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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科举评卷是第一印象决
定命运。为了加快阅卷速度，按时
完成朝廷规定的工作，阅卷人员也
是想尽办法，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手
段就是看“第一印象”，也就是重点
看考生的头场卷子，此即古人所谓

“止阅前场，又止阅书义”。

赶考一样很“烧钱”

大中四年(公元850年)，赴举
者刘蜕曾在一篇文章中诉说了赴
举的辛酸：“家在九曲之南，去长
安近四千里。膝下无怡怡之助，四
海无强大之亲。日行六十里，用半
岁为往来程，岁须三月侍亲左右，
又留二月为乞假衣食于道路……
况有疾病寒暑风雨之不可期者，
杂处一岁之中哉！是风雨生白发，
田园变荒芜。”刘蜕所说的“半岁
为往来程”，虽然诉说了赶考的辛
酸，也吐露了其间巨大的经济压
力。半年间不仅收入全无，还得支
付旅途车马费、旅店费等。此外，
考试用的试卷都由考生来支付，
加上置办一些考试装备，如脂烛
水炭、餐器、衣席等，加起来不是
小数目。

考前洗澡防作弊

《金史》记载当时的科举考试
之前，考生们都要由不识字的士兵
搜身以防作弊。后来有人指出，“搜
检之际虽当严切，然至于解发袒
衣，索及耳鼻，则过甚矣，岂待士之
礼哉！”遂向皇帝建议“使就沐浴，
官置衣为之更之，既可防滥，且不
亏礼”，并得到许可。通过考前洗澡
并提供制式服装，既防作弊又不

“亏礼”，真可谓有理有节。

对科举夹带作弊，历朝政府
都严厉禁止。尤其是到了清代，科
场作弊之风日益猖獗，清政府不
仅对考生的衣着和携带器具做出
详细规定，还就如何严格搜检颁
布了一道道政令。所有参加考试
的士子，都得接受彻底的搜身检
查，连考生头上的辫子也要解开
来查，甚至还要查看臀部。

落榜生复读很常见

好多考生在京城考完试后，
“多借静坊庙院及闲宅居住”，闭门
苦读，投入到下一轮备考复习中。
在唐代，考生考完试不离开京城回
家，又称“过夏”。这种在高温时节
仍给自己安排学习，又称“夏课”。
用唐人李肇《唐国史补》的说法是：

“退而肄业，谓之过夏；执业以出，
谓之夏课。”

在唐代，以夏课为代表的复读
之风特别盛行。夏课主要的作业是

“写作文”，进行诗文的创作。其实，
古代考生考完后不离京回家，也是
有其客观原因的。在古代交通不
便，条件差的要靠步行到京城参加

考试，路途少的耗时月余，多者数
月甚至半年。所以许多考生索性不
回家，呆在京城，这样免了差旅费
和旅途之苦，又有复习时间。

落榜生可查卷

古代阅卷的主观因素比现代
要多，对考生的成绩影响很大，有
不少落榜生是被不负责任的阅卷
人员误了前程的。因此，有的责任
心强的考官会抽查未考中的“落
卷”，主考官也有权力调阅副主考
官未“取”的荐卷进行复核。

此外，还有一条比较人性化
的规定——— 允许落榜生查卷，这
也是监督阅卷人员的一种好办
法。如果把优秀的卷子评差了，考
生一旦上访，麻烦就大了，责任人
是要被朝廷治罪的。

一般在考试成绩张榜公布后
10天内，落榜考生都可以查看自
己的试卷。落卷上会有考官的阅
卷批语，一看就明白为何未被录
取，也算死个明白。

评卷看重“第一印象”

高考研究专家、长江教育研
究院执行院长张才生说，古代“高
考”和现代其实还是有很大差别
的。古代科举评卷是第一印象决
定命运。也就是重点看考生的头
场卷子，此即古人所谓“止阅前
场，又止阅书义”。一般情况下，如
果考生的头场卷考得好，阅卷时
得了“高分”，基本上榜便有戏了。
即便允许查分，也查不出来什么。

作为古代“高考”的科举考试，
有许多阅卷趣事。一位当年参与过
清朝科举改卷的官员，曾将这些趣
闻结集成书《春明梦录》。其中曾记
述，地方考秀才，阅卷量不大。但全
省规模的乡试，阅卷量陡增，“试卷
黑格朱书，本已目迷五色；时间既
逼，卷帙又多”，“每人须看数百
卷”，于是免不了有些混乱，阅卷也
就不那么公正了。晚清时期的一位
中堂级别的总考官，懒得细看试
卷，于是发明一个颇具“创意”的改
卷方法，他将试卷呈圆形摆开，中
间放一鼻烟壶并转动，等它停下
后，鼻烟壶头部对准哪张试卷，就
取哪张试卷。这个鼻烟壶成了考生
命运的主宰者。

另据《春明梦录》记载，光绪
三年(1877年)，一位被称“昭兄”的
人在参加会试作诗时，把“痕”写
成“浪”，当时他疑惑了一下，但没
改，考完后则懊恼不已，认为自己
必定落榜。结果他竟然高中，高兴
之余，他仍有些担心，因为考卷还
需要“磨勘(即复审)”。出人意料的
是，其试卷在复审时也通过了。斗
大的错字，如此一路“过关斩将”，
使得“昭兄”金榜题名。
(综合广州日报、中国网、人民网)

熙宁战争，发生于宋神宗熙宁
八年(1075年），交战双方是北宋与
交趾(大部位于今越南)。由于当事
双方的立场问题，历史描述几乎相
反。在越南人眼中，这是一场抵御
大国侵略的民族战争，不但保卫了
交趾政权，还争取到了长期稳定的
国际环境，甚至获得了独立，并同
宋朝进行经济贸易往来，是“可歌
可泣”的史诗级战役。

在宋代，今越南的北方为交
趾政权，南方为占城政权。在宋朝
皇帝眼中，交趾从来就不是一个
国家，而是中原王朝的藩属，雍熙
北伐将北宋的战略重心移向传统
的北方边境，北宋逐渐对交趾转
用宽忍政策。事情在宋仁宗时期
发生了变化。大国不找小国麻烦，
小国交趾倒不安分了。在经历了
丁朝、前黎朝两个短命王朝之后，
李朝的建立使交趾终于有了一个
比较稳定强大的统一政权。仗着
宋朝的宽忍，交趾不断蚕食北宋
南方边境，甚至制造骚乱。

《南国山河》的作者李常杰
在越南属于“民族英雄”，类似于
我国的霍去病、左宗棠。他是交
趾李朝时期人。1075年，宋朝和交
趾爆发战争，李常杰首先采取

“先发制人”的手段，对邕州(广西
南宁)、钦州、廉州发动进攻并进
行大屠杀，三地共死亡几十万
人，但仅有南宁有较为确切的数
字，为五万八千多人被杀。在对
宋战争中，为鼓舞士气，李常杰
写了《南国山河》。

宋朝虽然对交趾方面不顾宗
主国的命令而侵略占城国早有不
满，也对交趾国经常北犯非常气
愤，但在军事上也仅仅是做些演
习，希望以此震慑住交趾国。万没
想到，交趾国竟然如此大胆而残
暴。为此，宋军于1076年对交趾国发

动战争。
法国人乔治·马司培罗曾称，

这场战争究竟是谁赢了到现在还
很难说。中国史书和《钦定越史通
鉴纲目》的描述是：两军在富良江
(今红河)决战。李军战船四百余艘
在江南阻住水路，宋军没法过河，
于是郭逵和赵卨便命令兵将们伐
木制造发石机攻打。后来又依照
燕达建议，暗中派遣军队在山间
设置埋伏，逐步减兵，诱敌深入。
李常杰果然中计，倾数万众渡江
出击，宋军伏兵尽发，步骑合击，
趁其帆折樯摧之时，选精兵乘大
筏猛攻，大败交趾军，击杀数千。
李朝洪真太子和昭文王子战死，
左郎将阮根被俘。但是《越史略》
等越南史书的记载则为：李常杰
知道宋军力困，于是连夜渡江袭
击，大破宋军。宋兵死者十之五
六，只能退取广源州。也就是鼓吹
李朝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检讨战争时，由党争而派生的
鹰派与鸽派之争纷起，苏轼曾就熙

宁战役留下了著名的时事评论：
“熙宁以来，王安石用事，始求边
功……沈起、刘彝闻而效之，结怨
安南”，“安南之役，(沈)起实造端，
而(刘)彝继之”。这怨气满满的评
论，将矛头全部指向了改革派。

由于宋军强大的防御力与薄
弱的攻击力，导致大国边境始终处
于整体和平、局部骚乱不断的状
态。宋神宗对宋朝多年的内外之弊
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宋朝自
建朝以来，一直为收复失地而战，
几乎无果而终。而王安石本人也有
此见识，君臣二人在共同目睹北宋
朝野内外苟且偷安的颓败局面后，
都有了富国强兵的共同理想。

宋神宗对保守派是什么态度
呢？宋神宗深知“人臣但能言道
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
事。”也就是说，道德与功名都很
重要。所以，他对以元老大臣为主
干的保守派空言道德而在政治上
苟且无为并不欣赏。他曾对富弼
不虑国事，“唯知求去”表示过极

大的不满，还当面指责司马光“专
循虚名”。但在宋神宗的内心深
处，真正被倚为社援之臣的，不只
有王安石，还有司马光、文彦博、
吕公著这批人。因此，他对保守派
提出的种种要求也是最大限度满
足。因此，当地方文武军官积极备
战，同时上奏朝廷希望进攻时，结
果是这些人大部分都被朝廷罢
官，如雍州的苏缄、刘彝等。

熙宁战争是宋朝第二次正式
同交趾作战，依然没有取胜，宋的
国际威望下降。取而代之，宋朝对
交趾政策逐步转向以经济贸易为
主。政和五年(1115)宋朝令燕瑛等
措置与交趾开禁通商事宜。到了
南宋，对交趾政策依然延续熙宁
战后的政策，最终于淳熙元年给
交趾册封了国号，双方的贸易也
有了更大发展。

其实，越南方面承认熙宁战
争是自己挑起来的。但为了证明
自己是不得已才“先发制人”，所
以，交趾国的后人经常把时间颠
倒，用于证明宋朝早就有吞并交
趾之心。例如潘辉黎在1979年出版
的作品中说，王安石与宋神宗讨
论过伐交趾的好处，王安石说“若
胜，则宋势增，辽夏诸国定生敬
畏”。从《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二百
七十六》看，越方说的这个还算靠
谱，但越方在书籍中说中方早有
南下阴谋，后面就说了这句话。实
际上，这是北宋决定开战时说的，
是在熙宁战争爆发后的1076年，而
不是战争爆发前。

正如潘辉黎所说，“宋朝虽然
是一个大国，怀有侵略野心，但正
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不可能采
取坚决行动来及时应付。这个主
张体现了一种积极的战略思想，
即以进攻来主动自卫”。

由此看来，熙宁战争根本不
是奥巴马所说的大国欺负小国，
而是小国在欺侮大国，没有看到
当年某小国对地区国际格局的破
坏和主动挑起战争，白宫大秘真
该读读宋史。

(综合国家人文历史、今日头
条等文章)

5月下旬，奥巴马首次访问越南,完成了其八年任期结束前在亚太的“收官之旅”。在河内他发表长篇演
讲，尽管没有直接点名中国，但中国再次成为主角。在演讲中，奥巴马引用了北宋与越南熙宁战争时期的
越南诗句《南国山河》：“南国山河南帝居，截然定分在天书。如何逆虏来侵犯？汝等行看取败虚。”奥巴马表
示，这首诗表达了所谓的“所有越南人民不屈的精神”，还使用了“大国不能欺负小国”的说法。访问越南的
美国总统奥巴马为什么偏偏要提这场战争？历史真相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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