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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第一位状元收到的录取通知书是啥样四川第一位状元收到的录取通知书是啥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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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清科举制度下，褪去唐宋金花
的华贵，此时的录取通知书以“捷报”之
名飞入寻常巷陌，成为市井百姓触手可
及的梦想具现。那时有人被录取，官府
则会派专人骑马送信，报喜队伍至少三
人，高举彩旗，唢呐开道，一路吹吹打
打，热闹非凡。

明清“捷报”的形制，较前代发生
了根本性变革。唐宋“金花帖子”的
手工书写，至此演变为刻版印刷的流
水线作业。明清时期，“捷报”已开始
采用专用木刻印版，考生姓名、名次、
籍贯等关键信息留白，待放榜后手工
填录。此外，古代录取通知书写好后
也 要 加 盖“录 取 专 用 章 ”，谓 之“过
朱”。

那么，那时进士及第的通知书上都
写了些什么？一般上面先写考官的姓
名，然后再写具体内容。乡试中举的通
知书相应简单些，主要书写被录取学子
的姓名、乡贯、三代姓名。

有趣的是，明清“捷报”的传递，逐渐
也演变成一门火热的“生意”。明清科
举制度发展至空前的繁复程度，在举人
科名之外增设“秀才”一级，形成秀才、

举人、进士三级科名体系。每一级科名
均需独立张榜公布，由此催生出专司传
递喜讯的职业群体——时人称之为“报
子”。这一行业虽无官府俸禄，却因科
举社会对功名的狂热追逐，催生出独特
的生存逻辑与行业规则。

当时，“报子”们并没有固定工资，
营生完全依赖考生家属的赏钱，为抢
得“头报”以获取丰厚赏赐，他们构建
起一套精密的运作体系：需提前向考
官探听放榜口风，甚至买通衙门书吏，
确保在榜单公布前夕获得考生信息；
自费刻制木版印制空白喜报，预留姓
名、名次等空格，待消息确凿后雇佣书
吏连夜誊写；更需组建快马驿传网络，
近则同城疾驰，远则跨州越县，常有

“报子”策马百余里，将喜报送至偏远
乡邑。

与此同时，“报子”的内部竞争也
非常激烈。清朝晚期，就曾有某个专
门投递邸报和喜报的商业机构印发宣
传单，其中不仅写道该机构从事专业
投递多年，业务熟练，生意兴隆，且有
官府正式批文，还控诉当时出现的奸
商，模仿该机构喜报格式，窃取模板、

偷偷投递，以此蒙骗赏钱。为此，该机
构还在喜报上印制了专属的“暗号”，
提醒收信人，如果没有暗号即属假冒，
希望发现假冒者通知机构，并会对举
报者进行重谢。

本报综合消息

很多人都有值班的经历，唐代也要值班，称为“当直”，而
且一般要值夜班，称为“宿直”或“寓直”。唐代哪些人要值班，
值班时都会干些啥？

制度化的值班安排制度化的值班安排 还有排班表还有排班表

为了维持国家和社会正常运转，唐朝朝廷重要部门以及地
方政府，都要安排人值班。唐代的尚书省，是全国最高行政机关，
从京师到地方，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汇总到这里。它必须十二
时辰连轴转，随时准备接收各地十万火急发来的请示报告、下发
朝廷传达给天下的命令公告。因此，尚书省时刻不能断人。

不过，并非每位尚书省官员都需要值班，有特殊任务的长官
可以免于值班：“凡诸司长官应通判者，……皆不直也。”新入职的
官员，则需要见习值班二十五天，以更快熟悉自己的工作。这种
入职值班，在当时有个形象的名字，叫“伏豹”，也称“豹直”。

不只是尚书省，其他重要机关如中书省、门下省等，都有
值班的要求。为保证值班有序，各官署有专人负责安排相关
事务，提前编制好排班表，称为“直簿”。然后以直簿为凭据，
通知要值班的官员。但即便有直簿，有些官员还是以各种理
由推脱值班。

此外，主管一方的地方政府，也要安排值班。

平时上半天班平时上半天班 武将值班更辛苦武将值班更辛苦

唐代的官员如果不是手头上的公务特别繁忙，一般只上
半天班，他们上班比较早，天不亮就要从家里出发，这样才能
保证日出时就已坐在官署里处理公事；中午一到，他们就可以
收拾笔墨纸砚，回家休息了。从下午到晚上，如果有急事要
办，就由值班官员处理。

尚书省的重要任务，是起草文书，值班时也可能有任务。
唐代给事中袁高值班时，被安排起草一份擢升卢杞为饶州刺
史的任命书。卢杞是有名的奸臣，之前做宰相时，排斥忠良、
反乱天常、祸害天下。值班员袁高不肯从命，于是找到自己的
领导——宰相卢翰、刘从一，理论了一番。宰相们不能强迫
他，只好改命他人起草这份制书。

如果遇到大事，值班官员就要好好忙一番了。五代晋出
帝时，契丹入寇，皇帝命令十五个将领出兵讨伐。军队调动需
要有文书，起草十五份文书的工作量可不小，于是晋出帝做了
分工，让各位学士分头撰写。当晚值班的范质经过考虑，独自
揽下了这个大活，他说：“现在宫门已经关了，把各位学士从家
中召到宫内，势必要兴师动众，知道的人多了就可能泄露军事
机密。不如我一个人来写吧。”

武官值班时责任更大，也更辛苦。李大亮曾任太子右卫
率，逢到他值班时，通宵不敢入睡，只是偶尔坐着假寐一会。
除了护卫安全，值班武官还会趁机做些大事。长庆二年七月，
因为宣武军（今河南省东部）将领窦缓行事傲慢、不体恤下属，
激起众怒，于是属下的三个牙将，趁着晚上值班时：“突入窦缓
帐中，斩缓首以徇。”

有膳食有宿舍有膳食有宿舍 值班条件还不错值班条件还不错

值班时的饮食以及休息场所，官署都有保障，值班人员只
要安心做好本职工作即可。

初唐的沈佺期和苏味道是好友，两人曾同时在朝为官。
这年夏天的一个晚上，苏味道值班，无聊之中，写诗一首赠给
沈佺期。于是沈佺期也赋《酬苏员外味道夏晚寓直省中见赠》
作为唱和。其中就提到：您这样的朝廷要员值班，有专门的官
员提供住宿、供应膳食。诗人岑参在《和刑部成员外和秋夜寓
直寄台省知己》中也有相同的表述：“时衣天子赐，厨膳大官
调。”至于吃的是什么，现在就不得而知了。

晚上值班不能一直坐着，如果没有公务，总要睡一会儿。
供值班员休息的地方，叫“直庐”。

除了食宿，天冷时还有火炉取暖，宋之问冬夜在麟阁值
班，天气寒冷，但室内温暖：“广庭怜雪净，深屋喜炉温。”平时
也有香薰，缭绕的沉香为枯燥的值班增加了温馨的氛围。

逃避值班逃避值班 小心被处罚小心被处罚

如果有特殊情况，可以免于值班，《唐会要》载：“文武官妻
娩月，免宿直。”允许有陪护新生儿任务的官员，一个月不值夜
班。但有这样正当理由的人毕竟不多，如临时有事情要处理，
或者仅仅是想偷个懒，很多官员也想逃脱值班。

拒绝值班，后果很严重。少值一天班，可能被罚一月俸
禄。唐会昌四年，御史台上奏：“今年三月三日，当直将军乌汉
正、季玕没有在岗值班。”当时不只这两人，很多值班官员都在
白天返回私宅，夜幕时分才回岗值班。朝廷因此决定：以后如
果有人违反值班制度，“各罚一月俸”。

甚至可能连官也丢掉。开元二十年，轮到中书舍人梁昇
卿值班，但次日是其先人的忌日，需要准备祭祀事宜。因此，
他让同事元彦冲代替自己值班。不巧的是，元彦冲那天因为
放旬假，在家中与亲朋欢聚，喝得酩酊大醉。梁昇卿的便条送
到后，元彦冲很不高兴，趁着酒劲骂道：“他自己怎么不去值
班？”最终没有代替上司值班。晚上，检查人员发现无人值守，
于是报告了皇帝。皇帝很生气，将本应在当晚值班的梁昇卿
贬官外放。 本报综合消息

古代的录取通知书“长”啥样？
唐朝官员值班时

都有自己的节奏从唐代的“泥
金帖子”到明清的
“捷报”，古代录取
通知书不仅是功名
的凭证，更是一部
见证着科举制度演
变、社会教育风气
与古人文化审美的
微缩史书。

唐代的录取通知书，以“泥金帖子”
与“金花帖子”两种形态并存，前者是民
间报喜的家书，后者是官方认证的功名
凭证，共同构成了唐代科举文化中独特
的“喜信”体系。

盛唐时期，古代最早的“录取通知
书”——“泥金帖子”开始流行。四川
科举史上首位状元便诞生于此时——
其名范崇凯，字金卿，内江人。唐朝
开元年间，范崇凯与弟弟范元凯同去
长安会试，兄弟双双考中进士。其
中，范崇凯名列第一，被皇帝钦点为
状元；范元凯名列 14，世称“梧冈双
凤”。

唐代的进士榜单被称为“金榜”
“春榜”或“龙虎榜”，寓意“藏龙卧
虎”。那时，长安城春试放榜之日，新
科进士们总会涌向市集，精心挑选洒
金笺纸。他们以金粉调和胶水，执笔
写下“某某及第”的喜讯，再附于家书
之中，快马送往故乡。这种以金粉书
写的报喜帖，便是《开元天宝遗事》中
记载的“泥金帖子”。

诗人杨万里曾以“淡墨榜头先快
睹，泥金帖子不须封”一语道破其精
髓——所谓“淡墨榜”，乃礼部用淡
墨书写的进士榜单，而“泥金帖子”
则 是 学 子 们 用 金 粉 书 写 的 私 人 喜

报。两者一官一民，一素一华，却共
同承载着“十年寒窗”终得回报的喜
悦。

“泥金帖子”的流行，与唐代科举
制度的特殊性密不可分。唐制规定，
进士及第后仅获“出身”，需再通过吏
部铨选方能授官。因此，“泥金帖子”
更多是向家族报喜的“情感纽带”，而
非官方认证。但正是这种民间性，赋
予了它独特的诗意。若“泥金帖子”是
民间情感的寄托，那么唐代后期的“金
花帖子”则是官方礼仪的化身。“金花
帖子”又称“榜帖”，被视为“正式版”科
举录取通知书。

北宋时的四川眉山苏家院子中，苏
母正独坐桌前，手握毛笔静心抄书。随
着一声铜锣脆响，两个官差登门报喜，
大声叫道：“‘金花帖子’！报登科之
喜！眉州苏家少老爷苏轼进士及第乙
科第二名；眉州苏家少老爷苏辙进士及
第乙科第三名。接喜报！”

宋代的“金花帖子”，较唐代更为精
美。明朝人陈继儒《太平清话》卷四记
有：“宋朝吴郡士登科者，始于龚识，其
家居昆山黄姑，犹藏登第时金花榜帖，
乃用涂金纸，阔三寸，长四寸许。”北宋
名臣孙仅的录取通知书中，不仅列有四

位主考官的官衔、姓名、生辰八字，甚至
追溯其父亲和祖父，末尾以花押署名。
这种“家族谱系”的呈现，既是对科举公
正性的背书，亦暗含“学术传承”的深
意。

宋代科举分三级：解试、省试、殿
试。解试作为地方选拔，其录取通知书
虽不及“金花帖子”隆重，却自成体系，
称为“金花榜子”。明州府、成都府的解
试榜子，便仿效进士及第的“金花帖
子”，以洒金笺书写考生姓名、乡贯及三
代信息。这种“地方版”金花榜子，既是
考生晋级省试的凭证，亦是地方士绅彰

显文教的象征。
除了中央和地方发放的录取通

知书外，宋代新科进士中还流传着一
项雅事：每逢春闱放榜，登科士子便
结伴游宴于汴京酒肆，或以诗笺互通
款曲，更有意思的是，他们还会编纂

《登科小录》。此书堪称宋代科举的
“同学录”，详载同榜进士的姓名、名
次、年龄及籍贯，经书坊刊刻后，士子
人手一册，既是同窗情谊的见证，亦
为未来仕途的交际指南。新科进士
常将《登科小录》与“捷报”家书并作
一函寄回故里。

清代同治年间的科举“金榜”。

《《观榜图观榜图》（》（局部局部））明明 仇英仇英。。

苏家进士收到的苏家进士收到的““金花帖子金花帖子””上写了啥上写了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