）乙酉年开始，到光

                                                        
①
 刘海峰，李兵．中国科举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1：280． 

②
 （明）张廷玉主编．《明史·选举二》（第一册）．台北：台湾国防研究院，196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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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二十九年（1903 年）癸卯年结束，在这 258 年的岁月中共举行了 112 科，

后两科由于八国联军侵占北京，顺天贡院被毁，被迫借闱河南举行。虽然， 后

两次地点不在直隶省内，但是由于考试时间和考试群体的独立，所以仍然属于顺

天乡试的范畴。清代规定，顺天乡试，包括编列“满”、“合”、“夹”、“承”、“旦”、

“贝”、“南皿”、“北皿”、“中皿”字号种类繁多的考生。然而真正属于直隶省范

围的是分别代表直隶、承德、宣化地区的“贝”、“承”、“旦”字号的生员以及国

子监“北皿”里面的直隶省籍考生。而‘夹’字号属于东北的奉天，“满”、“合”

字号属于八旗科举。八旗子弟在嘉庆四年之前都在顺天贡院参加科举考试，在京

的八旗子弟从地理和对本地区文化的促进发展来看，应该属于顺天乡试研究的范

畴。虽然《八旗通志》中只是按照旗籍统计的，并未分省统计，为本研究带来不

便。但是《北京市志稿》一书和历科乡试录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为研究八旗顺

天乡试中举情况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文献综述 

（一）与乡试相关的研究著作与论文 

目前，对涉及到乡试制度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但是大都集中在一些科举学

著作当中。这些著作主要有刘海峰老师所著的《科举学导论》
①
、《科举考试的教

育视角》
②
及刘海峰与李兵合著的《中国科举史》，

③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商衍

鎏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
④
，该著对清代乡试制度和八股文等有较为全面、专

深的研究，且可靠性强。杨学为主编的《中国考试通史》
⑤
，对清代乡试考试日

程、资格、考官、弥封、糊卷、誊录和录取等流程作出简要介绍。李世愉的《清

代科举制度考辨》
⑥
对清代乡试搜落卷及乡试复试制度做了一定深度的研究。 

以上关于乡试的介绍与研究大多是从“制度层面”展开的，随着科举研究不

断地深入发展，区域科举活动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出现了一些关于直省乡

试研究的著作与文章。如较早对乡试进行研究的著作是刘海峰教授等主编的《福

建教育史》
⑦
一书，其第四章第四节对明代福建乡试进行了一定深度的考察，它

                                                        
①
 刘海峰．科举学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②
 刘海峰．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 

③
 刘海峰、李兵． 中国科举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 

④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M]．北京：三联书店，1958. 

⑤
 杨学为主编．中国考试通史[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⑥
 李世愉．清代科举制度考辨[M]．沈阳：沈阳出版社，2005. 

⑦
 刘海峰、庄明水主编．福建教育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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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解元和举人分布的实证研究，在方法论上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华东师范大学王红春的硕士学位论文《明代浙江举人研究》
①
一文考证了明代浙

江举人的数量，同时运用计量方法统计并显示了举人的地理分布状态， 后对浙

江举人重复会试现象进行了探究。同一学校的丁蓉所写的《明代南直隶举人研究》

一文对南直隶举人数量和籍贯进行了细致的考究，同时还把举人中举时的学籍身

份与中式经书做了量化处理，并且细分到每府。
②
刘希伟的硕士学位论文《清代

山东乡试研究》
③
在简略介绍了清代乡试规制的基础上，分别从乡试经费、乡试

竞争、举人的地域分布、举人的社会出身等角度对山东乡试作了深入而详细的探

讨。许静硕士学位论文《清代湖南乡试研究》
④
重点比较了两湖分闱后湖南乡试

中举人数的变化与发展，并分闱的意义作了一定的阐述，此外还对明清两代湖南

举人的地理分布进行了统计、归纳并进行了对比。程小丽的硕士学位论文《清代

浙江举人研究》
⑤
一文分别介绍了清代浙江正科与恩科举人的数量，并就举人出

路问题进行了探究，其中还介绍了恩科对清代浙江举人仕途的影响。姜传松博士

的学位论文《清代江西乡试研究》
⑥
主要对于清代江西乡试的概况、乡试的考官、

考场的舞弊与违规案、举人的地理分布及鹿鸣宴做了较为全面而深刻的研究。纵

观这几篇关于乡试的文章可以发现，这些文章内容大都对各直省乡试的规章制度

和运作流程以及举人的名额分配、地理分布、社会影响等方面做了较为详细的论

述。由于每省乡试都是独立举行的，各省乡试往往又带有自己的地域特征，如湖

南乡试对两湖分闱问题的阐述以及分闱前后湖南举人数量对比变化。再者，乡试

作为科举考试的一级，在论述举人地理分布、社会影响等方面也势必涉及到与政

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联系。总之，在论述乡试的时候，几篇高水平的学

位论文为本论文的体系构建提供了良好的参照。 

清代科举区域研究的期刊论文主要集中在对进士各方面的关注，对于乡试的

研究并不多见。 具代表意义的是刘海峰教授关于《中国科举史上的 后一科乡

试》的研究，文章论述了乡试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并对末科乡试的过程与意义进

行了探讨，从而认为，虽然未科的考试内容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由于妨碍了学

                                                        
①
 王红春．明代浙江举人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 2007 届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 

②
 丁蓉． 明代南直隶举人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 2009 届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 

③
 刘希伟．清代山东乡试研究[D]．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④
 许静．清代湖南乡试研究[D]．岳麓书院 2009 届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 

⑤
 程小丽．清代浙江举人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 2009 年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 

⑥
 姜传松．清代江西乡试研究[D]．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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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的发展，并没有摆脱被废止的命运。石焕霞博士的《20 世纪初士人心态研究

——以 1902 年乡试为中心的考察》
①
一文，指出 1902 年乡试，是清末新政，废

八股、该策论的头一次考试，不仅考试过程较为混乱，考试评卷标准也无章可循，

反映了当时士人面对制度的变革在心理层面上的茫然无措。石焕霞博士另一篇佳

作为《1903 年未科乡试透视》
②
 阐释了仅从 1903 年癸卯恩科乡试的应考人数增

多、组织过程有序、周围商业繁荣等角度来看，并不是末科，但是由于晚清政局

的内外形势恶化，才导致科举提前被废止。除此之外，涉及到清代乡试的优秀论

文还有魏秀梅的《清代之乡试考官》与《清代科场回避制度，1645—1906 年》

等。 

（二）清代直隶省教育与科举方面已有的专题研究 

关于清代直隶省科举方面论述较为完整的文章有刘虹教授所写的《河北的

科举与状元》和《清代顺天乡试特点刍议》以及赵娜的硕士论文《晚清顺天乡试

研究》。刘虹教授所写的《河北的科举与状元》一文，探讨了河北不同历史朝代

科举与状元的发展状况，指出河北的科举经历了一个唐代辉煌、宋代衰落，金元

缓慢回升，明清成为科举大省的过程。《清代顺天乡试特点刍议》
③
一文概括了清

代顺天乡试几个特点：受政治影响大、乡试名额较多、冒籍现象突出、乡试案频

发并且量刑过重，科举改革的试点。赵娜的硕士论文《晚清顺天乡试研究》，其

对清末顺天乡试的概况、内容、特点，以及顺天乡试与学校教育的关系等进行了

较为全面的论述。虽然全面，但论述的一些专题有待深化。其他有关顺天乡试的

文章分别从进士状元、顺天贡院、科场舞弊等角度进行了探讨。如《保定的“状

元”、“三元”及其历史影响》④、《燕赵状元之乡——保定》⑤两文，此两文考证

并论述了隋唐之后保定产生了哪些状元以及这些状元的动人事迹，指出并强调了

保定具有悠久而深厚的文化底蕴。北师大博士石焕霞的《清代顺天乡闱的空间 仪

式与社会教化刍议》一文对顺天乡闱的空间格局以及由此代表的教化含义做了详

细地阐述。再如《议修京师贡院与科举制的终结》⑥一文，阐述了因为京师贡院

被毁后的重修将会打乱科举废止的进程及修建贡院所需的银两将阻碍新式学堂

                                                        
①
 石焕霞．20 世纪初士人心态研究—以 1902 年乡试为中心的考察[J]．考试研究，2009（3）． 

②
 石焕霞．1903 年未科乡试透视[J]．教育与考试， 2010（2）． 

③
 刘虹．清代顺天乡试特点刍议[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 

④
 魏隽如．保定的“状元”、“三元”及其历史影响[J]． 保定师专学报，2010（3）． 

⑤
 陈崇．燕赵状元之乡——保定[J]．档案天地，1997（1）． 

⑥
 关晓红．议修京师贡院与科举制的终结[J]．近代史研究，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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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兴办，而引发了是否修建京师贡院的争论， 终加速了科举的废止。从重修京

师贡院的角度来论述科举的废止，角度无疑是新颖的，而且里面翔实的参考文献

也为本文查询资料的提供了参照。《清代顺天乡试案研究》一文，对顺天科场案

产生的原因及特殊性作了较为深刻的分析与探究。王洪兵博士的《清代顺天府科

举冒籍问题研究》①一文，根据科场条例、档案史料等对于清代顺天府地区的童

试与乡试中的冒籍现象、动因与相关的审查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

还有拙作硕士论文《明清河北进士时空分布研究》从明清河北进士分布的状况、

规律及原因方面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 

除了已有的直接关于顺天乡试研究的论文外，有关清代顺天、直隶省文化教

育以及科举方面的相关研究零星地存在于一些著作当中。大致来说，这些著作主

要包括《河北教育史》、《北京教育史》、《天津教育史》、周治华主编《河北省志·教

育志》、俞启定的《书院北京》、何力的《北京的教育与科举》等。其中阎国华主

编《河北教育史》（第一卷）②第四、五、六章分别介绍了隋唐五代、宋金元、明

清时期河北教育与科举的发展情况，为了解清代之前河北教育与科举的发展提供

了一个连贯而清晰的历史脉络。周治华主编《河北省志· 教育志》③里面对清代

河北各个县的官学录取名额有详尽的介绍，这对研究清代直隶省举人的地理分布

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由刘仲华主编的《北京教育史》④从前秦到新中国建立这漫

长的岁月把北京的文化教育从文教政策、中央官学、地方官学、私学与书院、科

举考试等方面做了一个详细的阐述，其中第四章对清代北京文化教育的发展状况

作了较为详细地描述。俞启定所写《书院北京》⑤虽然是一本通俗读物，但是由

于作者一贯以学术思维探讨和书写问题，里面的内容包括对北京地方官学、八旗

学校及书院、北京贡院等章节的介绍，明显带有古文翻译成白话文的痕迹，再加

上后面罗列的参考书。这本书同样具有学术参考价值。朱耀延主编的《北京文化

史研究》⑥ 从文物考古与古都建设、民俗与区域文化、民族与宗教、文化遗产保

护、文脉、形象及其它等章节对北京文化的特征进行了描述，其中形象及其它这

                                                        
①
 王洪兵．清代顺天府科举冒籍问题研究[A]．刘海峰主编 科举学的形成与发展[C]．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出版社，2009：622-653． 
②
 阎国华主编．河北教育史[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 

③
 周治华主编．河北省志·教育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5． 

④
 刘仲华主编．北京教育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⑤
 俞启定．书院北京[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5． 

⑥
 朱耀延．北京文化史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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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节中有关北京古代书院的概说对本论文的写作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何力著的

《北京的教育与科举》①一书，全书分为北京古代的学校教育、北京历代的科举

考试、北京历代的书院、北京近代教育的发展、近代北京的各级各类教育六部分，

虽然这部书是以书院和科举命名的，但是此书对书院与科举之间的关系并未进行

深刻论述，而且在介绍北京科举考试的时候也只是泛泛而谈，并未作细致的研究，

学术参考价值不大。赵宝琪、张风民主编的《天津教育史》②前两章论述了天津

官学、书院、义学等文化教育的发展及科举成绩的取得，并且统计了部分天津科

举人物的出仕情况。 

（三）与顺天乡试有关的清代古籍文献 
作为历史的范畴，研究清代顺天乡试离不开大量科举文献的支撑。科举文献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或严格意义的科举文献是指独立存在的专门的科举文

献，如登科录、题名录、同年齿录、朱卷、闱墨、专门记载科举的历史档案等科

举文献，此外还包括专门的八股文、试贴诗选本和古代研究科举的著作，以及备

考科举的书籍
③
。目前查到关于记录顺天乡试 直接的文献是乡试题名录和同年

齿录，共有六十多科，分藏于国家图书馆及包括台湾在内的各地图书馆。 

广义的科举文献除了上述狭义的独立存在的科举文献外，还包括非独立存在

的科举文献，如正史选举志、典志中的科举部分，各种地方志、文集、类书中记

载科举的部分，散见于各种书籍中的科举试题和试卷，以及笔记、小说、戏曲等

所有各类文献中关于科举的直接记载。涉及到清代顺天乡试相关记载情况的文献

有，清代张吉午纂修《康熙顺天府志》
④
、周家楣《光绪顺天府志》

⑤
、沈榜编的

《宛署杂记》
⑥
、于敏中等纂的《日下旧闻考》

⑦
、李鸿章编写的《畿辅通志》

⑧
、

孙承泽编写的《天府广记》
⑨
、沈家本等修的《光绪重修天津府志》

⑩
等大量的珍

贵史料，吴延燮（谢）等编纂的《北京市志稿》
11
也是不可多得的研究资料。其

                                                        
①
 何力．北京的教育与科举[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②
 赵宝琪、张风民主编．天津教育史[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③
 刘海峰.科举学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342． 

④
 张吉年纂修．《康熙顺天府志》． 北京：中华书局，2009． 

⑤
周家楣编纂．《光绪顺天府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 

⑥
 （明）沈榜．《宛署杂记》．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⑦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第三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 

⑧
 李鸿章．《畿辅通志·选举表》（光绪版）．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 

⑨
 孙承泽纂．《天府广记卷》（上册）之十七．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⑩
 沈家本．《光绪天津府志》．天津：学生书局印行，1985． 

11
 吴延燮．《北京市志稿·选举表》．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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