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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瑞峰

陆宝忠(1850年—1908年)，江苏太仓
人，字伯葵，号定庐。光绪二年进士，改翰
林院庶吉士，三年散馆，授职编修，历任
国史馆纂修、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署
礼部尚书等职，官至都察院督御史，曾任
湖南学政、顺天学政，还多次兼乡试、会
试考官，是典型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官
僚。

陆宝忠一生没有著作，但勤于写日
记，可惜大多散失，现存未刊稿本八种十
四册，起于光绪十一年，迄于光绪三十三
年，断断续续二十余年。这些日记经现代
学者李细珠等人整理，统名《陆宝忠日
记》，202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使东
日记》一册，是陆宝忠在光绪二十三年七
月初八至九月初八，任山东乡试主考官
期间的日记。这部分日记较详细地记载
了一个乡试主考官从受命、上任到监考、
阅毕、录取的全过程，也涉及他与山东巡
抚李秉衡及一些地方官员的交往。

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初八，陆宝忠“奉
命充山东正考官，副考官为李桂林(子
丹)”。按例，京官受命为主考官后，必须
限期起程，因此陆宝忠通过同年了解山
东士习文风，并雇请轿夫仆从、备置行装
后，于七月二十一启程往山东济南来。

当时虽已入秋，但天气乍凉骤热，加
上时有风雨，行路亦难。途中除食宿之
外，陆宝忠不闲游、不交接，未稍有耽搁，
因此于七天之后的二十八日进入山东
境，他在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至刘
智庙……未正，渡运河，城守殿、州同迎
于道左，下與见之。申初，到南关行馆，铺
设甚好……”

自二十八日至八月初二到达济南，
共用时四天，这是因为陆宝忠患腹泻，加
上沿途地方官员迎送不断，无形中就慢
了下来。然而这几天他的日记记得更详
细，其中关于旅店，有“铺设尚好”，或“屋
极宽敞”，或“尚洁净”的记录。陆宝忠注
意及此，未必有什么深意，倒是可以作为
了解晚清直隶、山东旅馆业情况的一条
小资料来看。

八月初一入济南地界，陆宝忠在日
记中描述：“自入齐河界，皆行堤上，两面
绿杨堤，右有塘，白莲尚盛，若秋晴过此，
风景颇佳。适遇雨，泥滑难行，舆夫翼之，
踯躅可悯。申刻，至齐河郭外……宿齐河
城内行台，今年新建者，尚洁净……自出
都以来，所见道旁禾稼皆茂盛，已有刈割
者，德州、平原、禹城、齐河皆可望十分收
成，民力其可稍纾乎！”丰收在望，让陆宝
忠感到心喜，而民力可否稍纾，又令他担
忧，其忧民之良知，的确令人感动。

八月初二，陆宝忠又在日记中写道：
“出齐河东关……即渡河，片刻即登岸，
道路泥泞，行甚迟，十分钟至饮马庄，地
属长清……首府刘景宸、历城县令汪望

庚迎于接官亭……由西关绕南关至东门
出，绕行十余里，观者塞途，暂驻鞭子巷
连升店，实即在西门内，以星使向进东
门，故多绕越。当道复来投柬……”经过
十几日的长途跋涉，终抵目的地，陆宝忠
虽然疲惫，但有如释重负之感。

按清代制度，乡试主考官到达后，立
即由提调官迎入公馆，不得在外逗留。但
陆宝忠在子巷连升店停留整整三天，才
于初六至抚署大堂，正式上任。看来，由
于政局纷乱、国势日蹙，有些制度执行起
来便不那么严格了。陆宝忠至抚署与司
道相见，接受其宴请，并观剧。入闱（考生
及监考人员进入考场）后，在监临院小
坐，等巡抚李秉衡来，又揖见提调、监试。

到了酉正，始封内帘门，升堂抽签定
各房阅卷房师，计有一葛之覃、二徐庚
熙、三向植、四曾培、五方朝治、六徐麟
石、七李敬修、八梅汝鼎、九李镜江、十郑
炽昌、十一张仲儒、十二王天培、十三王
扬芳、十四吴江澂。

清代乡试对房官人数有具体规定，
即顺天及大省定为十八人，中省十四人，
小省十二或十人，山东属中省，因此有十
四人。这十四人皆为本省选派，水平参差
不齐，也不乏滥竽充数者。

初七，陆宝忠傍晚拟定题目。这是拟
头场题，题目不得而知，但据乾隆二十一
年所颁乡试内容：“第一场，止试《四书》
文三篇；第二场，经文四篇；第三场策五
道。”后基本沿袭未改，由此可知首场所
考为《四书》文三篇，陆宝忠后面的日记
又提到拟二、三场题目，从日记中也可知
考试内容。

初八，陆宝忠率内帘官在奎聚堂月
台祭奎星后，便请人刻昨日所拟头场题。
陆宝忠在日记中记录：“午正刻完，又以
添注涂改规式有错讹处，令刻匠修补。未
正，始刷印。亥正，已毕，共印一万四千五
百张，实到一万二千九百人。”

清代乡试规定，初九考第一场，十二
日考第二场，十五日考第三场，都是前一
天点名领卷入场，后一天交卷出场。陆宝
忠日记所记考试情况正是如此。因初九
为第一场考试，作为主考官的陆宝忠除
了偶尔巡试外，基本无事，因此还能得空
翻书，并为人写扇。到十二日第二场考试
时，陆宝忠腹泻又发，终日不适。这日午
刻，首场卷送入内帘，即由正主考官抽房
签，副主考抽第几束签，房官则根据抽签
结果，决定分在第几房，看第几束卷，阅
卷地方统一为聚奎堂。

十三日，陆宝忠在日记中写道：“午
后，上房阅卷，各房荐二本，即退堂。”此
后直至二十一日，主考官都是阅各房先
行交上来的三场优等荐卷。次日，陆宝忠
根据已阅三场荐卷的全部成绩，定出榜
首，即解元，二十四日，又据荐卷，定榜首
以下二十六人。

为使佳卷不致遗落，康熙五十年规
定“各房考荐卷之外，主考并将余卷，遍
加校阅。”这也叫“搜落卷”，陆宝忠即按
此办理。“六房徐麟石无佳卷，予与子丹
搜遗，各看四五束……即得‘龙五十五
卷 '。”遂令徐补荐，其余各房也有搜得
佳卷者，亦令补荐。陆宝忠对房官当荐
者不荐，不当荐者而荐，甚或乱荐一气
的做法深为不满，可他也只是在日记斥
之：“噫！十四房眼力不齐，如徐庚熙、向
植者尤谬，所荐卷几至虚字不通，不知
埋没多少佳士矣！”之所以未当面斥责，
就因为这个人是抚道所选派者，陆宝忠
不能不违心迁就。

此后陆宝忠阅各房官陆续送来的二
场、三场荐卷，发现于第一场落卷中搜得
佳卷，第二场、三场荐卷尤佳。陆宝忠随
即想到类似情况必定还有，因此说“头场
卷又不无更动”。九月初一，“覆阅头场
卷，以定去取，”初二，“定中卷，审度再
三”，初三，“开单(搜得落卷)交监试，发各
房磨勘加圈”，初四，“点落卷二三场”，就
是在落选的考卷上作批语并说明原因。
初五，“校对闱墨”，即请监试从外帘调取
墨卷与朱卷核对是否一致。

至此，陆宝忠山东乡试主考官的任
务宣告结束。

晚
清
重
臣
陆
宝
忠
山
东
乡
试
日
记

︻
行
走
齐
鲁
︼

□郑学富

赵秉忠(1573年—1626
年)，字季卿，明代万历元年
出生于青州府益都县(今山
东省青州市)的一个官宦之
家，父亲赵僖官至礼部右侍
郎。

赵秉忠受到良好的家
庭熏陶，勤奋好学、天资聪
敏、生性笃厚，15岁补府学
生。万历二十五年乡试中举
后，赵秉忠于翌年参加科举
最高一级的考试——— 殿试，
题目是《问帝王之政和帝王
之心》。

赵秉忠的殿试卷行文
流畅，字体工整、一气呵成，
无一处差错与涂改。他深入
浅出地分析了当时满目疮
痍的社会现象，以凌厉的笔
锋深刻揭露了社会矛盾和
吏治腐败，甚至婉转地指出
官吏的腐败与皇帝有着不
可推卸的责任。他针砭时
弊，精辟阐述了实现政治清
明、经济繁荣的对策。他以
汉宣帝、汉文帝、明太祖等
帝王为先例，用诚恳的话
语，劝谏皇帝要“立纪纲、饬
法度”“振怠惰、励精明”，振
作精神，励精图治，以达天
下昌盛。他还提出“天民
说”，指出皇帝“所司之职，
则曰天职；所治之民，则曰
天民”。爱护天下苍生，关心
民间疾苦，“人人沾浩荡普
济之泽,在在蒙含弘广大之
休。”

这是民本思想的体现，
也是状元卷的闪光点。赵秉
忠提出的治国理念，反映了
一个年轻学子的责任担当
和变革图新的远大抱负，充
分表现了忧国忧民的家国
情怀。

赵秉忠的论述既鞭辟入
里，又饱含感情，令人振聋发
聩。万历皇帝看到的是不畏
权势、披肝沥胆的肺腑之言，
感受到赵秉忠的一片赤胆忠
心，再加上其文采斐然、书法
秀美，皇帝深受感动，甚是喜
爱，朱笔钦定“第一甲第一
名”，授翰林院修撰。这一年
赵秉忠25岁，正是年富力强、
意气风发之时。

赵秉忠入仕后，历任侍
读学士、礼部侍郎，他恪尽
职守、廉洁勤政、壮志满怀。
但是他所处的时代，正值明
王朝由盛转衰之际，朝堂之
内奸臣乱权、阉党营私，朝
政混乱不堪；朝堂之外蝗灾
水患、民不聊生，百姓苦不
堪言，以致朝政日非，国家

危机四伏。
赵秉忠刚正不阿、一身

正气，常与奸佞势力作斗
争。魏忠贤为打击异己，屡
次在明熹宗朱由校面前诋
诬弹劾他。赵秉忠愤而请辞
还乡，并在皇帝晋升他为礼
部尚书后归里。

为排解心中的郁闷，赵
秉忠常到离老家不远的龙
塘边独酌，并写诗：“辟草盘
青径，披云漱碧流。岩花撩
醉眼，野鸟续歌喉。泉气能
消暑，林声解度秋。白衣莫
遣问，吾意自优游。”赵秉忠
归隐不久，又受到刘钟英案
件牵连，被削官夺俸，不久
郁郁而终，享年53岁。崇祯
初年，朝廷为其平反昭雪，
恢复官位，并加封太子太
保，赐祭葬。

赵秉忠去世后，状元
卷被赵家后人视为传家
宝，深藏家中秘不示人，历
经几百年保存完好。1 9 8 3
年，经青州博物馆馆长魏
振圣多次做工作，赵秉忠
第十三代孙赵焕彬先生将
状元卷捐献给国家。这件
尘封400多年的珍贵国宝终
于重见天日。

同年6月，青州博物馆
组织国内外文物专家鉴
定，确认是原件真品。状元
卷通高47 . 6厘米、长268厘
米，三层宣纸装裱，封面、
封底系全绫装裱。为十九
折册页，每折宽14 . 1厘米。
前四折是用仿宋体书写作
者及其上三代的简历，首
折上方钤有篆书“礼部之
印”四字方印，末折骑缝处
亦钤此印二分之一。这一
部分是被弥封的，封条上
盖有“弥封关防”的长印；
后十五折为正文，用工整

小楷写成，每折六行，全文
共2 4 6 0字。正文首页右上
为明万历皇帝朱翊钧朱书

“第一甲第一名”六个大
字，正文后列着少保兼太
子太保、吏部尚书、武英殿
大学士张位等九位读卷官
的职衔姓名，最后卷尾印
有“印卷官礼部仪制清吏
司署郎中事主事臣朱敬
循”大字一行。

赵秉忠状元卷是目前
唯一的明代及其以前的殿
试状元卷真迹，这填补了我
国宫廷档案的空白，为研究
古代科举制度提供了真实
可靠的资料，被评为国家一
级文物。

状元卷真品收藏在山
东省青州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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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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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卷局部

陆宝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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