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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7年，明洪武三十年，南京应天府
内，一群书生焦急地等待会试的结果。
不久，榜单贴出，北方考生一看，全都愣
了，中榜的51位举子全都是南方人。看着
南方考生鼓掌欢庆的场面，北方考生的
情绪迅速由惊愕变成了愤怒，他们决定
向明太祖朱元璋告状，并把矛头直指主
考官。于是一场改变中国科举制度，影
响明朝国运的事件就此拉开了帷
幕……

北方考生全都不及格

明洪武三十年二月，明王朝迎来了
三年一度的科举会试，此时朱元璋年近
七十，身体已经大不如前。他意识到这
有可能是他最后一次举行科举考试了，
所以在主考官人选上，朱元璋的选择非
常慎重，经过反复考虑，他任命当时已
经78岁的翰林学士刘三吾为主考。

在洪武时期，刘三吾可谓大儒，此
人虽然是元朝的旧臣，但是在明朝建立
之后出力甚大，明朝的科举制度就是由
他制定的，明初的刑法《大诰》也是由他
作的序，选择他作为主考，既是朱元璋
对他本人的认可，也是朱元璋对这次科
举的期望。

会试的过程进行得很顺利，宋琮等
五十一名举子成为了新科进士，不过，
这些人全部都是南方人，故这个榜被人
称之为南榜。至于北方人，榜单中一个
人也没有。

虽说当时南方的经济文化比北方
发达，科举中榜的人也比北方多，但是
北方省份考生集体落榜的情况，还是中
国科举历史上的第一次。

榜单发出后，北方的考生愤怒了，
他们跑到礼部鸣冤告状，因主考官刘三
吾来自湖南，北方的考生们认为他有偏
袒南方人的嫌疑。而在南京街头，更有
数十名考生沿路喊冤，甚至拦住官员轿
子上访告状。

因此街头巷尾各式传言纷飞，有说
主考收了钱的，有说主考搞“地域歧视”
的。

消息很快传到朱元璋的耳中，他十
分恼怒，不久便正式下诏，成立了12人的

“调查小组”，在落第试卷中每人再各阅
十卷，增录北方人入仕。

然而调查小组经过数日的复核，到
该年四月末做出的调查结论，再次让朱
元璋瞠目结舌：经复阅后上呈的北方考
生的试卷，文理不仅不通，并有犯禁忌
之语。调查小组给出的意见是，北方考
生集体落榜的原因是水平太差了，而刘
三吾所录51人皆是凭才学录取，无任何
问题。

“北榜”背后朱元璋的用心

消息传来，再次引起各界哗然。不
仅是北方考生们无法接受调查结果，朝
中许多北方籍的官员也站了出来，纷纷
抨击“调查小组”的结论，要求再次选派

得力官员，对考卷进行重新复核，并严
查所有涉案官员。

就在这个时候，有人上告说刘三
吾暗嘱“调查小组”等人故意以陋卷进
呈皇上，对北方人所做的优秀试卷藏
匿不报。朱元璋听后大怒，五月突然下
诏，指斥本次科举的主考刘三吾和副
主考纪善、白信3人为“蓝玉余党”，尤
其是抓住了刘三吾十多年前曾上书为
胡惟庸鸣冤的旧账，认定刘三吾为“反
贼”，并发配西北。至于“调查小组”的

“组长”侍读张信，则落了个凌迟处死
的下场。

六月，朱元璋亲自策问，取录任伯
安等六十一人，六月廷试，以黄观为第
一名、韩克忠为第二名、王恕为第三名，
因所录六十一人全是北方人，故又称北
榜。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南北榜案”，
朱元璋看似公平举动的同时，背后其实
隐藏着他笼络北方士子的目的。

从汉唐尤其是安史之乱以来，中国
的教育就是“南强北弱”，以八股文取士
的科举制度，对苦读诗书的南方书生是
个优势。总体录取比例南方占明显优
势，“南北榜”之前六次殿试状元全是南
方人。

洪武中期发生的蓝玉谋反案，大概
前后牵涉十余万人，而且多是北方籍贯
的各个级别的大小官员。“蓝玉案”后，
很多北方书生就心灰意冷了。

朱元璋是安徽人，来自南方，北方
书生这种消极入仕的态度，让他感到很
不安。他特别担心北方的读书人动摇对
新建王朝的信心。本来朱元璋想通过科
举考试来笼络北方士子，结果酿成了悲
剧，这些南方考官和举子也成了朱元璋
笼络政治人心的替罪羊。

“南北榜”案后，很多北方书生觉得
自己受到了重视，他们开始借助科举，
登上了明朝政治舞台。

“南北榜”保证录取公平

科举取士是国家大事，即使朱元璋
能通过行政干预，硬生生给了洪武三十
年这科北方考生进士名额，也不是根本
之计。

因为在当时，北方人确实考不过南
方人。如若统计建文元年到永乐二十二
年之间的9榜进士，南方省籍的进士高
达83 .6%，北方省籍进士占11 .6%，而西南
省份的进士不足5%。

北方人不擅长考试，但并不意味着
北方人不擅长从政。大学士杨士奇就认
为“长大之器，俱出北方，南人虽有才
华，多轻浮”。

为了保证公平，在明宣宗年间，国
家科举取士制度发生重大调整，每科录
取进士100人，其中南北方分开录取，考
生以户口所在地参加考试，分片录取。
其中南方人60人，北方人40人，从国家制
度的层面上保证北方人通过科举进入
仕途的可能。

到了景泰五年，明王朝为了照顾科
举力量更薄弱的西南地区，进一步对科
举名额对应的区域进行了详细划分，南
方考区55个名额，包括应天府、苏州府、
松江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布
政司；北方考区35个名额，包括顺天府及
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布政司；中部考
区10个名额，包括四川、广西、云南、贵州
布政司及凤阳府、庐州府、滁州、徐州、
和州。

此后，一直到康熙年间为止，明清
两代各地区科举取士的名额比例维持
在55：35：10。这个比例基本与各考区的
人口数字相吻合，获得较大认同。

于是，全国之间科举竞争变成了各
地区内的科举竞争，保证了文化教育落
后地区，士子通过科举而晋升的可能
性。

不过，此举在保证公平的同时，也
给明王朝埋下了一个隐患，那就是“地
域之争”。

自“南北榜”划分之后，明朝官场上
的官员关系，除了师生关系外（座师与
门生），老乡关系也呈越演越烈之势，同
期中榜的考生，地域之间的亲疏尤其明
显。甚至同榜而出的考生间拉帮结派，
也渐成常态。万历末期至天启初期令后
人诟病的“党争”，朝中分为“齐党”“楚
党”“浙党”相互攻击，“分榜”制度确是
其温床之一。

秦始皇陵兵马俑，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
的考古发现之一”“世界第八大奇迹”。5月16日，最
早将兵马俑认定为文物并进行修复的考古学家赵
康民因病辞世，享年82岁。BBC、《纽约时报》、《每日
电讯报》等世界主流媒体纷纷报道。“今先生去矣，
谁堪此殇。哀矜之心，孤恓彷徨。”在赵康民老人故
去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发文纪念道，如果没有赵
康民，兵马俑的发现要推迟很多年。

如今在临潼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中，第一组展
品就是4件兵马俑，其中3件轻装武士俑就是当年
打井时拉回来的残片，被赵康民亲手修复的第一
批出土兵马俑。很少有人知道，在距离秦始皇帝陵
博物院不远的这个区级博物馆里，藏着第一批出
土的兵马俑，它们是世界奇迹的索引。

４４年前，时任陕西省临潼县文化专员的赵康
民在看到荒野之中散乱的“瓦人”残肢和生锈铜箭
时，敏锐地判断“可能是国宝！”自此，深埋于地下
２０００余年的秦兵马俑渐为世人知晓。

“半道出家，没有学历，没有文凭……要说搞文
博考古，我却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赵康民在

《考古生涯》一书的序中这样回忆自己入行的经历。
位于陕西关中平原东部的临潼历史悠久，曾

是京畿之地，文物资源丰富。然而１９６１年，赵康民
调入临潼县文化馆接手文物考古工作时，当地文
博事业几乎一片空白，库房里只有零星的文物。

作为当时县文化馆文物组唯一的工作人员，
他每天背着铁铲、铁镐和画图、照相工具，骑着破
旧的自行车奔波在田野山岭“摸家底”。每收到一
件文物，他便如儿童“看图识字”一般，与专业刊物
相互对照，直到认识。在资料匮乏的年代，他把《文
物》和《考古》刊登的钟鼎文一字不漏地临摹了两
大本，并附上专家释文，成了金文字典。就这样日
复一日，过了入门关。

1974年4月25日，赵康民接到公社的电话：“老
赵，你快来，西杨村打井打出好多瓦人，头比真人
还大，还有铜箭头、秦砖。”这个消息让赵康民惊喜
万分，凭着铜镞、秦砖以及西杨村邻近秦始皇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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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一路如飞来到打井现场。初见兵马俑的场
面，赵康民是这样记载的：“杨培彦(打井的农民)
领我们看完出土的秦砖，又领我们到了井边看现
场，现场一片狼藉，残俑横七竖八，柿树上架着俑
头；麦田旁立着残俑，戴着破草帽吓麻雀；红烧土
上立着残俑，俑前香烟袅袅，残烛在燃烧，纸灰遍
地……”看到井口南壁保存完整，东壁两行通缝
砖仍存，明显就是一座陪葬坑，这时赵康民更加
肯定了自己的判断。第二天，他带着村民清理现
场，用三辆架子车把文物拉回文化馆。用树脂胶
黏接、以石膏填补，经过赵康民的修复，两个俑人
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自己的模样：身高１．７８米，
身穿战袍、腰系束带、腿扎行藤、足蹬方口齐头
履，双臂下垂，左手五指并拢，右手半握。赵康民
当时给它们命名“秦代武士俑”，“秦俑”一词就是
从这演化而来的。

时任新华社记者蔺安稳回临潼探亲期间，看
到了赵康民修复的兵马俑，后来写成题为《秦始皇
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俑》的情况反映，交给《人民
日报》内参，随即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重视。1974年7
月，秦俑考古队正式进驻西杨村考古工地，赵康民
也担任考古队的队员。考古队对已暴露的遗迹、遗
物进行文字记录、绘图、照相，然后继续清理，直到
1975年6月，基本摸清了秦兵马俑一号坑的范围、形
制结构和内涵。

秦兵马俑的发掘不仅改变了当时文物考古界
“秦无俑”的论断，更为研究封建帝王的埋葬制度，
秦代的政治、军事、社会生活、雕塑艺术、青铜铸造
技术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赵康民的考古生涯远不止于秦兵马俑的发现
和修复，姜寨原始部落遗址、秦兵马俑一号坑、秦
始皇陵便殿遗址、秦始皇陵马厩坑、唐华清宫御汤
遗迹、唐庆山寺上方舍利塔精室、关山唐墓、明刘
懋石室墓等诸多重大考古发现均有他的参与或主
持。

“赵康民先生不仅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发现
和认识秦兵马俑的人，同时也是秦兵马俑考古发
掘的拓荒者之一。他一生情系文博事业，曾参与了
多处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做出了不
可磨灭的贡献。”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长侯宁彬
说。

（综合新华社等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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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康民修复秦俑工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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