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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美术馆画家陈鹏绘《北宋嘉祐二年科考》油画。

“唐宋八大家”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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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油画借用国画的写意手法，展现
了苏洵送两个儿子苏轼、苏辙进京赶考，与
欧阳修见面的场景。”《北宋嘉祐二年科考》
油画的创作者、辽宁美术馆画家陈鹏给记
者讲解，这幅油画选取嘉祐二年（1057年）
科 考 的 时 间 节 点 ，呈 现 了 当 时“ 宋 六
家”——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
曾巩齐聚京城的历史画面。

油画以一个穿红衣戴官帽，背对观众
的人为中心，他就是欧阳修。从四川赶来
送子赶考的苏洵拄着竹杖，穿白衣的苏轼
与穿绿衣的苏辙向欧阳修拱手鞠躬，苏洵
左侧“手不释卷”的是欧阳修门生曾巩，后
边红衣骑马者为路过此地的王安石，他当
时在京城任管理马匹的群牧判官，画右侧
穿绿衣者为欧阳修好友、“宋词鼻祖”梅尧
臣。此外，远处的树枝上还独具匠心地画
了三只喜鹊，寓意金榜题名、喜鹊登枝。至
于这7个人的长相，陈鹏参照了清代“八大
家”画像的骨骼，描画其时相应年龄面貌，
而宋人服饰、竹杖、书生赶考使用的书箱
等，参考了《清明上河图》等古画。这样一
幅生动的油画，将观众的思绪一下子拉入
千年前那场群星璀璨的科举考试……

嘉祐二年正月初六，欧阳修受命担任
礼部贡举的主考官，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
进士考试。“宋代的科举考试，是公认较为
完备严密的，建立了锁院、糊名和誊录等公
正严格的制度，对后世的科举考试产生了
深远影响。”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王美华
告诉记者，宋代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解
试、省试和殿试，经逐级选拔，择优录取。

解试是由各州府、国子监组织的考试，一般
在秋天举行。解试通过的考生称为“中
举”，于次年春天到京城参加礼部组织的全
国性考试。因礼部属尚书省，简称省试。
省试通过后，进入殿试，由皇帝在金殿上进
行考试。殿试通过，即可直接授官。

嘉祐二年主考的其他考官还有王珪、
梅挚、韩绛、范镇和梅尧臣等人。按照惯
例，他们提前被带到贡院考场，与外界断绝
联系，实施“锁院”，这次锁院前后共50天，
在里面出题、阅卷、定等，直到放榜后，才能
解禁出院。

欧阳修在《礼部贡院阅进士就试》诗
中，描写了考场内群英聚集、考生紧张答
题的场面：“紫案焚香暖吹轻，广庭清晓
席群英。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
叶声……”从诗中可见，当年的考场上安静
肃穆，只听见笔在纸上沙沙作响，如同春蚕
嚼叶，欧阳修说自己心神耗尽，幸亏有赖同
僚精于识别，共同为国选拔英才。

为防止营私舞弊，宋代科举考试实行
考卷糊名和誊录制度。即考试结束后，试
卷先交编排官，去掉籍贯、姓名等，另行编
号，然后交给封弥官誊写一遍（以防考生在
试卷中做记号），校对无误后，盖上御书院
印章，这就是糊名制度。然后由初考官、覆
考官两次判卷，定出等第，随后由详定官启
封，以两次判卷结果，决定等第名次，最后
交还编排官，揭去糊名，恢复姓名、籍贯，决
定礼部录取的名单，整个过程极为周密紧
张。正因如此，考官判卷时不知考生姓名，
更看不到考生的真实笔迹。

考试实行糊名誊录制

力主平易文风、敢作敢为的欧阳修
因此得罪了京城权贵子弟。礼部将录
取名单张榜公布之后，那些善写怪僻
文字的知名人物全部名落孙山，于是
他们心生不满，聚众闹事。《宋史·欧阳
修传》记载了当年轰动一时的科场风
波：“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
街逻不能制。”这些落榜生聚在欧阳修
的马前，将他团团围住痛斥辱骂，街头
巡逻的官吏赶到也无法制止。甚至有
人写了一首《祭欧阳修文》扔进他家，
诅咒他快死。

其实，欧阳修早有心理准备。他
后来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某昨被差入
省，便知不静……权贵人家与浮薄子
弟，多在京师，易为摇动，一日喧然，初
不能遏。然所得颇当实材，既而稍稍
遂定。”欧阳修信中表示，早在受命担
任主考官之时，就知道清理科场积弊，
会有今天的舆论喧哗，但是自己选拔
的都是栋梁可用之才，没有什么遗憾，
时间会平息一切纷乱。

所幸正当欧阳修处境艰难之时，宋
仁宗给予了充分信任和有力支持。著
名学者王水照在《欧阳修传》中考证，按
惯例，以往历届科考，殿试对礼部奏名
进士“黜落甚多”，也就是说，皇帝不认
可的人有很多。但这次殿试，礼部奏名
的所有进士，无一例外地全部被皇帝殿
试认可。这意味着，朝廷对欧阳修选拔
人才的评判标准持肯定态度。

这次科举考试，选拔的精英云集，
几乎网罗了北宋中后期政界、思想界、
文学界的诸多杰出人物。如文学才子
曾巩、苏轼、苏辙；北宋理学家、洛学创
始人程颢及其学生朱光庭，大思想家、
关学创始人张载及其学生吕大钧；政
界人物有吕惠卿、曾布、王韶等，他们
是王安石新党和元祐旧党的重要人
物。就官位而言，据史家统计，此榜进
士位至宰执者（指位居宰相、副宰相、
枢密使、枢密副使等执掌国家政事的
重臣）有 9 人，分别是：王韶、郑雍、梁
焘、吕惠卿、苏辙、林希、曾布、张璪、章
惇。此外，水利专家郏亶（jiá dǎn）也
在此榜中。

因此南宋丞相周必大评价说：
“欧阳文忠公知嘉祐贡举，所放进士，
二三十年间，多为名卿才大夫，用此
以取之欤！”

从此，北宋科场风气幡然转变——
“文体复归于正”，欧阳修将宋代古文
运动引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平易自
然、流畅婉转，逐渐成为宋代散文的群
体风格，成为后世散文家学习的楷
模。当年“太学体”代表人物刘几落榜
之后，改名为刘煇，亦改变文风，学作
平正自然的古文。两年后，他再次参
加进士考试，“公大称赏，擢为第一人，
及唱名，乃刘煇”。他应考时撰写的文
章广为流传，进一步推动了文坛风气
的改变。

（本版图片由辽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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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前的北宋文坛，盛行一种艰涩险
怪的“太学体”文章，还有一种浮艳拼凑的

“西昆体”，欧阳修对二者采取批判态度。
他提倡继承韩愈的文风，强调文道统一，道
先于文，写了大量平易自然、有血有肉、反
映现实生活的散文。因科场文风与整个文
坛息息相关，这次受命出任主考官，欧阳修
决心运用手中的行政权力来实现自己的文
学主张，通过这次科举考试，去除积弊、刷
新文风，按自己的标准选拔人才。

当时在“太学体”中有位首屈一指的代
表人物叫刘几，这一年他也来应考。北宋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讲述了这个故事：刘
几最喜欢用险怪之语，“学者翕然效之，遂
成风俗。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
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欧阳修早已听
说此人，读过他的文章，非常厌恶。这天阅
卷，欧阳修看到有一篇艰涩怪僻、不堪卒读
的文章，其中几句说：“天地轧，万物茁，圣
人发。”欧阳修认为，这一定是刘几的文
章。于是，他在后边接续了两句：“秀才刺，
试官刷。”并用大红笔从头到尾横抹一道，
称为“红勒帛”，又批上“大纰缪”三个字，张
榜贴在墙壁上，让各位考官参观。后来揭
去糊名，果然是刘几的文章。

这一年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
论》，梅尧臣阅卷时，看到一篇文章仅用
600字，就简洁明了地论述了忠厚为本、以
仁政治国的思想。他激动不已，立即呈给
主考官。欧阳修阅后又惊又喜，觉得此文
引古喻今，说理透彻，既阐发了传统仁政思
想，又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初欲评为本场
第一，但转念一想，如此出色的古文，当今
恐怕只有自己门下弟子曾巩才写得出，倘
若把曾巩取为第一，难免有营私舞弊之嫌，
只好忍痛割爱，让这篇文章屈居第二。可
是等到放榜的时候才知道此文作者原来是
四川眉山的考生——苏轼。

后来，欧阳修在给梅尧臣的信中盛赞苏
轼：“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
路，放他出一头地也。”作为主考官、文坛领
袖，欧阳修自认才华在门生之下，并要为苏轼
出人头地开山避路，其爱才之情溢于言表。

展厅中展出的宋拓《欧阳修醉翁亭记》及
《欧阳修丰乐亭记》，都是欧阳修被贬滁州时所
写。《醉翁亭记》初刻碑石字小刻浅，元祐六年

（1091年），苏轼在恩师欧阳修去世近20年后，
以大字楷法重书《醉翁亭记》和《丰乐亭记》，
并刻石立碑于两亭，表达怀念之情，其书法风
骨峻朗、气韵淳厚，是苏轼楷书代表作品。

利用主考官身份力促文风改革

探究欧阳修好贤荐才的深
层原因，不难发现，欧阳修念念
不忘的是尽忠为国、荐贤报国，
这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另一
种表达。

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
苏辙等，原来大多是“布衣屏
处，未为人知”，在欧阳修的培
养举荐下，相继成长为北宋著
名文学家、政治家。

宋人笔记《曲洧旧闻》讲述
了欧阳修的一件小事：“欧公下
士，近世无比。作河北转运使过
滑州，访刘羲叟于陋巷中。羲叟
时为布衣，未有知者。公任翰林
学士，常有空头门状（宋代名片）
数十纸随身，或见贤士大夫称道
人物，必问其所居，书填门状，先
往见之。果如所言，则便延誉，
未尝以外貌骄人也。”从中可知，
欧阳修经常随身携带空头门状，
发现哪里有人才，便礼贤下士、
不惜到陋巷中寻访。

欧阳修能大力举荐的不仅
有素不相识的布衣贤才，就是
有个人恩怨的政敌，他也心胸
宽广，为了国家的利益捐弃前
嫌，大力扶植。史料记载，欧阳
修曾在一份公文中，向皇帝推
荐三人可以为宰相，把吕公著、
司马光、王安石力荐给皇帝。
吕公著，是当年排斥范仲淹之
党，并把欧阳修贬谪到滁州的
主要参与者、宰相吕夷简之子；
司马光和欧阳修政见不合，也
曾在朝中力排欧阳修；王安石
认为欧阳修并非知己，意见常
有不合，王安石主张变法，欧阳
修则反对新法，然而欧阳修却
能做到唯才是举，不计前嫌。

因此宋代词人叶梦得在
《避暑录话》中称颂欧阳修：“然
公于晦叔（吕公著）则忘其嫌
隙，于温公（司马光）则忘其议
论，于荆公（王安石）则忘其学
术。不如是，安能真见三公之
为宰相耶？世不高公能荐人，
而服其能知人。苟一毫蔽于
中，虽欲荐之，亦不能知也。”

由于欧阳修举荐团结了一
大批人才，制造了一波“人才聚
集效应”，使庆历新政、王安石
变法和古文运动进行得有声有
色，对北宋此后的政治、经济、
文化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在欧阳修的奏议中，他袒
露过自己的心声：“窃惟古人报
国之效，无先荐贤……苟有所
见，其敢默然？”“凡臣所言者，
乃愿陛下听其言，用其才，以济
时艰尔，非为其人私计也。若
量霑恩泽、稍升差遣之类，适足
以为其人累耳，亦非臣荐贤报
国之本心也。”他希望君主能

“深图治乱，广引贤俊，与共谋
议，未有众贤并进而天下不治
者。”字里行间一片拳拳赤诚尽
忠报国之心，令人动容。

熟读欧阳修的道德文章，
南宋名臣周必大也慨叹：“彼争
名者相倾，属文者相轻，闻公

（欧阳修）之风，其少愧哉！”今
天重温欧阳修的生平故事，他
志存高远、淡泊名利、甘为人
梯、以天下为己任的非凡品格，
犹令后人景仰追随。

好贤荐才
实为尽忠报国
本报记者 商 越

宋拓苏轼楷书《欧阳修醉翁亭记》局部。

宋拓苏轼楷书《欧阳修丰乐亭记》局部。

欧阳修。


